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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言语气词
“
哦

”

的情态解释

杨雪漓
,

陈 颖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成都

【摘 要 」四川方言语气词
“

哦
”

有其独特的情态意义
,

与其在汉民族共同语中的身份完全不 同
。

我们在这里对四川方言

语气词
“

哦
”

的情态功能以及其礼貌值做讨论
,

有利于规范
“

哦
”

在方言中的使用
,

也为其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语气词提供一些

理论依据
。

【关键词 」语气词 调值 情态功能 礼貌原则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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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在 《中国现代语法 》中定义语气词为
“

表示 二 语境分布特点

语气的虚词叫做语气词
。 ”

语气词主要用在句子的
“

哦
”

主要在四川方言的 口语中使用
,

特别是在

末尾
,

也可以用在句中主语
、

状语之后
。

在方言中
,

关系亲密的人交谈的语境下适用频率最高
,

如家
“

哦
”

作为语气词被高频率使用
。

在四川方言中
,

人
、

朋友之间
。

在书面语作品中也有使用语气词
“

哦
”

常常附着于句末
,

和句调共同表达语气
。

如
“

哦
” ,

但多是专为表现四川方言 口语的特点
,

从而突

这本书恐怕不是他的哦
。

在其他方言中
, “

哦
”

也是 出作品语言或作品中人物语言明显的四川地方特

作为语气词而存在
,

在台湾华语
、

上海话
、

闽南话
、

色
。

如
“

… …鬼才晓得他们还在哪些人身上投过

广东话中都有语气词
“

哦
” 「 ,

陈启萍也做过语气词 这样的资哦
” ③从社会人群分布看

, “

哦
”

的使用者
“

哦
”

的地区分布调查
「 。 “

哦
”

在方言中的语气词身 没有明显的年龄尊卑的区分
,

但通过人们 日常用语

份影响着其在汉民族共同语中的身份
,

越来越多的 和互联网上交流的情况来看
,

女性略高于男性
,

未

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正在变化中的语气词
“

哦
” 。

成年人略高于成年人
。

“

哦
”

作为语气词
,

句法上不充当句子的主要成 三 句法位置

分
,

语义上不影响句子的真值语义
,

功能上
,

语气词
“

哦
、”

和
“

哦
”

在使用上有所区别
,

他们大多是
“

哦
”

不用来表达语言的概念功能
,

它具有语篇功能 用于句末
。

但是
“

哦
, ”

在句中位置相对要自由一些
,

和人际功能
,

使前后话语更加连贯有序
,

同时具备 可紧密附着于句末或前一分句句末
。

它可 以用于

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
,

属于情态标记
。

因此本文主 陈述句
、

感叹句
、

疑问句和祈使句中
。

而
“

哦
”

则只

要从意态 ①方面对
“

哦
”

进行解释
,

并试图探究其在 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末
。

另外
,

就句子长度而言
,

人际交往中的礼貌原则
。

有
“

哦
”

置于句末的句子在形式上多为短句
,

用于复

一
、

语气词
“
哦

”
的几个基本特点 句中

,

一般置于前一个分句句末
。

如
`

拍是要下雨
一 语音特点 了哦

,

赶紧走吧
”

在四川方言中
,

语气词
“

哦
”

有两个语音形式
,

二
、 “
哦

”
的情态意义

一个是阳平的
。 」②

,

记作
“

哦
” ,

一个是阴平的
。 ` ,

语气词
“

哦
”

的情态意义是提醒听话人注意自

记作
“

哦
” 。

由于
“

哦
”

是单元音音节
,

会受前一个音 己所要表达的内容
,

但其不同的高低调值
“

哦
、 ”

和

节的影响发生多种语音变体
。

例 前面音节的末尾
“

哦
”

在意态的表达上与 提出的观点有所不

音素为
、 、 。 、 、

。
、 ,

和 「。 〕拼合为 「 」写作
“

哟
, '

同
。

提出语气词高低不同调值意态的表达

末尾音素为
,

和 「 拼合为 「 写作
“

哦
”

或
“

呢
”

侧重点有所不同
。 「,
他认为高调值是说话人希望听

末尾音素为
,

和 「。 〕拼合为 「 上末尾音素为
,

和 话人回答
,

或希望有更深人的讨论 低调值是说话

「。 〕拼合为 「卯 〕
,

都写作
“

嘿
”

或
“

咯
”

末尾音素为
一

人对 自己的意见更肯定或趋向于结束说话
,

如语气

「飞」和 「」拼合为 「 」
,

末尾音素为
一 「飞 」

、 ,

和 「」拼 词
“

啊
” 、 “

呢
” 、 “

吧
” 、 “

嘛
”

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

但在

合为 「互。 」
,

都写作
“

哦
” 。

文中例句若涉及相关变体 四川方言中
,

作为高调值的
“

哦
” ,

除了在表达提醒

都写作
“

哦
” ,

本文将不再对
“

哦
”

的语音变体作更深 语气时
,

侧重点在表达了说话人的言外之意
,

往往

人的讨论
。

站在言者立场
,

不需要听话人回答 而作为低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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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哦
、 ” ,

则站在听者立场
,

希望听话人对说话人所

提醒的内容能做出回应
,

或者是言语和心理上的认

同
,

行为上的一致性
。

“

哦
、 ”

在意态表达上
,

需要听话人对说话人所提

醒的内容做出回应
,

因此可用于用于陈述句
、

祈使

句
、

感叹句和疑问句中
,

而
“

哦
”

在意态表达上
,

不需

要听话人有所回应
,

只表达了说话人对所提醒的内

容的肯定
,

因此只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中
。

我们将

分别对
“

哦
、 ”

和
“

哦
”

的情态解释进行分析
。

一
“

哦
。”

的情态解释
“

哦
、 ”

用于疑问句末
。

“

哦
、 ”

只用于非是非疑问句末
,

表示提醒听话人

注意说话人的问题
,

并希望听话人能对问题有所回

答
。 “

哦
、”

它本身没有独立传递疑问的功能
,

它必须

和疑问代词
,

疑问格式 不
,

… …还是… …等

共同来表达传疑的功能
,

因此在四川方言中
,

语气

词
“

哦
、 ”

不用于是非问中
,

只用于非是非问句中
。

女口

昨天下午打电话找我的是哪一个哦

登机时
,

见是川航飞机
,

刘大毛又冲聪说
“

咋不坐国航班机哦 … …
”

邓聪忙陪着笑脸说
“

只买到这班的票
,

您老就将就一下
。 ' ,

④

“

哦
、 ”

用于非是非问句中
,

提醒听话人注意说话

人的问题
,

要求听话人能做出明确的答复
,

或是在

心理上
、

行动上的认可
。

如

报告司令官
“

外面在过正式队伍罗 我

们旗子收不收一下哦
”

温副官气喘吁吁地跑步来

向江司令报告
。 “

赶快把我们的旗子收罗
。

… …
”

江

司令官作了指示
,

温副官急忙照办
。

③

当邓聪和 叶德明搬来 电脑
、

桌椅 … …
,

他

还一个劲地说
“

花这些钱哪个出哦 还有那作家

的工资呢
”

邓聪喜形于色地说
“

你放心吧
,

不会让

你出一分钱的
。 , ,

④

这么相因便宜的东西
,

哪里买哦

几点哦 还不睡
。

例句
、

听话人都有对说话人提出的问题进

行回答
。

在反 问句 例句 中
,

说话人觉得 自己

的东西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

希望听话人在心理上认

可他的说法
。

在特指问 例 中
,

说话人提醒听

话人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
,

也希望听话人执行

睡觉这一行为
。

在正反问和选择问句中
, “

哦
”

用在句末往往是

说话人和听话人经过几次对话后
,

听话人仍然没有

回应
。 “

哦
”

表示提醒之外
,

还有催促听话人尽快给

出答案的情态意义
,

带有不耐烦和不满的情绪
。

女口

唱两句嘛 … …快点 … …你唱不唱得来川

戏哦

下午干嘛 … …踢足球还是打篮球 … …

你踢足球还是打篮球哦
“

哦
、 ”

用于感叹句末
。

感叹句的基本用途是抒发说话人对命题所描

述情景的强烈感情
,

说话人使用感叹句是为了将自

己的情感表达出来
。 「 “

哦
”

用在感叹句末表达了说

话人提醒听话人注意自己的情感表达
,

对听话人进

行弱传信告知
。

所谓弱传信告知
,

是指说话人向听

话人传递信息和情感时
,

希望引起听话人的注意
,

或者希望听话人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自己的看法

和情感
,

与 自己产生共鸣
。

如

这件衣服穿起来好巴适舒服哦

那个人才横哦

那个娃娃长的好乖哦
“

哦
、 ”

用于陈述句末
。

“

哦
”

用在陈述句末
,

说话人希望自己对命题的

断言能引起听话人的注意
,

提醒听话人注意说话人

的内容
,

同时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在心理上能对自己

有所认同
,

使其对信息的把握度更加肯定
。 “

哦
、 ”

常

常与表推测 的副词 ③配合使用
,

使得推测 和估计的

意味更加强烈
。

如

果然年轻人包不住话
,

走了一会儿
,

小伙

子一声叹息
,

一语道破
“

这个年辰
,

哪个还愿意去

干村组干部这两头都不讨好的苦差事哦
。

… …
” ④

这件事情恐怕不是真的哦
。

“

哦
、 ”

用于祈使句末
。

“

哦
、”

在祈使句中的提醒功能比陈述句中的提

醒要强烈的多
,

往往带有劝诫换和催促的语气
。

女口
“

… …潘揩娃儿的队伍发展这么大
,

整死

多少吃过血洒赌过咒的拜兄拜弟 你咋 不要 去

相信这些哦
” “

我根本就不相信
,

我晓得是假的
。 ” ④

巧 坐到起哦 把别个别人挡倒了
。

你给老子站倒哦 你给我站住

上面例句中的
“

哦
、 ”

表达强烈的提醒语气
,

例句

带有劝诫的语气
,

例句 中带有催促的

语气
。

常常含有说话人对听话人不客气或者不耐

烦的语气
。

在人际交往中
,

说话人在祈使句末用
“

哦
”

是希望听话人能够尽快执行其提醒听话人注

意的内容
。

“

哦
、 ”

用于话题停处
。

你说的是他哦
,

那我就晓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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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衣服哦
,

着雨淋湿完了
。

“

哦
”

用于话题停顿处
,

和在陈述句中表达的情

态意义相似
,

说话人对 自己命题的断言有把握
,

希

望自己所说的内容能够引起听话人的注意
,

提醒听

话人注意他要表达的重点
。

二
“

哦
, ,

的情态解释

高调值
“

哦
”

站在言者立场
,

说话人提醒听话人

注意命题 内容信息的同时
,

往往还有话语的隐含

义
。

它只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末
。

“

哦
”

用在陈述句末
。

“

哦
, ,

用在陈述句也表示的是说话人对听话人

的提醒
。

除此之外
,

说话人在做出某种断言时
,

往

往含有其他的话语隐含意义
。

带有更多说话者的

主观性
。

如

么爷爷也和他对上 了二十 四节气歌谣
。

“

贵宾的到来
,

预示着春天的脚步加紧了哦
。 ”

… …③

钱过手就不认了哦
。

再不快点就迟到了哦
。

在例句 中
,

么爷爷说的一番话不需要回

答
,

仅表达了他 自己的主观看法
,

例句
,

可

能分别传递了
“

你还是当面点清楚
” 、 “

你还是快点
”

这类的话外之音
,

说话人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主观意

思
,

没有希望这个话题可 以继续或者是听话人能给

出回应
。

“

哦
”

用在祈使句末
。

“

哦
”

用在祈使句末和
“

哦
、 ”

一样都表示强烈的

提醒
,

有时已是强烈的劝诫
。

但是
“

哦
”

往往还有其

他的会话隐含义
。

如

潘揩娃儿说
“

是你哥子给我说笑的哦
”

“

咋敢拿这些事来给你哥子开玩笑
。 ”

江建龙说一句

就不往下说了
。

④

马上高考了
,

偷不得懒哦
。

如例句 中
,

潘揩娃儿用
“

哦
”

提醒江健龙说笑

是他引起的
,

并含有
“

别怪我不客气
”

的话外之 音
。

例

句 传达了
“

再不抓紧就晚了
”

这类意思
。

在语境

中
,

听话人往往能理解说话人的潜台词
。

三
、 “
哦

”
与礼貌原则

陈启萍认为新生语气词
“

哦
”

表达的是一种缓

和语气 的意义
。 「
而在四川方言中

,

我们常常用
“

哦
”

传达了说话人不耐烦和不客气的语气
。

例句
、

因此
,

四川方言中的语气词
“

哦
”

在礼貌量

表上属于一个低值形式
,

归属不礼貌的一端
。

这种

差异可以从礼貌原则的角度作出解释
。 “

利奇在权

威和社会量表上说明了低值是和礼貌量表上 的低

值相对应的
。 ” 「眼口关系越亲密

,

礼貌越不重要
,

因为
“

缺乏礼貌
”

本身可以成为亲密的标记
。

因此
,

语气

词
“

哦
”

常常用于比较亲密的人之间的对话中
。

如

在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
,

我们常常会用到语气词
“

哦
” ,

但是这并不表示不礼貌
,

因为家庭成员 和朋

友之间的礼貌在量表上属于低值区
,

如果我们用非

常礼貌的用语
,

反而有感情疏远的感觉
。

如

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
,

你还去不去哦

这样的对话用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
,

一方面

表现了说话人对听话人迟迟不做决定而产生 的不

耐烦的情绪
,

另一方面又希望听话人给出肯定的

答复
。

在日常的交际中
, “

哦
”

用于关系比较亲密

的人之间产生 的这种礼貌作用
,

也会用于关系比

较疏远的人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

建立一种亲密

感
。

如
“

小寒忙买办
,

大寒要过年
。

老先生 岁末

年终了还来打扰你
,

真实过意不去哦
”

么爷爷的和

蔼和清爽
,

让冯明太觉得心胸开朗
。

④

在关系比较疏远的人际交往之间
,

在使用祈使

语气这种带有强烈命令的语气时
,

我们往往在句末

用
“

哦
”

是为了拉近交谈中彼此的距离
,

并没有缓和

语气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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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断是对命题的真

实性进行推测佑量
,

它们主要以逻辑推理为基础
,

又分为揣度性推测或确 定性推测
。

揣度性推测语气副词有
“

恐怕
、

也

许
、

或许
、

大概
、

至少
、

几乎
”

等
,

确 定性推测的有
“

一定
、

难免
、

必然
、

必定
”

等
。

④本文所用例 子有三个来源 《龙 门阵》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

《四川文学》
,

四川文学杂志社
, ,

邓英树等人著

的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以及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得来的四川方言句子
。

陈启 萍 新生语气词
“

哦
”

的多维度研究 暨南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何越鸿 湖北利川方言中的语气词
“

哈
”
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皿

贺阳 北京话的语气词
“

哈
”

字田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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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杜佑通典 卷一百四十五 网 北京 中华书局
,

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 为 及双 ' 为

脚 , 胡召 八。 诬 尔 胡召 八, 月召 了口必刃

涌
“ ,

巧

涌
“ ,

一

励
。 月召

,

励
。 以别 泛

涌
。 匕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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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红梅谈谈四川方言中的语气词
“

哈
”

田
`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

徐晶凝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

张一舟
,

张清源
,

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四 成都 巴蜀书社
,

黄伯荣
,

廖序 东现代汉语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崔希亮语气词
“

哈
”

的情态意义和功能山语言教学与研究
,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 ” 二 平 叮

史金 生语气副词的 范围
、

类别和共现顺序田 中国语文
,

,

印
”

哦
”

乙̀几 乙,

一 ,

仍 , ,

城子 了刀

山 尔 幽
月邵勿

,

城子二 耐口口 习夕

。 。 ” 。
哦

” 、 、 。 。 。 。

”

哦
”

,

, , 。
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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