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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江方言句末“的”看“的”的语气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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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叔湘（1962）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问题： 

        “用的．字煞尾的句子，的确有一些是丝亳不带语气作用，只能解释为其中包含一个

‘X的 3’。也的确有一些是有明显的语气作用，似乎非把这个的．字另眼相看不可。……

看起来，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还得进一步研究。” 

吕先生不光留下问题，还提出了答题思路：“也许历史上这个的．字是由的．3 演变来的，

可是演变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另一物”，“语感上是渐变的”，“语气作用也是从零渐渐增加

到非常突出”。这就提示我们应该更加细致的分析句末“的”的语气作用，描写出渐变的连

续统，探索是否真的有一个让句末“的”发生性质转变的“一定程度”。 

随后的研究中，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从传信角度论证了语气词“的”的若干

特征，唐正大（2008）讨论了句末“的”在直陈语气表达上的功能，齐沪扬（2003）论证了

在语气词“的”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可能与语音的变化有关。另外可供参考的是，

刘勋宁（1985）认为合音是语气词“了”产生的条件。 

江苏镇江方言句末“的”在语感上所呈现出来的“渐变”和“程度”，词类性质中作为

语气词的“比例”似乎比汉语普通话要明显更加多一些。用例如下： 

（1）命令句：带我把饭吃光了的。 

（2）否定句：他不会把我们忘脱的。 

尤其是，“的”和其他典型语气词的合音现象非常丰富。这些合音语气词给母语者的语

感是：一，就是语气词；二，很多人不分析感觉不到里面还有个“的”。包括： 

嗲[tia]，“的啊”合音：（1）用于特指问：这是哪个～？哪块来～？（2）用于是非问：

这张给过你嗲？（3）表确认，暗含反问：是我～。 

叼[tiɔ]，“的噢”合音：（1）用于特指问：这支笔是哪个～？（2）表申明：这支笔是

我～！  

口代[tε]，“的唉”合音：（1）表确认：是～，上回我也去～。（2）表反驳：他不会把我

们忘脱的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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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丢[tiɤ]，“的𡂿𡂿”合音，表确认：这本书是我～。 

唞[tɤ]，“的𡂿𡂿”的进一步合音，丢失介音，表惊讶：天热～！ 

本文认为，合音的这几个“的”作为语气词的“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不过毕竟还可以

做出分析，大多有对应的分音表达，所以还不算百分百的语气词。当然，确定词性可以有不

同的标准，如果说达到 60%的程度就算语气词了，那么这几个“的”肯定是够得上 60分及格

线了。尽管语气的程度确实难以量化，但语感还是有的。 

镇江话句末合音“的”类语气词除了表达直陈语气外，还可以表达疑问和感叹。相比之

下，普通话句末“的”则基本上就是单纯表达直陈语气。如此看来，普通话句末“的”内含

语气词性质的“程度”不算太高，还处于变化之中。至于将来是否能继续向高程度语气词发

展，很可能要看合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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