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西昌方言中的时间副词非常丰富，这些副

词有的在词形、意义、用法上和普通话相同，如“马

上”“总是”“随时”“一直”等，有的是西昌方言有而

普通话所没有的，如“紧倒”“扯起”“还总”“跟倒”

“看倒”“立马”“将将”“根生”“一火连”“昼时”“时不

时”“要不要”等。本文主要研究西昌方言特有的时

间副词，通过具体描写这些时间副词的分布，分析

其语用特征。

一、紧倒

西昌方言中的“紧倒”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

直”“总是”，可用在动词性、形容词性词语的前面，

表示动作行为的重复或某种状态一直持续。

（一）分布特征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1）他紧倒说紧倒说，说得大家都厌烦他了。

（2）这段时间紧倒下雨，田头田里的谷子稻谷要遭

殃了。

（3）你紧倒不来，他们等不得你先走了。

（4）他紧倒不说，把大家急得要命。

（5）你嫑不要紧倒骂他，他自己也难过。

（6）嫑紧倒啰嗦，啰嗦得让人烦。

2.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7）天紧倒热，树子都要遭被干死了。

（8）这水紧倒烫，半天都喝不倒。

（9）饭紧倒不熟，大家都饿得遭不住了。

（10）天紧倒不晴，衣服都要发霉了。

（二）语用特征

1.“紧倒”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表示某种动作

行为不断重复或继续；用在形容词性词语的前面，

表示某种状态一直持续。

2. 用“紧倒”的句子多表达厌烦情绪，表示这种

动作行为或状态是说话人不希望出现的，如例（1）

表达了说话人对“他紧倒说”这件事非常不耐烦，希

望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3.“紧倒”既可用在肯定句中，也可用在否定句

中，用在否定句中时，第一类句子的否定词可以使

用“不”和“嫑”，但“不”和“嫑”位置不同，“不”用在

“紧倒”后面，而“嫑”用在“紧倒”前面。第二类句子

的否定词只能是“不”，“不”用在“紧倒”后面。

二、扯起

西昌方言中的“扯起”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

直”“总是”。分布特征和语用特征与“紧倒”相近。

（一）分布特征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11）你扯起咳，还是去看一下医生哦。

（12）这个娃儿扯起迟到，三天两头遭请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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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病了扯起不吃药，病咋个怎么好得倒嘛。

（14）他扯起不回家，总在外面晃。

（15）你嫑扯起弄它，弄破了容易感染。

（16）他嫑扯起打架斗殴，他爹妈就烧高香了。

2.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17）外面的灯扯起亮起，浪费电。

（18）他的脸扯起都乌青的，怕是有问题哦。

（19）饭扯起不熟，大家都饿得遭不住了。

（20）天天下雨，樱桃都扯起不红。

（二）语用特征

1.“扯起”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在某段

时间里，某种动作行为不断重复或继续；用在形容

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在某段时间里，某种状态一

直持续。

2.“扯起”既可用在肯定句中，也可用在否定句

中，其用法同“紧倒”。

3. 西昌方言中的“紧倒”和“扯起”在意义、用法

上基本相同，可以互相替换使用，但二者在表达感

情色彩上有一定差异。“紧倒”可以表达说话人对某

种动作行为或状态的不满、厌烦，宣泄说话人的负

面情绪，而“扯起”不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绪，只表

达说话人对事情的客观陈述。如“饭紧倒/扯起不

熟”，两句都表达饭长时间没有熟的意思，但用“紧

倒”时，明显带有说话人对这件事的不满、着急的情

绪，而用“扯起”时则没有这种主观情绪。

三、还总

西昌方言的“还总”相当于普通话的“总是”。

（一）分布特征

“还总”多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动作行

为的不断重复或继续。

（21）小王还总喜欢和别个别人对倒干。

（22）他还总都要挑点儿毛病出来才乐意。

（23）给你说的，你还总不相信，这下应验了不。

（24）家头家里给他介绍的女朋友，他还总不喜

欢。

（二）语用特征

1.“还总”使用范围较窄，只能用在动词性词语

的前面，不能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2. 用“还总”的句子多表达说话人的不满和斥

责情绪。如例（21）表达了说话人对动作行为的主

体小王的不满，对“小王和别人对着干”这件事持批

评的态度。

3.“还总”既可用在肯定句中，也可用在否定句

中，用在否定句中时，否定词只能用“不”，并且“不”

放在“还总”的后面。

四、跟倒

西昌方言中的“跟倒”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马

上”“立刻”“立即”等。

（一）分布特征

“跟倒”可以用在动词性、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

短语的前面。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25）你先去，我跟倒就过来。

（26）只要你辞职，我跟倒就辞职。

（27）他都催了好几遍了，我不跟倒去不得行。

（28）他吩咐的事情，你不跟倒给他办好，他会

生气的。

2.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29）西昌只要一下雨，天气跟倒就冷了。

（30）一关空调，房间头跟倒就热起来。

（31）一关火，锅头跟倒就不热了。

（32）一熄火，水跟倒就不烫了。

3. 用在主谓短语前面

（33）太阳一出来，跟倒雾气就散了。

（34）你把事情说清楚，跟倒误会就解开了。

（35）一立春，跟倒各种花就开了。

（36）跟倒就要过年了，你还不打主意。

（二）语用特征

1.“跟倒”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用在动词

性、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前面，表示某事紧接

着另一件事即将发生，或某种情况紧接着另一种情

况即将出现。“跟倒”后面常常要带副词“就”，二者

连用起强调作用。

2.“跟倒”用在否定句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当

“跟倒”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时，有否定式，否定词

“不”放在“跟倒”之前；当“跟倒”用在形容词性词语

前面时，也有否定式，但否定词“不”放在“跟倒”之

后；当“跟倒”用在主谓短语前面时，没有否定式，只

有肯定式。

3. 西昌方言中“跟倒”的意思和“马上”相同，上

例都可以替换成“马上”，但二者又不完全一样。

“马上”可以单独回答问题，而“跟倒”不能，如：

（37）你好久什么时候过来？

（38）马上。

例句中的“马上”不能换为“跟倒”。

五、看倒

西昌方言中的“看倒”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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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马上”，多用来表示一种变化。

（一）分布特征

“看倒”多用在主谓短语前面。

（39）看倒就要过年了，屋头还啥子都没有准

备。

（40）看倒就要毕业了，工作还莫得个着落。

（41）看倒就要满四十的人了，还一点儿都不让

人省心。

（42）看倒就要下雨了，赶紧点儿把衣服收了。

（二）语用特征

1.“看倒”后面常常要带副词“就要”，二者连用

强调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2.“看倒”只能用在复句的前一个分句句首，主

语常常省略。

3.“看倒”使用范围较窄，只能用在肯定句中，

不能用在否定句中。

六、立马

西昌方言中的“立马”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立

即”“立刻”“马上”。

（一）分布特征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43）你立马过来，单位出事了。

（44）听到这个消息，他立马打电话给小王确认

情况。

（45）你不立马承认错误，还要遭挨打的。

（46）你不立马把工作做完，老板会开除你的。

2.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47）湿地公园门票免费，游客立马就多起来。

（48）才一开春，天气立马就热起来。

（49）领导批评他几句，他立马就不高兴了。

（50）才下了一阵雨，天气立马就不热了。

（二）语用特征

1.“立马”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动作行

为发生的时间非常短暂，既可用在肯定句中，也可

用在否定句中，用在否定句中时，否定词只能放在

“立马”的前面。

2.“立马”用在形容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状态

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常常需要和副词“就”连用，

也有肯定式和否定式，但用否定式时，否定词要放

在“立马”的后面。

3. 西昌方言中的“跟倒”“看倒”“立马”都有“马

上”的意思，都表示很短的时间，但三者有一定差

异。“立马”表示的时间最短，“跟倒”次之，“看倒”表

示的时间最长，同时“看倒”还有强调事情正在发生

变化的作用，而“立马”“跟倒”没有这种作用。

七、将将

西昌方言中的“将将”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刚”

“刚刚”。

（一）分布特征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51）她将将走，你就来了。

（52）他们才将将吃完饭。

（53）我们才将将说到你，你就来了。

（54）他昨天将将出差回来，明天又要去出差。

2.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55）病才将将好，你就不要那么拼命工作了。

（56）饭才将将熟，等一会儿再吃。

（57）天才将将有点儿热合暖和，衣服不要脱得太

快了。

（58）草莓才将将有点儿红，就被他们摘完了。

3. 用在主谓短语前面

（59）将将哪个在说我的坏话哇？

（60）将将你跑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61）将将才说不回家，这会儿跑得比哪个都

快。

（62）将将才考完试，他就把所有的书都撕了。

（二）语用特征

1.“将将”使用范围较广泛，可以用在动词性、

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前面，表示某一动作行为

或状态在某一特定时间之前刚刚发生或完成。

2.“将将”常常和副词“才”连用，构成“才+将

将”或“将将+才”格式，强调动作行为或状态刚刚发

生或完成，并且只能用在肯定句中。

八、根生

西昌方言中的“根生”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从

来”“历来”。

（一）分布特征

“根生”只能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63）他根生就是这么个臭脾气，你不要理他。

（64）他根生就讨厌你，你还稀奇他得很。

（65）我根生就没有说过这个话，你不要瞎说。

（66）人家根生就不喜欢你，你还死皮赖脸地赖

倒人家。

（二）语用特征

1.“根生”使用范围较窄，只能用在动词性词语

前面，表示截止说话时间为止，动作行为从来不曾

发生过。常常和副词“就”连用，起强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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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生”既可以用在肯定句中，也可以用在否

定句中，用在否定句中时，否定词可以是“没有”或

“不”，且否定词只能放在“根生”后面。

九、一火连

西昌方言的“一火连”表示“一下子”的意思。

（一）分布特征

“一火连”常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动作

行为、事件经历的时间短暂或瞬时发生。

（67）他一火连就站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68）小王一火连就跑到我面前，吓我一跳。

（69）老年人得动作慢点，不要一火连就站起

来。

（70）你不要一火连说那么多事情嘛，说多了我

也记不倒记不住。

（二）语用特征

1.“一火连”常常和副词“就”连用，强调动作行

为的瞬间发生。

2.“一火连”既可以用在肯定句中，也可以用在

否定句中，用在否定句中时，否定词只能是表示禁

止义的“不要”，且“不要”只能放在“一火连”前面。

3.“一火连”有表达轻微责备的意思，只是程度

较轻，如例（67）说话人对“他”一下子站起来这件事

有点儿不满意，带有轻微责备，责备“他”的行为惊

吓到了我。

十、一下下儿（yīhahər）

西昌方言中的“一下下儿”有“一会儿”的意

思。“一下下儿”是副词“一下”的曲折形式。“一下下

儿”是在副词“一下”的后面加上一个不表意义的

“下”，再儿化形成的。

（一）分布特征

“一下下儿”可以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或后面，

也可以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表示时间少量。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71）你稍微等一下，他一下下儿就回来。

（72）这条猪得病，才一下下儿就死掉了。

（73）我这会儿有点儿忙，你一下下儿再来找

我，可以不？

（74）一下下儿就做得完的事，你非要拖倒明

天。

2. 用在动词性词语后面

（75）你先坐一下下儿，我把事情忙完了就来陪

你说话。

（76）你先去倒，我等一下下儿再去。

（77）你先走嘛，我们两个耍一下下儿再走。

（78）他每天都要下楼走一下下儿，锻炼身体。

3. 用在形容词性词语前面

（79）饭一下下儿就好，你吃完饭再走。

（80）天气太冷，菜一下下儿就冷掉了。

（81）他感冒发烧，一下下儿冷，一下下儿热。

（82）这两个娃儿才吵完架，一下下儿又好了。

（二）语用特征

1.“一下下儿”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时，其后的

动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多音节的，用在动

词性词语后面、形容词性词语前面时，动词、形容词

都只能是单音节的。

2.“一下下儿”常常和副词“就”连用，用来强调

时间短暂。只能用在肯定句中，不能用在否定句

中。

3.“一下下儿”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会儿”。

例句都可以替换成“一会儿”，替换后意思不变。

十一、昼时

西昌方言的“昼时”相当于普通话的“随时”。

（一）分布特征

“昼时”主要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表示动作

行为的频率、次数。

（83）这个娃儿身体不好，昼时都在生病。

（84）他是个热心肠，昼时都在帮别个的忙。

（85）这个娃儿体质太差，昼时都不离药。

（86）住在高速公路旁边，昼时都不清净。

（二）语用特征

1.“昼时”常常和副词“都”连用，强调动作行为

发生的频率、次数较高。

2.“昼时”既可用在肯定句中，也可用在否定句

中，用在否定句中时，否定词只能用“不”，并且“不”

只能放在“昼时”后面。

十二、时不时

西昌方言中的“时不时”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不

时”“偶尔”。

（一）分布特征

“时不时”多用在动词性词语的前面。

（87）你时不时回家看一下，爹妈就高兴了。

（88）我们不咋联系，时不时才打个电话。

（89）他时不时做些事情出来，让人哭笑不得。

（90）他时不时冒句话出来，把人肚子都笑疼。

（二）语用特征

1.“时不时”使用范围非常狭窄，只能用在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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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词语前面，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频率低。接助词

“地”，也可不接。

2.“时不时”只能用在肯定句中，不能用在否定

句中。

十三、要不要

西昌方言的“要不要”相当于普通话的“偶尔”。

（一）分布特征

1. 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

（91）他忙得很，要不要才回一趟西昌。

（92）要不要喝点儿酒，应该莫得关系。

（93）你还是要不要出去耍一下嘛，不要一天到

晚呆倒家头。

（94）他要不要才打个电话回家。

2. 用在主谓短语前面

（95）要不要吃顿火锅可以，天天吃遭不住。

（96）要不要出去喝点酒是可以的，但不能一天

到晚都在外面喝酒。

（97）要不要买件贵的衣服还能承受，买多了买

不起。

（98）要不要说一次谎可以原谅，但经常说谎就

不得行。

（二）语用特征

1.“要不要”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频率低，只能

用在肯定句中，不能用在否定句中。

2.“时不时”和“要不要”基本意思和用法都相

同，可以互相替换使用，只是“时不时”的使用范围

更窄，只能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不能用在主谓短

语前面。

四川西昌方言中的时间副词不仅丰富，而且有

很多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这些时间副词的分布

特征、语用特征同中有异，我们应该注意辨别，这样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西昌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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