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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温州鹿城话的助词“个” 
 

朱雨洁 
厦门大学 

 

        鹿城区为浙江省温州市的中心市辖区，鹿城话属吴语瓯江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编 2012: B1-14），为本文作者之一的母语，本文语料来自调查和自省，相关例句均向老派

发音人核实无误。鹿城话中，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助词是“个”，但其具备多种语音形式。

本文将从词法、句法和篇章入手，对鹿城话的助词“个”进行描写。 

一、“个”的词法功能 

词类上，“个”本身是实词，可作为量词和指示词，均读[kai42]（郑张尚芳 2008）。如： 

（1）个人（这个人）    （2）个事干否妆（这件事不好办） 

游汝杰（1981）指出，“个”作为助词，进入领属结构时，读[ɡe]或[gai]，表普通领属

时，读[ɡe31]；表绝对领属时，只能位于句末，读[gai11]。如： 

（3）普通领属：我个[ɡe31]书（我的书） 

（4）绝对领属：支笔是阿哥个[ɡai11]（这笔是哥哥的） 

“个[ɡe11]”常与形容词组配，“恁[naŋ212]”则常与副词组配。如： 

（5）该西瓜红红个[ɡe11]（这个西瓜红红的）    该西瓜红显红个[ɡe11]（这个西瓜很红的） 

（6）屏墙掸起黄霜霜恁[ɦuɔ31ɕyɔ33ɕyɔ33naŋ212]（墙壁上弄起来黄霜霜的样子） 

二、“个”的句法功能 

鹿城话中，句末助词“个[ɡe]”是完句的必要成分，具有句法强制性。其功能表现有三： 

第一，凸显对比焦点，如： 

（7）我是前年到北京个（我是前年到北京的）。 

第二，报道将来事件。如： 

（8）A：明朝我倈走礼拜堂里，你走来不走来（明天我们要去教堂，你去不去）？ 

     B：我走个（我去的）！ 

第三，凸显当前事件不同于以往现实的反预期意义。如： 

（9） 每年到春节、情人节恁界（的时候），鲜花价格都会涨上个，到了三八节一般又会 

      降落个。今年特别两样。三八节期间鲜花价格成倍涨上。 

（10）陈女士体内有个肿瘤大西大（很大）。温州医科大学的医生介绍讲，一般恁讲（一 

        般来说），恶性卵巢肿瘤不会生起太大个。但是经过病理检查，陈女士体内个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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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个（这么大的）肿瘤却是恶性卵巢肿瘤。 

三、“个”的篇章功能 

在话语中，鹿城话的“讲个”位于句末时，具备引述功能，引述话语紧随其后。如： 

（11） 讲阿勇讲个，该店黄昏十点就关门罢（说阿勇说的，这个店晚上十点就关门了）。 

“讲个”后附其他语气词时，则不具备引述功能，如： 

（12）A：覅蒙
=讲呐（不要乱说呀）。 

            B：讲阿勇讲个呐（说阿勇说的呀）。 

在引述话语中，句末“个”也能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通常要拖长音。如： 

（13） 渠囥我讲过罢个[ɡeː]，研究生毕业啦后，又=有好工作个（他跟我说过的，研究生毕业 

         了以后，就有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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