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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的粘着型动词范畴标记
＊

——一组
“

后附音节
”

的结构分析

薄文泽 李旭练 侬常生

［提要 ］ 武鸣壮语动词经常后附－

ａｕｉ 、
－

ａ：
ｋ
—类 固定音节 ，

以往的研究称之为
“

后 附

音节
”

。 本文通过形 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分析 ，
认为 它们形式上属于粘着型附加成分 ，

表达的语法意义是处置 ， 其 中 －

ａｕｉ 、
－

ａ ：ｋ是表达处置的构形标记 。 这说明壮语语法里

除语序 、 虚词以外还存在粘着型动词后缀 。

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以来的研究工作揭示了我国汉藏语系很多语言的动词 、 形容词 、 名

词的后面可以加上
一

些描绘性的音节 ， 这些音节在语音上有
一

定的规律性 ， 表达特定的语法

意义 。 侗台语族语言里这类语言现象尤其丰富 ， 就壮语而言 ， 这类形式被统称为
“

后附音节
＂

。

据梁敏 （ 1 9 8 2 ） ， 大部分地区的壮语都存在动词 、 形容词 、 名词后附音节 （名词加上后 附音节

后
一

般变为形容词性成分 ） 。这些后附音节的性质是构词还是构形 ？ 表达的语法意义是什么 ？

历来众说纷纭 。 早期的壮语语法研究著作倾 向 于把它们处理为词尾 （ 《壮语构词法概要 》 、 《壮

语武鸣话语法 》 ） 。 八十年代以来 ，

一

些研究者提出要重新认识这类现象 ， 在分析的过程中采

取了谨慎的态度 ， 称之为
“

后 附音节
”

， 也有人称其为
“

后缀
”

。

我们在对 台语支语言的观察中 ， 感觉壮语有些动词后附音节形式固定 ， 与动词的结构关

系在各地基本
一

致 ， 表达的语法意义也相对固定 。 在历来学者的论述中 ， 对壮语这些结构的

形式描写很接近 ， 而对其意义的认识则比较模糊 。 本文试图梳理前人的调查和研究成果 ， 对
一

组特殊的动词后附音节在形式与意义的联系上做
一

个试探性分析 。 这类动词 的后附音节现

象在壮语各个方言土语中都普遍存在 ， 值得注意 。 它们在武鸣壮语里的形式是－

ａ ：
ｋ 、

－

ａｒａ
5

， 以

往的研究多有涉及 ，

－ａ ：ｋ
—

般释为
“

随便 、 索性
”

，

－

ａｕｉ

5—

般释为
“

催促
”

。

－ 前人的调查和研究

最早记录壮语动词后附音节的是李方桂先生 。 在 《剥隘土语》 词汇列表中 ， 李先生在列

出动词条 目 时也将动词加这类后附音节的形式列成
一

个词项 ， 翻译为
“

Ｖ＋了
”

， 如
“

ｔａａｉＭＪ

死了 ， ｔｅｅｕ ｌｔｉ！Ｍ？ｏｏＷｔａｕ 1跑了 出来 ， ｔｉＭｆｆｉ撒了
”

等 ， 或将后附音节翻译为
“

到 、 起 、 住
”

等 ，

如
“

ｔｉ ｉ他
？

撒到 ， 背起 ， ｔＨｌｔｉｌＮ拿住
”

。 有些动词声母相同 ， 所 以它们的后附音节也相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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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有时也将这个后附音节单独列
一

个条 目 。 故事部分李先生也记录到了这种形式 （下划

线的是李先生记录的动词及其后附形式 ）
， 例如 ：

ｍｏｏ 4ｍｉ ｉｌｋｉｉ ＾ ｌａａｉ＾ｎｉｉＨｍｉ ｉｌｔｕｕｌｍｕｕ
＇

1 ｔｉＴｎＮ
ｌｅｅＮ

ｌ

ｐｊ
ａａ ｉ 1ｋｗａａ －

Ｊ ｌａａ 1ｍａｉｉｔｅｅＨ ｓｕｕ Ｈｑ ｉｇ ｌ ｃｉｉｎ ｌｃ ｉｎｌｍａａｔ
－

ｌ ｓｕｇ
－

ｌ

ｅｅ Ｎ
ｌ ｌａｕ＾ ｌｏｑ

ｌｋａｍ ｌｃａｕ 1 ｔｕｕ ｌｍｕｕＨｔｉＴｎ
＇

Ｊ

ｐａｉ

／

Ｉ

， ｔ
ｕｕｌｍｕｕ

＇

Ｉ ｌｕｕ
－

ｌ ｌｉ ｉ ＾ ｌｕｕ ｌ
ｌ ｉｇ＾

？ ｉ ｔｌｋｉｌ

＇

－

ｌｅｅ＇

Ｊｔａａｉ＾ｆｉ ｉ
－

ｌ
．

没有多久 ， 有
一

个大野猪走过树下 ， 他就瞄的准准的 ，

一

枪打在那个野猪的头上去 。 那

个猪滚来滚去 ，

一

会儿恶王 。 （Ｐ 7 ）

ｌａａｕＨｆｅｉ Ｊｔａａｇ
Ｊｃ ｉｎ 1ｎｕｇ

ｌ
ｐ
ａｉ＾

ｊ
ｉｉｕＪ

，

ｔａｇ 1 ｔｅｅｍ＾ ｔＥｎＨ ｌｕｕｌｍｕｕ Ｈｍｅｅ＞
Ｊｔ 9 3 Ｈ ｌａａｉ Ｈｎｍ］ｎ］ｙ

Ｎ ｌｏｉ
）
ｌｔａｕ 1

，

ｈａｉｉ ｒｉｋ 1 ｔｅｅ

4 ｋｉｎＨ ？ａａＨ
．

官真的跟去看 ， 到那里 ， 那只母猪当真睡了下来 ， 给他的儿子吃奶 。 （ Ｐ 2 0 ）

ｔｅｅＨ ｌｏｏＨｎｅｅ 4 ｓｉ

＂

ｉ Ｎｌｐａａｕ 1

ｐ
ｉ ｉ

－

ｌ ．ｓｕｕＨ
ｊ
ａｍＨｔｉｎＨｐａ ｉ Ｈ？ａｕＮ

ｌ ．ｔｅｅｕｌｔｉ

＂

ｉ －

ｌ ？ｏｏｋ
－

ｌｔａｕ 1 ．ｈ ｉｎ 1 ｔａｕ 1ｋｉＬｎ 1 ｆａｉ
］

－

ｌ ｔａａｕ－

ｌ ． ｔｅｅ＾ ｌａａ

ｕＨ
＇

Ｉｆｉｒｉｊ
ｉ ｉｕ

－

ｌｈａｎ ＇
ｌｓｕｕＨ？ａｕｖ ｌ ｃｏｎｆｅｉＴ＇

ｌｔｕｋｌｔｒｉ
－

ｌ ．ｔｉｆｆ ｌｔａａｕｊ ｔａｕ 1 ｌａａｎＩ

他知道是宝贝 ， 就放轻脚步去拿 ， 趟工出来 ， 上了岸了 。 他怕人家看见 ， 就拿
一

件衣裳

裹住 ’ 拿回家里来 。 （ Ｐ 3 0 ）

李先生还记录 了
一

些重叠形式 ， 如 ｋｉｒＨｋ ｉＭｋｉｎ 彳 彳ｋｉｌｆ
＂

！
“

急急忙忙的吃 了
”

， ｃ ｉ

ｐ
ｌｃｉ ｉ －

ｉｃｉ

ｐ
ｌｃ ｉ

ｉ

－

ｌ

“

连忙拾了
”

。 李先生剥隘土语语料中关于－Ｈ 的记录是 目前所见这类后附音节最丰富的 自然

语料集 。

最早系统研究壮语这
一

语法现象的是广西壮族 自 治区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

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
一

工作队 （ 以下简称
“

工作队
”

） 。 1 9 5 8 年 出版的 《壮语

方言语法的几个问题 》 中专门讨论了
“

动词后面加 ａｋ 、 ａｍ
5

韵的情况
”

（为阅读方便 ， 本文用

国际音标转写原著中 的壮文 ， 下同 ） ， 指出 ：

在壮语 中某些动词后边加上与该动词声母相 同 而韵母为 ａ：ｋ 的音节 （ 如 ｋｕｎ＾ｋａｄｃ
7

， 随便

吃 ， ｒａｍ
3

ｒａ：ｋ
7

， 随便砍掉 ， ｔａｔ
7
ｔａ：ｋ

7

， 随便剪掉 ， ｎｉｎ
2
ｎａ：ｋ

8

， 随便睡 ， ｅａｕｉ

4

Ｇａ ：
ｋ

8

， 随便买 ， 6 ｕｋ
ｓ

ｅａＪｃ
8

，

随便捆 ） ， 有些 动词后 面可 以加上与该动词声母相 同 ， 而韵母为 ａｕｉ ， 调为 第五调的 音节 （ 如

ｋｕｘｉ＾ｋａｕｉ

5

随便吃 ， ｒａｍ
3

ｒａｕｉ

5

，
随便砍 ， ｔａｔ

7

ｔａｕｉ

5

，
随便剪 ，

ｎ ｉｎ
2
ｎａｕ ｉ

5

，
随便睡 ， 6ａｕｉ

4

ｅａｕｉ

5

， 随便

买 ）。 有些土语 区上述两个音节必须连带运用 ， 分别 附加在同 一个单音动词后边 。 经过我们调

查研究 ， 大部分地 区是有动词加音的这种形 式 ， 在语音上也各有其差异 。 在 意义上 ， 除某些

地 区有广狭的 区别外 ， 绝大部分地 区基本上是
一致的 ， 均表示随便 、 催促的 意思 。

至于上述后附音节所表达的意义 ， 该文认为 ，

“

上述三种形 式大多 数地 区都是表示催促

和随便的意思 ， 但有些地 区表示的意义也略与 此不 同 。 如 ：

（ 1 ） 东兰 、 田 阳 、 百色单用 ｋｕｎ＾ｋｉｅ
5

是表示索性 （按 ： 原 文做
‘

素性
’

， 从下文内容看

当为
‘

索性
’

） 与 催促的 意思 ， 连带用 的 时候 ，
ｋｒａｉ＾ｋ＾ｋｕｎ＾ｋｉｅ

5

（ 快吃 ， 索性吃 ） 也是表示

索性和催促 ， 但程度 比单用时要深 。

（ 2 ） 巴 马表示索性和催促 ， 隆林表示索性和随便 ；
德保 、 靖西 、 睦边表示随便和催促 …

…

“

根据这份资料 ， 虽然个别县份 ， 如河池 、 宜山 、 柳城等没有看到这类语法现象 ， 但存在

这
一

现象的调查点 已遍布所有土语 。 从各地材料来看 ， 具有普遍性的动词后 附音节有两个形

式 ， 组成方式各个方言土语基本相 同 ， 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基本相同 ， 都是表示
“

索性 、 催促

或随便
”

。 可以看出 ， 工作队对壮语这
一

语法现象已经给予了足够 的重视 ， 当时对所谓后附音

节的形式和意义的分析 ， 也是后来学者研究的重要起点 。 然而由于每个调查点能够看到的语

料太少 ， 所以我们无法对其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 ， 而只能接受其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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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弊 （ 1 9 5 8 ） 对此进行了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分析 ：

复音动词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双声和叠韵 的手段构成 的 。 叠韵式动词数量 比较少 ，
． ． ． ．

． ．双

生式可 以细分为 三个小类 。
…
… 第二小类 由

一个单音动词加构形的词尾构成 ， 词尾的韵母是

－

ａ：
ｋ和 －ｅｋ ， 前后音节不但声母相 同 ， 并且调类属奇数或偶数 （ 相 当 于汉语的 阴 阳调 ） 也往往

保持
一

致 。 词尾 －ａ
：
ｋ 和 －ｅｉｋ 的元音一开

一

关 ， 有 区别细微的 意义差别 的 作用 。 这样构成的动词

可 以 重叠 ， 但是重叠形 式只 能是 ＡＡＢＢ ， 不能是 ＡＢＢ ， 这似乎说明两个音节是 同样重要的 。

－ａ ：ｋ表示动作漫不经心或任 意随便 的情态 ，

－

ｅｋ 的含义相差不多 ， 只 是动作 比较轻微些 。
． ． ． ． ． ．

第三 类构词的词尾的韵母是
－

ａｕｘ
， 表示 动作的发动或者表示催促 ， 没有重叠形 式 。 ａｕｉ 这

一

音节读 第五调或第六调 ， 调 类属 于奇数或偶数同 词根往往
一致 。

－

ａ：ｋ ，
－

ｅｋ ，
－

ａｒａ 应该在词典里成为独立的条 目 ， 举例说明用 法 。

1 9 8 0 年出版的 《壮语简志》 对这
一

现象有 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

表示行为 、 动作的动词 ， 能加词尾－Ｘａｕｘ

5

和 －Ｘａｄｃ
7

分别表示催促和随意处置的意思 （ Ｘ表

示与 动词相 同 的声母 ） 。 例如 ：

ｐａｉ

1

ｐａ
ｕｉ

5

！ 快走 ！Ｙａｍ
3

Ｙａ ：ｋ
7

索性砍掉

去砍

还有
‘

动 ＋Ｘａ＾动 ＋Ｘａｕｉ

5 ，

的重叠格式 。 例如 ：

ｔａｍ
3

ｔａ
1

ｔａｒｎ
3

ｔａｕｉ

5

快织 （布 ） 吧ｓａｋ
8

ｓａ
1

ｓ ａｋ
8

ｓａｕｉ

5

快洗吧

织 织洗 （ 衣 ） 洗

ｔｏｋ
8

ｔａ
1

ｔｏｋ
8

ｔａｕｉ

5

快读吧

读读

《简志 》 的语法描写以武鸣话为基础 ， 提到了
一

种工作队没有提及的动词后附音节新格

式 ， 即重叠格式 ， 并指出
＂

各地壮语都有类似的现象
”

。 书 中对这类后附音节语法性质的描述

与工作队的描述接近 ， 并且提到 ， 其他形式的后附音节都是描绘动作状貌的 。 这更加促使我

们希望深入了解其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

覃 国生 （ 1 9 8 1 ） 根据柳江壮话的材料 ， 指出这类格式十分固定的后附成分使动词具有
“

催

促
”

、

“

命令
”

的意义 。 梁敏 （ 1 9 8 2 ） 以武鸣壮话和邕宁下楞壮话 （作者的母语 ） 为依据 ， 系

统研究了壮语形容词 、 名词 、 动词的后附音节 。 作者对下楞壮话动词后附音节的描写如下 ：

除能愿动词和表示 心理活动的 动词外 ， 多数动词 ， 尤其是对事物表示处置意味的动词都

可 以带
一

个声母与 动词相 同 ， 韵母为 －

ｅ
3

、 ａ ｔ

7

或 －ｏｋ
7

的音节 ， 给动词 的意义加上
“

随便
”

或
“

故

意 、 索性
”

等附加意 义 。 其 中带 Ａｅ
3

音节的的 附加意义较弱 ， 带 Ａａｔ

7

的意义较强 ， 带 Ａｏｋ
7

的

意义更强烈些 。 （ Ａ代表与动词相同的声母 ， 下同 ） 例如 ：

ｔｈａｍ
5

砍￣

ｔｈｅ
3

随便砍 ， 砍掉
￣

 ｔｈａｔ
7

随便砍 ， 索性砍
－

ｔｈｏｋ
7

索 性砍掉

ｎａｇ

6

坐￣ ｎｅ
3

随便坐 ， 故意坐

￣ ｎａｔ

7

故意坐 ， 索性坐

？

ｎｏｋ
7

故意坐 ， 索性坐 （ 不管是否干净 ， 别人是否介意或是否 同 意 ）

ｔｓ ａｉ

1

犁￣

ｔｓｅ
3

随便犁 ， 犁掉

￣

ｔＳ 9 ｔ
7

随便犁 ， 索性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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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ｓｏｋ
7 故意 犁 ， 索性犁

作者也谈到 ：

武鸣壮话类似 的后附音节 Ａａｒｎ 有催促的意思 ， 后附音节 Ａａ ：ｋ 有随便或索性的意思 ， Ａａ：ｋ

的声调 随动词本身 的 声调 而 变化 ， 动词是单数调 的 Ａａ
ｒｋ 念第 7 调 ， 动词是双数调的 ， Ａａ：ｋ 念

第 8 调 。 例 如 ：

ｒａｍ
3

砍￣

ｒａｕｉ

5

快砍吧 ！￣ ｒａ ：ｋ
7

随便砍 ， 索性砍

￣

ｒａｕｉ

5
￣

ｒａ ：
ｋ

7

随便砍掉 ’ 索性砍掉
￣￣

ｒａｄｃ
7

ｒａＪｃ
7

（ 同 上 ）

ｎａｇ
6

坐￣ ｎａｕｉ
5

快坐吧 ！￣ ｎａ
：ｋ

8

随便坐 ， 索性坐下

￣ｎａｕｉ

5
￣ｎａ ：ｋ

8

随便乱坐 ， 索性坐下

￣￣ｎａ：ｋ
8
ｎａｉｋ

8 随便地到处乱坐

这篇文章明确地把这类后附音节 同描绘动作的声音或状态的后附音节区分开来 ， 因为后

者
“

声韵母跟动词本身 的声韵母没有必然的联系 ， 所表示的意思也各不相同
”

。 至于这类后附

音节的性质 ， 作者也提出了 自 己的处理意见 ：

‘ ‘

动词 后 带 Ａｅ
3

、 Ａａｔ
7

、 Ａｏｋ
7

等后附音节的 ， 虽然它们 的语音结构在各地不尽相 同 ， 但它

们 的共同特点是 ： 这些后附音节均 以 动词的声母为 声母 ， 它们 跟动词 的结合非 常密切 ， 绝对

不 能跟宾语或补语等成分分开 （ 引者按 ： 这一点与其他绘声绘形 的后 附音节不同 ） ， 它们的重

叠形式也不 能被其他成分分开 。 如果构成 ＡＣＡＢ 重叠形式的话 ， ＡＣ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

独使用 。 这类后附音节往往给动词增添
‘

随便 、 索性
’

等意思 。 带后 附音节的动词及其重叠

形式 常用 作句子中 的谓语 。 也可 以作定语 。 它们都可 以带宾语 ， 也可 以受其他词类 的修饰补

充 。

”

由于
“

它们的声母跟动词 的声母必然相 同 ， 它们的声调基本固定或有严格的规律可循 ，

而且它们必须附着在动词后 面 ， 表示
‘

随便
’

或
‘

索 性
’

等 固定的附加意义 ， 所以把这类音

节处理为 动词词尾还是恰 当 的 。 它们 和动词构成的 ＡＢ 、 ＡＡＢＢ 、 ＡＢＡＢ 和 ＡＣＡＢ 等形式都

是复合词 ， 在文字上要连写 ， 但 由于它们 的结构都有规律可循 ， 只 要在词典和语法 书 中加 以

说 明 ， 就不必收录 。

”

张元生 、 覃晓航 （ 1 9 9 3 ） 也指出 ， 壮语的行为动词词尾－

ａｒａ
5

、
－

ａｄｃ
7

／

8

表示
“

索性
”

、

＂

干脆
”

、

“

催促
”

、

“

随意处置
”

等意 。

以上诸家的论述都把这类动词后附音节定性为词尾 ， 表达
“

索性
”

、

“

干脆
”

、

“

催促
”

、

“

随

意处置
”

等意 。 工作队确认了这类语法现象在壮语各个方言土语里面普遍存在 。 袁家骅主张
－

ａ：ｋ
，

－

ｅｋ 属于构形成分 ， 但他说
“

应该在词典里成为独立的条 目 ， 举例说明用法
”

， 语焉不

详 ， 不知是指包含这些词尾的动词都应该成为独立的条 目 ， 还是说仅仅把这几个词尾列为独

立的条 目 。 前
一

种处理方法很难穷尽列举 ， 后
一

种理解又过于抽象 ， 不知道它们到底可以用

在哪些动词后面 。 梁敏通过单
一

地点语料的深入调查 ， 对这种现象作了系统的分析 。 他
一

方

面追随前人 ， 主张把这些后附音节定性为词尾 ， 另
一

方面又指出
“
由于它们的结构都有规律

可循 ， 只要在词典和语法书中加 以说明 ， 就不必
一一

收录、 我们从后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 ，

事实上把这些动词组合
一一

收录也是不可能的 ， 因为其能产性特别强 ， 很多行为动词都可以

带这样的后附音节 ， 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 。

如果说 ，

一

个语言系统里的词汇是有限的 ， 是可以穷尽的 （尽管是在理论上 ） ， 那么对

待这种 以同
一

方式无限派生出新词的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 这类成分的语法意义到底是什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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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 专家们的看法实际上很不
一

致 ， 虽然普遍认为它们表达
“

索性
”
、

“

干脆
”

、

“

催促
”
、

“

随

意处置
”

等意 ， 但哪个词尾表达
“

索性
”

， 哪个词尾表达
“

干脆
”

， 哪个词尾表达
“

催促
”

， 哪

个词尾表达
“

随意处置
”

， 各家的意见还是分歧的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专家们对语法意义的

认识随动词小类的不同有细微差别 ，
比如梁敏先生对邕宁语料的处理 ， ｔｈａｍ

5

ｔｈｅ
3

翻译成汉语

是
“

随便砍 ， 砍掉
”

，
ｎａ＾ｎｅ

3

翻译成汉语是
“

随便坐 ， 故意坐
”

， 有的研究者又说这是
“

索性

坐
”

。 这明显是因为
“

砍
”

和
“

坐
”

这两个动词性质不同 ， 翻译的处理才会不同 。 相同形式 （ Ａｅ
3

）

表达的语法意义应该是
一

样的 ， 但在与不同动词组合时翻译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 这是跨语言

交际中的正常现象 ， 而研究者和语料提供者往往受到翻译的影响 ， 以为它们在意义上有细微

差别 ， 而又实在看不出差别在哪里 。

正如工作队 （ 1 9 5 8 ） 指出 的那样 ， 各地普遍存在 ａｕｉ 、 ａ
－

Ｊｃ（或其对应形式 ） 两个后附形

式 。 而梁敏 （ 1 9 8 2 ） 、 袁家骅 （ 1 9 5 8 ） 则表明下楞 、 武鸣都存在
一

个与 ａ：ｋ形义接近的形式 。

由于可以见到的语料有限 ， 此处只讨论前两个形式 。

二 动词的类型和范围

就 目前的材料看 ， 出现在这类结构里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 ， 基本上都是表示具体的行为 、

动作 。 韦庆稳等 （ 1 9 8 0 ） 认为
“

表示行为 、 动作的动词 ， 能加词尾－Ｘａｒｎ
5

和 －Ｘａ
：
ｋ

7

分别表示催

促和随意处置的意思
”

。 这基本上继承了工作队 （ 1 9 5 8 ） 的观点 。 梁敏 （ 1 9 8 2 ） 认为 ：

“

除能

愿动词和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外 ，
多数动词 ， 尤其是对事物表示处置意味的动词都可 以带

一

个声母与动词相同 ， 韵母为 －ｅ
3

、 3ｔ
7

或－ｏｋ
7

的音节 ， 给动词的意义加上
‘

随便
’

或
‘

故意 、 索

性
’

等附加意义 。

”

李旭练 （ 2 0 1 1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 对都安壮语动词与后附音节的组合作 了系统考察 ，

他列举 了 2 2 8 个带 Ａｓｍ（相当于武鸣的－ａｕｉ） 和 2 1 8 个带 Ａｏｋ（相当于武鸣的 Ａａ ：ｋ ） 的动词

组合。 我们考察了这些动词 ， 发现它们也都是单音节的 ， 里面既有本身含有处置意味的
“

卖 、

买 、 关 、 分
”

等 ， 也有跟处置义没有任何关联的
“

醒 、 问 、 进 、 请
”

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所

有人举例中都不包括表示能愿、 心理活动 、 判断 、 存在的动词 。 本文作者之
一

侬常生 2 0 1 3

年 7 、 8 月 间针对
“

后附音节
”

做的专题调查结论与此相同 ： 属于近标准音区 的武鸣太平镇壮

语只有 ａｄｃ
—

种
“

后附音节
”

， 而且后带 ａ ：
ｋ 的动词主要是行为动词 。 心理 、 能愿动词 以及

“

称

赞 、 学习
”

等词没有这类后附音节 ， 趋向动词和表示可反复进行的短暂动作的动词
一

般也不

能带 ， 但视具体语境有的可以加 ａ± 。 所以可 以大致断定 ， 带这些后附音节的动词是
一

般的单

音节行为动词 。

李旭练还发现 ， 都安壮话里的 Ａ 3 Ｕ！声调也随词根动词的调类不 同而变化 ：

ＡＡｓｕｉ 与 动词 的声母相 同 ， 动词为 单数调 的 ， 为第 5 调 ， 动词为双数调的 ， 为第 4 调 （ 与

武鸣 、 邕宁不 同 ）。 表示催促 。 如 ：

ｄａｍ
1

种ｄａｍ
1

ｄａｕｉ

5

快种ｌｕｍ
2

忘记ｌｕｍ
2
ｂｍ

4

快忘记

不论是单数调还是双数调的 ＡＡａｕｉ 式 ， 都会因 为使用对象 、 场合的不 同 而表示不 同 的语

法意义 ：

（ 1 ） 当某人正在进行某种行为 动作 ， 另
一个人在旁边使用 ＡＡａｕｉ 式对其发 出信息 时 ，

表示
“

催促 、 命令
”

的意义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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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语的粘着型动词 范畴标记

ｂｕｍ
1

ｌａｐ
7
ｋｗａ

5

，
8ａｕ

2

ｋｗｅ
3

ｋ 3ｕｉ

5

ｌ ｉ ：ｕ
4

？？ｉ

6

ｐ
ａ

ｉ

1

 6 ａ：ｎ
2

．天黑 了 ， 咱快点割 完就回家 。

天 黑 过 咱 割 （ 快 ） 完就 去 家

5 ａ： ｉ

2
 5 3ｕｉ

4

，ｎｕｍ
5

ｈａ：
ｕ

6

ｎｅ ｉ

4

ｄａｑ
2

ｇ
ｏｎ

2

ｃｏ：ｋ
1 0

ｐａ
ｉ

1

ｔａｕ
3

 6 ａ ：ｉ

2

ｂｏｕ
5

ｌ ｉｍ
4

．

写 （ 快 ） 慢 这 么 到 明天去 都 写 不 完

快写 ， 这么慢到 明天都 写不完 。

（ 2 ） 当 陈述某件事情的时候 ， ＡＡ 3Ｕ Ｉ 式表示
“

随便
”

意义 。 如 ：

ｋｏｉ＾ｈａｉｋ＾ａｕｒｔｉ ｉｕＶＷ 6 ａ：
ｎ

2

．我稀里哗啦学完就回家 。

我 学 （ 快 ） 完 就 回 家

ｌａｉ
ｉ＾Ｏａｉ

1

 0 ｏ ：ｎ
1

0 9 ｉｎ
5

ｌｉ ：ｕ
4

ｑ ｉ

6
3 ｏｇ

2

ｔａ：ｑ

2

．老师随便教完就下课 。

老师 教 （ 快 ） 完 就 下 堂

李旭练发现这类后附音节具有语法作用 ， 所以他称之为
“

后缀
”

。

三
＂

动词 ＋后附音节
”

结构表达的处置情景

考察所有的动词后附音节结构 ， 我们发现它们都包含下列特点 ：

1 ． 正如梁敏指出的 ， 武鸣壮话能带 ａｍ
5

、 ａｄｃ 、 都安壮话能带后附音节－

ａｍ－

、
－ｏｋ 的都是

行为动词 （汉语意义暂用原文 ） ： ｓａｋ
8

ｓｓｒａ
4

快洗 、 ｂａｎ
2

ｂ 3ｕｉ

4

快磨 、 ｔａｎ＾ ｔｏｋ
7

干脆点舂 。

2 ． 都安－

3ＵＩ
－及其对应形式表示说话者主观上希望事情快点进行 ， 或客观上

一

件事情进行

得快而无效率 。 同
一

个情景之内包含两个事件方面 ： （ 1 ） 行为动作导致的事件快速进行 ；
（ 2 ）

施动者放任行为出现不如意的结果 。 如 ：

ｂｕｉｎ
1

ｌａ
ｐ

7

ｋｗａ
5

，

5 ａｕ
2
ｋｗｅ

3

ｋ 3 ｕｉ

5

ｌ ｉ ：ｕ
4

ｑ ｉ

6

ｐ
ａｉ

1

 8 ａ：ｎ
2

．

天 黑 过 咱 割 （快 ） 完 就 去 家

天黑了 ， 咱快点割完就回家 。 （ 1 ．收割 ； 2 ． 迅速进行 ， 不管结果如何 ）

8 ａ
：
ｉ

2
 5 9ｕｉ

4

，ｎｕｍ
5

ｈａ ：ｕ
6
ｎｅ ｉ

4
ｄａｇ

2

ｑ ｏｎ
2

ｅｏｄ｛
1 0

ｐ
ａ

ｉ

1

ｔａｕ
3

 8 ａ ：ｉ

2

ｂｏｕ
5

ｌｉａ ｉ

4
．

写 （ 快 ） 慢这么 到明天去 都 写 不 完

快写 ， 这么慢到明天都写不完 。 （ 1 ．写 ；
2 ．不管写的好坏 ， 写完就行 ）

ｋｏｕ
＇

ｈａ ｉｋ＾ａｕｉ ｉ^ ｉ＾ｃ＾ｔａｉｕ
5

 8 ａａｉ

2

．

我 学 （快 ） 完 就 回 家

我随随便便地学完就回家 。 （ 1
．学习 ；

2 ．放任出现学习 效果不如意的结果 ）

3 ．


－

ｏｋ
－及其对应形式则表示行为动作快速进行 ， 且动作发出者不注意态度 、 方式 ， 但希

望达到理想的结果 。 如 ：

都安 ： ｈａｍ
1埋葬 ｈａｍ

〗

ｈｏｋ
7

干脆点埋
一＾快点埋并且埋葬得利落

ｄａｍ
1

种ｄａｍＭｏｋ
7

干脆点种￣快点种并且种得合乎要求

ｋｏ：ｇ

2

呻吟 ｋｏ ：ｇ

2

ｋｏｋ
8

干脆点呻吟 快点呻吟并且达到缓解痛苦的 目的

下楞 ： ｎａｇ
6坐 ｎａｇ

6

ｎｏｋ
7

索性坐
——

尽快坐下来 ， 不必顾及别人是否介意或座位是否干净

也是同
一

个情景之内包含两个事件方面 ：
（ 1 ） 行为动作导致的事件快速进行 ； （ 2 ） 行为

达到说话人期望的结果 。

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两种结构表达的意义很接近 ， 我们分析后可以看到它们仅在行为结果

的预期上有所不同 ， 但都有动作发出者主动通过短时 内采取少量行动处理人 、 事的基本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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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联想起汉语界学者们反复讨论的处置式 ， 然而动词加这种后附音节在形式上不

符合汉语处置式
“

在具体词汇表达上致使事件和被致使者两者缺
一

不可
”

的构式要求 ， 其中

往往有
一

个事件是隐含的 ； 但符合处置范畴的另
一

个特点 ， 即
“ ‘

作用 －效应
’

关系 ： 构成处

置情景的事件间存在紧密的
‘

作用 －效应
’

关系 。

一

个事件引发另
一

个事件 ， 前者称
‘

致使事

件
’

ｃａｕｓｉｎｇｅｖｅｎｔ ） ， 后者称
‘

被使事件
’

（ ｃａｕｓｅｄｅｖｅｎｔ ）

”

。 （叶向 阳 2 0 0 4 ） 我们从 以往的研

究中确实很少看到关于壮语处置式的论述 ， 有些研究虽然提到了处置式 ， 但根据的语料往往

是仿照汉语
“

把
”

字句造出来的汉化壮语句子 ， 并且这种形式在壮语里极为不能产 ！ 而上文

的壮语语料中 ， 动词本身并不表达
“

处置
”

的意义 ， 武鸣的 Ａａｒｎ
5

，Ａａｋ
7
／

8

， 都安壮话的 Ａ 3ｕｉ

4
／

5

，

Ａｏｋ
7

／

8

才使前面的动词具有了
“

处置
”

的含义 。

由此可见 ， 这组所谓后附形式并不是简单的动词构词词缀 ， 它们处在动词的后面 ， 语音

上跟动词相关 ， 但起的作用完全是语法上的 ， 这
一

作用贯穿全句 。 因此 ， 它们是
一

种句法标

记 。 综合都安壮语－

3ＵＩ
－

、
－

ｏｋ
－的句法表达环境 ， 可以看出它们 出现的句子都含有处置——致

使意义 ’ 前面引述的都安壮语例句正确翻译 （或者说 ， 说汉语的人能听明 白的翻译 ） 应该是

这样 ：

ｂｉｕｎ
1

ｌａｐ

7

ｋｗａ
5

，
6 ａｕ

2

ｋｗｅ
3

ｋ 3ｕｉ

5

ｌ ｉａｊ
4

ｅ ｉ

6

ｐａｉ

1

 8 ａ：ｎ
2

． 天黑了 ， 咱马马虎虎地 （把地 ） 割完就回家 。

天 黑 过 咱 割 （快 ） 完 就 去 家

8ａ：
ｉ

2
 9 9 ｘｎ

4

，
ｎｕｍ

5

ｈａ：ｕ
6
ｎｅ ｉ

4

ｄａｑ

2

ｑｏ
ｎ

2

ｅｏｄｉ
1 0

ｐａ
ｉ

1

ｔａｕ
3

 6 ａ ：
ｉ

2
ｂｏｕ

5

ｌｉｎｉ
4

．

写 （快 ） 慢这么 到 明天去 都 写 不 完

快点写 ！ 这么慢到明天都写不完 。

ｋｏｕ
1

ｈａｉｃ

1
0

ｈ 3ｕｉ

4
ｌ ｉｍ

4

＜
； ｉ

6

ｔａａｉ

5

 6 ａ：ｎ
2

．我马马虎虎地把学习搞完就回家 。

我 学 （快 ） 完 就 回 家

表示处置意义的正是这些
“

后附形式
”

。 这些
“

后附形式
”

有如下特点 ： 1 ．总是位于动词

或动词组合后面 ；
2

．没有固定的形式 ， 但是形式构成有固定的规律 ； 3 ．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 ，

该语法意义在壮语各地方言土语中基本相同 ；
4 ．该形式在各地壮语里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 （主

要是韵母和声调分布不同 ） ， 但构成方式相似 。

因此 ， 我们认为 ， 都安的－

ａｍ
－

、
－

ｏｋ
－不是

一

般的
“

后附音节
”

， 而是表达句法意义的构形

后缀 。 这类后缀是
一

种独特的处置结构语法标记 ， 它们与我们 己知的其他语言中的动词构形

后缀的形式不同 。 表面上看 ， 它们没有固定的形式 ， 只能依附在动词的后面 ， 声母 、 声调随

主要动词变化 （这可能也是长期 以来研究者称之为
“

后附音节
”

的重要原因 ） ； 而实际上 ，
这

种结构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 即声母与前面的动词相同 ， 韵母 、 声调固定 ， 同时具有很强的能

产性 。 具体到某
一

个动词 ， 它们的形式都是固定的 ， 不过是必须粘着在动词的后面而已 ， 却

因而可以在话语交际中创造出无数新的
“

后附音节
”

来 。 这种结构附着在动词后面 ， 就形成

了在壮语里极具能产性的处置式 。 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武鸣 、 下楞的动词后 附音节 ， 上述结

论依然成立 。

四 结 论

壮语动词的粘着型处置范畴标记 （武鸣 Ａａｕｉ

5

， Ａａｋ
7

／

8

， 都安 Ａａｒｎ
4

／

5

，Ａｏｋ
7

／
8

） 出现在单

音节行为动词后 ， 其语音形式是声母与动词相同 ， 与固定韵母拼合构形 ， 其中开音节形式的

5 4





壮语的粘着型动词范畴标记

声调有的方言固定不变 （武鸣和多数地方是第 5 调 ， 下楞是第 3 调 ）
， 有的方言依据动词声调

是奇数调还是偶数调而分属 5 、 6 调 （据袁家骅 1 9 5 8 ） 或 5 、 4 调 （都安 ） ， 促声音节形式依

动词的声调属于奇数调还是偶数调而分属 7 、 8 调 ， 语音上与动词的关系紧密 ； 语法上表达处

置的语法意义 ， 这种语法形式虽然紧跟动词之后并与动词存在紧密的语音关系 ， 但在功能上

并不单纯是动词的附庸 ， 而是表达了整个句子的处置含义 。 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在表达上有

细微区别 ， 主要是说话人对事件结果的预期放任与否的区别 。 以前研究中提到的
“

随便 、 催

促
”

等含义只是其表象 。 壮语动词利用这种形态手段而不是类似汉语把字句 （介词宾语提前 ）

这样的手段表达处置范畴 ， 是汉藏语系诸语言里值得关注的
一

种现象 。 有的学者从体貌的角

度考察壮语里的这种语言现象 ， 我们认为把它们看作处置范畴标记更符合壮语的实际情况 。

关于侗台语族语言的
“

后附音节
”

， 以往的研究证明其中大部分属于构词成分 。 但是像

壮语这类具有句法作用 的动词构形后缀 尚未获得充分的研究 ， 类似材料也尚未在泰语、 傣语

等台语支语言中发现 ， 亦不见于侗 、 水等侗水语支语言 。 从 已经刊布的语料来看 ， 壮语还有

很多动词的
“

后附音节
”

具有规律性的构成 ， 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 。 这种常见而难解 的语法

现象早已受到调查者注意 ， 并进行了长期的分析讨论 ， 但似乎还没有人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对

其做系统的定性分析 。 本文利用壮语材料 ， 分析其中特点较为 明显的处置范畴标记 ， 可以看

出 ， 所谓动词后附音节虽然在语音上跟动词密切相关 ， 但在语法结构上并不仅仅是动词的附

加成分 ， 它们是句子的结构意义表达手段 。 这说明在语序 、 虚词以外 ， 壮语也存在粘着型语

法表达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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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吴雅萍 】

《中 国西南柔勒仡佳语语法》 出版

李锦芳教授濒危语言研究团队新作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ｆ Ｚｏｕ ｌｅ ｉ
，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李霞 、 李锦芳 、

罗永现著 ） 在西方著名 出版机构 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波恩 纽约 牛津 ） 出版 。 新书详细描写分析了濒

危仡佬语贵州柔勒方言的语法体系 。该著作为团队承担的伦敦大学濒危语言重大招标项 目
“

中

国西南仡佬语方言记录研究
”

的结题成果之
一

。

韦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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