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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神木话“吼是”类词语的
语法特征与标句词理论＊

邢向东　徐　杰

提　要　陕北神木话的引语结构“吼是”及其种种变式可以引入间接引语，并且随着“说吼是”的功

能泛化而进一步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审视此种现象，我们认为“吼是”是一个

引入宾语从句的准标句词。它既有一般标句词的共性特点，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典型的标句词

均有以下三项基元特征：标明句子是主句还是从句，是定式句还是不定式句，句子的功能类型为

何；而“吼是”仅有标明句子从句一项特征，应跟汉语方言中其他源自言说动词的标句词一起看作

准标句词，从而跟典型标句词有所区隔。本文认为，在标句词理论框架下对“吼是”及同类词语加

以系统考察，对于深入认识其性质和特点以及标句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神木话　“吼是”类词语　引语结构　准标句词

〇　引　言

陕北神木话有一个高频使用的引语结构“吼是”，引导间接引语，转述他人或媒体等的话

语，表达示证（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功能，并在“说＋吼是＋小句”结构中词汇化、语法化为引语标记
（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此外，随着“说吼是”的功能泛化，“吼是”还进一步语法化为“标句词”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说吼是”作为一个整体还可充当插入语。“吼是”类词语在陕北晋语中特

点鲜明。它们跟“二”（音［Λɯ５３］）一样，成为神木话的典型特征之一。

“吼是”充当引语结构时，“吼”重读，是言说动词；“是”轻读，是引语标记。而在“说吼是”

中，“说”重读，“吼是”轻读（“是”可以弱化到只剩声母［ｓ］），使用功能上进一步虚化弱化。这
样，先后出现的言说动词“说”“吼”与标句词“是”“吼是”层层套叠，在不同的层次下具有不同的
功能。尤其是“吼是”，随着结构“说吼是”用于不同的语境，语义不断虚化，主观性不断增强，用
法不断扩展。本文首先分析“吼是”的结构、句法和语用特点，随后引入当代句法学中的标句词
理论，讨论“吼是”与汉语其他方言标句词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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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言说动词“说”“吼”及其组成的引语结构

１．１ 言说动词“说”和“吼”
陕北神木话中，“说”和“吼”均为言说动词。“说”的本义就是言说义，“吼”由叫喊义引申为

言说义。
“说”的用法较多，且带不带宾语比较自由。例如：
（１）我说完了，你说吧。
（２）你要说这个话就没意思了。
（３）你跟那个说甚也不顶事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４）我哥哥说他不想办猪场了。（引述）
（５）你说我哥哥去哪去了？（引述）
“说”也可同“是”组成引语结构。“说是”多引导间接引语。例如：
（６）□ｎｉε２１３你妈说是教你给我们帮给下忙。
（７）书上说是这种蘑菇有毒嘞，不能吃。
（８）□ｎｉε２１３你二哥说是他真儿今天有事嘞，不能来了。
“吼”的本义是“叫喊”。可以单独使用，也可组成“吼喊”“吼叫”“吼天叫地”等复合词。

例如：
（９）你朝我吼甚嘞你对着我喊叫什么？
（１０）眼看人家把车子推走了也不吼一声。
（１１）把□ｎｉε２１３你哥哥吼醒了。
（１２）逢上面来了人，公安局那车就在街上吼得呜呜地。
“吼”引申后表示“叫、招呼”，带宾语或用于“把”字句，例如：
（１３）你吼给□ｎｉε２１３哥哥一声你叫一声你哥哥。
（１４）赶紧吼人去。
（１５）去榆林起把我吼上去榆林的时候叫上我。
（１６）你咱看车子着，我进去吼他去来你给咱看着自行车，我进去叫他去。
“吼”从“叫喊”义引申为言说义，不过不能表示普通的言说义，只能组成引语结构，这是它

同“说”的重要区别。因此，可以将“吼”的言说义限定为“引述”。比如“我们说完了，你说吧”，
不能说成“我们吼完了，你吼吧”。“就你一个人说上没完”，不能说“就你一个人吼上没完”。
“吼”表引述义的区域特点非常明显，只在神木城关话为代表的北片话使用，南片的高家堡话以
及南乡话都不能说。例如：

（１７）我哥吼／说他真儿来也我哥说他今天要来。（说，引述）
（１８）我妈吼／说她这两天一满不想吃饭我妈说她这两天一点也不想吃饭。（说，引述）

１．２ 引语结构“说是”和“吼是”
神木话中，“说”“吼”都可加上引语标记“是”，组成引语结构“说是”“吼是”。这时两者可以

互换，替换后只有风格差异：“吼是”比“说是”的口语色彩更浓厚一些。从整个陕北晋语的情况
来看，“吼是”只流行于神木和府谷的北部地区，其他陕北方言都使用“说是”。在神木城关，一
般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多用“说是”，教育程度低的人多用“吼是”。

在“吼是”“说是”构成的引述句中，“主语＋吼是／说是”是“引导部分”，其后的小句是“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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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ｑｕｏｔ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是”可看作一个引语标记（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乐耀２０２０：１４５－１４６）。其
中主语只能是第三人称。例如：

（１９）我大姐说是／吼是店塔镇唱戏嘞。
（２０）我妈那日儿说是／吼是她不想在西安宬了。真儿又说是／吼是宬着也，不回神木来了。

我妈那天说她不想在西安住了。今天又说要住着呢，不回神木来了。
（２１）我们老师说是／吼是教家长检查作业嘞。
（２２）小刚说是／吼是他有事嘞，来不了了。

１．３ 引语标记“是”
在引语结构“吼是”“说是”中，“是”不表判断，而是引介引语句。引语标记“是”在陕北晋语

中普遍使用，一般只能引介间接引语，不能引介直接引语。例见上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
表认识义的动词之后，也常用“是”引介小句宾语。这时句子主语也可以是第一人称，经常表示
反事实预期。例如：

（２３）两个人都吹的是他们能办公司嘞，完了谁也没办成。
（２４）我盘当以为是你给那个说的。（事实上不是）
（２５）原来盘算是我妈教我哥插队也，不想是教我姐姐下了乡了。
（２６）我当是刘石畔修电厂也我以为要在刘石畔建电厂，后来是在店塔建了。
（２７）都当成是□ｎｉε２１３你妈回来了，没想是□ｎｉε２１３你大姐回来了。
（２８）你当是□ｎｉε２１３你爹当官儿那会儿嘞你以为是你爸当官那时候，你想做甚就做甚？
（２９）那日儿说下是全家都来也那天说好全家都要来。
跟北京话等不同的是，陕北晋语的这个引语标记“是”来源于判断动词，而不是言说动词。

不过，“是”的使用比较受限，主要是用于言说、认知类动词之后起引介作用。

二　“吼是”的基本用法

“吼是”除了作为一般的引语结构之外，还经常跟在言说义动词“说”“问”等动词或动词短
语之后起引介作用，或者后移到句末。这时都不能用“说是”替换，只能用“是”替换，表明“吼
是”已整体语法化为准标句词了。

２．１ “说＋吼是”
“说吼是”是神木话中十分高频的词语组合体，“吼是”的一系列引申用法，都与它有关。它

不仅可以用肯定句表达一般性引述，而且可以用“没＋说吼是”的反问句式表达信息来源的确
切可靠。

２．１．１ “说吼是”的一般引述用法
“说吼是”是由言说动词“说”加上带有引语功能的准标句词“吼是”组成引语结构，后接引

语句。其典型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引导句主语必须是表第三人称的代词或名词，不论是有生命的人还是无生命的各种

书本、杂志、电台之类媒体，都可以充当主语。其中，人物类直接做主语，媒体类必须和“上”
“里”等方位词组成方位短语才能做主语。

从示证范畴（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的角度看，引导句中“说吼是”的主语不同，表示信息来源或获
取方式不同，其中指人的信源最确切，明确度最高，而且引述内容一般是亲耳听到的。“天气预
报”类次之，也具有较高的明确度和权威性。“报纸上、电视上、书上、抖音上”等则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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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媒体和自媒体的看法、说话人的知识结构有所不同。“人”“有人”表示信息来源和信息获
取方式不明。

（二）宾语从句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和祈使句。
“说吼是”引导的宾语从句最常见的是陈述句，转述某件事情、知识等，可以是一个事件、一

个判断。时制上包括过去时、将来时、现在时。例如：
（３０）我爸爸说吼是家里来了亲亲了。（陈述；现在时）
（３１）张小平说吼是单家滩杏花开了（陈述；现在时）
（３２）那说吼是在榆林见我姐姐来了他说在榆林见我姐来着。（陈述；过去时）
（３３）那些说吼是吃了饭去杏花滩公园耍去也他们说吃过饭要去杏花滩公园玩儿。（陈述；将来时）
（３４）甲：抖音上说吼是牛奶不能多喝。（陈述；惯常态）

乙：那才是瞎说嘞。
（３５）甲：海报上说甚嘞？

乙：说吼是人民广场有秧歌比赛嘞。（陈述；现在时）
当信息来源不明时，一般用“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其中，“听人说吼是”是兼语式，前

面一般不带主语（“我”）。“听说吼是”以分析为“听说＋吼是”为妥，当由“听人说吼是”省缩而
成。例如：

（３６）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神木也修飞机场也。
（３７）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鄂尔多斯招聘大学毕业生嘞。
（３８）听人说吼是／听说吼是榆林拿乔灌木替换沙蒿嘞。不知道神木甚会儿换也。
宾语从句也可以是疑问句，引述某人的疑问，要求听话人回答，不过更常用的是“问吼是”。

例如：
（３９）我爸爸说吼是／问吼是甚会儿开家长会嘞？（疑问）
（４０）小燕说吼是／问吼是谁打烂的家具？（疑问）
宾语从句还可以是祈使句，作用是传达第三者对听话人的命令、要求，信息来源比较确切，

主语除了指人的词语，也可是某一机构。因为是间接引语，所以引语从句总是带使令动词。这
时“说吼是”可以省略，成为简单的祈使句，语气直白，说明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引语结构出现的
强制性减弱。这时它反倒像一个插入成分①。例如：

（４１）我妈说吼是教你送给下儿孩伢儿我妈说让你送送孩子。（我妈教你送给下儿孩伢儿。）
（４２）老师说吼是教你好好儿做作业。（老师教你好好儿做作业。）
（４３）学校说吼是教家长参加会去嘞！（学校教家长参加会去嘞！）

２．１．２ “没＋说吼是”
否定词“没”加上“说吼是＋小句”构成反问句，表达强调的引述语气。从示证功能看，这种

表达方式隐含着信息来源可靠的意思，说话人对信息的可信度、正确性抱持较高的信任态度，
如说明常理、常识的谚语等，是言者心目中的至理名言。“没说吼是”可能是由“没听人说吼是”
省缩而来，口语中还偶尔使用原形。该句式的后续句多数是“看”字句，验证引语所说的道理在
现实中的例证。例如：

（４４）没说吼是“富不过三代”。你看看老牛家。（果然家业败了。）
（４５）没说吼是“众人搂柴火焰高”。你看一阵阵□ｔｓɔ５３就闹完了。
（４６）没说吼是“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的猪肉”。你看姊妹两个多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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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没听人说吼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会儿谁没穿过补丁衣裳？

２．２ “问＋吼是”
“问吼是”组成引语结构的特点是：
（一）主句的主语一般是第三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信息来源是确切的人。
（二）宾语从句可以是反复问、特指问、选择问，不能是是非问。这是因为神木话没有专门

表是非问的结构和语气词，只能靠语调表达。其中如果没有特别的疑问结构，就会和陈述句相
混，导致听话人无法判断是陈述还是疑问。

（三）宾语从句的主语一般跟主句不同，也有少数相同，相同时可以省略。例如：
（４８）我妈问吼是你去不了我妈问你去不去了？（反复问）
（４９）我妈问吼是□ｎｉε２１３们你们吃了饭没？（反复问）
（５０）我爸爸问吼是咱们坐什么车也？（特指问）
（５１）我们老师问吼是□ｎｉε２１３们你们俩谁开家长会去也？（特指问）
（５２）老师问吼是这话是张晓说的李飞说的？（选择问）
（５３）学生问吼是坐火车也坐汽车也？（选择问，引导句、引语句主语相同）

２．３ 使令类宾语从句中“吼是”的位移
引语结构“吼是”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同主句主语分离而位移至句末：当宾语从句是祈使

句（动词一般是“教”），且同主句主语相同时，“吼是”可以单独后移到句末，从而使主句主语跟
谓语分离，原主语同使令短语构成主谓结构。其语用目的是凸显使令的内容，增强语力②。
例如：

（５４）队长教你去嘞吼是。（←队长吼是教你去嘞。）
（５５）我爸爸教□ｎｉε２１３你们几个商量嘞吼是。（←我爸爸吼是教□ｎｉε２１３你们几个商量嘞。）
（５６）老师不教你骂人吼是。（←老师吼是不教你骂人。）
（５７）□ｎｉε２１３你妈不教你瞎跑吼是。（←□ｎｉε２１３你妈吼是不教你瞎跑。）

２．４ “Ｖ＋得＋吼是”
“吼是”做准标句词的句子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即“Ｖ得＋吼是＋小句”。其中，Ｖ

只有“说、吹、盼”三个动词，“得”是陕北晋语中常见的实现体标记。“Ｖ得”与“吼是”引导的小
句之间是动宾关系。这种结构的语用意义也跟下一节将讨论的句式相同，表示反事实预期。
该结构的特点如下：

（一）“吹得吼是”可带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主语，其中第二人称代词做主语时多
表达言者对对方的质疑。“说得吼是”“盼得吼是”前多不带主语。

（二）都表示反事实预期，多数后接转折分句。
（三）“吼是”的使用不是强制性的，如：“说得（吼是）不教你去”“吹得（吼是）他可能行嘞”“盼

得（吼是）不用缴费了”。不过从使用频率和自然程度来看，用“吼是”的句子更自然、常见。例如：
（５８）老王吹得吼是他能寻上关系嘞。结果瞎花了一圪都许多钱。
（５９）二宝吹得吼是他一天就做完了。不想两天了还没做完。
（６０）你敢吹得吼是你会嘞么你不是吹牛说你会吗。
（６１）说得吼是不用交房钱了。（不想……。）
（６２）说得吼是改造小区也，三年了也没见个动静。
（６３）盼得吼是疫情赶紧过了吧，则看这下还没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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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盼得吼是小子儿子毕业了就轻省些儿了。（不想……）
（６５）盼得吼是神木赶紧通高铁吧，结果车站还给修了个远！

三　“说吼是”组合与“吼是”用法的发展

“说吼是”的初始句法作用是充当主句的谓语中心语，引入间接宾语。由于使用频率极高，
在某些句子以及篇章中可以整体上表认识义，乃至比认识义更抽象的理由义、关系义。所在句
子多数情况下表示反事实预期，委婉地表达否定语气，多用于表让步条件关系的分句，或构成
单句。在这些用法中，“吼是”的性质已经语法化为准标句词。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将在第４
节讨论。

３．１ “则／本来＋说吼是”
在让步转折复句中，“说吼是”从言说义类推到认识义。“吼是”随着“说”的意义虚化，已经

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其特点如下：
（一）主句主语和言者主语同为说话人，往往省略，句子由引述他人言语变为引述自己的某

种认知。
（二）句子表示反事实推理。宾语从句说明原本的情况或理由，前面带表轻微让步语气的

副词“则”“本来”等，充当让步条件分句。
（三）“吼是”的使用不具有强制性，可省略或用“是”替换，如例（６６）可以说“则说这两天没

事了”“则说是这两天没事了”。例如：
（６６）则说吼是这两天没事了只以为这两天没事儿了，没想到又封了。
（６７）则说吼是而真引媳妇子不兴坐轿了只以为现在娶媳妇儿不兴坐轿了，可是那家女子就要坐

轿嘞。
（６８）本来说吼是本以为□ｎｉε２１３你爸爸身体也不好，想给他炖上只鸡补给下。不想那他还嫌

鸡腥气嘞。
（６９）本来说吼是本以为你来也，准备下一堆吃的。没想你不来了。

３．２ “不要（嫑ｐｉɔ５３）＋说吼是”
“说吼是”表认识义，还可用“不要（嫑ｐｉɔ５３）＋说吼是”引导宾语从句。其特点和例句分别

如下：
（一）主句主语只能是“你”，可以省略。说话人用否定情态对对方的行为、态度或某种社会

观念表示反驳、批评。
（二）“不要”表达认识情态，所以不能换用否定道义情态的“不敢”。
（三）“说吼是”相当于北京话的“以为说”（方梅２００６），“吼是”充当其后面宾语从句的准标

句词，用不用比较灵活。
（四）一般独立成句。
（７０）（你）不要说吼是□ｎｉε２１３爸爸当局长着嘞，你就想做甚做甚（你）别以为你爸是局长，你就想干

啥干啥。
（７１）不要说吼是人家不干就你也能不干嘞别以为别人不干你也可以不干。你是党员，人家是群

众，不一样。
（７２）你不要说吼是老汉就能打老婆嘞。那叫“家暴”，法律不允许。
（７３）不要说吼是而真现在生活好了，就浪费东西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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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不说＋吼是”
“不说＋吼是”句式的特点如下：
（一）引导让步小句（有的只是一个名词或代词，带让步义），表示让步转折关系。
（二）无论从韵律还是句法上看，“不说”已经重新分析为一个单位，表让步，相当于普通话

的“别说”。
（三）“吼是”充当准标句词，可以省略。
有的陕北晋语只能说“嫑说是［ʂəʔ０］”（如绥德），说明神木话此处是“不说”后面加上准标

句词“吼是”。例如：
（７４）不说吼是你修不好了，□ｎｉε２１３你师傅来了也怕修不好嘞。
（７５）不说吼是盖三层了，就是盖两层儿也怕钱不够嘞。
（７６）不说吼是有疫情了，就是没疫情也不能乱跑。
（７７）不说吼是你了，就是□ｎｉε２１３爹［ｔａ２１３］你爸来嘞，我真儿今天也不教进去。

３．４ “不能说＋吼是”
“不能说吼是”后面的小句，结构和意义颇为复杂，作用是否定一种言者认为不正确的认识

或行为。其特点和例句分别如下：
（一）句首通常不带主语，而带表“理应如此”的语气副词“敢”，强调言者观点的正确性和主

观性。也可用“你”做主语，这时如果不是指着对方说的，“你”就表示虚指。
（二）“不能”义为“不可”，属否定性的道义情态。因此该句式的结构是“吼是”引导一个小

句做助动词结构“不能说”的宾语。“说”表抽象的认识义，“吼是”是准标句词。
（三）句末可用语气词“么”“吧”，其中“吧”最常见，主要是和句首的“敢”搭配，强化句子的

主观性。
（四）“吼是”可以省略。
（７８）敢不能说吼是你不去，再的人别人也不能去么。
（７９）敢不能说吼是岁数大了，就连眉眼也不要了吧也不能说岁数大了就不要脸了吧。
（８０）敢不能说吼是有钱儿就想做甚做甚吧！
（８１）你敢不能说吼是各儿自己不怕受穷，就教全家人都跟上受穷吧。
（８２）敢不能说吼是连各儿的娘老子也不管吧也不能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管吧。
（８３）引上这些看房子敢不能说吼是尽各儿买吧领着他们看房子就不能先尽着自己买。

３．５ “说吼是”做插入语
神木话可以将“说吼是”插入“不是、不”与核心谓语之间，作用是弱化否定语气，句法上可

以分析为插入语，“吼是”的意义比在上面几种结构中更虚，可以省略。与前几种结构的最大区
别在于，前几种结构的“吼是”之后一般是小句，而该结构的后面只是一个动词短语。我们认
为，这是“说吼是”引介宾语小句用法的类推所导致的。例如：

（８４）这个事不是说吼是那么简单／这个事不是那么简单。
（８５）（新风系统）根本不是说吼是靠机器运行嘞／根本不是靠机器运行嘞根本不是靠机器运行。
（８６）这个事不是单纯说吼是就是个关系问题／这个事不是单纯就是个关系问题。（讨论办

事儿）
（８７）你也不说吼是打声招呼／你也不打声招呼。（怪对方不打招呼）
（８８）你也不说吼是给帮上个忙／你也不给帮上个忙。（怪对方不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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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说吼是”用法的扩展与“吼是”的语法化
以上几种用法中，“则／本来说吼是”“不要说吼是”与“不说吼是（＋分句）”“不能说吼是”都

引导让步从句，“吼是”充当准标句词。但前两种用法中，“说”表示“认识义”（以为义），后两种
则失去认识义，只表让步关系，意义更虚，主观性更强。而在充当插入语时，“说吼是”连关系意
义也没有了，只起缓和否定语气的作用。可以看出，“说吼是”随着出现语境的逐步扩展而不断
地发生语用类推，原本的词汇意义不断虚化。

综上所述，“吼是”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大步骤：
【引语结构】→【准标句词】→【插入语成分】
上述语法化过程伴随着以下变化：
（一）表示信息来源的主句主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吼是”“说吼是／问吼是”作为引语

结构，除了“听说吼是……”之外，一般都须带主语，即引述内容的信息来源比较确切。“则／本
来说吼是”表达认识义，“吼是”演化为准标句词，不过具有该认识义的主体仍然比较明确，即为
言者本人，只是句子的主观性有所加强。“不要／不／不能说吼是”都是否定结构，其中的主句主
语要么是听话人，要么模糊不清，因为否定某种观点、行为，或提出某一让步条件，其语用目的
并非引述一个事件、一种说法，所以不必指出认识主体或行为主体（可以看作广义的“信息来
源”），为了不至于刺激对方，有时甚至故意隐含信息来源。在“不是说吼是＋ＶＰ”结构中，作为
插入语，“说吼是”的句法位置已经决定了不必也不能指出信息来源，只剩下弱化语气的作
用了。

（二）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作为一般引语结构的“吼是”“说吼是”，多是比较客观地引
述某一信息来源的话；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中，就具有了明显的主观性，其主观性主要是
通过核心动词“吹、说、盼”表达出来的。从“则／本来说吼是”到“不要／不／不能说吼是”再到插
入语“说吼是”，由于让步转折关系中前后小句的语义对比，加上否定词、情态副词“敢”与反问
语气之间的配合使用，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吼是”也随之不断地进行语用类推，意义逐步
虚化，语法化为准标句词，再进一步语法化为插入语成分。就语法性质来看，作为准标句词的
“吼是”与充当插入语成分的“吼是”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从强制性上说，引语结构“吼是”必须强制出现，“说／问吼是”“则／本来说吼是”中“吼
是”基本是强制出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不要／不能／不说吼是”中，“吼是”可以不出现，强
制性有所减弱；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用与不用十分灵活，“吼是”反倒不能单独省略，这是因
为插入语“说吼是”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吼是”单独语法化的结果。

四　“吼是”所标小句与标句词理论

４．１ 标句词理论与“吼是”的性质、功能
从普遍语法的标句词理论来看，神木话“吼是”用作准标句词的用法，可以统一纳入“标句

词”（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标句词最初也是保留至今的最经典内涵指的是动词的补足语小句所
带的标记，即用来标明其引导的小句是一个充当补足语（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主要是宾语）的小句，是
使得某小句成为补足语从句的语言单位。扩展后的标句词概念，还包括能够标明某种句子属
性及具有特殊的句法位置的句末语气词、某些复句关联词语（田源、徐杰２０１６）。

“说吼是、问吼是、Ｖ得吼是”以及后置于句末的“吼是”，都具有这一特点，满足标句词的
要求。而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中的“吼是”，则不属于标句词。但是，“吼是”依然残留着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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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词汇意义，尚未彻底语法化。因此，我们只能把它定性为准标句词。之所以把它定性为准
标句词，除了其仍残留原始词汇意义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

田源、徐杰（２０１６）列出了涉及标句词分类和定义的下列三个基元特征：
［±从属］，［±定式］，［±疑问］。
这个特征定位显然是基于英语中四个典型的标句词“ｔｈａｔ”“ｆｏｒ”“ｗｈｅｔｈｅｒ”和“ｉｆ”的典型

特征而建立起来的，用以鉴别和分析其他语言中的标句词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
认为，考虑到现今标句词的本质功能是标明句类，主从句、定式非定式句以及疑问句都是语法
学家用以分析语法现象时经常使用的句子类型，其中主从句和定式非定式句两个基元特征没
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我们知道疑问和疑问句是句子功能或曰语气之下的一个小类，与
此平行的还有陈述和陈述句，祈使和祈使句，感叹和感叹句。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建议把田源、
徐杰（２０１６）的三个基元特征中的“［±疑问］”修改为“［±功能类］”，指某标句词是否标明句子
的功能类型，其中包括疑问，也包括陈述和感叹。

根据本文的讨论，如果把神木话“吼是”的特征纳入这个特征系统，其结果大致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吼是”与标句词的基元特征对照表

基元特征 ［±从属］ ［±定式］ ［±功能类］

吼是 ＋ ± ±

　　这意味着“吼是”的主要功能是标明句子的“从属性”，也就是只能用作从句，不能用作主
句。此外，它对句子时体和功能没有选择性。“吼是”的使用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非定式，
也不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是否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从属］：“吼是”引导的小句都只能是从句，不能是主句。但是，跟“ｔｈａｔ”等典型的
标句词相比，“吼是”引导的从句功能有限，它们只能是宾语从句，不能是主语从句。神木话当
然既有宾语从句，也有主语从句，甚至还有定语从句。“吼是”只能用于宾语从句中，说明它的
语法化程度有限。它仍然残存着原本的言说动词的词汇特点。

（二）［±定式］：这表示“吼是”对其引导的小句的时体没有选择性，可以是定式句，也可以
是不定式。在实际运用中，定式句居多。而祈使句在各种语言中一般均被看作不定式句。祈
使句可以充当“吼是”标记的宾语从句，说明“吼是”引导的从句可以是不定式句。例如：

【定式句】
（８９）我妈说吼是她不来了。
（９０）则说吼是身体快好了只以为身体快好了。
【不定式句】
除了上述例（４１）、例（４２）和例（４３），再如：
（９１）□ｎｉε２１３你妈说吼是教你不敢出去乱跑你妈说让你别出去乱跑。
（９２）老师说吼是教你好好儿把作业检查给下儿老师说让你好好儿检查一下作业。
（９３）我哥哥说吼是教你再等给阵儿我哥哥说让你再等会儿。
（三）［±功能类］：“吼是”充当引语标记时，其后的小句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但

它本身不能标记宾语小句的语气。与英语的“ｉｆ、ｗｈｅｔｈｅｒ”等标句词本身即可标记疑问小句不
同，神木话的“吼是”引导的小句必须自带疑问词、疑问结构和使令词，“吼是”本身没有这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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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说吼是”整体虚化的“则说／不要说／不说／不能说＋吼是”等句式中，“吼是”引导的小句
只能是陈述式，没有疑问和祈使式。在这一点上，神木话与其他汉语方言具有共性，跟英语的
“ｔｈａｔ”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吼是”引导祈使句小句时与陈述句、疑问句有不同的表现：一是可以省略
而不影响结构和意义；二是“吼是”可以整体后移。这两点使得神木话“吼是”带使令小句的引
语句既不同于陈述小句、疑问小句，也有别于其他方言的标句词。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吼是”在使令句中的功能特征

基元特征 ［±从属］ ［±定式］ ［±功能类］

吼是 ＋ － －

　　４．２ “吼是”———准标句词

４．２．１ 标句词与准标句词
根据 Ｈ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Ｋｕｔｅｖａ（２００２：３２９）的考察，世界语言中的标句词主要有两个来源：言说动

词和指示代词。由指示代词语法化而来的标句词，如英语的“ｔｈａｔ”、上古汉语的“之”（田源、徐
杰２０１６）等。汉语中的绝大多数标句词来源于言说动词，如古代汉语的“云”“道”，北京话、闽
南永春话的“说”，广东廉江粤语的“讲”，闽南方言汕头、揭阳话的“呾”（刘丹青２００４；方梅

２００６；林华勇和马喆２００７；黄燕旋２０１６；颜铌婷和林华勇２０２２）。神木话的标句词“吼是”是由
引语结构“吼是”———本质上也是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其实汉语的句末语气词也可看作
一个标句词，它具有［－从属］、［＋定式］和［＋功能类］所有的三项特征。

标句词理论源自对“ｔｈａｔ”“ｆｏｒ”“ｉｆ”和“ｗｈｅｔｈｅｒ”的分析，且这四个标句词以及汉语的疑问
语气词“吗”均具有标句词的三项特征，可以看作典型标句词。与此相对的，如果某种语言的某
些词语只具备三项中的两项甚至一项特征，则可以看作准标句词，而非典型标句词。本文讨论
的神木话“吼是”以及汉语方言中由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词语仅仅具有［＋从属］特征，既不
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不定式，也不能标明句子的功能类，都是准标句词。从发展的观点来
看，准标句词有可能获得标句词的更多特征，进一步演化为典型标句词。

“吼是”还有一点与英语的“ｔｈａｔ”以及汉语方言中的其他一些标句词一致，就是其使用的
非强制性。这表明“吼是”的［＋从属］是一项弱特征，因此可用但不是必用。

４．２．２ “吼是”的个性特点
综上，神木话“吼是”具有如下个性特点：
（一）标记功能：如上文所述，作为准标句词的“吼是”具有一定的标句功能，它引导的小句

是宾语从句。
（二）音节特点：汉语中的标句词大多是单音节词。而“吼是”则是一个双音节标句词，多了

一个音节，似乎比较啰嗦。但从语用的角度来看，标句词的音节增加，从句与主要动词之间距
离拉长，有助于凸显宾语从句。因此，“吼是”成为神木话口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标句词，具有
语用上的动因。

（三）虚化条件与途径：汉语中已经报道的标句词，绝大多数是通过搭配动词扩展的途径实
现语法化的。如北京话的“说”在由引语标记向标句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其搭配的动词甚至名
词不断扩展：“听见说”“认为说、担心说、觉得说、发现说、理解说”“不在于说、是说”“有个谣言，

说……”“可以说、应该说”“虽然说、如果说”等等，“说”随着搭配词语的扩展一步一步虚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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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２００６）。揭阳闽语中“呾［ｔā２１３］”语法化的情形与此类似（黄燕旋２０１６）。而“吼是”语法化的
条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搭配的动词尽管有所扩展，但只限于“说、问、吹得、盼得”等少
数几个，因而它不是自己主动向标句词语法化，而是随着引语结构“说吼是”整体的语法化而被
动语法化，实现功能扩展。尤其是“说吼是”还可以进一步虚化为插入语，除了弱化语气外再无
其他作用，“吼是”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分。从这一点来看，神木方言的准标句词“吼是”与汉语其
他方言中“说”“讲”“呾”等，语法化过程相似，但语法化条件不同。

五　结　论

陕北神木话中高频使用的引语结构“吼是”，引导间接引语，转述他人或媒体等的话语，表
达示证功能，并在“说＋吼是＋小句”结构中词汇化、语法化为引语标记。此外，随着“说吼是”
的功能泛化，“吼是”还进一步语法化为准标句词。“说吼是”作为一个整体，还可充当插入语。
“吼是”类词语在陕北晋语中独树一帜，特点鲜明。“吼是”的语法化过程可以归纳为三大步骤：
“引语结构→准标句词→插入语成分”。这一语法化过程还伴随着一系列相应的句法、语义和
语用变化。比如，表示信息来源的主句主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句子的主观性越来越强，强
制或非强制对比鲜明。再如，引语结构“吼是”必须强制出现，“说／问吼是”“则／本来说吼是”中
“吼是”基本是强制出现，“吹得／说得／盼得吼是”“不要／不能／不说吼是”中，“吼是”可以不出
现，强制性有所减弱；作为插入语的“说吼是”用与不用十分灵活，“吼是”反倒不能单独省略，这
是因为插入语“说吼是”本身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吼是”单独语法化的结果。

本文引入当代语言学的标句词理论对相关现象进行了审视和定性。“吼是”属于宾语补足
语小句的“标句词”。田源、徐杰（２０１６）列出了涉及标句词分类和定义的三个基元特征：［±从
属］、［±定式］和 ［±疑问］。这个特征定位显然是基于英语中“ｔｈａｔ”等四个典型的标句词的
特征而建立起来的。我们认为，考虑到现今标句词的本质功能是标明句类，而疑问和疑问句是
句子功能之下的一个小类，与此平行的还有陈述和陈述句，祈使和祈使句，感叹和感叹句。基
于这一理由，本文建议把田源、徐杰（２０１６）的三个基元特征中的［±疑问］修改为［±功能类］。
后者指的是某标句词是否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尤其是陈述、疑问和感叹。如果把神木话“吼
是”的特征纳入这个特征系统，“吼是”对三项基元特征的取值分别是［＋从属］、［－定式］和
［－功能类］。这意味着“吼是”的主要功能是标明句子的“从属性”，也就是只能用作从句，不能
用作主句。此外，它对句子时体和功能没有选择性。“吼是”的使用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
非定式，也不标明句子的功能类型，是否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等。如果把拥有所有三项
基元特征的英语中的“ｔｈａｔ”和汉语的疑问语气词“吗”看作典型标句词，那么本文讨论的神木
话“吼是”以及汉语方言中由言说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词语则仅仅具有［＋从属］一项特征，它们
既不能标明句子是定式还是不定式，也不能标明句子的功能类，都应该认定为准标句词。展望
未来，准标句词有可能获得标句词的更多特征，进而发展为典型标句词。

附　注

①感谢杨炎华老师的提醒。祈使句做引语句与陈述句、疑问句有不同的表现，可以省略“吼是”而不影响
结构和意义。如下文所示，祈使句中“吼是”可以整体后移，进一步朝典型标句词演化。可以省略同样表明这
一点。

②后置引语标记如唐汪、西宁方言的“说”“说着”，参见罗端（２０１３）、张安生（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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