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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瑞金方言“討”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語義演變

陳嘉樂 i、陳曉錦 ii

南京大學 i、暨南大學 ii

提要

“討”是江西瑞金方言高頻使用的多功能詞，可作動詞、介詞和連詞。作動詞有索取、招

惹、討娶、持拿、給予、允讓、使讓、致使等義；作介詞可引出工具、材料、方式和施事；

作連詞表假設義，用於違實假設分句。文章基於瑞金方言“討”的多功能用法，分析語義

演變路徑，通過跨方言比較，指出現代方言的被動標記“討”或有“遭受”義和“給予”

義兩種來源，贛南方言的被動標記“討”源於給予義動詞，而非遭受義動詞。

關鍵詞

瑞金方言，“討”，多功能詞，語義演變，被動標記

1. 引言

有關漢語方言中的“討”，學界已有相關論述。鮑明煒編（1988）、石汝傑
（1997）介紹了被動標記“討”在高淳方言中的句法表現，萬波（1997）、胡雲晚
（2010）基於方言中“討”字被動式的句法語義功能，探析“討”表“被動”義的來
源。廖海明（2002）、羅榮華（2018）分別描寫了安遠龍布方言和上高贛語中“討”
的多功能用法，後者嘗試構擬了“討”的語法化路徑。總體而言，前賢多關注“討”

的被動標記用法，其多功能用法及語義演變的報導較為少見。此外，“討”表被動

義的來源亦存有爭議。

瑞金地處江西省東南部，方言屬客家方言雩信片（參《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

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文中所記瑞金語料
為筆者母語象湖鎮方言，其他方言語料出處隨文注出，未注明者均為筆者調查所得。

“討”是瑞金方言高頻使用的多功能詞。本文通過考察瑞金方言“討”的多功能模式，

梳理其語義關聯及演變路徑，並從學界對被動標記“討”語義來源的爭論出發，通過

跨方言比較，探討漢語方言被動標記“討”的語義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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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的多功能用法

2.1. 作動詞

2.1.1. 索取動詞

瑞金方言索取動詞“討”可表“索（收）取、招惹、討娶”義。例如： 

(1) 解隻告化淨□ [teʔ5]底討飯食。（那個乞丐總在這裡要飯吃。）

(2) 你要我底個飯甑蒸酒啊？前駁子我還正討亢來。（你要我這個飯甑蒸酒嗎？

前陣子我剛收起來。）

(3) 你幾係討打？（你是不是欠打？）

(4) 傑傑討哩老婆，都快做爸爸去哩。1（傑傑娶了老婆，都快做爸爸了。）

2.1.2. 持拿動詞

持拿動詞“討”一般在句中充當謂語，經常用於連動句，有時跟與事介詞“等、

得”共現。例如：

(5) 討隻盆來裝水。（拿個盆來裝水。）

(6) 討筆等渠寫字。（拿筆給他寫字。）

(7) 討（得）來。（拿來。）

2.1.3. 給予動詞

“討”的這一用法較為罕見。據調查，僅見于贛南的瑞金、安遠、信豐、會昌等

方言。給予義的“討”是三價動詞，與之相配的論元是施事、與事和受事。特定語境

中，施事、受事皆可隱去，但與事必須出現。例如：

(8) 嬤嬤幾唔曾討你鎖匙？（嬸嬸有沒有給你鑰匙？）

(9) 解隻番瓠討劉洋去哩。（那個南瓜給劉洋了。）

(10) 討我！（給我！）
(11) 你要討麗麗票子買菜。（你要給麗麗錢買菜。）

1 合音字以單底線“___”連接標示，後文同。其中，“去哩”和“掉哩”劉澤民（2006）分別記
為“休”和“挑”，本文為體現完成體標記“哩”，記出合音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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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使役動詞 2

使役動詞“討”一般用於兼語式，表達“允讓、使讓、致使”義。基本句式為：

（S+）討 +NP+VP。

（一）允讓義

“討”字允讓句中，事件 VP的執行取決於允讓者 S的容准與否。例如： 

(12) 我會討你去廣州。（我會讓你去廣州。）

(13) 作業做齊哩□ [tʰu42] 討你看電視。（作業做完了就讓你看電視。）

(14) 斌斌歡喜食糖子，你□ [ka42] 討渠食。（斌斌喜歡吃糖，你就讓他吃唄。）

(15) 渠都十八歲去哩，可以討渠學車去哩。（他都十八歲了，可以讓他學車了。）

（二）使讓義

“討”字使讓句通常表達說話者通過 S的使讓行為間接達成其意願，S（或隱含
的 S）只能是第二人稱代詞，NP自主性高，V一般為行為動詞。例如： 

(16) 你討你爸剝豆子，你來切菜。（你讓你爸剝豆子，你來切菜。）

(17) 你班討人洗碗。（你們叫人洗碗。）

(18) （你）討渠去拖，拖得更伶俐倒。（（你）叫他去拖，能拖得更乾淨。） 

（三）致使義

“討”字致使句強調 S與事件 VP的使因性，突出事件發生的結果或狀態。例如：

(19) 底回我要討渠記倒來。（這次我要讓他記住。）

(20) 唔要緊話蠻累，我討你累個呔？（別總說很累，我讓你累的嗎？）

(21) 你放心，老師唔會討你妹子喫虧。（你放心，老師不會讓你孩子吃虧。）

2.2. 作介詞

2.2.1. 工具介詞

“討”作為工具介詞，可介引工具、材料、依憑對象或方式等。例如：

2 國內外學者對“使役”的界定存有爭議，本文持較為廣義的“使役”觀，文中“允讓”“使讓”
“致使”均為“使役”範疇的下位概念。部分學者（如江藍生  2000；石毓智  2015等）稱“使讓”
為“使令”，本文行文統一採用“使讓”術語，“使令”只在引述他人研究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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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細人子一下都討手搲菜食。（小孩全都用手抓菜吃。）

(23) 青菜要討豬膏油炒正好食。（青菜要用豬油炒才好吃。）

(24) 唔要總曉討嘴話，做哩來正曉。（別只知道用嘴說，做了才知道。）

(25) 渠討□ [me44]□ [kan32]你比？（他拿什麼和你比？）

2.2.2. 被動標記

“討”字被動句的基本格式為：（S+）討 +NP+VP。其中，S多數情況下是受事，
可省略；NP是施事，必須出現，即便施事者不明確或無需說出，也須用代詞“渠”泛
指施事；進入該句式的 VP一般需要帶補語。整個句子通常表達已然事件。例如：

(26) 車子討姨爹開走哩。（車子被姨父開走了。）

(27) 底多臘料討雨潲哩發黴發掉哩。（這些臘貨被雨淋得發黴了。）

(28) 小鄧討解狗吠哩無本事出來去哩。（小鄧被那條狗叫得沒本事出來了。）

(29) 討渠凍死哩。（被（天氣）凍死了。）

有時主語不是直接的受事，而是某種遭遇的承擔者，受事在賓語位置出現，通常

與主語之間有領屬關係。例如：

(30) 老王討車子踐倒哩腳。（老王被車子碾到了腳。）

(31) 渠討刀子割倒哩手。（他被刀割到了手。）

從表義傾向看，“討”字被動句中的 VP往往表達不如意的消極義，少數情況下
可以是中性義，帶有積極義的動詞不可進入“討”字被動句。例如：

(32) 會討你氣死。（會被你氣死。）

(33) 渠想去洗澡，□ [ia42] 討你喊穩哩。（她想去洗澡，卻被你叫住了。）

(34) 牛肉討小賴食掉哩。（牛肉被小賴吃掉了。）

(35) *超超討老師表揚倒哩。

2.3. 假設連詞

瑞金方言的“討”還可後接主謂小句、時間名詞、代詞等，表“要是、如果”義，

多用於違實假設分句，有時可與假設連詞“係”共現。例如：

(36) 討正常人來，早都唔會跟渠過去哩。（要是正常人來，早就不會跟他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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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你□ [kʰa44]個狗嚼骨頭蠻斯文，討我□ [kʰa44]解隻來，三無兩下食掉哩渠。（你
家的狗嚼骨頭很斯文，如果我家那條（狗）來，三兩下吃完了。）

(38) （底般算□ [me44]呔？）討往年子，還更冷。（（這算什麼呀？）要是往年，

還更冷。）

(39) 係討你，你讓 =般做？（如果要是你，你怎麼做？）

3. “討”的語義演變

上文介紹了江西瑞金方言“討”作動詞、介詞和假設連詞的各種用法。那麼，這

些用法之間存在怎樣的演變關係？漢語史或其他方言中是否有類似表現？下面我們將

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說文》：“討，治也。从言从寸。”段注：“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凡言

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可見，“討”的本義為“（通過言語手段

加以）治理”。在早期歷史文獻中，“討”最常見的用法為“討伐、征討”義。如：

(40)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左傳》宣公十一年）

(41) 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呂氏春秋》恃君覽第八）

唐宋時期，表“索取”義的“討”開始見於民間文學，北宋字書《類篇 ·言部》
亦釋“討”為“求也”。其他例如：

(42) 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晉書 ·
衛恒傳》）

(43) 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寒山《詩三百三首 ·九十八》）
(44) 遇師姑喫飯次，便堂堂入廚下，便自討飰喫。（《祖堂集》卷七 ·巖頭和尚）
(45) 你來龍門。討方便，討法門，討安樂。（《古尊宿語錄》卷三十三）

我們推測，“索取”義與“討伐、征討”義或許存在一定聯繫：“討伐、征討”常

常意味著“收得”領土、政權等，由此可引申出“收取”義。今天瑞金方言中的“討”

可表“收、收取”義。如：

(46) 底件襖子洗伶俐來討起渠，下日子火熱去哩。（這件棉襖洗乾淨了收起來，

以後天氣就熱了。）

(47) 解隻大爐鍋子唔要用□ [tʰu42]先討亢來。（那個大鍋不用就先收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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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義的“討”屬於索取動詞。就前文所述瑞金方言“討”的若干語義來看，

我們認為索取動詞可能是其中更早出現的用法，其他用法是從“索取”義演變而來的。

下文將逐一分析。

3.1. 索取＞討娶；索取＞招惹

“索取（物）”義可引申出“討娶（人）”義。“招惹”義也從“索取”義虛

化而來，具體來說，“索取”和“招惹”都具有 [＋主動 ]和 [＋獲得 ]的語義特徵，
不同的是，“索取”的後接成分多為無害的實在事物（如“票子錢、飯”等），而“招

惹”的後接成分一般是無益甚至有害的抽象事物（如“打、賤嫌惡”等），這恰恰體

現了語義的虛化。

“討”表“討娶”和“招惹”在宋元以降的文獻中也頗為常見，各舉兩例如下：

(48) 它若有這一項，我自與孩兒討個新婦。（《張協狀元》第十一出）

(49) 我曉得當初漢梁鴻，仗他討了個娘子，如今又將來討我女兒，是二婚人了。

（《荊釵記》第八出）

(50) 老和尚聽說罷，想著夜間三人一床，枉動了許多火，討了許多厭，不見快活。

（《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51) 悔當時出尖，沒來由討嫌，急回首無暇玷。（《朝天子 ·解官至舍》）

3.2. 索取＞持拿＞給予

“索取”義的“討”在瑞金方言還發展出“持拿”義。站在索取者視角，一個索

取事件大致需經歷如下過程：主動去到有某物的地方，經持拿動作使該物發生位移到

達索取者處。由此可知，索取事件包含著持拿動作，“索取者經持拿獲取索取物”標

誌著索取事件完成。基於索取事件的抽象認識，可映射形成“討 +NP”結構。由於只
有一個動詞“討”同時承載索取行為和持拿動作，在需要強調索取事件的過程，而非

索取事件本身時，“索取”語義就會弱化，“持拿”語義相應凸顯。

試通過“持拿”義“討”最常分佈的“討”字連動句加以解釋：當索取事件完

成後還需進行後續事件時，可映射為連動句“（S+）[討 +NP]+[VP後續事件 ]”，“討
+NP”代表索取事件，VP所代表的後續事件往往是目的所在，因此成為句義表達的焦
點。前一事件“討 +NP”只需強調“討”的過程（即“持拿”），索取行為本身被忽
視。由此一來，“討”便獲得“持拿”義。如：

(52) 討隻碗來載飯。（拿個碗來盛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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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2）是由索取事件“討隻碗”和後續事件“載飯”構成的連動句。“討隻碗”
的目的是“載飯”，後續事件“載飯”是句義的焦點，前一事件只需突出持拿動作，

無需強調索取行為，“討”理解為“拿”。

歷史文獻中也有“討”作“拿”解，同樣只用於索取事件，試舉幾例：

(53) 婆婆與你三五兩白金，後去做得好時，便還我。你與我討半盞兒酒來。（《張

協狀元》第十九出）

(54) 王顧李紹榮令討劍來。（《新編五代史平話 ·唐史平話》卷上）
(55) 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金瓶梅》第三十回）
(56) 那茯苓霜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

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紅樓夢》

第六十一回）

瑞金方言中，持拿義動詞有“拿”“馱”“掗”和“討”等，“討”與其他持拿

義動詞的區別在於它通常用於索取事件，如例（57）至（59）中的抓持動作就不可用
“討”替換：

(57) a. 馱刀（拿刀） (58) a. 掗菜食（抓菜吃） (59) a. 拿穩渠（拿穩它）

 b. * 討刀 b. * 討菜食 b.* 討穩渠

在持拿動詞的基礎上，瑞金方言的“討”又進一步發展為給予動詞。即使文獻未見

“討”發展出這樣一條路徑，3但有不少方言的持拿動詞兼表“給予”義，如贛南地區寧

都話的“搦”、定南話的“掗”、南康話的“拿”皆如此，其他地區湯溪話的“約”（曹

志耘  1997）、龍游話的“擔”（曹志耘等  2000）、鉛山話的“搤”（胡松柏、林芝
雅  2008）、海南閩語的“要”（楊望龍、史文磊  2023）等亦如是。

在瑞金方言“討”的“給予”義產生之前，由於缺少給予動詞，需要用持拿動詞結

合介賓補語的手段，即採用介賓補語式“討持拿義+NP1某物 +等與事介詞+NP2接受者”來表達雙

及物給予事件，如例（60a）。此時“討”表“持拿”義，與事介詞“等”表“給予”。
很多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南方方言都採用這樣的手段表達給予事件，介賓補語式中與事

介詞的磨損是持拿動詞演變為給予動詞的關鍵（張敏  2011）。這一過程的幾個階段在

3 搜集歷史文獻，發現一些“討 +NP1+與 +NP2”的連動句（如例（55）），但未見“討”作三價
給予義動詞的用例。我們認為“討 +NP1+與 +NP2”中的“給予”義由“與”承擔，“討”仍表

“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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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方言中仍然共存：首先，介賓補語式經次話題化為“NP1某物+討等拿給+NP2接受者”，

“討”與“等”相連出現，由於高頻使用形成複合形式，表示“拿給”，如例（60b）；
隨著與事介詞“等”的省略，“討”便獲得“給予”義，如例（60c）。

(60) a. 討解瓶水等我。（拿那瓶水給我。）
 b. 解瓶水討等我。（那瓶水拿給我。）

 c. 解瓶水討我。（那瓶水給我。）

3.3. 持拿＞工具

工具介詞“討”跟持拿動詞“討”直接相關。從句法角度看，“討”引進工具的

用法來源於常用句式“討 +NP+VP”；而在語義層面，持拿的對象常常是施行後續行
為所需借助的工具，在此情況下，“討 +NP+VP”結構中 VP被視作信息焦點，“討
+NP”成為工具狀語，此時句式重新分析為“[討 +NP]+VP”，“討”的動作義虛化
並由此演變為工具格介詞。當“討”後接 NP為不可發生位移的抽象事物時，“討”
更容易被解讀為工具格介詞。試比較：

(61) a.  解個米快漏齊去哩，討隻袋子裝穩渠。（那個米快漏光了，拿個袋子把它

裝住。）

 b. 你可以討瑞金話問渠。（你可以用瑞金話問他。）

例（61a）句“討”的賓語 NP為可位移的實在事物“袋子”，此時小句分析為連
動句，“討”表“拿”義；例（61b）句“討”後 NP為不可發生位移的抽象事物“瑞
金話”，“討瑞金話問渠”分析為狀中結構，“討”為引介依憑方式的介詞。

“討”的這一用法早在南宋《朱子語類》已有用例。如：

(62) 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

方是下工夫養他處。（《朱子語類》卷第八十）

(63) 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朱子語類》卷

第三十五）

例（62）中的“討”看似兼有持拿動詞和工具介詞兩種詞性，但由於該句具有非
現實義，解釋為具有“用”義的工具介詞更為合理。例（63）的“討”引進動作行為
依憑的方式，同樣作“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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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給予＞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

3.4.1. 給予＞允讓

在瑞金方言中，“討”不僅是使用頻率最高的給予動詞，還進一步發展出了使役

動詞的用法。馮春田（2000），蔣紹愚（2002），洪波、趙茗（2005）等都曾分析過
漢語給予動詞的使役化現象，他們一致認為這一演變是基於“（S施事+）V給予義+NPS的

接受者 /VP的施事+VP”句式發生的。這其中的關鍵在於 VP的出現。

給予義的“討”字句是雙及物結構，句法語義關係為“（S施事+）討給予+NP1接受者

+NP2某物”。當接受者 NP1需進行後續 VP動作，在語用的尾重心原則作用下，VP成
為焦點信息，NP2隱省，“討”的給予義因不易感知而削弱，從而使“討”字代表的

給予行為與後項行為之間的使成關係得到凸顯強調，由此，原來的連謂結構重新分析

為使役兼語結構“（S+）討使役+NP+VP”，NP由指人的賓語演變為兼語，“討”也
因此轉變為使役動詞“討”。如：

(64) a. 討我解本書。（給我那本書。）
 b. 討我看下子。（讓我看看。）

例（64a）中，“討”還是給予動詞，而在例（64b）中為了補充後項 VP“看下
子”，NP2“解本書”隱去，從而使整個句子成為使役式，“討”也實現了給予動詞

向使役動詞的轉變。

與漢語史中的給予義動詞“給”（蔣紹愚  2002；李煒  2002）相同，這項演變使
“討”發展出了允讓義。

3.4.2. 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

有關漢語使役動詞的被動化，學界已有充分討論（太田辰夫  2003 [1958]；江
藍生  2000；馮春田  2000；蔣紹愚  2002；洪波、趙茗  2005；張麗麗  2006b；劉雲  
2018）。事實上，只有允讓義的使役動詞才能發展出被動義，而允讓義演變為被動義
之前，還先形成了“非自願允讓”義，整個演變過程都是在“（S+）討 +NP+VP”的
句法格式中完成的。

所謂“非自願允讓”，通常表達某事件的發生出人意料或不符合心理預期，該事

件的發生與否不受主語控制，而由無法阻擋的外力所決定，相較於“自願允讓”用法，

它可以出現于已然事件中（張麗麗  2006b）。非自願允讓句中，主語 S已是非自願允
讓者，逐漸失去對事件的控制，受事性顯露。如：



140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65) 我一下唔曾看穩□ [tʰu42] 討解條魚子游走哩。（我一下沒看住就讓那條魚游

走了。）

該例中主語“我”並非自願讓“魚子游走”，施事性漸弱，整個事件已不由其掌

控，並帶有不如意色彩；相反，“討”的賓語“魚子”自主性強，對事件的發生具有

操控性。由此可見，非自願允讓句與典型的被動式在語義上已十分接近，但在句法上

仍有一些差距，如例（65）兼語後的成分“游”是不及物動詞，主語也並非受事。一
旦受事位於主語位置且兼語是及物動詞，非自願允讓句就會轉化為典型的被動式，如：

(66) 蚊子討我打死哩。（蚊子被我打死了。）

此外，一些無主句的歧解有助於窺探“討”由非自願允讓義向被動義的轉變，如：

(67) 唔要討奶奶曉倒哩。（（某人）不要讓奶奶知道了（某件事）。/（某件事）
不要被奶奶知道了。）

該句的主語能夠補出，但存在兩種解讀：如果補出的主語是指人詞語（如

“你”），那麼它就是非自願允讓者，“討”表示非自願允讓義，句子可理解為“你

不要不小心讓奶奶知道了某件事”；如果補出的主語是具體的某件事，則它是受事，

“討”表被動義，句子可理解為“某件事不要被奶奶知道了”。

歸結起來，在“討”的“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語義演變路徑中，“（S+）討
+NP+VP”的表層形式並未改變，產生變化的是 S和 NP兩個名詞性成分的語義特徵及
其與其他句子成分的語義關係：S由施事者轉變成非自願允讓者後再轉變成受事者，
NP由身兼前項受允者和後項施事者變成單一的施事者身份。正因有了這樣的語義變
化，“討 NP”和“VP”之間便從連謂關係重新分析為介賓短語修飾動詞謂語的偏正
關係，句法上，“（S+）討 +NP+VP”也就從兼語式重新分析為被動式。

3.5. 允讓＞使讓＞致使

允讓義的使役動詞“討”在語用推理機制下，進一步擴展出使讓義。漢語史中的

“讓”字使役句（劉華麗  2018）和明代閩南方言“乞”字使役句（劉華麗  2022）也
經歷了類似的演變。該演變在兼語式“（S+）討 +NP+VP”中完成。就語義蘊涵來看，
使讓某人做某事蘊涵允讓某人做某事，因而允讓義的“討”在一定語境下可發展出使

讓義。具體而言，允讓義的本質在於 S不阻止 NP完成 VP（或使 VP實現），而當
NP從語境中推理出其行為 VP是說話者希望經由 S使讓 NP達成時，“討”可表示 S
使讓 NP做某事，由此由“允讓”義發展出“使讓”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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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我去洗菜，你班討人看穩鑊頭。（我去洗菜，你們叫人看著鍋。）

(69) （你）討渠捧妹子，你跟我去樓坳搬東西。（（你）讓他抱孩子，你跟我去

樓上搬東西。）

上兩例中的“討”字句即為使讓型使役句，凸顯的是說話者的意圖，即通過 S用
言語或行為使讓 NP做某事，達成說話人的意願。Dixon（2000）歸納了使役句中 S和
NP不同的語義特徵類型，“直接性”（directness）是其中一項重要要素，即指使讓
者是直接地還是間接地實施使讓行為。使讓行為的直接或間接實施，一定程度上可通

過使讓行為反映何者意圖判定：若使讓行為體現的是使讓者 S的意圖，則為直接實施
使讓行為；若體現說話者意圖，則為間接實施使讓行為，這種“通過中介人採取行動

（acting through an intermediary）”的方式也見於印地語（Hindi）和景頗語（Jinghpaw）
（Dixon  2000: 70）。例（68）、（69）中“討人看穩鑊頭”和“討渠捧妹子”兩個使讓
行為，其實反映的是說話者，而非使讓者“你班”“你”的意圖。由此看來，例（68）
的 S“你班”和例（69）中隱省的 S“你”，嚴格來說是使讓意圖的間接實施者，這
也能解釋為何“討”字使讓句的 S只能為第二人稱代詞。

這種限制說明“討”的“使讓”義較弱。瑞金方言“使讓”義較強的使役動詞是

“喊”，“喊”字使讓句並不限定 S必須是使讓意圖的間接實施者，因此，主語既可
以是第二人稱代詞，也可以是第一、三人稱代詞和其他指人名詞。試比較：

(70) a. 你班喊人洗碗。（你們叫人洗碗。）

 b. 你班討人洗碗。（你們叫人洗碗。）

(71) a. 我 /渠喊人去掃地。（我 /他叫人去掃地。）
 b. *我 /渠討人去掃地。

(72) a. 爸爸喊渠食飯。（爸爸叫他吃飯。）

 b. *爸爸討渠食飯。

例（70）“喊 /討人洗碗”這一行為體現說話者而非“你班”的意願，但由 S“你
班”間接實施，“喊”“討”皆可進入該句，如例（70a）、（70b）。例（71）“喊
人去掃地”、（72）“喊渠食飯”分別反映兩句 S“我 /渠”和“爸爸”的使讓意圖，
S是句中使讓意圖的直接實施者，因此只有“喊”能進入該句，如例（71a）、（72a），
若用“討”則句子不成立，如例（71b）、（72b）。

相比於使讓義的“討”，致使義的“討”並沒有“指令、派遣、安排”等實在的

動作義，只有抽象的致使意味。“討”由使讓義向致使義的虛化歸因於“（S+）討
+NP+VP”句式中 NP操控性的降低，VP的類型由“NP可控”擴展到“NP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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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句式也從表達“使令者要求被使者進行被使事件的動作行為”變成表達“致使者

利用某種方式造成被使者發生被使事件的結果狀態”（丁丁  2020: 306），如：

(73) 天熱要注意，你唔要討傷口發炎發掉哩。（天熱要注意，你不要讓傷口發

炎了。）

(74) 唔好意思，我討你底般緊等。（不好意思，我讓你這樣一直等。）

例（73）中，NP“傷口”是否發炎，並不完全由其操控，而在於聽話者“你”是
否“注意”；例（74）的 NP“你”是否一直等，也不完全受其控制，而取決於 S“我”
赴約是否準時。兩句中的“發炎發掉哩”和“緊等”都顯示著被使事件發生的結果或

狀態。

3.6. 使讓＞假設

“討”由“使讓”義發展出“假設”義需滿足特定的句法條件，即“討”處在

假設—推論複句中假設分句的起始位置。當假設連詞和“討”前施事主語均不出現，

“討”即處在假設連詞的位置。如此一來，兼語結構“討動詞+NP某人+VP做某事”就擁有
了重新分析為假設結構“討假設標記+[NP某人+VP做某事 ]”的可能。語義上，如若使役式“討
+NP+VP”具備“非實然”特性，在作話題或前提時就很可能被視作假設分句。比如：

(75) 臺坳解隻人唔曉□ [tɛ42]唱□ [me44]。討民民去唱，肯定比渠唱哩更好聽。（臺

上那個人不知道在唱什麼。要是民民去唱，肯定比他唱得更好聽。）

例（75）“討民民去唱，肯定比渠唱哩更好聽”並非典型的假設複句，句法層次
更接近“句主語”後接“謂語句”。“討”雖也可替換為“使讓”義的“讓、喊”，

但其虛化已可窺見一斑，主要表現在：“討”的主語不出現，且無法根據語境推知；

另外，“討民民去唱”表示非實然情境，“討”已不表“派遣”等具體的行為，只表

達一種抽象的概念。可知該語境下的“討”“使讓”義已較為空泛，但虛化尚不徹底。

“假設”義“討”的後接成分除了可以是“某人 +做某事”主謂小句外，還進一
步擴展到“某人是某人”義判斷小句、帶有 [+自主 ]特徵的名詞或名詞性短語、時間
名詞、代詞等。當後接這些成分時，句中的“討”無法解讀出“使讓”義，語義完全

虛化。如：

(76) 討我係悅悅，我正無咁好話事。（如果我是悅悅，我才沒那麼好說話。）
(77) 討正常個貓子，耳導 =唔會趴當下。（如果正常的貓，耳朵不會趴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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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討往回子，我搭都唔會搭渠。（要是以前，我理都不會理他。）
(79) 討你，你幾會氣？（要是你，你會不會生氣？）

以上各例的“討”字假設分句不再具備使役式的特點，“討”均不可替換為其他“使

讓”義動詞“讓、喊”，只能解釋為“如果、要是”義的假設連詞。

假設範疇可分為可能假設（possible condition）和違實假設（counterfactual 
condition）兩類（參看 Quirk et al.  1985；Comrie  1986）。相應地，假設分句也可區分
為可能假設分句和違實假設分句兩種類型。值得注意的是，瑞金方言假設連詞“討”

只用於違實假設分句，條件不可能實現或顯然為假，句式多是設想不符現狀的情境，

如 2.3及 3.6小節各例；不能用於可能假設分句，比如：

(80) a. 係你有時間，我班□ [tʰu42]去跑步。（要是你有時間，我們就去跑步。）
 b. * 討你有時間，我班去跑步。

(81) a. 底下幾可以去打籃球呔？係可以，我底下□ [tʰu42]來去。（現在可以去打
籃球嗎？要是可以，我現在就去。）

 b. *底下幾可以去打籃球呔？討可以，我底下□ [tʰu42]來去。

例（80）“你有時間”和例（81）“可以”都是可能成立的條件，而非背離事實
的條件，這兩句都只能用假設連詞“係”，如例（80a）、（81a），用於違實假設分
句的“討”不可出現，如例（80b）、（81b）。

實際上，漢語史中使役動詞發展為假設標記相當普遍，“使、令”等皆如此（解

惠全  2005；洪波  2005；張麗麗  2006a），它們剛發展為假設連詞時，也多用於違實
假設分句（張麗麗  2006a: 11），與“討”情況相類。此外，“討”發展出“假設”義
後，也可後接於假設連詞“係”，構成“多音節條件引導詞”（龔波  2017: 320），如
2.3小節例（36）。本小節各例“討”也可前加假設連詞“係”共同表達“假設”義，
如“係討我係悅悅”“係討民民去唱”“係討往回子”“係討正常個貓子”等。而在漢

語史中，“使、令”後接於假設連詞的用法同樣大量存在，如：

(82) 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左傳》定公十年）

(83)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呂

氏春秋》孟秋紀第七）

(84) 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

(85) 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史記》張儀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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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例的“若使、若令、假使、假令”與“係討”情形相當，都是由兩個表“假

設”義的語素構成雙音節的條件引導詞。總之，漢語史中“使、令”的平行演變為瑞

金方言“討”由“使讓”義發展出“假設”義的論證提供了有力支持。

綜上所述，江西瑞金方言“討”的語義演變路徑如下：

圖 1  瑞金方言“討”的語義演變路徑

4. 再論漢語方言被動標記“討”的語義來源

4.1. 前人觀點的歧見：“給予”義動詞或“遭受”義動詞

漢語方言中用“討”作被動標記的較為少見，主要分佈於部分江西境內的贛語（高

安、上高、永豐、宜豐、安義、新淦、靖安、奉新）、客家話（寧都、瑞金、安遠、

會昌、上猶、信豐縣城以外鄉鎮、南康）和官話（信豐嘉定鎮）。此外，少數蘇皖邊界地帶的

吳語（江蘇溧水、高淳，安徽郎溪、涇縣、南陵）、個別湘語（湖南洞口）和西南官話（湖

北石首）也有使用。4

對於“討”表“被動”的來源，目前學界存有爭議。一些學者認為被動標記“討”

的來源是“遭受”義動詞：胡雲晚（2010）指出“討”的被動義是由其本義“治理”
虛化而來，這是言說者視角轉換的結果，具體來說，施動者的治理對受動者而言是一

種被動的遭遇；張敏（2011）推斷贛語裡的“討”是由“索取”義動詞引申出“招惹”
義，再經“遭受”義演化出“被動”義，羅榮華（2018）亦持此觀點。

也有學者傾向於認為“討”的被動義源自“給予”義動詞：萬波（1997）以贛語
安義話中“討潲喂豬食”這一底層用例推測古漢語中的“討”曾有“給予”義，認為被

動標記“討”或許是由此虛化而來，但同時也指出在缺乏歷史文獻佐證情況下這只是

一種可能；鄭偉（2017）根據一些南部吳語中“乞”表被動的用法源自給予義的事實，
認為作動詞時語義與“乞”相同的“討”應具備相同的語法化路徑。

4 主要引自羅榮華（2018）的調查，並根據曹志耘主編（2008）、陳昌儀（2005）、郭駿（2004）、
劉漢銀（2006）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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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者構擬的語義演變路徑是根據“討”在蘇皖邊界的吳語、江西贛語及深受

贛語影響的湖南洞口方言中的用法得出的。考察“討”表被動義的來源，還需要關注

到“討”在贛南客家方言中的多功能用法。

4.2. 贛南方言被動標記“討”的語義來源

基於前文所述“給予＞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的語義演變路徑，瑞金方言的

“討”應歸為“給予”義類被動標記。儘管瑞金方言“討”有“招惹”義用法，但並

未如贛語上高話的“討”（羅榮華  2018）那般，由“招惹”義動詞經“遭受”義發展
出“被動”義。我們通過羅文的分析，比較瑞金方言的情況，排除贛南方言被動標記

“討”來源於“遭受”義的可能。

羅榮華（2018）認為，上高話“討”的“被動”義來源於“討 +NP+VP”結構的
重新分析，語義演變過程為“招惹＞遭受＞被動”，並用例句“你不做作業就會討老

師罵”加以解釋：若按連動式“討 1+[NP+VP]”分析，“討 1”為“遭受”義動詞；而

若按被動式“[討 2+NP]+VP”分析，則“討 2”為表“被動”義的介詞。根據其文所

舉上高話“討”表“招惹”義的用例，如“討人嫌”“討人罵”“討我打”“討老師

罵”，可知上高話“討 +NP+VP”中的 NP可以是代詞和指人名詞。

但是，瑞金方言“討”並無“遭受”義用例。“招惹”義的“討”多用於“討

+VP”結構，如“討賤嫌惡”“討打”等，即便“討”後帶 NP，也只能是泛指的“人”，
限於“討人嫌 /歡喜”，不可以是其他指人詞語，據此認為瑞金方言此語境下的“討”
只是“招惹”義動詞，而非“遭受”義動詞。另一方面，如前文所介紹，瑞金方言“討”

字被動式中，“討”後接的被動施事 NP必須出現，表“招惹”義的“討 +VP”在句
法上與被動式“討 +NP+VP”有較大差距，難以建立聯結。由此可見，上高贛語“討
+NP+VP”重新分析的解釋並不適用於說明瑞金方言“討”被動標記的來源。瑞金方
言的“討”的“被動”義與“遭受”義無涉，應源於“給予”義。

值得一提的是，“討”由“給予”義發展出被動標記用法並非只有瑞金方言這一

孤例，同屬贛南的會昌周田鎮、信豐西牛鎮、安遠欣山鎮等方言的被動標記“討”均

兼有給予動詞用法，“給予＞允讓＞被動”的語義演變路徑清晰可見。會昌周田、信

豐西牛“討”還兼作持拿動詞，“持拿＞給予”的路徑亦與瑞金方言相同。用例如下：

表 1  贛南其他方言兼表給予、允讓、被動義的“討”字句

方言點 例句

會昌周田

(86) a. 討來。（拿來。）（持拿義）
b.拿支筆來討得渠寫字。（拿紙筆來給他寫字。）（給予義）
c. 斌斌喜歡食糖爾就討渠食。（斌斌喜歡吃糖你就讓他吃。）（允讓義）
d.會討爾氣死。（會被你氣死。）（被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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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 討得來。（拿來。）（持拿義）
b. 面個南瓜討得劉洋。（那個南瓜給劉洋。）（給予義）
c.  做了哩作業我就討你看刻子電視。（做完了作業我就讓你看會兒電
視。）（允讓義）

d. 車子討姨公開走哩。（車子被姨夫開走了。）（被動義）

安遠欣山

(88) a.解把鎖匙討爾用。（這把鑰匙給你用。）（給予義）
b.我會討爾去廣州。（我會讓你去廣州。）（允讓義）
c.我個眼討籃球舞著□ [ɜ214]。（我的眼睛被籃球砸傷了。）（被動義）

不僅如此，這幾個方言的“討”也都沒有“遭受”義用例，甚至並不都有“招惹”

義：安遠欣山只說“惹打、惹人嫌”，會昌周田只說“欠打、惹人嫌”，皆不可說“*討
打、*討人嫌”。信豐西牛與瑞金類似，即“討”多用於“討 +VP”（如“討打”），
即便“討”後帶 NP，也限於泛指的“人”（如“討人歡喜”）。

換句話說，贛南方言“招惹”義“討”的分佈極其受限，句法上也不具備從“招

惹”演變為“遭受”並進一步發展出“被動”義的條件，無法產生“遭受”義的用例，

贛南方言的被動標記“討”顯然來自“給予”義用法。

4.3. 漢語方言的被動標記“討”：兩條演變路徑的“殊途同歸”

同樣一個被動標記“討”，在不同方言卻指向不同的來源，這該如何解釋呢？由

於歷史文獻未見“討”作給予動詞的用例，故我們認為，贛南客家方言的“討”由“持

拿”義發展出“給予”義，再由“給予”義發展出“被動”義是一種創新。事實上，

持拿動詞的這一演變路徑廣泛分佈于東南方言，前文所述南康話的“拿”、寧都話的

“搦”、定南話的“掗”、湯溪話的“約”（曹志耘  1997）、鉛山話的“搤”（胡松
柏、林芝雅  2008）和海南閩語的“要”（楊望龍、史文磊  2023），這些詞不僅從持
拿動詞演變為“給予”義動詞，也都進一步演變出被動標記用法，詳見下表。

表 2  漢語方言兼表持拿、給予、被動義的多功能詞及例句

方言點 多功能詞 例句

寧都洛口 搦

(89) a. 用手搦菜食。（用手抓菜吃。）（持拿義）
b.  解隻番瓠搦（得）跟劉洋去 =。（那個南瓜拿給
劉洋了）（給予義）

c. 搦（得）我看一下。（讓我看一下。）（允讓義）
d. 會搦你氣死。（會被你氣死。）（被動義）

定南歷市 掗

(90) a.  掗個盆嘚來裝水。（拿個盆來裝水。）（持拿義）
b. 掗我。（給我。）（給予義）
c.  斌斌咁歡喜食糖欸你就掗渠食滴嘚哇。（斌斌那
麼喜歡吃糖你就讓他吃一點吧。）（允讓義）

d. 會掗你氣死。（會被你氣死。）（被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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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a.  拿把調羹來裝湯。（拿把勺子來裝湯。）（持
拿義）

b. 拿（過）渠。（給他。）（給予義）
c.  考好啦我正會拿你搞電腦。（考好了我才會讓
你玩電腦。）（允讓義）

d.  車子拿你姨爹開得走掉啦。（車子被你姨夫開
走了）（被動義）

湯溪
（曹志耘  1997: 42） 約

(92) a. 約個碗來。（拿個碗來。）（持拿義）
b. 渠約我一塊糖。（他給我一塊糖。）（給予義）
c. 弗要約渠去。（別讓他去。）（允讓義）
d.  部腳踏車約別農偷去罷。（那輛自行車被別人
偷走了。）（被動義）

鉛山
（胡松柏、林芝雅  
2008: 307, 319）

搤

(93) a.  渠手裡搤吥一本書。（他手裡拿了一本書。）（持
拿義）

b.  唔本書搤阿哩看下。（那本書給我看一看。）（給
予義）

c.  帽搤風吹跌吥嘮。（帽子被風吹落了。）（被
動義）

瓊海
（楊望龍、史文磊  

2023: 235）
要 [ʔiɔ53]

(94) a. 伊要凳囝來坐。（他拿凳子來坐。）（持拿義）
b.  伯爹要錢封去汝。（大伯給紅包給你。）（給
予義）

c.  國家但要如去蜀年。（國家只讓你去一年。）（允
讓義）

d.  汝無用要狗咬倒。（你不要被狗咬到。）（被
動義）

可以說，在贛南方言“討”的語義演變中，“持拿＞給予”是極為關鍵的一步，

正是這關鍵的一步，使“討”經“給予”義演變為被動標記。如此，則與其他方言中“遭

受”義來源的被動標記“討”殊途同歸。

實際上，同一被動標記語義來源不同可從其他詞中找到旁證。陳偉蓉（2022）通
過梳理“乞”在近代文獻和漢語方言中的用法，討論了被動標記“乞”的來源，指出

近代文獻中的被動標記“乞”是“吃（喫）”的另一寫法，源自“遭受”義動詞，而

方言中被動標記“乞”來源於其給予動詞用法。其中，前者既可帶施事也可不帶施事，

後者則須後接施事。值得注意的是，高淳吳語的被動標記“討”可帶施事（如“被子

討他打破了”），亦可不帶施事（如“他討抓起來了”）（石汝傑  1997），而贛南客
家話的“討”字被動句均不可省略施事，比如 2.2.2瑞金方言相關用例的介紹，又如例
（86d）、（87d）、（88c），會昌周田、信豐西牛、安遠欣山三個方言的被動施事“爾”

“姨公”“籃球”均不可省略。被動施事可否省略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

方言被動標記“討”的不同來源。此外，被動標記“著（着）”在近代漢語也有“遭

受”義和“使役”義兩種不同來源（鄭宏  2006），在現代方言中亦廣泛使用，前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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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於南方漢語方言，後者僅見於北方漢語方言（李藍  2006）。如此也可作為同一詞的
不同語義“殊途同歸”為被動標記的輔證。

因此，我們推測，“討”可能與“乞”“著”類似，在不同方言中經過不同路徑

分別演變出被動標記用法。換言之，現代方言中的被動標記“討”可能有“遭受”義

和“給予”義兩種來源，這與同樣有索取動詞用法的“乞”“不謀而合”。贛南客家

方言中的被動標記“討”應源自給予義動詞“討”，而非遭受義動詞“討”。

5. 結語

本文梳理了江西瑞金方言的“討”的多功能用法，結合漢語史和其他方言材料，

構擬其語義演變路徑。最後從漢語方言被動標記“討”語義來源的爭論出發，通過跨

方言比較，指出現代方言的被動標記“討”可能有“遭受”義和“給予”義兩種來源，

而贛南方言表“被動”的“討”應來源於給予義動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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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function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ao  
in the Ruijin Dialect of Jiangxi Province 

Jiale Cheni and Xiaojin Chenii

Nanjing Universityi, Jinan Universityii

Abstract

Tao is a multifunctional word used frequently in the Ruijin Hakka dialect in Jiangxi Province. 
It fuctions as a verb, a preposition, and a conjunction. As a verb,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to beg, 
provoke, marry, take, give, command, cause, and allow. As a preposition, it can introduce tools, 
materials, ways, or agents in passive sentences. As a conjunction, it is used to express hypothetical 
meaning, and is mostly used in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 claus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tao in the Ruijin dialect, analyzing its semantic evolution path and comparing it across 
dialec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assive marker tao in different dialects comes from either the 
GIVE verb or the SUFFER verb. Specifically, the passive marker tao in Hakka dialects of southern 
Jiangxi province comes from the GIVE verb.

Keywords

Ruijin dialect, tao, multifunctional word, semantic evolution, the passive marker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陳嘉樂）
 廣州  天河區  暨南大學  漢語方言研究中心（陳曉錦）
電郵地址：756691104@qq.com（陳嘉樂）
 chenxiaojin2803@163.com（陳曉錦）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4月5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10月1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10月29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2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


	1. 引言 
	2. “討”的多功能用法 
	3. “討”的語義演變 
	4. 再論漢語方言被動標記“討”的語義來源 
	5.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