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卷第 5期
2∞4年 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忆 huan Normal Unhersity(so0al soences E山 ton)

Vol。 31,No。 5

september,2004

谈
“

干 红 梅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目 前对
“
来着"一 词的词类归属一般有 4种 看法。我们认为 ,“ 来着

”
与句子表达的时制、动态无必然联

系,与 句子强调动作或强调宾语无必然联系。
“
来着

”
实际上是一个语气助词:在 陈述句中,表 陈述语气,相 当于

“
了、啦、的

”
等;在 疑问句中表示疑问语气,相 当于

“
吗、呢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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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中级汉语听和说》第二十五课口语部分中出

现了这样的句子 :

余明:“
⋯⋯我们包的饺子呀,保 管全国第

一 !’

’

杨力 :“ 嗬 !这 叫什 么来着?对 了,老 王卖

瓜—— 自卖自夸。
”

在重点词语解释部分对
“
来着

”
的解释是 :来

着 ,用在句末 ,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句中动词

不能带
“
了

”
、
“
过

”
。

仔细分析这两个例句 ,确 实是讲曾经发生过什

么事情。但课文中出现的
“
这是什么来着

”
,并不是

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而 是询问,但 既不是问
“
这种情况在过去叫什么∵,也不是问

“
过去这种情

况曾经(经历过 )Ⅱ丬什么
”
,而是问

“
余明现在的这种

言行应该叫做什么
”
,与 过去没有什么关系 ,也 与

“
经历态

”
没有关系。用

“
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情
”
笼统地来解释

“
来着

”
实为不妥。

在《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大纲》中 ,“ 来着
”

属于乙级语法大纲的范围 ,和
“
着、了、过

”
一样 ,是

动态助词。考查《开明中级汉语》(语文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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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汉语口语(上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中级

汉语听和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汉语高

级教程(第 二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几部教材,都

是这样解释的。只有《汉语口语速成 ·提高篇》(北

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提 出另外一种用法是相当

于
“
了
”
。

通过比较 ,我们发现几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
“
来着

”
是否只见于北京 口语中?笔者调查发现 ,北

方很多地方口语中都有这个词 ,如果说
“
来着

”
过去

仅在北京口语中出现也不正确 ,因 为我们发现在张

爱玲的小说中已经在使用
“
来着

”
,而张的小说决不

是用北京口语写成的。可见 ,“ 来着
”
不只见于北京

口语 ,雨是广泛存在于北方话 中。二是上述教材都

指出
“
来着

”
属于助词。但助词可 以分为 :结 构助

词 ,动态助词 ,语气助词等 ,所有教材都没有明确指

出属于哪一类助词。当然 ,对 留学生而言可以统称

为助词 ,但对教师来说细分是必要的。三是上述教

材都认为
“
来着

”
表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其他几部教材举 的例子都差不多 ,但 在《中级汉语

听和说》中出现在课文中的例句与解释却不相符。

对外汉语教学使用的这些教材对
“
来着

”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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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在本质上反映了汉语本体研究对
“
来着

”
的几种

看点。目前 ,对
“
来着

”
的词类归属问题一般可有以

下 4种看法。

1.(动 态)助词。表示曾经发生(经历)过什么

事情。用于口语 ,后 面可以有其他语气词。句中动

词不能带
“
了

”
、
“
过

”
。这一类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

类助词 ,但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指的是动态助

词。《现代汉语八百词》(吕 叔湘 )、 《现代汉语虚词

例释》(北京大学中文系 1995、 1997级 语言班编 )、

《中国现代语法》(王力)持这种观点。

2.时 间(制 )助词。《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

东 ):“ 来着
”
是表示过去的时间助词 ,强调的是动作

行为。时间助词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与 动态助词

不表示时间是有原则区别的。

3.语气(助 )词 。(1)属 于语气 (助 )词 ,但又有

表过去(曾 经/最近)发生的意思。持这种观点的有

《语法讲义》(朱 德熙 )、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

(龚千炎称之为
“
时态语气词

”
)、 《现代汉语通论》

(邵敬敏认为表陈述语气 ,表示刚刚发生过 )、 《虚词

用法小词典》(王 自强认为相当于
“
呢

”“
啦

”
等语气

词。(2)纯粹是语气词。吕朋林在《也谈
“
来着

”
》

一文中认为
“
其实 ,‘ 来着

’
是一个

‘
情态助词

’(或

称
‘
语态助词

’
),它表回忆语气

”
。

4.有两个
“
来着

”
,“ 来着 l” 是时间助词 (或时制

助词),“ 来着2” 是语气词。这种观点主要以宋玉

柱、张谊生为代表。认为
“
来着1” 是表示过去时的

时间(制 )助词。
“
来着2” 是表语气为主。另外 ,赵

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认为 :“ 来着
”
这个助词一

般用于最近过去的事情 ,但又不限于此 ,例 :“ 诸葛

亮是哪儿人来着 ?” 赵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

有两个不同的
“
来着

”
,但他无疑认为有两种用法。

可以算做是持相似的观点。

二 “
来着

”
词类归属探析

笔者认为 ,只有一个
“
来着

”
,“ 来着

”
实为语气

助词。

(一 )“ 来着
”
与句子的时制、动态无必然联系

那些把
“
来着

”
归人时制助词的观点认为 :时制

助词
“
来着 1” 与语气词

“
来着2” 的最大区别是

“
来

着 l” 都表示过去 ,句 中谓语动词总是发生在说话之

前 ,而且大多在说话时动作已经完成 [1]。 但事实

上 ,当我们考查这些所谓
“
表过去

”
的

“
来着I” 的例

句时我们发现 :在句子中
“
过去

”
这个时间制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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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
来着

”
来体现的 ,而 是由其他表时间的名词、

副词、指示代词 ,或者由语境来体现的。

如宋文中的例(5):

(5)当 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 红楼

梦》第33回 )

又如张文中的例(5× 38× 9):

(5)我 本意没想参加义和团,想 到绿营当

兵来着。(王 朔《给我顶住》)

(38)宗 桢道 :“ 当初我也反对来着。
”(张爱

玲《封锁》)

(9)那 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着!(《 红楼

梦》47回 )

“
现代汉语时制的表示采用的词语形式——时

间词语 ,包括时间名词、方位词、时间短语、方位短语

等
”
[2]。 以上几个例句分别用时间名词

“
当日

”
,时

间副词
“
本、当初

”
,借用指示代词

“
那

”
表示过去的

时间,而不是用
“
来着

”
来体现时制。

同时 ,在汉语中更多的是还存在着大量的无标

记的句子如 :“ 老王送我一本书。
”“

他刚画好两幅国

画。
”“

那孩子很聪明。
”“

他住在城里。
”

这些句子尽管没有时间词语 ,但凡是母语是汉

语的人都能够凭直觉作出判断前两句讲的是已经发

生的事情 ,应 该属于
“
过去

”
范畴 ,而后两句讲的是

目前的状况 ,应 该属于
“
现在

”
的范畴 [3]。 如果我

们把这四句话都加上
“
来着

”
,我们会发现并不影响

句子本来的时间,前两句仍然是表
“
过去

”
,后 两句

仍然是表
“
现在

”
。

特别是最后一句 ,并不因为加了
“
来着

”
就变成

了他以前住在城里,而现在不住在城里了。加不加
“
来着

”
都可以表示他现在住在城里。在对话中这

种情况更是显而易见 :

甲:他 (现在)住 在乡下吧?

乙:不 是 ,他 住在城里来着。

又如 :

“
咱们的那么多的兵呢?都 哪儿去啦?”

“
都打仗来着 !⋯ ⋯·”(老 舍《四世同堂》)

问话人问的是 :“ 卩自们那么多兵现在在干嘛

呢?” 第二个人回答的同样是表现在的 :“ 他们现在

都在打仗啊 !” 既不是说那些兵
“
过去在打仗

”
,也不

是说那些兵
“
不久前曾经打过仗

”
。

又如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的对话 (吃饭时,乙 给

甲夹菜):



干红梅 再谈
“
来着

”

甲:我 从不吃羊肉的 !

乙:这不是羊肉,这是牛肉来着 !

从这几组对话 中我们 可 以看 出 ,既 不是表示
“
过去

”
,也不是表示

“(近 )经历
”
,而是讲现在发生

的事。在乙的答话中 ,“ 来着
”
除了陈述语气外 ,还

带有申明、强调的意味。

同样 ,“ 来着
”
还可以用在表示将来的句子里 ,

如 :明 天是星期几来着 ?
“
来着

”
出现在表过去时的句子中的情况最多 ,

其次是在表现在的句子里 ,最少的是在表将来的句

子里。但不能因为出现在表过去的句子中最多就忽

略其他情况 ,而认定
“
来着

”
就是表过去的时制助

词。

事实说明 :“ 来着
”
并不是和表

“
过去

”
必然相关

联 ,也不和表
“(近 )经历

”
必然相联 ,“ 来着

”
与时制

无关 ,与动态也无关 ,既不是时制助词 ,也不是动态

助词。

(二 )“ 来着
”
并非不可省略

很多人认为 :如 果
“
来着

”
是语气词 ,可 以省略

不用 ,对句子意思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作为时制助词

是不能省略的 ,否则的话 ,要么句子站不住脚 ,要 么

语义发生变化。

承认有两个
“
来着

”
的张谊生和宋玉柱两位先

生在区分时制助词
“
来着 1” 和语气助词

“
来着2” 时

明确指出 :“ 来着 l” 不可省略 ,“ 来着2” 可以省略 ;反

之亦然 ,不 能省略的是
“
来着 1” ,能 省略的是

“
来

着2” 。但是 ,当 我们考查张文和宋文中认定是
“
来

着【
”
的例句时发现 ,绝 大多数的

“
来着 1” 也是可以

省略 ,省略后句子意思没有什么变化
①
。例如宋文

中的例句 :

(4)那 会儿 ,资 本家 怎么剥 削、压迫 咱们

(来 着),忘 啦?(北 大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299页 )

(7)昨 天家里问我(来 着)么 ?(《 红楼梦》

第 65回 )

又如张文中的例句 :

(1)她 亲昵地在我脸上拧了一下 ,“ 我昨夜

黑趴在门缝里看你 (来 着 )” 。(张 贤亮《绿化

树》)

(13)他 怎么说(来 着)?(李 国文《敌情》)

宋文中出现的
“
来着l” 共有 ” 个例句 ,全部都

可以省略,句 子意思保持不变。张文中出现
“
来

着1” 例句共 s+句 ,可 以去掉
“
来着

”
而意思不变的

有犯 句 ,占绝对多数。另外两句例(3)和例(20)去

掉
“
来着

”
说起来有点别扭 ,但在对话语境中也是完

全可以去掉的。张文中为了证明去掉
“
来着

”
后句

子就站不住脚所举的例句(71)、 (72)同 样可以去掉
“
来着

”
的 :

(71)找 不着你们 ,自 个玩(来 着)?(王朔

《动物凶猛》)

(72)他 不是问小三儿(来 着)?(老舍《四

世同堂》)

同样 ,为 了证明去掉
“
来着

”
语义会发生变化的

例句 (73)、 (74)也是可以去掉
“
来着

”
的 :

(73)[我 病的时候 ],他 不来 ,他 又怎么说

(来着)?(《 红楼梦》1⒄ 回)

(74)宝 玉因问道 :“ 三妹妹 ,我 听见(林 妹

妹死的时候)你 在哪里 (来 着 )?” (《 红楼梦》

100回 )

这两个句子在对话语境中有无
“
来着

”
意思都

是一样的 ,但加了
“
来着

”
更口语化一些。

绝大多数的
“
来着

”
都是可以去掉的,句 子仍然

成立 ,意思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 ,“ 来着
”
还可

以替换成其他的表相同语气的语气词 ,句 子意思不

变。如张文中的例句 :

(2)我也跟志明说(来 着/啊 /了 /啦 ),甭 借

这个来家,鼓 弄破了赔不起 ,可 他⋯⋯(刘 新武

《5。 19长镜头》)

(15)二 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 (来 着/

吗)?(《红楼梦》55回 )

即使张文中的那两个去掉
“
来着

”
显得别扭的

句子 ,把
“
来着

”
替换成其他表相同语气的语气词也

是成立的。绝大多数
“
来着

”
是可以去掉的 ,去掉之

后基本不影响句子的成立 ,句 子的基本意思也不会

发生改变[1]。

(三 )“ 来着
”
与句子强调动作或强调宾语无关

黄伯荣、张谊生、宋玉柱等学者认为 :与 时间助

词
“
的

”
强调时间不同 ,“ 来着

”
是强调动作行为的。

但吕朋林认为 :“ 来着
”
和句子强调的对象没有什么

直接联系 ,由 于重音的不同,含有
“
来着

”
的句子同

样可以强调不同的对象。笔者同意后-说法。

语气词的意义本身就是富于弹性的,句 子的语

气语调总是由说话人来决定 ,而说话人为了不同的

目的总是在自己想强调的部分用重音来表现。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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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同样的语气 ,也 可以用重音强调不同的部分。  句,不能用于否定句。例如 :

如以下四句,同 为陈述句,用 陈述语气 ,但强调的是      n】 他常常夸你来着(啊/的 /呢 ),说 你就

不同的部分:                     是有点懒。(张 爱玲《茉莉香片》)

(a)我 昨天下午在家看书来着。(“ 谁昨      【2】 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

天在家看书来着?” )               来着(啊/的 )。 (池 莉《紫陌红尘》)

(b)我 昨天下午在家看书来着。(“ 你啥      【3】 我也曾为罗洛阳寻死来着(啊 )。 (池

时候在家看书来着?” )              莉《绿水长流》)

(c)我 昨天下午在家看书来着。(“ 你昨     【4】 王利发:我 跟小刘麻子瞎聊来着(啊 /

天在哪里看书来着?” )              呢)!(老舍《茶馆》第三幕)

(d)我 昨天下午在家看书来着。(“ 你昨      【5】 我也是这样问他来着(的 /啊 )。 (《 儿

天在家干啥来着?” )[4]              女英雄传》zO回 )

宋玉柱指出:时 间助词
“
来着

”
总是处于句末,      【6】 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夜 里又过兵来着

但在主谓句型中它是附在谓宾结构上而不是附在宾    (了 )!什 么兵?是 我们的还是敌人的?没 有

语上的。宋文中的例句为:              人知道。(老舍《四世同堂》)

(A)昨 天晚饭你们吃的什么?           【7】 唉,你 就是那个虞小姐吧?听 见我三

(B)昨 天晚饭你们吃什么来着?        奶奶说来着(了 )。 (张 爱玲《多少恨》)

所以宋玉柱认为
“
来着

”
附着在整个谓宾结构    (二 )在疑问句中

上,强调的是整个动作——如果有宾语就包括谓语    在疑问句中,表示疑问语气 ,相当于
“
吗、呢

”
。

和宾语,(B)句 是强调
“
吃什么

”
[5]。           A.在 是非问中相当于

“
吗
”

:

但笔者认为 :1。
“
来着

”
附着于全句,表示疑问      【8】 他不是问小三儿来着(吗 )?(老 舍

语气。去掉
“
来着

”
用语调仍然能达到同样效果 :昨    《四世同堂》)

天晚饭你们吃什么/?2。 对(A)句 的回答为:昨 天     【9】 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

晚饭我们吃的是汤面。对(B)句 的回答是:昨 天晚    (吗 )?(《 红楼梦》第55回 )

饭我们吃汤面来着。重音都在
“
汤面

”
上 ,强 调的都    B。 在特指疑问句中相当于

“
呢
”

:

是宾语。这是因为,(A)(B)两个问句的重音都应      【10】
“
他说什么来着(呢 )?” (老舍《四世

该是在
“
什么

”
上。(B)句 的重音不可能是在

“
吃什    同堂》)

么
”
三个字上 ,也不可能是在

“
吃

”
上。这并不因为      【ll】 他问,“ 他托谁来着(呢 )?” (老 舍《离

“
来着

”
的原因才导致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而是由    婚》)

于语用的原因(问者想知道什么)的原因导致的。       n2】 丈夫听了半天无话,又 半天,他 突然

可见 ,“ 来着
”
与句子强调什么(动 作或宾语)没    说:你 看过她的证件吗?又说:你 说她叫什么来

有直接关联。                     着(呢 )?(池莉《城市包装》)

三 “
来着

”
作为语气助词所表达的语气意义     C。 在选择问句中也相当于

“
呢

”
:

通过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3】
“
左眼跳是财来着(呢 )还 是灾?” (王

“
来着

”
并不是时制助词(时 间助词),与 时间无关,    朔《永失我爱》)

与强调什么无关 ,“ 来着
”
实为语气助词。但又并不    D~反问句中,相 当于

“
了
”

:

像吕朋林认为的那样是表示回忆语气的语气词。       【14】
“
谁说倒闭来着(了 )?关 门了,收 业

下面我们来谈谈
“
来着

”
在不同的句式中表现    了,我 办大公司了。

”(池 莉《紫陌红尘》)

的不同语气。                      n5】 “
谁惹他来着(了 )?” (张 爱玲《沉香

(-)在陈述句中                屑 ·第一炉香》)

在陈述句中,“ 来着
”
表示陈述语气 ,陈述事件     Ⅱ6】 长白道 :“ 谁说她好来着(了 )?” (张

或情况的发生。与句中的重音配合,含有强调、申明    爱玲《金锁记》)

的意味,相当于
“
了、啦、啊、呢、的

”
。它只用于肯定      【17】 他父亲道 :“ 谁说她看上你来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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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红梅 再谈
“
来着

”

还不是看上你的钱?” (张爱玲《茉莉香片》)

'“
来着

”
出现在特指问中最为常见 ,可 以问人 ,

问方式 ,问现象等 ,出 现在反问句中也较常见 ,出 现

在一般疑问句和选择问句中的情况比较少。在现代

汉语中 ,“ 来着
”-般不出现在正反问句中,仅见于

《红楼梦》中[51。

(三 )关于
“
来着

”
后带其他语气词的情况

语气词连用是常见的现象 ,连用的语气词是分

工而合作的,各 自表达这个句子的某一种语气 ,共同

表达句子复杂语气。连用的情况一般是陈述语气词

后边可以连用其他语气词 ,而 其他语气词后则不能

连用陈述语气词 ,并且语气的重点是落在最后一个

语气上。
“
来着

”
正是作为表陈述的语气词和其他语气

词连用的。
“
来着

”
和疑问语气词连用的情况最多 ,

全句的语气重心在最后一个疑问语气词上。例 :

Ⅱ叫 只见宝钗又笑着问五儿道 :“ 你听到

二爷睡梦中和人说话来着么?” (了 +么 ——陈

述 +疑 问×《红楼梦》109回 )

Ⅱ9】
“
你不明白?瞧 ,咱 们从前不是相好

来着吗?” 瑞全点了点头。(的 +吗——陈述 +

疑问×老舍《四世同堂》)

【20】 他不是常送给妮子饼干 ,面 包来着

吗?(的 +吗 —— 陈述 +疑 问)(老 舍《四世同

堂》)

【2叫 秀娟道 :“
⋯⋯你上我们大哥家去来

着吗?小 蛮听话吗?” (了 +吗—— 陈述 +疑

问×张爱玲《多少恨》)

“
来着

”
实为一个语气助词,常 见于北方 口语

中。一般出现在句尾 ,可以是在一个句子的末尾 ,也

可以是在一个分句的末尾。
“
来着

”
与句子表达的

时制没有必然关联 ,与动态没有必然联系 ,与句子强

调动作或宾语无必然关系,多用在表示过去的句子

中,也可以用在表示现在或将来的句子中。
“
来着

”

在陈述句中,陈述事件或情况的发生 ,与句中的重音

配合 ,含有强调、申明的语气 ,相 当于
“
了、啦、啊、

的
”
等 ,只 用在肯定句中,不能用在否定句中;在疑

问句中表示疑问语气 ,相 当于
“
吗、呢

”
等。

“
来着

”
的使用现状如上所述 ,但关于

“
来着

”
的

由来和历史演变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孙锡信认为
“
一般都将

‘
来着

’
看作一个单个的语气词

”
[6]。

但由于
“
来

”
和

“
着

”
的使用都分别有很长久的历史

了(都是早在唐五代就开始使用了)。 那么 ,“ 来着
”

一词是由
“
来

”
发展而来 ,还是由

“
着

”
发展而来?还

是一开始就是
“
来着

”?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另外 ,“ 来着
”
常常可以和

“
来的

”
互换 ,而且很多南

方人(特别是广东人)不用
“
来着

”
而用

“
来的

”
,那

么
“
来着

”
和

“
来的

”
是相同的吗?两者之间有什么

联系?至今没有定论 ,仍是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

注释 :

①另外我们也发现一些去掉
“
来着

”
显得别扭的句子并不是因为时制助词

“
来着

”
不能去掉,而 是因为不是所有的语气助词去

掉后都能成句。语气助词也有成句的功能,有 的语气助词去掉以后句子就不能成立,如 :“ 大人都来了,小 孩(呢 )?” 或:“ 她

的儿子可聪明(啦 )。
”
但如果替换成其他语气助词还是成立的。这说明语气助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删除法

”
不能作为检

验是否为语气助词的唯一方法。此观点可参见王魁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语调、语气理解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学报》,I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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