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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汉语句末“的”研究丰富，涵盖其来源、语义、语用等方面，但在性质界定与功

能方面存在差异：吕叔湘（1947）较早认为句末“的”是表确认的语气词，赵元任（1968）

认为句末“的”为句末语助词，表示整体的情况，后面难以补出确切的名词，袁毓林（2003）

认为句末“的”是一种传信标记，具体语气由句子负载。 

当代潮州、饶平闽方言和丰顺、盐田客方言对应普通话句末“的”的形式都是“个”，

例如： 

（1）潮州：阮个=车票在车站买个=。（我们的车票是在车站买的。） 

（2）饶平：阮是在车站买车票个=。（我们是在车站买的车票。） 

（3）丰顺：我兜侪个车票系在车站买个。（我们的车票是在车站买的。） 

（4）盐田：□[nga55]兜车票系在车站买个。（我们的车票是在车站买的。） 

四地方言的“个”均可出现于句末，部分情况下可与量词“个”、人称代词后表领属或

位于句首表远指的“个”共现，但句末“个”与其他“个”读音有同有异，需进一步描写与

验证。同时，闽、客方言句末“个”不晚于清末已经产生，如： 

（5）闽：唔是正理个。（不是合理的。）（《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1884） 

（6）客：连理又喊穿山甲个。（连理又名穿山甲。）（《启蒙浅学》1879） 

早期及当代闽、客方言的句末“个”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将基于“动静结合”的

描写框架，共时层面上，对当代潮州、饶平闽方言与丰顺、盐田客方言句末“个”的使用情

况展开测试式描写；历时层面上，将当代与早期闽、客方言的使用情况相对照，归纳句末

“个”语义和用法的演变。通过本文的讨论，相信有助于汉语句末“的”相关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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