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 

甘肃宁县方言句末助词“哩”的句法语义研究

宁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区，地理上与陕西省相邻。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

（2012），宁县方言归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由于地缘临近，宁县方言在语法方面兼具中原官

话关中片和秦陇片的特色。

在宁县方言中，有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句末助词“哩”[li]，其部分用法与普通话句末助

词“呢”近似。根据“哩”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和表达的语法意义，可以将其分为“哩 1”和

“哩 2”，其中“哩 1”表达进行、惯常、将来等时体意义，“哩 2”标记对比性焦点。“哩 1”

在句法上具有一定强制性，“哩 2”的使用则相对自由一些，在交际中有时可以不出现。根据

Tang（1998：41-52）内外助词的分组方案，“哩 1”属于内助词，“哩 2”则是外助词。在邓

思颖（2019[2010]：161-162）提出的“时间>焦点>程度>感情”句末助词的句法层级上，

“哩 1”为时间类句末助词，“哩 2”则是焦点类句末助词，“哩 2”的句法层级高于“哩 1”，

但“哩 2”只能出现在根句中，而“哩 1”则可以用在嵌套句当中。 

哩 1 
宁县方言中“哩 1”只能表达动作、事件正在进行当中，不能表达状态的持续，如需表

达持续义，必须与“着”组成复合助词“着哩 1”，例如： 
（1）a. *门开哩 1。

b. 门开着哩 1。

在表达进行义时，“着哩 1”与“哩 1”的句法表现也有差别，“着哩 1”在前景小句和背

景小句中使用不限，“哩 1”只能用于背景小句当中。如： 
（2）a. 下雨哩 1，你再不出去胡跑唡。正在下雨，你别出去乱跑。

b. 下雨着哩 1，你再不出去胡跑唡。

（3）a. *你来寻我兀时候，我开会哩 1。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在开会。

b. 你来寻我兀时候，我开会着哩 1。

除了用作进行体标记，“哩 1”还可以表达惯常义，例如： 
（4）a. 王老汉一老抽烟哩 1。王老汉经常抽烟。   [高频惯常]

b. 黄河冬天结冰哩 1。黄河在冬天会结冰。   [条件必然]
c. 面面土止血哩 1。粉末状的土可以止血。    [功能习性]

根据范晓蕾（2017）的惯常义分类，宁县方言“哩 1”可以标记除静态性质以外的三种

惯常义。此外，在表达进行义和惯常义的基础上，“哩 1”还扩展出将来时用法，不过，这种

将来时用法必须出现在意愿句中，即动作主体有意愿未来做某事。唐正大（2018）论及关中

方言“VP 呢”时，认为“呢”的这种将来时间指称用法是一种寄生功能。 
（5）我明儿（要）去西安哩 1。我明天要去西安。

（6）兀道题开学了老师给你教哩 1。那道题开学后老师要给你讲。

总的来看，不管表达何种时体意义，“哩 1”都具有句法强制性，不能删除，并且可以用

在嵌套句中。如：

（7）a. 我不知道[你学习着哩 1]。我不知道[你正在学习]。 [进行体] 
b. 我不知道[兰州下雨哩 1]。我不知道[兰州正在下雨]。 [进行体] 
c . 我不知道[喝牛奶长个子哩 1]。我不知道[喝牛奶会长个子]。 [惯常体] 
d. 我不知道[他媳妇来哩 1]。我不知道[他老婆要来]。 [将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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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 2 
宁县方言中，“哩 2”标记对比性焦点。据顾阳（2008：112）研究，普通话中包含“呢”

的句子往往有隐含义，并与语境中存在的事物构成一个指涉集。依照这一思路来看，宁县方

言中的“哩 2”与“呢”功能类似，“哩 2”可以标记前文语境中的同类事物，并与之形成对

比，还可以标记与说话人预期相反的事件。例如：

（8）小王拿了三本书，小张哩 2？小王拿走了三本书，小张呢？

（9）兀娃期末考试考了九十分哩 2。那个小孩期末考试考了九十分呢。

需要指出的是，例（7）尽管“哩 2”出现在疑问句当中，但其没有疑问义，并不标示疑

问句，只是“哩 2”之后的句子被省略了： 
（10）小王拿了三本书，小张哩 2，他拿了几本书？

另外，“哩 2”标记的反预期事件应为正向反预期，下面这个句子就不大合适：

（11）#兀娃期末考试考了二十分哩 2。那个小孩期末考试考了二十分呢。 
“考试成绩九十分”与“考试成绩二十分”都是反预期事件，但正常来看，“九十分”

应该是正向情况，所以例（11）不合情境。当然在极端情况下，如“平常考十分，这次超水

平发挥，考了二十分”，例（11）就可以说。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共享预期”这一问题。 
与“哩 1”相比，“哩 2”不能用于嵌套句中，如： 
（12）a. 小李把兀本书看了三天哩 2。那本书小李看了三天呢。

b. 我不知道[小李把兀本书看了三天（*哩 2）]。我不知道[那本书小李看了三天]。

由于“哩 2”标记反预期事件，因此不能与宁县方言中另外一个合预期句末助词“么”

共现，“哩 1”则不受此限制。比如： 
（13）中午饭老张吃了三碗哩 2（*么）。午饭老张吃了三碗呢。

（14）小红到医院去哩 1（么）。小红要去医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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