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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引言

�
·

�长沙话的轻声音节 卜间
，

写汉字只有一个
“
得

刀
字�普通话书面上用的

“
的 ” 和“

地
” ，
在

长沙话里读音跟
“
得 ” 完全不同

，

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

长沙话的这个
“ 得 ” ，

使用频率很高
，

涵义

十分丰富
，

语法功能要比普通话的
“
得

，，
多得多

。

我们先看看下面这些带
“
得

” 的例句
。

�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 �讲得做不得的人一个也不要 �凡是讲得的事都已经讲哒 �他正 是讲

得
，

一讲两三个钟头不歇气 �咯号课当然讲得
，
既不费劲

，

报酬又高 �你还讲得�明明是你自

家不对 �才讲得几句
，

他就不耐烦听哒 �咯个道理未必还冒跟你讲得�� 怪只怪你事先冒跟

他讲得一下得 �讲得你听你也听不懂 �好话讲得前头
，

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看你
，

把话讲

得那里去哒��我是一点都不好意思哒
，

被他讲得—��讲得还是要亲自去一趟才好 ��

这十四个典型的长沙话例句里加了着重号的
“ 得，，意思全都不一样

。

这还没有包括
“
得刀字的全

部用法�因为是特意要让所举例句中同时还出现
“
讲

，，字�
。

但是
，

已经不难由此体会到它与普

通话的某些差异了
。

�
�

� 本文除了不涉及作为普通的
“
获得

刀
义的单音节动词

“
得

”
以外 �因为这同普通话没有

两样�
，

打算对长沙话
“
得叹不限于读作轻声的

‘ 得勺的用法
，

作一全面的
、

细致的描写参看�� 页

编者按
。

描写时同普通话的用法比较
。

�
�

�本文的体例 凡一个例句中的
“
得

”
不止一个

，
几个

“
得

刀
字所起作用又不一样

，

有可能

妨碍理解时
，

在属于该格式的
“
得，，字下加着重号以提起注意

，

未加着重号的表示同该格式无

关
。

文中斜线表示前后部分可以互相替代
，

括号内的词语表示可用可不用
。

例句里的小字是

普通话对译或注解
。

本文所说的
“
相当于

刀什么
，

都是针对普通话来说的
。

“
例不足

，

不立法
。 ，，所以本文的举例比较多

。

举例较多还出于这样一层考虑
� 因为是研究

方言
，

例子少了
，

不熟悉长沙话的读者不容易建立感性的认识
。

例句中出现次数较多的方言词
，

除了有时随文注释以外
，

这里做一集中的注释
，

以便查阅
�

①哒� 相当于动态助词
“
了刀 和语气助词

“
了刀 。 �

�冒� 没�副词�
。

�乡冒得 � 没有 �
“
有

”

的否定�
。 ④蛮� 很

。 ⑤么子 �
什么

。 ⑥何解 �
为什么

。 ①限定� 一定
。 ⑧咯� 这

。

⑨屋里 �
家里

。 ⑩困� 睡
。 ⑥别个�

别人
，

他人
。 ⑩正是 �

确实�副词�
。 ⑩过硬 �

确

实�副词�
。

�招呼
�
服伺

。 ⑩连 �
根本�副词� ⑩自家 � 自己

。 ⑩霸蛮�
大意是

“
勉

强地硬干 ” 。 ⑩着 �
语气助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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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褥

，，
用作结构助词

�
�

�动词�形容词 �得十补语

�
�

�
�

� “
得

”
用来连接表示结果或程度的补语

。

动词不能重叠
，

不能带动 态助 词
“
哒

” 、

“ 过，， 。

这些都同普通话一样
。

略举几例如下
�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 �莫讲得那样吓 煞 巴 人吓死

人 �放得淡淡子淡淡的才好吃 �问得他哑口无言 �滚得一身的泥巴 �房门关得崩紧的 �烟子熏

得一屋子都是 �一身颤得跟打摆子一样 �急得放肆哭 ，绿得发黑 �胖得咯这 个样子 �既好得

多也便宜得多 �被他讲得一钱不值 �把桌子抹得令光的很光 �气得他两餐冒没吃饭 �

�
·

�
·

� 副词
“
很 ” 不能放在

“
得

”
字后头充当程度补语

。

不能说
“
好得很 �坏得很 �冷得很

” 。

程度补语一般要由短语充当
，

用得最普遍的是固定结构的短语
“
下不得地不得了

，， �也有用
“
不得

了刀的
，

如�“ 好得下不得地 �坏得下不得地 �冷得下不得地气

�
�

� 连接补语的结构助词不限于
“
得

” 。

下面三个词都是连接补语的结构助词
。

�
�

�
�

�起 卜�移
‘

月 限于用在单音节的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双音节词后面只能用
“
得

，， ，

能

用于
“
得

”
字前面双音节词也不太多�

。

作为连接补语用的结构助词
，“
起

，，也许可以说是地道长

沙话的标准用词
。

因为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
，
习惯于用

“
起

，，而很少用
“
得

，的人 目前仍占

多数
。

上节所举例句
，

除了补语是单音节词的
，

其余的全部可以用
“
起

”
来替换

“
得

” 。

下面再举

一些用
“
起

力的例子�也都可以换用
“
得

”
字�

�
搞起乱七八糟 �讲起头头是道 �长起好漂亮 �跑

起好快 �问起人家不好意思 �蠢起做猪叫 �冷起打嚓 �热起不敢进屋 �房里黑起一点都看不

见 �瘦起猴子一样 �吓起不敢做声 �多起打堆 �

当补语是单音节词时
，

结构助词一般不能用
“
起

” ，

只能用
“
得，， 。

如可以说
“
跑起好快 �长起好

丑 �管起咯死 �跑得快 �长得丑 �管得死 ” ，

不能说
“
跑起快 �长起丑 �管起死，’�

�
�

�
�

� 烂 ������ 常用格式是
“
动词十烂�一 �四上

，， 。 “
四上，，可能是从

“
四路里

”
一词变

来的�
“
四路里，相当于

“
到处

力 ，

可以单说��四上
，，不能单说

，

限于用在本格式里�
，

也可以用相应

的某一具体的处所名词来替换
“
四上，，�或用 “

到处 ” 来替换
“
一四上，，� 。

凡用
“
烂

”
的句子都可换

用
“
得气但是只有一部分用 ‘ 得

，
的句子可以换用

“
烂

，， 。

这是因为用
“
烂

，，的句子
，

总是对某一动

作行为造成的结果表示不满
。

另外
，

在结构上二者也稍有区别
。

换用
“
得

”
的句子通常要加上

“
都是�的�叹处所名词后也可以只加

“
的勺才能结句

，
用

“
烂

” 的句子则不必这样
。

如 ��饭�吃烂

一四上�吃得到处都是�的���东西�摆烂一四上�摆得到处都是 �的���屎�厨烂一四上�厨得

到处都是�的���水�滴烂一四上�滴得到处都是�的���书�丢烂一四上�丢得到处都是�的���

下面是将
“
四上 ” 换成处所名词的例子

�

吃烂一脸 �摆烂一桌 �厨烂一身 �滴烂一地 �丢烂一屋 �摊烂一床 盯

再如
“
咯个毛毛把奶糕吃烂一睑�的�，， ，

这句话中的
“
烂

刀
字如换成

“
得

”
字

，

就要说成
“
吃得一脸

都是�的�，，或 “
吃得一脸的刀 。

其余可类推
。

�
·

�
·

� 褥个 【
·

��
·

���
“
个刀的读音特别轻短

，

所以极易脱落
。

用
“
得个

” 的句子不多
，

一般

是用
“
要死

” 、 “
要命

，，
做补语的句子才用

“
得个

” ，

如 �“ 吓得个要死 �急得个要死 �气得个要死
‘

�

热得个要命 �忙得个要命 �骂得个要死 �问得个一清二楚
，， 。

�
·

� 动饲�形容饲 �得 本格式没有把补语说出来
，

含有
“
难以形容

”
的意味

。

补语虽然被

省略了
，

但是说话人要表达的重点仍然是在
“
得，，字后面被省略的部分

。

本格式的
“
得

”
要读成

强调重音
，

读音拉得较长
。

若是强调这一语音特征的重要性
，

�

这个
“
得

刀
也不妨看作语气助词

�因为结构助词的读音往往是轻而短�
。

普通话也有这种格式
。

但是
，
���

“
得刀的读音不必拉得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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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通常在前面要加上
“
看你

，， 、 “
瞧你

，
等一类词语

，

如
“
瞧你这衣服烂得�

，
长沙话不受此

种限制
。

本格式形容词用得较多
，

动词则一般是被动意义的状态动词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
。

大年三十晚上
，

街上热闹得��自由市场里的人多得了�听说中国女排又打哒冠军
，

大家高兴

得��咯几天热得��百货公司人挤人
，

挤得��咯件事把他气得��他妈妈为他的事急得��

真是春菜如马草
，

那菜场里的白菜堆得�

�
·

� 有十得�补语 在带
“
得，字的补语句里

， “
得 ” 字前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

。

动词
“
有力也可以出现在

“
得

”
字前面

。

这个
“
有

” 不是简单的
“
有

” ，

它同时还含有
“
多

”
的 意思

。

本格式的特点是补语由动词充当
。

在普通话里则几乎看不到单用动词作补语的例子 �可能补

语另当别论�
。

这类格式的例子如
�

有得吵 �有得学 �有得查 �有得看 �有得做 �有得出 �有得等 �有得讨论 �

举例来说
，“
有得吵

”
就是

“
够吵的” 意思

。

充当补语的动词如果还有受事
，

这受事要放在
“
得 ” 和

动词中间
，

如� “
有得架吵 �有得东西学 �有得帐查 �有得戏唱 �有得事做 �有得麻烦出 �有

得皮扯 �有得问题讨论 ” 。 “
有得架吵

力
意思是

“
够吵架的

，， 。

受事也可以放在
“
有

” 的前面
，

如说
“
架有得吵 �事有得做

” 。

再举两个例子�“ 你想等他回来
，

那还有得等呐��他们两方那还有得

皮扯
，

有得官司打�
，

�
�

� 动饲�形容饲十得 �有

�
�

�
�

�动词
“
有

刀
单独作补语

“
得

，，
可以换用结构助词

“
起

” 。 “
得刀
字前是动词时

， “
有分后

面也可以带名词
，

这个名词宜于看作整个动补结构的宾语
，
而不仅仅是

“
有 ” 的宾语

。

你莫买酒哒
，
我已经买得有 �到处都生哒疖子

，

脸上身上都生得有 �对象也找得有哒
，

家具

也买得有哒
，

么子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呢��塘里头养得有鱼
，

塘边上栽得有树 �胸前
、

袖口
、

裤脚
，

四路里都绣得有花 �白纸黑字
，

还盖得有巴巴公章 ��
《
湖南戏剧选

》 。

以下只记作
《
湖

》 �

�
·

�
·

� “
得 ” 字前是形容词的句子

，

一般只能以
“
有

刀
字煞句

。

这个
“
有

刀
要重读

，

表示
“
够多

的了刀的意思�可用
“
够哒分来替换

“
有

刀
字�

。

如�“ 解放前他一家实在苦得有 �怠女不听话
，

她实

在急得有咧�刀动词句当煞句的
“
有刀重读时

，

这个
“
有刀字的涵义同形容词句的

“
有，字一样

。

如�

“
实在跟你讲得有� 你就听我一次试下看

。 ”

�
�

�
·

� 新派长沙话已经不大使用
“
动词�得�有�名词

” 的格式
，

多用
“
哒

”来代替
“
得有气

“
哒刀是动态助词

，

是“ 了刀和
“
着刀的混合体�长沙话

“ 了刀和 ‘
着刀的意义混用不分�

。

可以用
“
哒刀

来代替
“
得有

”
并不意味

“
得有

” 是复合的动态助词
，

这只是用不带补语的句式来取代一种带补

语的句式
，

是向普通话的靠拢
。

普通话里已经基本上不使用这种早期白话经常使用的句式
，
也

不在
“
得刀字后单独使用

“ 有 ” 作补语
。

但是普通话有这样的情况
�
在单音节动词后加上

“
有” ，

组

成一个结合紧凑
、

类似一个词的动词性结构
，

如
“
怀有

、

持有
、

含有
、

拥有
、

著有
刀
等

。

�
·

� 在带
“
得 ”
字的补语句里

，“
得 ”
字的前后两部分是互相选择的

，

并非可以随意搭配
。

例

如在普通话里
，

就不大出现前后都是单个形容词的情况
。 “
好得多 �多得多 �差得远 ” ，

这
“
得，

字后的
“
多刀和

“
远气已经和它们的本义相去较远

，

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别
。 “
穷得可怜 �胖得可

爱
”
中充当补语的形容词多少也具有一些表示程度高的作用

。

前后都是形容词
，

后面的形容词

又全不表示前面形容词的程度
，
这种情况在普通话里更为少见

。

长沙话里却有属于这种情况

的常用格式
。

�
·

�
·

�形容询 十褥�好 这一格式的特点是
， “
得

”
前只能是形容词

，

补语限于
“
好气

“
好

”

字前后不能加其他语言成分
。

本格式没有相应的否定形式
。 “
得，不能换用

“
不刀 ，

所以本格式不

方 言



是可能式
。 “
好

刀
也不是表示程度的

。

举例如下
。

咯只手表式样陈旧
，

又粗笨
，
只是便宜得好好在便宜 �新来的媳妇妹子

，
又漂亮

，

又能千
，

第一

贤慧得好尤其好在贤慈 �手艺不太好
，

要价也不低
，

就只交货快得好 �他的本事就是会吵会闹

会骂
，

恶得好�
“
恶得好

”
是反话 ��

这一格式在普通话中很少出现
，

所以在一般语法著作中也未见谈及�可能就是因为它方言色彩

较重�
。

在我们手头搜集到的材料中仅有一例
�
但是还得看

，

为的是大得好
，

在太阳里嫩黄得

好
。

�
《
朱 自清文集

， ，

转引自朱德熙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

�
·

�
�

� 形容词十得�新新 这是另一用得较多的格式
。 “
新新

”
是

“
新鲜

刀一词语音弱化的

形式
，

涵义也有了变化
，

是
“
希奇

，

罕见 ” 的的意思
，

这意思也是由
“
新鲜

，，的词义引申来的
。

一般

人写字多半仍写
“
新鲜

，， 。

例如
�
懒得新新 �热得新新 �小气得新新 �今 日里进山来

，

也能坐上

嘀嘀嘀…的公共汽车
，

过硬是快得新鲜确实是快得希奇�
《 湖

》
�

。

�
·

�
�

� 动词也可以同
“
新新

，，
搭配

，

如
�“
问得新新 �想得新新 �玩得新新，’�

�
�

� 要 �动词 �得�形容饲

�
�

�
�

�本格式指的是这样一些情况
�“ 汤要吃得淡 �萝 卜要吃得脆 �小菜要吃得新鲜 �茶

要吃得热 �糯米饭要吃得甜 �臭豆腐就要吃得臭 �冷饮就要吃得冷，’�
�

·

�
·

� 这种格式的特点是
���� 格式中的动补结构�指

“
吃得淡

”
之类�不是

“
可能性

，，的
，

所

以
“
得刀不能改为

“
不 ” ，

补语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或改用重叠形式
，

如可以说
“
汤不要吃得太

淡 �汤要吃得淡淡子
” 。

���受事要作为提示语放在动词前面
。

也可以重复动词
，

让受事跟在

前一动词后面
，

这样就是让动宾结构作提示语了
，

如
“
吃汤要吃得淡

” 。

总之
，

受事一般不能放

在
“
得

，，
字后面�受事放在

“ 得 ”
字后面

，

在本格式以外不是不可能的
，

参看 �
�

�节�
。

有时在对举

的情况下
，

提示语也可以是名物化了的动词
，

如
“
话要讲得圆

，

笑要笑得甜 �穿要穿得好
，

吃要

吃得好刀 。

���本格式的补语是说明主语�或提示语�的
，

所以可以换作谓语 �须同
“
要

”
联在一

起�
，

如说
“
汤要淡

，

才有味，， 。

由于这个补语不是对动词的补充说明
，

所以不能转换成状语形

式
，

不能说
“
汤要淡淡子淡演儿地吃 �萝 卜要脆脆子脆脆儿地吃

，， 。

���有时主语是施事
，

如
“
我要吃

得淡
，

他要吃得咸
” 。

但是
，“
我刀或

“
他刀与

“
要

刀
之间可以补得上

“
吃 ” 的受事

，

如
“
菜

、

汤刀
等等

。

所以对这种施事作主语的句子
，

不妨认作主谓谓语句
，

不过小主语事实上经常省略罢了
。

在这

种情况下
，

连
“
要刀也是经常省略的

，

如说
‘ 我吃得淡

，

他吃得咸�我吃得软
，

他吃得硬� 两个人的

口味完全不一样
。 ”

�
�

�
�

� 下面两组句子
，

是不同的两种格式
�

� 字要写得好
，

人家才喜欢看
。

话要讲得好
，

人家才愿意听
。

� 字要写得好
，

就要多练
。

话要讲得好
，

也要多练
。

�组属于本节讲到的格式
，
�组是可能性动补结构

。

因为
����可以说

“
要写得字好

，

就要多练
”

�长沙话的可能式允许宾语插在中间
，

详见后�
。

���不可以说
“
字要写得好好子

，

就要多练
” 。

�
、
�两组的

“
要刀意义也不相同

。
�组的

“
要 ” 是

“
必需

，

应该
”
的意思��组的前一个

“
要

”
是

“
要

想
，，
的意思

。

�
�

� 要 �动词 �得 十形容词十哒

�
�

�
�

� 同上一节的格式相比
，

本格式仅在句末多了一个语气助词
“
哒，’�了�，

意思就很不一

样
。 “
我已经两餐冒吃饭哒

，

要吃得熬哒 �衣服都细的细
、

烂的烂哒
，

要买得急哒 �天快黑哒
，

要回去得紧哒 ” 。

这三句话的后一分句
，

对译成普通话是
�“
急着要吃了

、

急着要买了
、

急着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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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

�

�
�

� 本格式的特点是����式中的动补结构不是
“
可能性

”
的

，

但是补语又不能接受程度

副词的修饰或改用重叠形式
。

��� 受事的位置相当灵活
。

下面几种说法都是通行的
。

衣要买得紧哒一要买衣得紧哒一要买得衣紧哒一买衣要买得紧哒

饭要吃得熬哒一要吃饭得熬哒一要吃得饭熬哒一吃饭要吃得熬哒

���补语一般限于
“
熬

、

急
、

紧
” 这三个形容词

，

都是
“
急

” 的意思
，

通常可以互换��’ 熬 ”
多做

“
吃

、

困 ” 的补语�
。

因为补语是说明动词的
，

所以
，

可以转换为状语�’’ 紧，，和
“
熬

”
一般不能转换成状

语�
，

如说
“
急哒着要吃哒�要买哒�要回去哒

” 。

同上节的格式不一样
，

这个补语 �或同
“
要，一

起�不能转作谓语
，

例如不能说
“
衣服要急哒 �饭要熬哒 】�回�家要紧哒” 。

�
�

� 在普通话里
，

当补语仅仅只是对动词本身加以补充说明时
，

一般是不允许在
“
得 ” 和补

语之间插人名词的
。

例如不能说
“
爱得祖国很深，，�补语“

很深
�，是说明动词

“
爱

刀的�
，

而要重复

动词
，

说成
“
爱祖国爱得很深，， ，

即是说
，

说明动词的那个补语必须紧跟在
“
得，，字后面

。

�
�

�
�

�但是早期白话却允许在这种补语和
“
得 ”
字之间插入动词的宾语

。

这一用法在长沙

话里至今仍然时有运用
。

�
�

�
�

� 最典型的情况是
，“
得 ”
字和表程度的补语

“
有，，
字之间可以插入宾语

。

例如
� “
实在

吃得药有吃药吃得够多的了
，

吃得营养有吃营养吃得够多的了
，

但是身体还是不好 �咯栋大楼建哒三年

还冒建起
，

实在拖得时间有 �实在讲得他有
，

教得他有
，

骂得他有
，

他还是他的老样子气

�
�

�
�

� 作为补语的并不限于
“
有 ”
字

，

如 � “
恨得他要死 �气得他要命 �喜欢得他不得了 �

批评得他太多哒反而不好气

�
�

�
�

� 以上举例
，

补语都是表示程度的
。

并非表示程度的例子如
�“ 你倒是自家讲一下看

，

哪一点招呼得你不好� 样样事情招呼得你熨熨贴贴的
，

天天搞得饭菜好好的请你吃
，

招呼得你

爷老子一样�
”
人称代词充当的宾语比较容易放到这种补语句的

“
得

”
字后面

。

当然
，

这些句子

也都可以采用重复动词的办法或是用
“
把

，，
字将宾语提前的办法

。

�
�

�
�

� 在未然句里
，

让宾语和补语同处在
“
得刀
字后面

，

也是长沙话的一种习惯用法
。

例
�

如 � “
冒做得作业完 】冒坐得屁股热 �冒考得学校起 �冒买得肉到

” 。

这些宾语也都可以放在

补语后面
。

�
�

�
�

� 前文 �
�

�节举的例子也属于这种情况
。

如�“ 要买得衣紧哒 �要吃得饭熬哒 �要出

得门急哒，’�
�

�

�� 普通话在某些情况下
，

例如在补语很简单的情况下
，

补语前的
“
得刀字往往可以省去

�’’ 说得够了，，一 “
说够了，，�

，

也就是说
，

往往可以用粘合式的动补结构�不带
“
得

”
字的�来替代组

合式的动补结构�带
“
得 ” 字的�

。

但是
，

这种替代在长沙话里尚未取得明显的优势
，
组合式和粘

合式是同样习用的格式
。

下面分三种情况举例
，

这三种情况普通话往往是不用
“
得

，，
字的

。

�
�

��
�

� 留�动饲 �得十形容词

甚至于位子还冒坐得热咧 �宣统二年
《
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

》
第二期��本事冒过得坳没过硬

，

霸蛮修
，

还不是空的�
《
湖

》
��看起来我做工作冒过得细没过细�

《
湖��� �事情还冒查得清

，

先

莫下结论 �作业冒做得完不准看电视 �咯件衣服根本冒洗得干净 �冒听得清 的 请再 听 一

遍
，

听清哒的也可以再听一遍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类句子都有一个
“
冒，字

，

即是说
，

都是未然句
。

如果是已然句
，
一般说来要去

掉
“
得刀字

。

究其原因
，

也许是为了避免误解成
“
可能性

刀的动补结构
。

未然句因为前面有一个

�

��
�

方 言



“
冒

”
字

，

不会误解成可能性的动补结构
，

所以
“
得刀字不必省去

。

�
�

��
�

� 动饲 十得�趋向动饲

我是走得来的 �赶快送得去 �刚买得来的新书 �从那里学得来的 �最近分得来的大学生 �

上级派得来的检查团 �检得来的东西要还把失主 �借得来的东西要按时还得去 �刚要得来

又被他抢得去哒 ��

例句中的
“
得 ”

都可以换用
“
起

，， ，

也可以省去
。

下面例句中的
“
得去，，意思与上面的举例不一样

�“ 得
，，也可以换用

“
起，， ，

但不能省去�飞是动词的继续态标志
，

相当于
“
下去

” 。

象咯样用得公
，

再多钱也会用完 �再咯样落得去
，

秧苗都会沤烂 �笔直走得去就是火车站 �

挨家挨户问得去总会问得到的 �象咯样热得去
，

人都会热出病来 �再咯样咳得去
，

烧得去
，

就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 �总是咯样煮得去
，

水都会煮干的 �

�
�

��
�

� 动词�形容词 十褥�数�词

只要医生晚来得几分钟就抢救不哀哒 �多住得几天就想回去 �有得几句话就 完全可 以讲

清 �再新鲜的蛋放得个把个月也会坏 �咯种鸡养得半年就可以杀 �再好的菜吃得几次也就

不想吃哒 �只要矮得一公分就可以打半票 �他比他妻子还小得几个月 �再慢得一步就赶车

不到哒 �看来还得你比我重得几斤
，

高得几公分 �论年纪只比她大得十春�
《
湖

》
���

数量词前面的这些
“
得

”
在普通话里

，

也可以换成
“
个

，， ，

可见这种
“
得

刀
意义更虚

，

很接近语中助

词了
。

贰
“
褥

”
用作助动词

�
�

�得十动饲

�
·

�
·

� “
得，，表示

“
会

、

能叹不能表示
“
允许

，，
意义�

。

否定式是把
“
得

”
换成

“
不得 ” ，

表示
“
不

会
、

不能
”
�不表示

“
不允许

”
意义�

。 “
得

”
很少单独出现在动词前

，

多出现在少数固定结构中�如
“
何得

、

才得
、

哪里得
、

得不得，，� 。 “
不得刀可以自由地使用

。

例如 �

冒带房门钥匙
，

哪里得进去咧哪能进去哩川 现在还不来
，

那就要晚上才得来哒要晚上才会来了 �

汤也冒得
，
茶也冒得

，
焦巴利干一碗饭何得进口咧哪能进 口呢��咯样多的饭和菜

，

一个人得完

呀能吃完呀��我是肯的
，

晓得他得肯不咧会同意不呢��明天得不得落雨咧会不会下雨呢��上不

得上
，

下不得下
，

进不得进
，

出不得出 �要茶
，

茶不得不能到手�要饭
，

饭不得到手 �你也不得

不会去
，

他也不得请 �他不得肯不会同意借把我
，

我也不得不会问他借 �他不得不会来哒
。

—
会来

，

讲好
，
一定来的 �他会发我的气不�—不得不会 �会落雨不�—不得不会 �

�
�

�
�

� 下面几组例句
，

虽然前后两句的
“
不得

”
发生了位置的变化

，

但因为
“ 不得

”
并不是直

接附在动词后面的
，

所以意思没有改变
。

�

总不得害你吧� �害你总不得吧� 总不得拖后腿吧� 一拖后腿总不得吧�

如果动词前的
“
不得

”
改为直接放在动词后面

，

意思就可能大变
。

请我也不得不会去
。

请我也去不得去不了
。

他在里面洗澡
，
我不得进去进去不了

。

他在里面洗澡
，
你进去不得不可进去

。

�
·

�
�

� 个别的否定式
，“
不得

”
放在动词前面和放在动宾之间

，

意思一样
，

都表示
“ 不可能凡

�我晓得他�不得成功 �成不得功成功不了 ��净吃稀饭�不得饱肚 �饱不得肚饱不了肚 ��他个

个月的工资�不得到头 ，到不得头到不了头 ��总是缠哒我
，

�不得脱符�脱不得符脱不了身 �

但是这两种
“
不得

” ，

性质是不相同的�右边一组是否定的可能式
，

详见 �
�

�节�
，

虽然它们有一

定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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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当
“
不得

”
后面是一个小句时

，“
不得

，的意思就变为
“
不能使得

、

无法使得
” 。

这种情

况下的
“
得气不应看作助动词

，

因为它已经具有充当中心成分的动词的性质了
。

这种句子总是

带有遗憾
、

埋怨或厌弃的意味
。

例如 �

我如今在难中
，

一元�钱�不得一元�钱�到手�《 湖
》 ��咯场雨尽落尽落

，

不得它停 �煮哒几个

钟头哒
，

不得它烂 �他是越讲越起劲
。

别个是不得他�的话�完
，

不得他走 �咯个怠好难带

咧
，

连根本不得他大
。

�讲起话来总是夭上一句
，
地下一句

，

不得你清白��

�
�

� 动词十褥�动饲�形容饲

�
�

�
�

� “
得

，
表示

“
可能 ” 。

表示
“
不可能

”
是把

“
得， 改为

“
不，， 。 “

得
”
字后面的动词或形容

词
，

是表示动作结果或趋向的补语
。

这种补语叫
“
可能补语气整个格式是

“
可能式

，， 。

例如 �

搬得�不动 �吃得�不完 �站得�不 住 �买 得�不起 �讲得�不 去 �拿得�不 出来 �讲得�不

清 �看得�不准 �学得�不象 �

�
�

�
�

� “
搬得动

”
是

“
搬而得动气

“
吃得完

”
就是

“
吃而得完

” ，“
站得稳

”
就是

“
站而得稳

，， 。

当

然这是借用古代汉语的说法来解释
“
搬得动

，，
之类

。

但是这种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

这个
“
得

”
也是助动词

，
同上一节谈到的

“
得

”
实际上是一回事

。

因为它们都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

前面的
。

不过一个是放在主要动词前面
，

表明
“
动作

刀的可能发生�一个是放在充当补语的结果

动词或形容词前面
，

表明动作产生的
“
结果

”
可能出现

。

至于否定的可能式里为什么只须用一

个
“
不

”
字

，

陆志韦等人认为
�“ 可能性的格式里的

‘

不
’
字表示它的词汇意义

‘

否定
’ ，

但是
‘

可能
’

的意思是这种格式赎予的
。

气汉语构词法
》 ��页 据此看来

，

本格式中的
“
不，，仍当看作副词

。

陆先生

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

“
完成气是一个同义并列复合词

，

并非动补结构
。

可是它也有
“
完得成

，， 、 “
完不成

”
的说法

。

这样的例子也许不止这一个
。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语言的类化的结果
，

是受到了
“
搞得成

刀 、 “
搞

不成
”
一类可能式的影响才产生出来的

。

总之
，

可能式中的
“
得 ” 或

“
不” ，

宜作独立的词来看待
，

这比看作
“
中级

”
什么的要更接近语

言的实际情况
。

�
�

�
�

�但是在长沙活里
，

当充任补语的形容词前面有
“
咯�样�

力 、 “
那�样�

”
一类修饰语时

，

否定式除了用
“
不

，，
以外

，

也可以用
“
不得

” ，

如 �“ 我写不得那�样�好 �肯定跑不得那�样�快气

肯定式中的形容词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修饰
，

如� “
我也写得咯�样�好 �他肯定跑得那�样�

快
” 。

这样的句子对译成普通话时
，

通常要加
“
能刀字

，

如 � “
我也能写得这样好 �他肯定能跑得

那样快气 由于前面有了
“
能气

“
得

”
所表示的可能语气就不明显了

，

更接近结构助词
。

这个

“ 得
，，
常常可以省略

。

这样看来
，

长沙话的
“
我也写得咯样好

”
之类的句子

，“
得

”
字似乎是一身二

用
，

把助动词和结构助词两种性质集于一身了
。

�
�

�
�

� 长沙话里有几个用得很多的充任结果补语的动词性双音节词语
，

是普通话没有的
。

① 到手�一到�
�
买得到手 �借得到手 �找得到手 �听得到手 �想不到手 �闻不到手 �看

不到手 ��

② 成器��成��搞得成器 �去得成器 �买不成器 �看不成器 �

⑧ 住仗��住��坐不住仗 �站不住仗 �扶不住仗 �抓不住仗 �

④ 下地��下�
�搞不下地 �管不下地 �带不下地 �装不下地 “

也可以只用
“
到

、

成
、

住
、

下气意思一样
。

�
�

�
�

� 本格式
“
得

”
前面的动词只要是及物的

，

都可以带宾语
。

这 一点同普通话一样
。

但

方 言



是宾语出现的位置却与普通话不同
。

普通话的宾语要放在补语后面�补语是复杂趋向动词时
，

宾语则多位于复杂趋向动词内部�
。

例如
� “
你讲得清这个道理吗��你叫得到三轮车吗��书

包里放得进一台录音机去吗�，，
一

长沙话的宾语
，

既可以放在补语后面
，

也可以放在
“
得

，
字和补语之间

。

后一种用法似乎更

普遍
。

相对于普通话来说
，

这种语序是有特色的
。

如 �

大家创得公司成
，

自然大家有利息�
《
湘报

》 ��他想查出真凭据
，

方才服得洋人住�同上��

县官见了百十个
，

没有比得李官过
。 ……若有人赶得李官上

，

百姓何苦把李官望 �啊呀
，
那

就笑得人死
，

笑脱牙齿�
《
湖

》 ��你看那牛背上都放得鸡蛋稳�同上��送一只死鸡子把亲家

母
，

那又何是怎么对得人住咧�同上��

�
�

�
�

� 在否定的可能式里
，

宾语的位置更为灵活
。

宾语可以出现在下面这样三个位置
。

① 在补语后
，

如 “ 吃不进饭 �讲不赢你
，， 。

② 在动词和
“
不，，
之间

，

如
“
吃饭不进 �讲你不赢 �忙啊

，

连根本搞手脚不赢�
《
湖

》
��气冲

冲
，

进机房
，

扭螺丝不动�同上��明做你不到
，
暗中就要检你的场明里做不到你的名堂

，

暗中就要下你

的手 ” �同上�
。

⑧ 在补语和
“
不刀
之间

，

如
“
吃不饭进 �讲不你赢 �讲话冲死人

，
不怕气不你死

。

�咯些话

骗得他过
，

骗不你过
。

�热得穿不毛衣住
，

只穿得单衣住
。

�只有他请得假动
，
别个都请不假

动
。

�不讲你对不父母起
，

你也要对得你 自己起呐�

②式⑧式两种位置在普通话里是没有的 。 ⑧式只出现在早期白话里 ，⑧式则在早 期 白话
里也没有见到过 �⑧式同肯定式结构上倒是很对称�。

这三种格式在现今的长沙话里是 相 互

通用
，

轩较不分的
。

长沙话肯定的或否定的可能式的内部允许插入宾语
，
这一点可以为

“
可能式中的得字不是

中缀
”
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参看 �

�

�
�

��
。

�
�

�
�

� 在普通话里
，

同
“
被

，，
字句一样

， “
把

”
字句里也不能出现可能式�如不说

“
被他搬得

动
，， 、 “
把它搬得动，，�

。

但是在长沙话里
，

这种情形不是绝对的
，

例如下面这几个句子
，
在长沙人

听来是不会感到别扭的
。

就只光是灌得我醉还不算本事
，

除非把他也灌得醉
，

大家才会承认你酒量大 �只要你把咯块

石头移得动一步
，

保证请你的客 �你要是把外婆那个封建脑筋也打得通
，

其他的事情就不

难解决 ��

�
�

�
�

� 补语是形容词的可能式
，

似乎较少带宾语
，

多让受事以主语形式出现
。

但这不是绝

对的
，

有这么一点倾向而己
。

例如
�“ 我写得好咯个字一咯个字我写得好，’�

�
�

�
�

� 可能式的提问
，

普通话可以采用肯定和否定完全叠用的 形 式
，

如
“
搞得 完 搞 不

完��写得好写不好�，，偶尔也有用非完全叠用形式的 ，

如
“
吃了吃不了�� 煮烂煮不烂�，，长沙话

一般只采用非完全叠用形式
，

但与普通话不同
，

如
“
搞不搞得完�� 写不写得好�，，

�
�

� 动词�形容词十得

�
�

�
�

�助动词
“
得

，，
用于表示

“
可能

、

可以
、

允许，’�在形容词后只限于表示 “
可以

”
�

。

否定式

是在
“
得

”
前加

“
不，，�

吃得困得
，

样事做得能吃能睡
，

什么事都能做 �讲得做不得能讲不能做的人一概不要 �讲得的可以讲

的事都已经讲哒
。

�看得吃不得可看不可吃买来做么子� �去得也好
，

去不得也好可以去也好
，

不可以去也好
，

我都不打算去 �要是得得能得四百分就有录取的希望 �茶业一项衰不得不可衰
，

����年第 �期



湖南只有此 利息 �
《 湘报

》
��我的牙齿热得冷不得可以热不可以冷

，

一吃冷饮就痛 �淡得咸不

得
，

淡哒还可以加盐 �有人讲
“
钱多得少不得

” ，
我看未必如此 �骑车子慢得快不得

，

十快九

出事�
“
得

”
字能与

“
可以

”
并用�长沙话一般不用

“
能，，� ，

使语气更为加强
，

如
“
可以吃得 �可以去得 �

可以走哒不�—可以得哒
，”

�
�

�
�

� 普通话里助动词
“
得

，，
也可以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

“
可能

”
或

“
可以，， 。

但是
，

“ 得 ” 的这种后置用法远不如它用在动补结构中那样自由
。

几乎所有的动补结构 �已经单词化

了的则有较多例外�中间都可以插入
“
得，’�或 “

不，’� ，

而可以后附
“
得

”
的动词并不很多�例如不

说
“
洗得刀 ，

但可以说
“
洗得了

、

洗得完
、

洗得好
、

洗得干净 ”等�
，

至少从使用习惯上来说是这样
。

在实际运用中
，

多半是用
“
能十动词

，，
来代替

“
动词十得叹否定式

“
动词�形容词�不得外匕肯定

式用得多�
。

这是因为
“
动词�得刀这种格式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限制

。

���这种格式的肯定形式

中
， “
动词限于单音节

” ����
“
这种格式里的动词一般都是被动意义

，
不能带宾语

” ������的引文见

《 现代仅语八百词》 ���页����少数主动意义的动词
，

偶尔在
“
得

”
字后面带上宾语

，

一般也很简单
，

稍

微复杂一点的宾语
，
习惯上都让它转到句首改作主语�或指示语�

。

试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

后一

句是不大见得到的
。

你那犹犹豫豫的老毛病可犯不得
。

可犯不得你那犹犹豫豫的老毛病
。

�
�

�
�

� 普通话里的这些限制
，

在长沙话里是不存在的
。

加上长沙话不使用
“
能气所以

“
得

”

用得很普遍
、

很自如
，

几乎是无所阻碍
。

下面就分别情况
，

举例说明
“
得

”
字在长沙话中的活动

能力
。

① 肯定式中动词也不限于单音节
。

如
� “
那个不想求个发展咧� 你发展得

，

人家也发展

得 �要进去得
，

就大家都进去得
，

反正都是冒得没有入场券 �不应该歧视自己人
，

外国人参观

得
，

中国人也就参观得，’�

⑧ 主动意义的动词和多种形式的动词性结构都可以自由地后附
“
得

”
或

“
不得

” 。

动补结构后附
“
得

”
或

“
不得

，， ，

如
�“
你搞乱得

，

人家就搞乱不得�� 千万千万搞坏不得
、

搞失

不得��就是一个小数点也写错不得，’�

状动结构后附
“
得

，，
或

“
不得

” ，

如
�“
要人家不要乱讲

，

何解为什么你自家又乱讲得咧��还不

是装出来的病� 他假装得
，

人家也假装得，’�

动宾补结构后附
“
不得

，， ，

如
“
他已经睡着哒

，

头一吵醒他不得呀��头一写错小数点 不

得呀�
”

宾语移至
“
得

”
字前

，

如
�“
冒带房门钥匙

，

进不门得
，

煮不饭得 �打一针马上就会退烧
，

过几

个钟头就吃饭得哒
， 。

⑧ “
得 ” 字后出现宾语是极普通的现象

。

如
�

吃了暗亏做不得声
，

打脱牙齿往肚里吞 �先把锣糙做两个
，

丢掉一个还打得锣 �不聪明唱不

得戏
，……不能干打不得锣 �一双手只捉得一条泥鳅嘛�� 只怕你做不得这大的主 �每餐只

吃得斤把米��他跟别人没有多话讲
，

跟你就讲得一皮箩��鸭嘴滩杨老 三 病 得 下 不 得床

脚 �你能出得七十一元
，

他们也就出得 �哪个出得这样高的价钱��我们湖区那就比不得你

们山区
，

缺的就是牛呀��你这样毛手毛脚的
，

选得茶叶� 选茶头一要精细的人
，

只我跟林组

方 言



长两个才选得 �你吓不倒我们只吓得他��婆婆子会骂人
，

说我几十岁哒
，

连做不 得 一 点

事 �连少不得一点价呀���以上例句均选自
《
湖南戏剧选

》 �讨得媳妇嫁不得女
，

占得面子吃

不得亏 �吃得亏
，

放得让
，

枢得气
，
才算得好角色 �上得天

，

下得海
，

当得半个神仙 �唱得歌
，

跳得舞
，

演得戏
，

样事都来得 �快七点钟哒
，

你也起得床
、

吃得饭哒 ��

④ “
得

”
字后面可以出现结构很复杂的成分

。

如
�

我看不得他那一副四处讨好的哈巴狗相 �他最听不得别个讲他的奉承话 �还是唱戏的有本

事
，

一句话讲得你笑半天
，

也讲得你哭半天 �冒人讲得他赢
、

劝得他走
，

也冒人动员得他痛痛

快快的把东西交出来 ��

动宾结构的动词
，

原则上都可以在中间插入
“
得

”
或

“
不得气

帮得�不得忙 保得�不得险 担得�不得保 成得�不得器 成得�不得功

耐得�不得烦 动得�不得身 逗得�不得霸逗霸
�开玩笑

有些动宾结构的否定式
，

还可以将
“
不得刀移到宾语的后面�’’ 得 ”

放在宾语后的情况较少�
。

担保不得 逗霸不得 保险不得 松手不得 骂他不得 惹他不得

在不得
，，
插在动宾结构中间还是放在它的后面

，

有时意思会不一样
。

由于类化作用的缘故
，

有些

非动宾结构也可以插进
“
得 ” 或 “ 不得

，， ，

如
� “
咯件事性不得急不能性急 �现在架得势哒现在可以

开始了，， 。

�
�

�
�

� 为了充分说明后置的助动词
“
得，，在长沙话里可以出现在多种场合

，

我们举了这样

许多例子
。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种说法都使用得同样普遍
。

它们之间有常用和少用的

区别
，

有用得自然和稍嫌生硬的区别
。

例如
“
得

”
字放在宾语后的用法就稍嫌生硬

。

但是这样

用了
，

也决不会使听话人感到难以理解或觉得新奇可笑
。

�
�

� 普通话中可以后附助动词
“
得

” 的动词
，

基本上是表示被动意义的
。

所以
，“
得

”
所表示

的意义大部分都是
“
可以，’�即 “

在情理上允许，，�的意思
。

如
“
蜗牛也吃得

，

你没听说过吧�，， 这

里的 “ 吃刀
就是表示的被动意义

，“
得

，，表示
“
可以

” ，

这句的意思是说
“
蜗牛可以拿来当食物吃，’�

“
你吃得

，
我没有你吃得

” ，

这里的
“
吃，，是表示主动的意义

， “
得

，，相当于
“
能，’�有能力�。

后一种

说法普通话很少用
。

长沙话表示主动意义和被动意义的动词都可以后附助动词
“
得，， ，

这就使得这种格式所能

表达的意义要比普通话的多
。

这些不同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得出来
。

各种

不同的意义都是从
“
可能

、

可以
、

允许
”
引申出来的

，

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细微的差别
。

配合着

表达这种细微差别的
，

是某些副词或语气词
。

下面分作六种情形举例说明
。

�
�

�
�

�表示某一些动作行为
“
很值得

、

很上算
， 。

动词一般限于单音节
，“
得刀字�或带上语气

词�煞句
，

动词前通常出现表示肯定
、

强调的副词
“
正是，’�相当于 “

确实，’�
、 “
就，，�相当于 “

可，，� ，

主语由受事充当
。

否定的说法一般不是在
“
得

”
前加

“
不，， ，

而是采用
“
冒事十动词�得

，，或
“
冒得

�动词十手�场，’�这两种否定说法的意思都是 “
没有……的必要，，�

。

咯场电影正是看得
，

看完哒还不想走 �咯好一本书才几角钱
，

那正是买得 �咯次�出�差就出

得哩
，

住得住在庐山的宾馆里 �咯场戏看得不�一一冒事看得�冒得看手�冒得看场 没 必 要 看�

没有看头 �

�
�

�
�

� 表示某方面能力强
，

相当于，’�良能 ” 、 “
很会

，， 。

主语由施事充当
，

动词是主动意义的
，

可以带宾语
，

但还是以不带宾语
、

就让
“
得

，，
字�或带上语气词�煞句为常

。

常有副词
“
正是 ” 、 “

就
”

相配合
。

否定式是在
“
得

”
前加

“
不，， 。

如
�“ 他一次吃得斤把酒

，

正是吃得真能喝�� 他就走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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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
，

一天走得两百里 �他正是坐得
，

一坐五六个钟头不起一下身， 。

从例句中可以看出
，
这个

“
得

”
同表示可能的“

得力关系相当密切
。

�
�

�
�

� 用
“
只�动词�得

，
格式表示

“
只好

，
如何如何

，

含有无可奈何的意味
。

动词一般限

于表示心理或感官动作的动词
。 “
得

”
字煞句

。

如�“ 我想去就去
，

想不去就不去
，

你管我不到

手
，

你只气得你管不了我
，

你只好千生气去吧��天要落雨
，

娘要嫁人
，

哪个都只急得哪个都只好干着急��

冒得电影票进去不得
，
只看得只好千瞪眼�，本格式的动词前后分别是

“ 只，和
“
得 ” ，

这很象是由
“
只得

刀
连用的形式发展变化来的

。

�
·

�
�

� 用
“
还 十动词�得

”
来表示

“
还好意思

· ·

一叹
“
还

”
也可以说成

“ 还好意思勺
。

用以责

备他人
，

带有反洁语气
。 “
得

”
字煞句

。

本格式中
“
能刀的意味较少了

。

如�“ 人家早就冒做声哒
，

你还尽讲得��你还向得�就是你撞的祸 �两门功课不及格
，

你还吹得�
”

�
�

�
�

� 尽十动词�得
。

这个
“
尽

”
的意思是

“
没完没了

” 。

应当认为
“
得 ” 是附在短语

“
尽�

动词，，后面的
。 “
得 ” 所表示的

“
能

”
的意味不强了

。

这一格式用得很多
。

如� “
尽坐得 �尽讲

得 �尽问得 �尽玩得 �尽吃得 �尽洗得 �尽用得 �尽困睡得 �你看你
，

作业也不做
，

尽玩得老

表一

肯肯肯 定 式式

�
否 定 式式

长长长沙话格式及例句句
立允允

…
’

长沙话格式及例句句 普普
曰曰曰曰曰曰 通通
通通通通通通 话话
话话话话话话话

����� 动 词词 � 得 他吃得 肥肉吃得得 ���

…
‘ 不” 他吃不” 肥肉吃不”” 有有

和和和
‘

得
’’
形 十得 既冷得

，

也热得得得 �形 �不得 既冷不得
，

也热不得得得

����� 动 词词 � 得 � 吃得饭饭 有有

�
� 不得 。 吃不得饭饭 有有

和和和和
‘

得
’’’’’’’’’’’’’’’’’’’’’’’’’’’’’’’’’’’

����� 及宾语语 � � 得 吃饭得得 无……��� 不得 吃饭不得得 无无

������� � 得 � 得 吃得饭得得 无无…� 不 � 得 吃不饭得得 无无

����� 动 词词 � 得 � 打得烂烂 有有

�
� 不 � 打不烂烂 有有

和和和和
‘

得
’’’’’’’’’’’’’’’’’’’’’’’’’’’’’’’’’’’

����� 及补语语 �� 得 打开得得 无无

�
�� 不得 打开不得得 无无

����� 动词和和 � 得 �� 吃得进饭饭 有有…� 不 �� 吃不进饭饭 有有

‘‘‘‘

得
’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 补语
、、

� 得 �� 吃得饭进进 无无

�
� 不 �� 吃不饭进进 无无

宾宾宾宾 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语

������� �� 得 � 吃饭得进进 无无…�� 不 � 吃饭，进进 偶有有

�������� ��哎〕 得 打开抽屉得不��� 无无…��� 不得 打开抽屉不得得 无无

�������� ��� 得 请他去得不��� 无无…��� 不得 请他去不得得 无无

������ 把字句句 把 �� 得 � 只要你把锁打得开开 无无

…
·· 无无

把把把把 ��� 得 看你把锁打开得不不不不不

方 言



在玩 ��讲起话来尽讲得讲个没完 �吃起饭来尽吃得
，

做起事来尽磨得老磨时间，’�
�

�

�
�

� 够�动词�得
。 “
够

”
就是

“
足够，， 的意思

。

这一格式可以换成
“
够十得 十动词

”
或

“
够一 �动词 ” 。

三种格式意思完全一样
，

不过
“
够一十动词

”
青年人用得较少

。

例如
� “
他不大

吃猪油
，

买两斤猪油够吃得�够得吃�够一吃 �知识无止境
，

哪怕是一个小小学科
，

也够学得�够

得学�够一学 �他刚出门
，

你想等他回来那还够等得�够得等�够一等，’�

以上所述后面三种格式中的
“
得

，， ，

省去以后不影响原句的基本意思
。

所以
，
这种

“
得

”
已经

接近语气助词了�详见第伍节�
。

�
�

� 从以上几节叙述中可以看到
，

助动词
“
得

，，
在长沙话里用得相当灵活

，

与之有关的补

语
、

宾语的位置也相当灵活
。

我们用表一�见上页�来说明动词�有时包括形容词�及其后面可

能出现的
“
得叹包括

“
不得

”
和

“
不勺

、

补语
、

宾语相互之间的种种结合关系�不涉及
“
得

”
置于动

词前的情形�
，

并同普通话加以对照
。

表中用 �
、
�

、
� 依次代表动词

、

补语
、

宾语
。

从表一可以看出
，

长沙话的格式竟有三分之二是普通话没有的
。

普通话没有的这些格式
，

无外乎下面四种情形
����宾语在

“
得

，，
字�或

“
不

刀
字�前面����宾语在补语前面 ����补语在

“
得

，，

字前面����宾语被
“
把

”
字提到动词前面去了

。

普通话也有的那几种格式
，

正好都不属于以上

四种情形
。

这样
，

就证明了如下结论
�在普通话里

，

表可能的格式里与动词结合最紧的是
“
得

” ，

其次是补语
，

结合最松的是宾语� 而
“
得

刀
字的紧紧依附动词

，

说明
“
得 ” 字意义的虚化程度更

为加强了
。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
，

在长沙话里
， “
得

刀
的独立性还相当强

，

意义还很实在
。

当

然
， “
得

” 字虚化趋势在长沙话里是有反映的
，

这从
“ � 得 � ”

与
“ �� 得

，，以及
“ � 得 �，，

与
“ ��

得
” 的并用中也可以看出来

。

不过这种虚化还未能取得明显的优势罢了
。

会
“
得

”
用作介饲

“
得

，，用作介词
，
只能用于动词后面�即介词结构出现在动词后面�

，

也可以简单地称之为
“ 后置介词，’�

�
·

� 动词�得 �处所词�方位结构
“
得

刀相当于
“
在 ” 。

例如
� “ 今晚就睡得你屋里 �总喜

欢坐得地上玩泥巴 �你还站得外头不肯进来呀 �只有你一个人还蒙得鼓里 �钱都卡得他的手

里哒 �干脆把两样东西放得一起 �夹得中间受气 �好也好得咯里
，

难也是难得咯里，’�
�

�

� 动词�褥� 名饲性成分
“
得

”
相当于

“
到

” 。

例如 �“
桩把跌得井里

，

变只蛤蟆
。

�长沙

儿歌��何不嫁得城里去
，

上穿旗袍下穿鞋
。

�长沙民歌��搞不清他跑得哪里去哒 �走得火车

站要半个钟头 �尾巴翅得天上去哒 �今天轮得一班打扫卫生 �故事暂时讲得咯里 �挨得咯时

才来 �睡得十点钟才起来 �他一个人坚持搞得最后才回去，，�
�

�

� 动词 �得��把��间接宾语
“
得

”相当于 ‘
给，，�老派长沙话不用 “

给勺
。 “
把

刀
可用可

不用�词性和词义同
“
得

，，一样�
。

一般人习惯于
“
得

”
和

“
把

刀
连着用�’’ 得，，

要放在前面�
，

也可任

用其中一个
，

但单用时用
“
把 ” 的略多

。

新派长沙话改为用
“
给

” 的趋势在明显加强�动词的
“
把

”

改用
“
给

刀的趋势也在明显加强�
。

编成这种白话报
，

印起出来
，

把得列位来看
。 … …有钱出的买与他

，

没钱出的送得他宜统二年

《 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 第二期� 长沙人一般把
“
卖

”
读成

。
买

”

�百姓见官容易见
，

那有多钱多余的钱 把得

差 当差的赚
《湘报》 七十七号 �我又冒放�走�好多水

。

跟她担几担抚几担赔得她�
《
湖

》
��讲得�把�

你听
，

你也听不懂 �那间房子早就租得�把�别个哒 �何解只准女的嫁得�把�男的
，

男的就不

可以到女家落户呢��你就送得�把�他打
，

看他敢动你一根寒毛��干脆把书把得�把�他���

最后一句中的第一个
“
把

” 是提宾介词
，

第二个
“
把

” 是动词
，

相当于
“
给气 第三个

“
把

”
是后置

����年第 �期



介词
。

普通话里单用
“
给刀作动词时

，

为避免两个
“
给

”
字连用

，

间接宾语前不加介词
，

但是长沙

话可以加
。

如果间接宾语后出现直接宾语
，

习惯上介词要用
“
把气不用

‘
得 ” 。

例如
�“
哥哥送把

我一支金笔
，
我舍不得用

，

我又送得我朋友哒
。 ”

�
�

� 送�褥十动作主体�动饲

�
�

�
�

� “
得 ” 仍然相当于

“
给

刀 。

但
“
送得，，�也有用 “

送得把
刀 、 “
送把

”
的

，

或单把一个
“
送

刀
字

直接附在动作主体前面的�在意义上相当于
“
让

” ，

它的作用是引进动作的施动者
。

老派长沙话

喜欢用本格式来表示被动的说法
。

同普通话的
“
让刀
字一样

， “
送得

，，
等不能直接放在动词前面

，

否则只能用
“
被，，
字

。

本格式通常只在表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时才使用
。

新派长沙话多改为

用
“
被

刀
字了

。

才买来的鱼就送得猫拖起去哒 �几只好碗送得他打尽哒 �好话送得他讲尽哒
，

事情也是送

得他搞拐搞糟的 �也不指望他还咯笔钱哒
，

似如送得贼老馆偷哒一次好象让傲贼的偷了一次 ��

�
�

�
�

� 跟
“
让 ” 不同的是

，

用
“
让

，的被动句
，

可以在施动者和后一动词之间加
“
给

”
字

，

意思

跟不加
“
给

刀字的一样�衣服让汗水浸透了 �衣服让汗水给浸透了�� 而长沙话用
“
送得 ” 等的被

动句
，

不出现
“
给

” 一类的字眼
。

�
�

�
�

� 普通话单用
“
给刀也可以表被动�如

“
房子给水冲垮了勺

，

同长沙话的
“
送得 ”

等相似
。

但是
“
给

”
同

“
被

，，一样可以直接加在动词前面
，

句中不必出现施动者�如
“
房子给冲垮了勺

，

这一

点又与
“
送得

，
等的用法不一样

。

肆
“
褥

”
用作动态助词和形容词

�
�

�用作动态助词

�
·

�
·

� “
得

”
接在动词后面

，

表示动作完成
。

有些
“
得

”
可以换成

“
哒

刀 。 “
哒

” 是动态助词
，

又

是语气助词
，
相当于普通话的

“
了叹一部分

“
哒

”
相当于

“
着九

“
得 ” 也可充当语气助词

，

详见第伍

节
。

下列例句中的
“
得刀可换成

“
哒气

听得喊补锅
，

急忙出房门 �我先想到亲家屋里有一顿饱的吃
，

所以今早晨只吃得半碗饭 �我

还只讲得一刻钟
，

她就哭哒两次 �依得我的脾气
，

要把他的胡子刮 �谷米打得千万担
，

担

担都挑进地主家门 ��以上例句都选自
《 湖 》 �尽依得我的想法还是去一趟好 �咯冷的天你才

穿得一件单衣
，

不冷呀��全部行头都是借得别个的 �虽然只读得两年书
，
一手字倒是 蛮

漂亮 �

下列例句中的
“
得，，一般不能换成

“
哒，’�

出得门来看
，

炉火亮堂堂 �
《
湖

》
��下得坡来

，

又听说你家卖牛的消息
，
我才转到咯这边来

�《 湖
》 ��怕得老虎养不得猪 �

为什么这几句中的
“
得

”
不能换成

“
哒

”
呢�

“
出得门来

刀 、 “
下得坡来

”
中的

‘
得

刀
字后边不但有宾

语
，

而且紧跟着还有一个
“
来

刀
字 �这意味着还有下文�

。

这种结构是早期白话中常见的格式
。

大概是相沿成习的缘故吧
，

所以这里的
“
得

”
字也就不轻易改成

“
哒

”
字

。

最后那个例句
，

可以认

为是
“
怕得老虎来就养不得猪

” 的紧缩形式
，

其中也应当是有一个
“
来

”
字与

“
得刀字相呼应的

。

不过这一句中的
“
得气表示

“
动作完成，这样的意思已经不明显了

，“
得……来 ” 只是表明一种条

件
，

紧跟着还有话要说出来的
。

�
�

�
�

� 上一节的解释还是不全面的
。 “
得

” 和
“
哒叹指相当于动态助词

“
了，的

“
哒勺不能无

条件互换的根本原因
，

在于它们之间还有着细微的区别
，

并不是一对等义词
。

上节所举例句
“
我还只讲得一刻钟

，

她就哭哒两次
刀 ，

两个分句的动词后面都是数量词组
。

虽然
“
得刀可以换成

�

��
�

方 言



“
哒气

“
哒

，，
却决不能换成

“
得

” 。

可见
“
得，，与

“
哒

”
稍微有别

。

�
�

�
�

� “
得 ” 作动态助词的用法在普通话里不常见

，

只保留在少数熟语中
，

如
“
扶得东来西

又倒，， 。

�
�

� 用作形容词

�
�

�
�

� “
得

，
表示程度轻

、

不厉害
，

有
“
还算好

” 、 “
勉勉强强

” 、 “
过得去

，，的意思
。

限作谓语

和补语
。

因为是实词
，

当然不读轻声
。

下面略举几例
。

今夭冒得昨夭那样冷
，

得点哒稍微好一点了 �过去他屋里生活蛮困难
，

现在得得点哒现在好�得�一

点了 �再冷
，

冒得风就得 �再穷
，

不欠债就得再怎么冷
，

没有风就还可以�再怎么穷
，

不欠债就还可以 �还

痛不痛�—痛得得点哒痛得要好一点了 ��

形容词
“
得，，同普通话的充当形容词的

“
可以，，

基本相当
。

这从第三句的普通话译文可以体

会得到
。

再例如普通话说
“
他的人缘关系还可以气这句的

“
可以

，
在长沙话里就可以换成

“
得

” 。

但是普通话的这个
“
可以，还能表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意思�“ 程度相当高

” 。

如说
� “
他这个人

实在糊涂得可以了 �这东西贵得真可以
” 。

长沙话的
“
得

，，
不表示这种意思

，

这种句子是不能用
“
得

”
的

。

形容词
“
得刀似乎是由用在动词前的那个助动词的

“
得

，，
直接演变来的

，

或者说
，

它们之间有

密切的
“
亲缘

”
关系

。

�
�

�
�

� “
得 ” 相当于

“
够

，， 。

限于用在否定句的动补结构中
，

即用在
“
冒十动词

，，的后面
。

猪脚还咬不烂
，

冒炖得没炖够
，

再炖一下就好 �

字写不好
，

就是冒练得
，

练一天不练一天的
，

当然写不好 �

每天都是两支冰棒
，

还讲冒吃得
，

你到底一天要吃几支��

从早做到晚
，

还怪人家冒做得 �

未必天天要看电影� 前世冒看得呀��

放假三天玩三天
，

未必还冒玩得�，
咯半个月都冒睡得

，

天天只睡四五个钟头 �
“
得

”
字后面也可以带宾语 �

咯半个月都冒睡得觉
，

所以精神不大好 �

每天都是两支冰棒
，

还讲冒吃得冰棒 �

从早做到晚
，

还怪人家冒做得事 ��
“
得

”
字后面也可以加

“
够

” 、 “
足

” 、 “
有

”
等

。

未必还冒玩得够呀��未必还冒吃得足呀�� 未必还冒睡得有够呀��

在这种情况下
， “
得

”
字当然是结构助词

，

不是表示
“
够

，，
的形容词

。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
，

光用
“
得

”
就表示了

“
够

，，的意思的句子
，

是略去了补语
“
够

”
等

，

而同 �
·

�节讲的情形
“
大家高兴

得�，，是一样的
。

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形是不一样的
，

理由是� ���’’ 冒十动词�得，，不一定是用在

感叹句里
，

依长沙人的语感
，

体会不出省略了什么东西����
“
得

刀
字后面可以带宾语

，

更不能设

想是保留宾语略去补语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
，

并不是所有的
“
冒十动词 十得

，
格式中的

“
得

”
都是表示

“
够

” 的形容

词
。

恰恰相反
，

这一格式所表现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参看 �
�

�节和 �
�

�节�
。

不同的意义使

用了同一种表达形式
，

说明这些意义有共同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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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得

”
用作语气助词

“
得

，，用作语气助词有三种情况
。

�
�

�动词�褥

�
�

�
�

� “
得

，，
字紧接在动词后面煞句

，

表示一种强调语气
，

一般相当于普通话的语气助词
“
的

” ，

但也不限于此
。

这一格式的特点是
� ���只有表示

“
未然，，

意义的句子才可以使用语气助

词
“
得

” ，

所以句中经常出现实际上是表示未然的字眼
� “
冒�未�

、

冒得�没有�
、

怕
、

徽
、

不好�不

便�
、

冒事�没必要�
、

不限定�不一定�，，等 。

总之
，

凡表示
“
已然

，，
意义的句子都不能在动词后直

接加上语气助词
“
得

” 。

���受事出现在动词前面�这是因为动词后的位置被煞句的
“
得 ”
占住了

的缘故�
。

���语气助词
“
得

，，略去后
，

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
。

逢年过节只有只好请你吃骨头
，

冒得肉把你吃得没有肉给你吃的 ��《 湖
》
��就只只是我们咯湖滨

地方连根本冒得什么好菜吃得�
《 湖

》
��吃冒吃得

，

穿冒穿得
，

钱也冒救留下得 �忙起连街都冒

上得
，

头也冒剃得 �咯也怕搞得
，

那也怕搞得
，

胆小鬼��样事的东西都怕吃得
，

哪来那多致

癌物质��如今的人情越送越厉害
，

害起我哪里都怕去得 �脸也徽洗得
，

头也徽梳得
，

象么子

样子�� 卫生要大家来搞
，

不要你也懒搞得
，

他也懒搞得 �请哒我
，
我会去�冒请就不好去得 �

别的忙好帮
，

就只咯个忙不好帮得 �着急也是空的
，

冒事着急得 �问也问不出结果
，

冒事向

得 �今夭休息
，

厂里不限定去得 �衣服补一下还可以穿
，

暂时不限定买得 ��

�
�

�
�

� 作为这种语气助词的
“
得

，， ，

是由表示
“
完成

”
意义的动态助词

“
得，，变化而来的

。

这

样说的根据是
�����’ 得 ” 后可以带宾语�在这种情况下

“
得，，
就是动态助词了�

，

如说
“
忙起冒上得

街
，

冒剃得头
” 。

���在带
“
冒

，，
字的未然句里

，

不妨认为
， “
得，，
字后略去了一个可以补得出的补

语
，

如说
“
吃冒吃得成

，

穿冒穿得成
，

钱也冒救得成
” 。

如果补上补语
，“
得

，，当然就是结构助词
。

而

动态助词
“
得，，
与结构助词

“
得，，是一脉相承的

。

���
“
得，，本身也可以改用充当补语的其他成分

，

如说
“
吃冒吃成

，

穿冒穿成
，

钱也冒救成
” 。

后者是表示动作的效果的
，

因而含有
“
完成

” 的意味
。

���
“
懒做得

” 、 “
徽问得

刀
一类可改说成

“
懒得做，， 、 “

懒得问，，�两种格式通用�，

如
‘ 我徽管得他的

事
”
与

“
我瀚得管他的事

” ，

不仅意思完全相同
，

语感上也没有两样
。

后者的
“
得

”
明显是构词成

分
。

由此可以推想前者的
“
得

”
的语法性质同它相去不远

。

总而言之
，

本格式的
“
得

”
同表可能

的
“
得

”
在语法性质上的联系是很不明显的

。

�
�

� 动饲�得�宾语�补语�褥

�
�

�
�

� “
得

”
字煞句

。

与 �
·

�格式不同
，

句末的
“
得

”
不是紧接在动词后面�可以接在充当可

能补语的动词后面�
，

这使得它的语气助词的身分更为明显
。

废报纸卖得钱得是可以卖钱的 �竹绒也有用
，

做得沙发得是可以做沙发的 �一个现代化养鸡场养

得几万只鸡得 �新鲜鸡蛋放得个把月得 �国庆放假又休息得三天得 �一张圆桌坐得十个人

得 �只有用高压锅才煮得烂得 �他的东西只有你借得来得 �再多的菜他也吃得完得 �看哪

个人有本事请得他动得 �一拳打得桌子穿得 ��

以上例句中
，

句末
“
得

”
略去

，

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
，

仍然是表示可能
。

可见句中的
“
得 ” 是助动

词�所以不能用结构助词
“
起

”
来替换��句末的

“
得

”
是语气助词

，

它表示说话人 的主观看法
，

起

一种强调和肯定的作用
。

�
�

�
�

� 凡是用了助动词
“
得

，，
来表示可能的句子

，

句末都可以再加语气助词
“
得，， 。

但是这

个句末的
“
得

，， ，

它本身似乎也可以单独表示可能语气
。

例如
�

� 写得好 �洗得干净 � 写得蛮好 �洗得好干净

·

��
·

方 言



� 组的补语有充当
“
可能补语

，，和
“
结果补语

，，两种可能性
，
� 组只能是结果补语 �其中的

“
得

”

可换用
“
起，’� ，

也就是说
，
� 组的

“
得，，是结构助词

。

可是
，
� 组如果在句末再加上

“
得，， ，

则又

一定只是表
“
可能性

刀的了
。

他认起真来写字
，

写得蛮好得能写得很好 �用洗衣机洗衣
，

洗得好千净得能洗得很千净 ��

可见句末的
“
得刀自身也可以表示可能语气

。

又例如
�

他睡觉连雷都打不醒
，

看你们哪个有本事喊醒他得能叫醒他 �哪个把生产搞上去 得能把生产搞

上去
，

哪个就来当厂长 ��

这些句子只是靠着句末的
“
得

刀
字

，

才表现出可能语气�参看 �
·

�节�
，

这样的
“
得

”
应当视为助动

词
。

可见本节讲到的语气助词
“
得

刀
正是由这个助动词

“
得

”
演变而来的 �它们所处的位置也一

样�
，

它同 �
�

�节讲到的语气助词
“
得 ” ，

来源不一样
，

语气也不一样
。

�
�

�
�

� 这个塔气助词
“
得气同普通话里加在可能式前面的

“
能，， 、 “

可以，，一样
，

并不是多余

的语言成分
。

因为
，

可能式仅仅是表示一种
“
可能

，，
性

，

而
“
能

” 、 “
可以

” 以及长沙话的语气助词
“
得刀 ，

则增加了一种强烈的主观看法
，

也就是
“
确认，，了可能式表现的可能性

，

认为这种可能性

是确定无疑的
。

长沙话在使用了助动词
“
得

”
和语气助词

“
得刀以后

，

还可以在它们前面再加
“
可

以叹甲
� “
你修得好不�

刀 乙� “
修得好得

。 刀 丙� “
我也可以修得好得

。 ，，� ，

这样三者连用时
，

强调

的语气就更为加强了
。

�
�

� ，�动词 十褥
�

�

�
�

�
‘

得
’
字煞句

，

表示一种后悔或惋惜的语气
。 “
冒刀
字前可以加

“
可惜

”
一类的词加强

语气
，

但不是非加不可
。

咯样好一本书
，

你冒买得
，

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哒
·
冒买得

”
的涵义是

�“
没有买

，

买了就好了
’，

�早晓

得炒哒吃不好吃
，

还是冒煮得大意是
�
早晓得炒着吃不好吃

，

先煮着吃就好了
，

可惜没煮 ��

�
，

�
�

� 动词和 “
得，之间可以插人其他语言成分

，

例如�“ 早晓得他懂英文
，

冒向他一下得�

冒问一下他得
。 ，后一分句还可以说成

“
冒向得他一下�一下他得

” 。

这时
，

句中的
“
得 ” 是结构助

词
，

句末的
“
得刀是语气助词

。

本格式的
“
得

” 同助动词的
“
得

，，关系较密切
。

隆
“
褥

”
用作构词成分和衬字

�
�

� “
得 ”在长沙话里又是一个构词能力很强的构词成分

。

普通话的
“
得

” 尾词万大部分都

是长沙话也使用的
。

除此之外
，

长沙话还有不少
“
得

” 尾词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

或者二者词形虽

然相同
， ‘

意义和用法却不一样或不完全一样
。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那些最常用或最具有方言特

色的
“
得卫尾词

。

�
�

�
�

�要得
“
要得” 的含义有下列四种

�

① 好
、

行
、

可以�用来赞同或赞赏�
。

否定说法是
“
要不得 ” 。

如�堂堂的男子汉讲话不算话

那还要得���
《
湖

》
��先打条子

，

后扣谷也要得�同上��要得就打只圈
，

要不得就打把叉
。

� 相当于
“
好家伙叹用来指责对方�， “

要刀读长音
。

如
�要得�你敢打人呀�

⑧ 要想�得到�
。

如
�要得大公

，

先要无私�
《 湖 》 ��要得俏

，
冻得叫

。

④ 需要
。

如�做五斤盐鸭蛋要得多子多少盐�

�
�

�
�

� ，得 “
有

刀的否定�光说
“
冒

”
是

“ 未 ” 、 “
没

” 的意思�
。

如
� 眼睛冒得一点神

，

脚杆子

冒得一点劲�
《
湖 》��关公冒得你讲仁义

，

观音老母冒得你的好心肠�同上�
。

�
�

�
�

� 易褥 容易
。

如
�乔叔

，

烘一级茶易得学不��
《
湖

》
��再易得的题 目也要认真去做

。

�
�

�
�

� 过褥 �日子�好过
、

舒服
。

用在句末
。

如
�你倒是过得

，
息女都参加工作哒 �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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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你过得�样事都还要我操心哩�

�
�

�
�

� 毅得 值得
，

有必要
。

如
�
当哒三好学生

，

当然载得表扬表扬 �买半斤就足够哒
，

哪里载得买咯样多�

�
�

�
�

� 容褥 �也说
“
得喜 ” 、 “

得幸，，�幸亏 。

如�
喜得我来得早

，

不然就买不到手哒 �喜得

冒听他的
，
不然会扑趟空扑一次空

。

�
�

�
�

� 当褥 �也说
“
似如，，�当作

，

好比
，

等于
。

如�你就想开一点
，

当得冒得咯回事
。

�
�

�
�

� 装得 装成
、

装做
。

如 �明明看见哒
，

装得冒看见�明明听见哒
，

也装得冒听见
。

�
�

�
�

� 喷得 �也说
“
喷做，’�大意是 “

发出�某种难闻的气味�，，。

如
�
身上喷得汗气

，

脚上喷

得臭气
。

�
�

�
�

�� 讲褥 照理讲
，

讲起来
。

如� 今天厂休
，

讲得是不要到厂里去
，

但是我还是要去

一下
。

�
�

�
�

�� 比得 与其
。

如
� 比得求人帮忙

，

不如 自己动手 �比得去找他
，

不如坐得他屋里

等他
。

�
�

�
�

�� 限褥 好象
。

如 �
看夭色跟得会落雨一样

。 ”

�
�

�
�

�� 该得 应该得到
、

应该
。

可以放在当事的前面
。

如�该得你今天享福
，

一下子来咯

多帮忙的人
，

你可以歇下气哒
。

�
·

�
·

�� 爱褥 喜好
、

喜欢�含有责怪语气�
。

如�儿孙 自有儿孙福
。

你帮怠女操心做么子�

咯不是爱得操心��明明晓得还问么子咧� 爱得向�

�
�

�
�

�� 好铸 同
“
爱得

，， 。

如�不该管的事你也要去管
，

好得管�

�
·

�
·

�� 想褥 同
“
爱得刀 。

如� 冒病冒痛冒骂你
，

你到底是为么子事哭咧� 我看你是想

得哭�

�
·

�
·

�� 想不得 �也说
“
想起不得勺大意是

“
不能去想它

，

一想起就忍不住还是要去做气

含责备语气
。

如
�大家已经讲好哒的

，

过去的事情都不再提哒
。

现在你想�起�不得又要挖出来

讲��已经冒哭哒
，

想�起�不得又哭起来
。

�
·

�
·

�� 磁褥 偶尔
。

如�人是蛮贤慧的
。

不过
，

碰得也有点脾气 �我在食堂吃饭
，

碰得也

自己煮点菜
。

�
�

�
�

�� 交褥 �也有说成
“
交待

，，的�保证
。

如 �
吃哒咯号药马上就会好

，

交得不骗你
。

�
�

�
�

�� 何褥 怎能
、

怎会
、

怎么
。

如�我是主来他是宾
，

何得无故打洋人
。

�
《
湘报

》 �

�
�

�
�

�� 做褥 可以�年轻人用的少�
。

如� 明天还把你做得不� 做得
，

晚几天也冒关像 �

我想借你的单车用一下
。

做得
，

你只管用
。

�
�

�
�

�� 舍褥 意思基本上与普通话相同
。

但在反洁句和感叹句里
，“
舍得

”
的对象并不出

现�说不清对象是什么�
， “
舍得 ”

就和其他意义的动词短语直接结合�普通话不这样用�
，

如 �
你

也舍得落屋呀� 你居然也甘心回家呀� �今夭何解舍得来我屋里坐的咧�为什么舍得 �放下架子�花时间�

来我家里坐坐呢�

�
�

�
�

�� 难褥 有时也表示
“
懒得，，�可能是 “

懒得
，，
的音变�

。

如
� 他的事与我有么子关系�

我难得管咧�

�
�

�
�

�� 怕徽�去�得 习用短语
，

相当于
“
管他的哩�

”
如�冒得奖金就冒得奖金

，
怕懒�去�

得�

�
�

� “
得

，用作衬字限于少数几个固定结构中�基本上已全在下面的举例中列出�
。

所以称

·

��
·

方 言



作衬字
，

是因为它们同构词成分稍有不同
，

都是可以略去的
。

�
�

�
�

�除非得�是� 等于
“
除非�是�

” 。

如 �除非得�是�有要紧的事
，

我晚上总在屋里
。

�
�

�
�

� 因为褥 等于
“
因为

” 。

如
�因为得你不肯吃苦

，

所以成绩上不去
。

�
�

�
�

� 现话褥 等于
“
现话气意思是

“
不要紧” 、 “

没关系，， 。

如 �考不起大学现话得
，

靠 自学

也可以成材 �咯号病是不传染的
，

现话得
。

�
·

�
·

� 可以褥 等于
“
可以叹参看 �

�

�
�

�节�
。

限于用在句末�’’ 得 ”
后可以出现语气助词�

充当谓语
，

或在答问时单独成句
。

如�
你工作忙

，

不去也可以得 �可以开始哒不�—可以

得哒
。

�
�

�
�

� 虽然得��� 等于
“
虽然�是�，’ 。

青少年已极少使用
。

如
� 生活虽然得�是�还不蛮

宽裕
，

也并不困难
。

�
·

�
·

� 不能褥够 等于
“
不能够叹

“
不能够

”
在长沙话里很少用�

。

这一说法限于长沙民间

的个别文艺演唱形式�如追悼死者时由他人独唱的
“
夜歌子勺中偶尔使用

。

如
�
从此后再也不

能得够同你把话讲呀� 再也不能得够同你打商量呀�

�
·

� 以上两小节谈到的
“
得气都不具有独立性

，

已经失去了充当词的资格
，

所以降为构词

成分或衬字
。

这是因为它们经常地同其他语言成分合在一起使用
，

久而久之
，

这种结合变得越

来越紧密所造成的
。

其中有些
“
得乡字

，

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来源
，

如
��
要得

、

何得
、

过得
、

该

得
、

想不得
刀
中的

“
得

，， ，

就是来源于助动词
“
得，’�

编者按—汉语方言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语法成分语音形式完全一样
，

可是从分布和语

法功能考虑
，

应该区分为几个不同的语素
。

例如北京话的词尾
“ 了刀和语气词

“
了

刀 ，

名词性成分

标记
“
的 ” 和重叠式状态形容词词尾

“
的叹好好儿的 �干干净净的��陕北清涧话的副词

“ 也，，�我
也去�和句尾语气词

“
也，，�我去也�，

等等
。

长沙话轻音节
“
得

” 【
·

���的语法功能十分纷繁
，

显然

代表好几个不同的语素
。

本文按照
“
得

” 【
·

���字的分布和功能初步归纳为若干类
。

����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