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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南官话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9个省

区，使用人口约27，000万人，是官话方言里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区，语

音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古入声字今读阳平）。方言研究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

对语法方面的关注较少。西南官话的研究亦是如此。西南官话语法研究中，1986年东京外

国语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的《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是极具代表性的。本研

究主要将《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语法现象与汉语标准普通话进行对比分析，以西

南官话为中心，找出汉语普通话与方言语法上的异同，既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方言，让更

多人关注和使用方言，以保护方言和其衍生的文化，又希望能够通过和普通话的对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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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审视全民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

【关键词】西南官话；汉语标准普通话；语法；后缀词；对比研究。

1.绪言

1.1 方言使用的现状

90年代出生的四川人都是在方言的环境下成长，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不会说方言

的现象。但是，随着汉语标准普通话的推广，电视广播都使用普通话，课堂上老师必须说

普通话，而公共场合说普通话机会越来越多。为了跟不同地区的人交流，越来越多的方言

使用者开始使用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毋庸置疑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下

一代，201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即使生长在四川，父母亲友都是四川人，也逐渐丧失说

方言的能力。一部分孩子能听懂，但是不会说，一部分孩子甚至连听都困难。

四川方言逐渐走向消亡，这是中国方言使用现状的一个缩影。其他地区的方言也是一

样，逐渐被汉语普通话所取代。一方面，普通话的推广确实能够消除提高国民素质，消除

地域之间的语言障碍，促进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普通

话的推广普及，让方言作为交流的作用减弱，并且让方言区的方言使用者们对方言产生抵

触情绪，方言逐渐在消失，与之相关的文化也跟着在消失。此时，研究方言，保护方言在

中国语言研究中变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一直以来，方言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最早的方言研究应该追溯到西

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谢留文(2009)中指

出:汉语方言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出现，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

的。纵观目前为止的方言研究，不能难发现汉语的方言研究一直局限于方言语音和词汇方

面，尤其语音的研究比重很大，而方言语法相关的研究很少。究其原因，陆俭明(2004)列

出了如下三条。第一、方言语法远比方言语音和方言词汇难调查，难研究。第二、方言的

语法虽然规则性很强，但是比语音更复杂，奥妙无穷。其中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奥妙之处，

非母语方言者难以体察。第三、普遍认为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用于汉语方言，因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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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必要。

方言语法研究虽然困难，但是是汉语语言学，汉语语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稿选取西南官话为研究对象，对其常用的后缀词“门（们）{men}”进行语义和语法的

分析，并与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后缀词“么”进行对比。选取西南官话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

有三点:第一、西南官话是笔者的母语，笔者能够更好地更充分地理解和分析西南官话;第

二、西南官话的分布是汉语方言中最广，而且使用人口也是最多，具有代表性;第三、从

西南官话的特征来看，语音上保有惊人一致性(古入声字今读阳平)，语音相关的研究成果

丰硕，但是语法相关的研究少，缺乏系统性。本稿的研究方法是先提出如下假设:普通话

中后缀词“么”的用法完全适用于西南官话“门（们）{men}”。再利用研究资料(下文将

详细解说)分别找出西南官话后缀词“门（们）{men}”与汉语普通话“么”的例句，并进

性语义和语法上的分析，论证假设。另外，本稿还对西南官话母方言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补充说明分析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提出研究展望。本稿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西南

官话的后缀词“门（们）{men}“与汉语普通话“么”的对比分析，打破长久以来汉语普

通话语法规则都适用于方言的陈旧观念，从后缀词入手，对西南官话的语法进行系统地分

析整理。通过对西南官话语法的研究，希望让更多人关注逐渐消失的方言，以及与方言息

息相关的文化。

2. 研究背景与资料

2.1 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定义

官话，又叫做官话方言，是中国汉民族共同语⸺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以北京

话为代表，使用人口达8亿6163.5万，约占汉语总人口数的71.4%。除上海市、广东省、海

南省、西藏自治区(非汉语分布区)、香港、澳门、台湾以外，其他省、区、市都有官话方

言分布。《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1960)根据语音特征把官话方言划分为下面四个次方

言: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

话分为八区，即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

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

西南官话，简而言之就是西南地区的方言。西南官话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广西、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9个省区，使用人口约27，000万人，是官话方言里

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区。语音上的特点是古入声今读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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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南官话语法的先行研究

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和区域划分等方面，西南官话也不例外。李蓝先生

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对西南官话的语法研究作出了如下

总结。

西南官话的而语法研究比较活跃，研究的问题设计语气词的用法、句法成分、否定词

和否定句、虚词的用法等方面。

1983年汪平先生发表<贵阳方言的语法特点>，讨论贵阳方言中的“倒”和“起”，从

此“倒”和“起”逐渐成为学术的热点。1990年喻遂生在<重庆方言的“倒”和“起”>

中，说明了重庆话中“倒”和“起”的各种用法.1991年张清源在<成都话的动态助词

“倒”和“起”>中，用动词义类结合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成都话的“倒”和“起”，将

“倒1”（动态持续）、“起1”（静态持续）分析为动态助词，把“倒2”和“起2”分析

为补语。1997年李蓝在<大方话的“到”与“起”>中，比较了大方话中“到”和“起”在

不同词类、不同句式中用法的异同，并用方言对比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证明“倒”的

本字就是“到”。2014年杜军、张潇月在<四川方言“得”的语法化及其进程>中，从语音

语法化、形态句法语法化及功能语法化三个方面探讨四川方言“得”与“得撒”均可表达

许可等含义，且使用频率几乎相等，这一发现为全面探析“得”的语法化提供了路径。

此外还有，2017年<西南官话“晓得”的语法化——兼论“晓不得”>、2020年<罗田

方言介宾补语式的介引成分“得”>等论文。

以上的先行研究都是对个别语法现象进行的研究，对西南官话语法进行整体的系统分

析和整理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对西南官话的语法进行系统整理的研究有1986年在日本出版

的《西南官話文型の記述》、2001年出版的《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从以上先行研究中不难发现，西南官话先行研究主要就西南官话语法本身进行探讨，

并没有涉及对其与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异同的探究。本稿在对西南官话语法本身的分析论证

的基础上，注目于西南官话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差异，对一直以来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

用于方言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并旨在从后缀词“门(们){men}”出发，系统地对西南

官话的语法与汉语标准普通话进行对比分析。

2.3 研究资料

为了分析西南官话后缀词“门(们){men}”，本稿从《西南官話基本句型的记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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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语料库:BCC语料库中找出例句进行分析。另追加问卷调查的方式，整理西南官话母

语这对后缀词“门(们){men}”与“么{me}”使用情况。

2.3.1 《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

这本书中文可译作《西南官话基本句型的记述》，由马真、桥本万太郎、今井敬子、

喜多山幸子、太田斋合著。选取的是位于四川省南充市的方言语料。本书开头对西南官话

的发音进行了概括，并列出了详细的音节表，虽然是一部语法方面的著作，但是对南充地

区语音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全书共有11个情景对话，每个对话，都有对应的发音表

记，并附有日文翻译。随后对例文中词汇和语法进行分析，并附有西南官话语法练习的题

目。

这本书，看似是为了日本人学习西南官话而写的官话教本，实际上是一部系统地介绍

和分析西南官话语法的专门著作。对句法结构分析仔细透彻，并且总结了句型类型。是一

部介绍和分析西南官话的语法的高水准著作。

<图1>

《西南官话基本句型

的记述》的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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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汉语综合性语料库:BCC语料库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LCU Corpus Center，简称BCC）是以汉语为主、兼有英

语和法语的在线语料库，是服务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的在线大数据系统。BCC语

料库总字数约150亿字，包括报刊（20亿）、文学（30亿）、微博（30亿）、科技（30

亿）、综合（10亿）和古汉语（20亿）等多领域语料。

BCC语料库主页: http://bcc.blcu.edu.cn/

目前方言相关的语料库存在语料库数量少，收录内容少，搜索不便，以口语为主的问

题。本稿选取的BCC语料库虽然不是方言的专门语料库，但是其中收录了微博的30亿字，

其中也包含了方言使用者的语料。

<图2> BCC语料库检索界面 

2.3.3 样本问卷调查

为了更充分地论证提出的假设，本稿还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西南官话母语者进行了

样本问卷调查。

Ⅰ. 问卷方式: 网络问卷(通过微信软件的问卷链接)

Ⅱ. 问卷类型: 样本抽查

Ⅲ. 问卷对象: 西南官话区母方言者

Ⅳ. 问卷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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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目的是了解西南官话区的方言的实况，对方言语法进行研究分析。本调查使用

的:“们（门）{men}”，不表示复数意义，并且“么”也不用于句尾表示感叹或者疑问。

（例如，这么，那么，多么，这门（们）（men），那们等）。

您平时使用“么”吗？（使用，不使用）

如果您使用，可以组一些常用的词吗？（尽可能多地写）

您平时使用“们（门）{men}”吗？(使用，不使用）

如果您使用，可以组一些常用的词吗？（尽可能多地写）

本稿总共获得30份问卷调查的数据，其中26份问卷结果符合本稿探讨内容。本稿会在

下一章节对这些数据进行详实地分析。

3. 后缀词“门(们)”与“么”的分析

3.1 西南官话中的“们（门）{men}”

“们（门）{men}”在西南官话中没有特定的汉字。汉语大辞典对“们”与“门”的

解释分别如下:

◆ 们（們）men 

【助】 

① 用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如:孩子们

② “么”的变音字 

李逵道:“这们睡，闷死我也。”——《水浒传》 

◆ 门（門）mén 

① 建筑物的出入口，又指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门儿。门口。开门见山。 

② 形状或作用像门的东西：电门。 

③ 途径，诀窍：门径。门道儿。 

④ 旧时指封建家族或家族的一支，现亦指一般的家庭：门第。门风。门婿。 

⑤ 事物的分类：分门别类。 

⑥ 宗教的教派或学术思想的派别：教门。门徒。 

⑦ 量词：一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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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姓。

本稿是对作为后缀词“们（门）{men}”进行分析，不涉及其作为助词用在名词后表

示复数含义的部分。

在《西南官話基本句型的记述》中，“们（门）{men}”的用法一共出现四处，如

下：

例-1. p.28 你那门早啊！ Gni na-men dzao a？

例-2. p.150 哪这门巧嘛！na nen-men qiao ma！

例-3. p.206 啷门卖的？ Nang-men mai di？

例-4. p.240 你啷门的？ Gni nang-men di？

这本书中使用“门”字，音是{men}。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用“们”字

来标记。这本书中罗列出的“们（门）{men}”作为词缀的用法，几乎涉及了西南官话中

的全部总类1)。这、那、啷（哪）。另外，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在西南官话区的日常

生活中还有“很+们（门）{men}”的用法。

例-5. 我那天买的时候纠结了很们很们久买那种。

例-6. 刚才在滨江路看一个很们帅的警察哥哥临检。

例-7.其结果是很们过高，超过了刘乃应付的投资额，产品还未生产出来，就使自己变

成了债务人。

本稿的例1∼4分别摘自《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的第28页／第150页／第206页／

第240页。由于《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没有关于“很+们（门）{men}”的记

述，本文利用语料库进行例句的查找。在BCC语料库中检索“很+门”之后，得到三个例

句，都是表示“很”和“门”各自含义的例句，不符和本稿探讨的内容。于是再用“很+

们”来检索，在“微博”这一搜索项得到符合本稿探讨内容的例句，也就是例5∼7。

3.2 汉语标准普通话中的后缀词“么”

“么”在汉语的日常用语中非常常用。在第12版《新华字典》中的解释如下：

ma 繁体 麽，旧同“吗”。

1)《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的例文都是以今四川省南充市语音资料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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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繁体 麽，后缀： 怎～、那～、多～、这～、什～

yao 同“幺”。

本稿只撷取作为后缀的这一用法来进行探讨。在BCC语料库中，检索“么”，一共有4

31618个结果，本稿从中选取以下例句作为后缀的例句进行分析。

例-8. 那么冷的天还有人泛舟。

例-9. 如果你信命，那么一切的偶然都是注定的。

例-10. 这口井这么深啊?

例-11. 这张桌子原来就是这么放的。

3.3 语义和语法上的分析比较

3.3.1 代名词 +“们（门）{men}”与“么”

例-1. p.28 你那门早啊！ Gni na-men dzao a？

代名词+那门+形容词+感叹词(主谓结构)

《西南官話文型の記述》中的语法解释：被修饰语表示某种动作或性质。修饰语时而

说明行为的时间、方法，事儿说明性质的程度。这样的修饰结构中的修饰语，一般称作连

用修饰语，例如:那么早（连用修饰语说明性质的程度），这里的“早”是形容词，表示

在通常、预期、规定或实际的时间以前，是迟或晚的反义词。“那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连用修饰语，修饰后接的形容词，强调早的程度。“那门”中的“门”可以替换成“

么”，不改变句意。

例-8. 那么冷的天还有人泛舟。

例-9. 如果你信命，那么一切的偶然都是注定的。

例-8的“那么”是如此，那样子的意思，用来形容事物的性质和程度。替换成那门

（们）{men}也不改变句意。例-9的那么，是然则的意思，表示顺着上文的意思，引出应

有的结果。西南官话中，例-9的“那么”的用法一直保留，无法替换成那门（们）{me

n}。

例-2. p.150 哪这门巧嘛！na nen-men qia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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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词+这门+副词+感叹词

“巧”，是副词，表示恰好，正遇在某种机会上。“这门”修饰后接的副词，强调巧

的程度，表达刚好正好的意思。这里的“这门”也是连用修饰语修饰“巧”。此时，“这

门”中的“门”可以替换成“么”，不改变句意。

例-10. 这口井这么深啊?

例-11. 这张桌子原来就是这么放的。

例-10是名词+这么+形容词+疑问词的结构，表达深的程度。这里将“这么”在西南官

话中替换成“这们（门）{men}”，句意不变。例11中的“这么”那样的意思，也替换成

“这们（门）{men}”语义不变。

通过以上例子可知，代词“这／那”+后缀“们（门）{men}”／“么”的情况，西南

官话与汉语标准普通话是可替代并表达相同的语义，不违背“们（门）{men}”是“么”

的音变字这一理论。

3.3.2 表达疑问的字词 + 们（门）{men}“与么”

例-3. p.206 啷门卖的？ Nang-men mai di？

例-4. p.P240 你啷门的？ Gni nang-men di？

例-3是“啷门+动词+的”。“啷门”，这里是疑问词“啷”+“门”，有如何，怎么

的意思。这里笔者认为也是连用修饰的用法，“啷门”是对卖的的方式进行说明。此时，

“门”不能替换成“么”。“啷么”无论在西南官话还是标准普通话中都不使用。整句话

是在西南官话中是询问物品售价和售卖方式的意思。这里“啷门”可以替换成“怎么”。

例-4是“代名词+啷门+的”。这里整句话，结合上下文，可知是询问对方身体情况的

意思。门不能单独替换成“么”，如果用普通话表达相同含义，应是“你怎么了？”。可

见，“啷门”可以整体替换成“怎么”。这里的“啷门”不是连用修饰的用法。

在西南官话中还有“哪+们（门）{men}”的例子，这里的“们（门）{men}”是不能

直接用普通话中的“么”替换的。但是意思是与普通话中的怎么“一样的。整个词组与”

怎么“替换，不改变语义。

”哪／啷+们（门）{men}“中的”们（门）{men}“无法与”么“替换，但是整个词

组都可以替换成”怎么“，表达相同的含义。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知道在西南官话中，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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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们（门）{men}“是“么”的变音字。

3.3.3 样本问卷调查的示例分析

以西南官话方言区的母语者为调查对象，得到了30份调查数据，其中有效数据26份。

本小结将对有效数据进行详细地分析。

调查对象分别来自重庆市，四川省的南充市、广安市、广元市、内江市、宜宾市、绵

阳市、达州市、巴中市，贵州的遵义市和广西的柳州市。

本样本问卷调查主要调查:

1.“们（门）{men}”与“么”的使用情况

2. 如果使用的话，列出例词。

先来看一下本样本调查中“么”(表中记做A)与“们（门）{men}”(表中记做B)与

“么”(表中记做B)的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使用A 使用B AB都不使用 AB都使用 只用A不用B 只用B不用A

16(61.5%) 19(73.1%) 4(15.4%) 13(50%) 2(7.7%) 6(23.1%)

<表1> “们（门）{men}”与“么”的使用情况

虽然样本调查问卷的份数较少，但是不推断出在西南官话区使用“们（门）{men}”

比“么”更多。而且有两种用法都一起使用的倾向。“么”与“们（门）{men}”都不使

用的调查对象有4名，占总调查人口的15.4%，他们倒底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或者句子来表达

“么”与“们（门）{men}”的意思，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只使用“么”或只使用“们

（门）{men}”的情况来看，“们（门）{men}”使用者多于“么”的使用者。可以推测出

在西南官话中“们（门）{men}”更常用。

另外，通过样本问卷调查，得到了本稿前文未提到的如下例词。

们（门）{men}:很们，黑们，浪门，恁们

这里的浪门和恁们，是西南官话区各地语音的差异而成的。都是疑问词+们（门）{me

n}，所以将其归入3.3.2 这类情况。

很们，黑们也是地域间语音差异形成的。其实它们都是表示非常的含义。本稿通过BC

C语料库的检索，没有找到黑们的相关例句，但是有以下三个很们的例句，并在例7~8的基

础上精简成如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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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 很们很们久

例-13. 很们帅

例-14. 很们过高

三个例句都是“很+们+形容词”，表示程度的加深，比“很”程度更深更高。例-12

是“很们的重叠+形容词”。这里的“很们”也是连用修饰语，对后面的形容词进行程度

说明。但是，这里的“们”不能替换成“么”。“很们”作为一个整体根据意思可以替换

成汉语普通话中的“十分”、“非常”，等比“很”程度更进一步的程度副词。“们

（门）{men}”是“么”的变音字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

本稿利用语义分析和替换的方法，我们就以上的14个例句中“门（们）”与“么”分

析如下。

那门 这门 啷门(哪们) 很们(黑们)

（们）替换成么 〇 〇 × ×

对应普通话 那么 这么 怎么 非常

<表2> “门（们）”与“么”的分析

以上的西南官话中，后缀词“门（们）”与“么”进行对比后发现，“那门”“这

门”这指示代词+门的情况下，“门”可以替换成“么”，而是词义句意不发生任何改

变，对应普通话中的那么／这么。而“啷门”“很门”中的“门”不能替换成“么”，对

应的普通话是“怎么”和“非常”。

4. 结论

方言的语法研究一直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语法虽然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但是跟语

音相比，变化形式更加多样。加之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语法方面可供参考的前

人的先行研究匮乏，这也给语法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本稿通过探讨西南官话中的“们

（门）{men}”与“么”的语义和用法，旨在打破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用于方言的传统

观念，从多角度审视“们（门）{men}”与“么”作为后缀词的用法。

通过以上的西南官话的例句分析，并将后缀词“门（们）“与”么“进行对比后发

现，”门（们）“与”么“用法相近，但是西南官话中后缀词”门(们)“的用法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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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杂得多。它们前面都是加代名词的情况下，所表达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前面加疑问词的情况下，西南官话中”门(们)“前面的疑问词更多样，而普通话中只

有”怎么一个用法。

另外，本稿还对后缀词“门（们）”与“么”的使用情况做了问卷调查，并根据结果

得出如下结论:

在西南官话区，后缀词“门（们）”多于“么”的使用者，并且有混用的倾向。后缀

词“门（们）”在西南官话中，前面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很”(“黑”)等，有程度家加

深的语义。这一用法在普通话“么”中是没有的。

本稿利用大的语料库对“很们”进行检索，得到相关例句只有3句，很难通过3个例句

对“很们”的用法进行准确地推断。方言语法研究的一手资料匮乏，也是方言与法研究较

语音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方言语法调查还需要更多的文字语料。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实地

考察进行资料收集。另外，陆俭明教授在<关于汉语方言语法调查之管见>中提到了方言对

比研究的必要性，这种对比研究与方言语法调查研究起着互动的作用，将大大有助于推荐

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接下来的还需要实地考察，对西南官话的语料进行调查收集，为语法研究提供更丰富

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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