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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罗自群博士几年前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方言学专业，这本书原来是一篇博士毕
业论文。
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对该论文给予充分的肯定，评分等级为“优秀”，同时对论文所涉
及的课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罗自群博士毕业三年来，对论文做了精心的补充和修改，形成了现在的这本书。
我仔细地阅读了经过修改以后的全部书稿，认为确实比原来的博士论文有了显著的提高。
　　罗自群博士在写作《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论文的前后，我们经常进行热烈的讨论
，有时甚至是争论。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题目，需要非常丰富的方言事实，涉及的范围又太广泛，它包含了方言学、
语法学、音韵学、语音学等好多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很多方面的问题。
对这样的一个题目，我是望而生畏的，即使对于一个学力很好，经验老到的学者来说，也不会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因此，我当时真的担心她驾驭不了。
不过，罗自群一开始就信心十足，她说已经为这个题目作了几年的准备了。
写作的时候，更是勤奋用功，不敢懈怠。
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论文在答辩会上最终获得通过的时候，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现在的这本书，为了更好地论述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和分布状况，特别绘制了若干幅持续标记类
型分布的方言地图，并对类型分布特点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读者对于这些类型的分布范围就能一
目了然。
另外，补充了最近三年多来新鲜的语料，现在书中的方言材料涉及31个省、市、区600多个方言点，所
参考的有关文献多达36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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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自群博士几年前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方言学专业，这《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
比较研究》是一篇博士毕业论文。
之后，罗自群博士对论文做了精心的补充和修改，《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主要介绍了
利用汉语方言材料来考察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现状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
从而探求几类持续标记和中附着意义的“著”之间的同源关系。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对汉语方言学、汉语语法学、汉语语言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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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自群，1968年2月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
博士，副教授。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在站博士后。
先后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方言》等杂志上发表近20篇学术论文，主要从事汉语方言和
汉藏语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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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　第一节 持续标记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本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一、本书研究的方
法　　二、本书的内容安排　　三、关于本书的其他说明第一章 襄樊话的“倒”“在”和北京话的“
着”　第一节 襄樊话的“倒”　　一、表示状态持续的“倒1”　　二、“倒”的其他语法功能　　
三 、襄樊话“倒”的系统　第二节 襄樊话的“在”　　一、介词“在”和副词“在”的关系　　二
、句尾“在”的语法功能　　三、介词“在”、副词“在”和句尾“在”语法功能的比较　第三节 襄
樊话的“在”和持续意义“倒”的关系　　一、“倒”和“在”相关句式的比较　　二、“倒”和“
在”的主要区别　第四节 北京话“着[■]”的语法意义　第五节 持续标记“着”的特点　　一、“着
”同动词的搭配情况　　二、“着”的语法意义是什么　　三、“着”在句子中充当什么成分第二章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第三章几类持续标记和中古“著”语音上的关系第四章几
类持续标记和中古“著”句法上的关系第五章 “著”类持续标记的语音演变第六章 从“著”类持续
标记的分布看不同方言区之间的联系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及引书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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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语的许多动作动词根据语义的不同，可以分为：（1）只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动词；（2）既可
以表示动作行为本身，又可以表示动作行为所遗留下来的状态的动词。
如果“坐着”“站着”是表示动作行为（有人把“坐着”也看作是“动作行为所遗留下来的状态”）
，那么，“穿着”是表示动作行为，还是表示动作行为所遗留下来的状态 ？
　　又如，“帽子戴着呢”和“门开着呢”中的动词表示的是动作行为还是动作行为所遗留下来的状
态 ？
帽子只要在头上顶着就是戴，有外力的影响；但是门已经是开着的情形下，还有外力的影响吗 ？
　不管把动词分多少类，人们在说话时对什么时候用“着”，什么时候不用“着”，什么时候可用可
不用，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是否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着”抽象的语法意义只有一个，说话人不
管动词是表示动作的、还是表示状态的，它在需要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性的时候，往往很自然地就
会用“着”。
而“坐着”“穿着”是表示动作持续还是状态的持续则是语法学家的事情。
　　我们认为，“着”侧重于表示静态的持续，但它又不仅仅只表示静态的持续，在现代北京话、书
面语里，它还能表示动态的持续，只要是含有持续意义的动词，不论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只要
语用上的需要，都可以带“着”。
“动态”和“静态”应该是动词的语义性质，绝对不是“着”的性质，但是加上“着”，可以进一步
强调动词的动态或静态特征。
　　动词加“着”以后，表示的是动作行为或状态的持续，“着”取消了不同动词的区别性特征，不
考虑这个动词的语义特征如何，也不管动词是动态动词还是静态动词，更不涉及动作行为或状态何时
开始、何时结束，只要这个动作行为或状态能够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存在的任何两点之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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