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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11方言
“
啥子

”

与
“
啥子

+ N
”

探析

李丹阳

(西南大学 文学院
,

重庆 4 0 0 7 15 )

【摘 要 ]
“

啥子
”

与
“

啥子 + N’
’

高频率出现在四川方言 口语中
,

但关于
“

啥
”

字的读音
,

各类工具书说法不一
。

在四川方言

中一般用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表示 问物 ; 用
“

啥子
” 、 “

啥子事
” ,

表示 问事
,

三者同时存在
,

同中有异
,

异中有同
。

本文从共时

的角度出发
,

基于方言口语语料与方言文本语料
,

对
“

啥子
”

和
“

啥子 + N’
’

进行考察
,

充分描写它们在语义表达
,

句法功能等方面

的异 同
。

【关键词】啥 ;啥子 ;啥子 + N ;语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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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隶属于北方方言
,

是西南官话的重要

分支
。

它和 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相比较
,

其语音
、

词

汇
、

语法尽管没有闽
、

粤
、

吴等方言跟普通话差别那

么大
,

但是四川方言既然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
,

它

有着 自身的特点
。

特别是四川方言 口语里有些常

用字词
,

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里鲜有或者根本不存

在
,

如
“

啥子
” 、 “

巴适
” “

么台
”

等
。

本文以
“

啥子
”

以

及它的常用结构
“

啥子
+ N ”

为例
,

探析
“

啥
”

字在四川

方言里的读音
,

重点分析在句子中用为
“

啥子
” 、 “

啥

子
+ N ”

时
,

其语义
、

句法功能等方言的异同
,

同时结

合已有的文本资料
,

粗略统计
“

啥子
”

在其他方言分

布情况
。

一
、

关于
“
啥

”
字的读音

就
“

啥
”

这个字是属于某种方言
,

各类工具书说

法统一
。

但关于该字的读音
,

声韵组合及其声调
,

存在不同的说法
,

以颇具权威性的五部字词典为例

来说明 (如下表一 )
。

表一
“

啥
”

字在工具书的发音情况

工具书目 国际音标 一般组合 词性

《现代汉语词典》
「̀l p`。 96

比 a ]
35

啥子 代词

《汉语大字典》
「2 lp 3 88

比 a ]
2 ` 3

啥子 代词

《汉语方言大字典 》
「3 lp s ` 2 8

[昌a ]
2 ` 3

啥子 代词

《四川方言词典脚蒯 63 35 [、 产 位于句末 语气词

l s a 1
5`

啥子 代词

《四川方言词语考释》
「5 lp 5 85

[
s a

1
2` 3

啥子 代词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各家说法莫衷一是
。

但到底
“

啥
”

在四川人方言中如何发音 ? 工具书不能给出

统一标准
,

考察四川人的语用习惯并结合已有调查

资料给出的结论
: z

h
、

hc
、 、 h这组声母

,

四川话中绝大

多数地方没有
「6] 。

因此本文认为
“

啥
”

字在四川方言

中用作语气词时读为 [、 产 (同《四川方言词典》对其

的注音 )
,

通常用在假设复句前一分句未
,

表示
“

如

果… …
” ,

引起下文
。

例如
:
这些东西都是公家的

,

是他私人的啥
,

他又不得这样浪费了
。

而
“

啥子
”

作

代词出现时
,

读为 [sa 产 (同《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对

其的注音 )
, “

啥子
”

意为
“

什么
” ,

如
:
大约你一定听

见了啥子坏话 !

“

啥
”

字在四川方言中单用
,

一般只能用作语气

词
,

放在句末
。

前文也提及
,

后文将不再谈及
。

本

文将重点分析
“

啥子
” 、 “

啥子
+ N ”

(即
“

啥子东西
”

与
“

啥子事
”

)表示问物问事时
,

其在四川方言里的语

义表达及其功能等方面的异同
,

二
、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的基本语

义
、

功能

(一 )
“

啥子
”

的基本语义
、

功能

根据《四川方言词典》解释
, “

啥子
”

是代词
,

相

当于普通话里的
“

什么
” 。 “

啥子
”

在四川方言里的基

本用法包括疑问用法和非疑问用法两个方面
。 “

啥

子
”

的疑问用法一般用来询问具体或抽象的某事
、

某物
。

例如
:

( 1 )给我说哈
,

你在想啥子 ?

( 2 )你在到处看啥子哟 ?

“

啥子
”

的非疑问用法包含两种
,

一是指其可以

表示虚指
,

在句子中常有无法说清或不需要说清的

人或事物
。

例如
:

( 1 )你要是听到啥子好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
。

( 2 )我想吃点啥子
。

此时
“

啥子
”

指一切事物 ; “

啥子
”

还可以表示否

定
、

责难 ;也可以表示惊讶不相信等感情
。

例如
:

( 1) 他懂个啥子
,

一天就晓得吹牛
。

(2 ) 啥子啊 ! 那娃真的考起名牌大学了啊
。

二是指其可以表示列举
, “

啥子
”

常常用在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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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 目之前
,

构成
“

啥子 … …
”

格式 ;而
“

啥子的
”

用

在所列举的事物之后
,

构成
“

… … 啥子的
”

格式
。

例

女口
:

( 1) 啥子苹果啊
,

香蕉啊
,

李子啊
,

他买了一堆
。

(2) 文学
、

历史
、

地理啥子的
,

他都喜欢得很
。

在语法分布上
, “

啥子
”

作为体词性的疑问成

分
,

在句中可 以作主语
、

宾语
、

定语
,

还 可以独立成

句
,

如
:
啥子 ? 你再说一遍

。 “

啥子
”

可与其他成分构

成凝合程度很高的语言形式
,

如
“

干啥子
” 、 “

凭啥

子
” 、 “

做啥子
”

等
,

这些在四川方言 口语中使用频率

较高
。

(二 )
“

啥子东西
, ,

的基本语义
、

功能

根据对四川方言区人们 日常 口语的考察
,

总结

出
“

啥子东西
“

的基本用法
,

也包括疑问和非疑问用

法两个方面
。

1
.

“

啥子东西
”

的疑问用法

( 1 )表示询问某事物及其性质

例如
:
保温杯是啥子东西 ?

( 2 )表示询问某物或某事

例如
:
他在找啥子东西 ?

2
.

“

啥子东西
”

的非疑问用法

( 1 )表示不确定的事物
,

用于虚指

例如
:
你看她鬼鬼祟祟的样子

,

包包里肯定藏

了啥子东西
。

( 2 )表示否定
、

责难
、

训斥

例如
:
你是个啥子东西

,

也敢在这里撒野
。

( 3 )表示任指一切事物

例如
:
啥子东西都是这样的

,

吃多了就觉得不

好吃得了
。

一般情况下
, “

啥子东西
”

可 以与
“

啥子
”

替换使

用
,

意义大致相等
,

但是
“

啥子东西
”

能表达更为丰

富的语义内容
,

在语义上
“

啥子东西
”

更强调事物的

存在性
、

实体性
。

例如
:

( 1) 我实在想不出有啥子东西还可以拿来吃
。

(2 ) 你听声音呐
,

是有啥子东西落下来摔烂了

吧
。

此外
,

需要注意的是
, “

啥子东西
”

有时可 以指

人
,

但一般都含有不满
、

责骂某人等含义
。

例如
:

( 1) 我终于晓得那个跟我称兄道弟的贱人是个

啥子东西了 !

(2 )你根本就不晓得他是个啥子东西 ! 还在那

跟他说好话
。

最后
,

在四川方言 日常 口语交际中
,

在出谜语

或者要求对话者明确回答出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

一

般用
“

啥子东西
” 。

例如
:
啥子东西红嘴巴

,

绿头发
,

经常吃
,

力气大
。

在语法分布方面
, “

啥子东西
”

可作主语
、

宾语
、

定语
。

(三 )
“

啥子事
, ,

的基本语义
、

功能
“

啥子事
”

在语义上能指代任何事件
、

事情
。

作

此用法时
,

一般都有
“ N事物

”

的出现
,

所以使得
“

啥

子事
”

在一些语言环境中语义表达比较实在
,

表达

内容也较为明确
,

这时一般不能用
“

啥子
”

替换
。

例

女口
:

( 1 )啥子事都不能闹得太大
,

惊动了公安局就

不好了
。

( 2 )你去国外这么多年
,

啥子事给你印象最深 ?

“

啥子事
”

在 日常交际中
,

语义相当丰富
。 “

啥子

事
”

不仅能指代事件
,

而且它在某种语境下特定句

法组合中有特殊的
、

丰富的语义内容
。

如在下面习

惯表达的句子里
, “

啥子事
”

有特殊的语义
。

例如
:

A
、

啥子事 ? 我一听到动静就跑过来了
。

没啥

子事啊 ! 这里的
“

啥子事
”

可以表示有什么事件
、

事

情发生或者有什么情况
。

B
、

没啥子事的时候
,

我爷爷就喜欢钓鱼
。 “

没啥

子事
”

可以表示说话者有空闲的时间
。

C
、

这叫啥子事 ! 说了昨天开工结果今天还开

不成
。

此句中的
“

啥子事
”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

绪
。

表示说话者对某种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
,

主

观上认为该种事情不应该发生
。

D
、

我打我 自己的女娃子
,

关你啥子事啊 ! 其中

的
“

关… …啥子事
”

格式
,

表示某事跟某人有关联
。

此外
,

还存在一种格式
“

没… …啥子事
”

格式
,

表示

某人对某事可能负有责任
。

如
:
根本就没他啥子

事
,

你把他喊来干啥子
。

“

啥子事
”

在语法分布上
,

可以作主语
、

谓语
、

宾

语
,

也可以单独成句
。

三
、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的语义

、

功

能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

可 以总结出
“

啥子
” 、 “

啥子东

西
” 、 “

啥子事
”

三者在语义上有相通性
、

语法功能上

相当于体词性成分
,

都具有替代指称的作用
。

三种

形式有时可 以互换使用
,

有时呈现互补分布
。

下面

从它们的疑问用法和非疑问用法两方面考察分析

其语义表达和句法分布的异同
。

(一 )表疑问时的语义
、

功能比较分析

三者最主要的语义功能是用于询问事物及事

物的相关情况
,

都是能用在特指问句中询问事物的

语言形式
。

但是在表达疑问时
,

三者在语义上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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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语义内容上存在差异
。

例如
:

( 1 )到底啥子才是你想要的?

( 2 )你在看啥子东西 ? 这么人神
。

( 3 )他最近在忙啥子事 ? 好久没见到他人了
。

从上述三个例句中可 以看出
,

与
“

啥子
”

相比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这两者在语义上更强调所问

事物的实体性
、

空间性以及存在性
。

三者表疑问时
,

除了有语义上的差别
,

还存在

表达功能上 的差别
。

用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

事物
”

提问时
,

它们各自的语用规定性不同
。

语用

规定性是指在一定的语境中
,

话语内容所带有的语

境 内容
,

一般说来
,

语义宽泛的语言形式在表示疑

问时问域广泛
,

语用规定性就弱
,

问域狭窄
,

语用规

定性就强
口 l 。 “

啥子
”

问域最广
,

它 的语用规定性就

弱 ; “

啥子东西
”

在语义上有相对实体性
,

它的语用

规定性相对来说强一些 ; “

啥子事
”

在语义上也要求

比较明确
,

问域相对狭窄
,

语用规定性就强
。

与此相关
,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

啥子事
”

提问时

问话者
`

追问程度
、

要求回答的内容也不相同
,

用
“

啥子

东西
”

的时候
,

更要求明确
、

具体
、

细致的回答
。

(二 )非疑问用法的语义
、

功能比较分析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都具有指示功

能
,

表示任指
、

虚指
。

法国语言学家安德烈
.

马丁内

( A n dr e M ar it n e[ )在解释语言演变时提出
,

语言具有

经济性原则
,

即指在语言使用中
,

尽可能减少说话

人和听话人的力量消耗
,

以经济省力的形式来完成

语言交际的功能
8[] 。

依照该原则的解释
,

在指代某

物时
, “

啥子
”

都是可 以胜任的
,

那么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就不必存在
。

但在四川方言 口语交际的

真实中
,

三者同时存在
。

仔细对它们三者出现的语

义进行分析
,

会发现它们在语义上的差异
。

对比下

面几个例子
:

( 1 ) 今天我啥子也不想吃
。

( 2 ) 他其实也没说啥子
,

只是跟我随便摆了

哈
。

( 3 ) 看他那眼神
,

我 总觉得他偷了点啥子东

西
。

( 4 ) 如果你想到跟他有关的啥子事
,

请你立马

告诉我
。

语义上
, “

啥子
”

既能指代具体的事物
、

东西
,

如

例 ( 1)
,

还可 以指代抽象的事件
、

话语
、

思想等
,

如例

( 2 )
。

与
“

啥子
”

相比
, “

啥子东西
”

在指代语义上更

强调实体性
,

如例 ( 3 )
。 “

啥子事
”

所指代的一般都是

语义较为实在的现象
,

如 ( 4 )
。

此外
,

在非疑问用法中
,

三者还存在其他两方

面的差异
。

一方面是
“

啥子
”

可 以表示列举
。

如
:
唱

歌
、

跳舞啥子的
,

他都喜欢
。 “

啥子
”

用于列举时
,

通

常在后面加
“

的
” ,

相当于
“

等等
” 。

但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一般不能用于列举
。

另一方面是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都能用于否定
, “

啥子事
”

一般不表示否

定
。

如
:
( 1 )闹啥子 ! 这里是医院

。

(2 )好着
`

啥子哟
,

长

得丑死了
。

(3 )你是个啥子东西
,

还跟我讨价还价
。 “

啥

子
” 、 “

啥子东西
”

都可以表达说话者的不满情绪
。

其

中
“

啥子
”

还可以表示说话者主观上可能已经认可某

种现象
,

但话语表达上却用否定的语气
。

综上所述
,

关于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在表达非疑问功能时的区别
,

可以简单总结如下表

表二
:

啥子 啥子事 啥子东西

+一一+++

一能示功 举定一指例否

四
、 “
啥子

”
在其他方言中的使用

“

啥子
” 、 “

啥子东西
” 、 “

啥子事
”

在语义功能上

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

但不等值
,

有差异
。

三种形式

在四川方言里都同时存在
,

它们相互替换或者互补

分布
,

总之缺一不可
。

考察其他方言
,

发现
“

啥子
”

也被广泛使用
,

除了在以四川方言为代表的西南官

话中用作代词
,

相 当于普通话中的
“

什么
”

外
, “

啥

子
”

还可 以用作名词
,

此用法存在于江淮官话的江

苏南通一带
,

歌手互相提问民歌时
,

问者每句都以
“

啥子
”

起
。

此外
, “

啥子
”

在中原官话山西运城一带

也可用作代词
,

此时的含义相当于普通话中的
“

谁
”

或者
“

什么地方
” ,

而它在吴语中作代词
,

相当于普

通话的
“

怎么
” ,

如
:
弹词《晴雯》第二回

: “

雯姑娘
,

啥

子几 日天勿曾看见
,

清瘦得多了
。 ” 「3l p5 42 8

五
、

结语

综上
, “

啥子
”

在四川方言里
,

使用形式多样
,

各

种形式间存在相同性
,

但更多的是存在差异
,

所以

它们才能共存
,

它们共存的必要性体现在四川方言

日常 口语交际中
。 “

啥子
”

同时存在于其他方言区
,

或用作代词
,

同于在四川方言中的词性
,

或用为名

词
,

但它们的具体含义都不相同
,

各方言区的人们

都赋予它各 自的含义
。

方言能反映方言区人们的

思想
、

风俗习惯等
,

能较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
,

因

此在全国推行普及普通话的今天
,

我们更要重视保

护传承各地方言
,

坚持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相结

合的方针
。

(下转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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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词尽管词风婉约
,

但却绝无轻薄之态
,

如清

人周济所言
“

沉着在和平中见
” 「吻 `63 `。

另外清人冯煦

言欧词
“

疏隽开子瞻
,

深婉开少游
” 口护585

,

细嚼此语
,

甚是有理
,

阅读苏轼
、

秦观词作
,

看得出他们正是循

着欧阳修词的这一生命意识对词作进一步推进
,

从

而成为一代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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