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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南蒲忻话的词汇语法特点

詹伯慧 李元授

二十年前
,

我们在本学报发表了《鄂南蒲

沂话的语音特点》一文 ((( 武汉大学学报》 1 9 6 4

年第一期 )
。

该文曾引起 日本语 言 学 家 的兴

趣
, 19 8 2年日本一位学者特地来华调查研究

过蒲沂方言
。

为了进一步揭示蒲折方言的面

貌
,

深入地研究蒲沂方言
,

我们一方面对原

来积累的蒲折方音资料进行了核实
,

一方面

将我们多年来积累的蒲沂方言词汇
、

语法材

料整理出来
,

供国内外学者和读者研究参考
。

蒲沂话属湖北方言的
“

鄂南话
” 。

湖北方

言可分为三区
:

第一区是
“

西南官话
” ,

属北

方方言
,

分布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
,

鄂中
、

鄂西和鄂北大多属此区
,

包括武昌
、

汉口
、

汉阳
、

沙市
、

江陵
、

宜昌
、

襄阳
、

恩施
、

郧

县等40 多个县或市区
,

人口 3 0 1 1万
。

第二区

是
“

楚语
” 。

接近北方方言
,

主要分布在鄂东

和鄂东北地区
,

包括孝感
、

黄冈
、

黄石
、

黄

梅
、

广济以及鄂西的竹山
、

竹溪等 21 个县市
。

人口 13 0 0多万
。

第三区是
“

鄂南话
” ,

既不属

北方方言
,

也不属湘方言或赣方言
,

有 自己
.

显著的特色
,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咸宁地

区
,

包括咸宁
、

蒲沂以及大冶
、

监利
,

共九

个县市
。

人 口 45 9万
,

其中操蒲沂话的有 38 万

人
。

所谓蒲沂话的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
,

主

要是与普通话的词汇
、

语法相比较而言
。

鄂南蒲析话的词汇特点表现在 以下三方

面
:

(一 ) 词形和词义方面

1
.

与普通话词形相同
,

词义有别

①词形相同
,

词义范围不完全相同

a .

蒲沂话的涵义较广
,

普通话 的 涵义

较窄
。

吃

—
蒲沂话里除了

“

吃
”

的 意 思 之 外
,

还有
“

吸
”

(吃烟 )
、 “

喝
”

(吃水间题 )的意思
。

普通话里一般是
“

吃
”

的 意 思
。

细

—
蒲沂话里除 了

“

细
”

的 意 思 之外
,

兼有
“

小
”

的意思
, “

细份儿
”

即
“

小孩儿
” 。

普通

话不含
“

小
”

的意思
。

伯伯—
蒲忻话不但指

“

伯父
” 、 “

伯母
” ,

而且指

“

父亲
” 。

普通话一般指
“

伯父
” 。

姑娘

—
蒲折话除了指

“

女孩子
” ,

还有
“

姑妈
”

的意思
。

普通话单指
“
女孩子

” 。

b
.

蒲沂话的涵义较窄
,

普通话的涵义较

广
。

面

—
蒲析话一般指

“

面条
” ,

而 普 通 话 的 涵

义较多
:

a) 粉末
:

胡 椒 面 儿
。

b) 食

物含 纤 维 少 而 柔 软
:
这 白 薯很面

。

c) 一般 粮 食 磨成 的 粉
:
玉 米 面儿

。

d )面条
。

田

—
蒲沂话一般指

“

水 田
” ,

而普通话的意思

是田地
,

包括地
。

饭

—
蒲沂话指

“

米饭
” ,

而普通话除了
“

米饭
”

的意思
,

还兼指馒头
、

面条
。

②词形相同或相近
,

词义差别很大
,

甚

至刚好相反

蒲沂话的
“

屋
”

是指整个住宅
,

含义相当

于普通话的
“

房子
” ,

而蒲沂话的
“

房
”

是指一

所房子里的房间
,

含义相当于普 通 话的
“

屋

子
” 。

蒲沂话的
“

房里
”

有
“

妻子
”

的意思
,

而普

通话的
“

房里
”

是指
“

房间
” 。

③词形相同
,

词义完全不相干



蒲场话的
“

蛮巧
”

用于指责别人
,

意思是
“

没有什么了不起
” ,

如
“

你的数学才得了 100

分
,

蛮巧 I
”

而普通话的意思则是
“

很灵巧
” 。

2
.

与普通话词义相 同
,

词形有别

①词义相同
,

词形完全不同

蒲折话 普通话 蒲沂话 普通话

壁— 墙 老哇

—
乌鸦

寻

—
找 缝雌—

肮脏

硕

—
大 瞎款

—
胡说

晏

—
迟 檐老鼠

—
蝙蝠

胭

—
睡 灶鸡婆—

嶂螂

揩—
擦 背服儿—

坎肩

②词义相同
,

词形部分不同

蒲折话 普通话 蒲听话 普通话

北瓜

—
南瓜 独机车—

自行车

落雨

—
下雨 老脚儿

—
老头儿

扯闪

—
打闪

卜

老妹郎

—
妹夫

特思

—
特意 油果子

—
油条

竹篙—
竹竿 细份儿

—
小孩儿

(二 )构调方面

1
.

音节多少不同

有些词在蒲沂话里是单音节的
,

在普通

话里是双音节 , 有些词语在蒲沂话里是双音

节的
,

在普通话里却是单音节
。

如 :

蒲忻话 普通话 蒲析话 普通话

苔

—
白薯 谈冰— 冰

息

—
儿子 脚鱼—

鳌

涎

—
唾沫 雀儿

—
鸟

冒

—
没有 脑壳

—
头

莫—
不要 嘴巴

—
嘴

2
.

语素位置颠倒

有些词语在蒲沂话里和在普通话里所用

的语素一样
,

`

但次序颠倒
。

如
:

蒲折话 普通话 蒲折话 普通话

鸡公

—
公鸡 人客

—
客人

气力

—
力气 莱疏

—
疏菜

弟兄—
兄弟 齐整

—
整齐

3
.

语素部分不同

有些多音节的诃语
, 在蒲沂话和普通话

里
,

只有一部分构词成分相同
,

另一部分不

同
。

蒲沂话 普通话 蒲析话 普通话

中时—
中午 他睹

-

— 他们

大胯—
大腿 一瞎儿—

一会儿
’ . `

丫

舞饭—
做饭 娘屋里—

娘家
、

-

车身—
转身 蛾眉豆

—
扁豆

开年

—
年初

`

一 了日

—
一向

-

酒糟—
甜酒 望板— 天花板

4
.

词尾的有无

有些词语在普通话里有词尾
,

而在蒲坊

话里没有词尾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花

—
花儿

女

—
女儿

相片

—
相片儿

后门

—
后门儿

蒲沂话 普通话

JL

—
儿子

麦— 麦子

剪刀

—
剪子

嫂嫂

—
嫂子

有些词语在蒲沂话里有词尾 (嚼
、

巴 )
,

而在普通话里没有词尾
。

如
:

蒲听话 普通话 蒲析话 普通话

梨嗯

—
梨 泥 巴

—
泥

虾瞥一
虾 嘴甲一

嘴

屉哆一
抽屉 盐甲一

盐

手袱碍

—
手帕

.5 词尾的异同

有些词语在蒲沂话和普通话 里 都 有 词

尾
,

而且词尾相同
。

蒲折话 普通话 蒲听话 普通话

男讶 .)t一
男孩 .)t 一滴 .)L一

一点 .)L
酒塔 .i)t一

女孩 .c) 一歇 .)L一
一会 .)t

有些词语在蒲忻话和普 通 话 里都 有词

尾
,

而词尾不同
:

①蒲沂话是
“

嚼
”

尾
,

普通话是
“

子
”

尾或
u

儿
”

尾
。

如
:

蒲忻话 普通话 蒲听话 普通话

桌哆一
桌矛 桃降一

桃 .i)t
箱降一

箱矛 枣降一
枣 .i)t

坛降一
坛矛 豆降一

豆 .)L
瞎降一

瞎矛 钩降一
钩 .)L

②蒲沂话是
“

子
”

尾
,

普通话是
“

儿
”

尾
。

女口
:

蒲沂话 普通话 蒲忻话 普通话

碟矛—
碟 .)L 小辫于一

小辫冬
篮矛一

篮 .)L 小摊于一
小摊冬

(三 ) 词源方面

蒲折话里也有从外族语言中吸收进来的



词语
,

但跟普通话及各方言比较
,

特点不显

著
,

这里从略
。

下面仅从继承古语词和方言

本身的创新两方面来谈
。

1
.

从古语词继承下来的

蒲沂话里保留了不少古语词
,

其中动词

最多
,

名词
、

形容词次之
。

多数是单音词
,

也有双音词
。

如
:

炙 (考 ) 站 (蹲 ) 喉 (咀嚼 )

研 (用刀砍 ) 胭 (睡 ) 踉 (晾 )

敲 (清洗 ) 郎 (女婿 ) 企 (站 )

频 (淹水 ) 索 (绳子 ) 舫 (瘦弱 )

竹篙 (竹竿 )几多 (多少 ) 是必 (必定 )

2
.

蒲忻话中特有的语词

①反映气候时间方面的
。

如
:

落 雨 (下雨 ) 落雪 (下雪 ) 凌冰 (冰 )

这么节儿 (这时后 ) 那么节儿 (那时后 )

②反映蒲沂特殊事物方面的
。

如
:

臂箕 (淘米用的圆竹器 ) 篮盆 (盛谷物等 用的

圆竹器 )

板曹 (用 曹捕鱼 ) 毛栗嗯 (一种野生小栗子 )

③反映蒲沂人生活生产特点的
。

如
:

研柴 (用柴刀砍柴棍子 ) 着窖 (藏白薯的地窖 )

糟房 (酒厂 ) 麻炉屋 (熏麻的房间 )

洗牙齿 (漱 口 ) 信壳儿 (信封 )

④反映蒲沂风俗习惯方面的
。

如
:

长尾 巴 (过生 日 ) 接媳妇 (娶亲 )

后来娘 (后母 ) 被案戏 (木偶戏的一种 )

斗笠 (用大竹叶做的戴在头上 的 雨 具 ) 木 屐

(木制有铁钉的雨鞋 )

肉糕 (肉鱼剁成的糕状佳肴 ) 搽雨 (淋雨)

⑤反映宗教迷信方面的
。

如
:

圣玫 (两玫一仰一俯 ) 阴玫 (两玫均俯 )

阳玫 (两玫均仰 ) 抱腰 (抱住产妇的腰
,

以帮助产妇分娩 )

钱纸 (给死人烧的纸 ) 收吓 (医治受惊 孩 子的

迷信活动 )

鄂南蒲沂话的语法特点 有 以 下五 个方

面 :

(一 ) 蒲析话有 自己的表示语法意义的

形态变化
。

1
.

蒲沂话的人称代词
,

单数 变 复数是

通过特殊的形态变化来表示的
,

不是加
“

们
” ,

而 是
“

咯
”

/ t s e
`

〕
。

单数人称 } , `
:

, 。 。 }
方 林

代 词 }` 从
/ 、

’ J” ’ “
门 {

州 ,

之一
.

我 〔。
。 3 1

〕
}
我 , 。。

O 3 1 t o e
’

〕
}
复数相当

“

我 、〕
”

你 〔”
3 1

,
}
你 , 〔乎

3! ,合: ,
}
复数相 当

·

你们
:

竺少些 {
他` 〔一

` ,吕
。 `

,1
复数相

“

“̀ “ ”
”

蒲忻话人称代词的敬称
,

单数变复数也

是通过特殊的形态变化加
“

睹
”

来表示的
。

蒲忻话人称代词的敬称是在人称代词后

加 上 表 示敬 称 形 态 的口吮
e

.

〕或口家饭
e ’

k a
’

〕
。

单数人称代词的敬称 备 注
称词人单数代

单数第二人称
你口 你口家

l乎
3 `几 e ’

] [
n 3 ,几e

’

k a
’

]
相当于

“

您
”

单数第三人称
他口 他口家

[
n a 44几e

’

] [n
a 4 4几e

`

k a
`

]
他的敬称

蒲沂话人称代词敬称的复数
,

是在人称

代词敬称的单数之后再加上特殊的形态
“

咯
”

来表示
。

复数人称代词的敬称 }备 注
称词数人复代

复数第二人称
你口咯 你口家睹

【平
3 1几e

’

t谷
e

`

l【粤
3`几e

’

k a
’

t谷e
`

〕
你们的
敬称

复数第三人称
他口咯

【n a 4 4几 e
`

t吕
e

’

]

家咯
几e’ k a 。

]

他们的敬

称

ū一卜erIJa内OJ山巴n手L

2
.

蒲忻话利用声调的变换来表 示 词义

或词性的不同
。

如
“

冲
”

〔d之9n “ 〕是平面 上 前

后左右的冲动
,

例
: “

摩托车 d七“
`
过河去了

” 。

“

冲
” 〔d七。 n “ ` “〕是 自下而上的冲动

,

例
: “

泉水

d七。 n 川起来尺把高
。 ”

又如
“

锯
” 〔k e Z ` “〕是锯木

材的劳动
,

例
“

一根树 k e Z ` 3

两截
” 。

锯〔g e 3 3〕是

扯皮拉筋
,

例
: “

他 睹又 在ge
3 3

么事
。 ”

3
.

蒲析话里有一 个 动 词 形 态
“

嗽嗯
”

〔e 3“ et 〕 ,

它常常跟在单音节动词后面表示动

作的量
,

使 这 个 动 词
“
A 一 A

”

或
`

,A一 下
”

的意 思
。

如
:

] 0 0



说嗽喀— 说一说或说一下儿

〔仁u e ?” ` e 3名 te 〕

玩嗽礴—
玩一玩或玩一下儿

-

〔u a n 2 4e 3 3 te .

〕

看嗽嚼—
看一看或看一下儿

〔ge i
1 3e 3 3 Z te `

〕

4
.

蒲沂话的形容词有一 种
“ x xA

”

的

重迭形式
。

如
:

滴滴小

—
很小

溜溜 圆

—
很圆

帮帮硬—
很硬

5
.

蒲沂话的动词和象声词有一种 独 特

的重迭式
:

动词或象声词本身重 迭
“
A A

” ,

加 上 词 尾
“

甚
” ,

组 成
召
A A甚

”

的 结 构
。

如
: “

跑跑甚
”

(动词重迭加
“

甚
”
)
。

它在句中可充

当状语
、

补语和谓语
。

如
:

他跑跑甚来 了
。

(作状语 )
、

火车开得呜呜甚
。

(作补语 )

树叶儿飘飘甚
。

(作谓语 )

(二 )在词与词的组合方面
,

蒲析话也有

特点
。

1
.

普通话的量词一般不单独跟名词 结

合
,

常是
“

数词—
量词

— 名词
”

这样的结

构
,

而蒲沂话除此之外
,

还有
“

量词

—
(把 )

一
一名词

”

的结构
。 “

把
”

在这 里 是
“

约
”

或
“

左

右
”

的意思
。 “

角把线
”

是
“

约一角线
” 。

再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蒲析话 普通话

个把人 约一个人 件把衣 约一件衣

本把书 约一本书 亩把地 约一亩地

2
.

蒲析 话 的
“

数词—
量词

— 名词
”

结构
,

其量词的搭配有自己的特色
。

如
:

席团坐在台上
” 。 “
主席团

”

由宾语变为主语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

再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一些人站在街上
。

街上站着一些人

一个老脚儿姑 门口蹲着一个老头子石

倒门口
。

2
.

双宾语的位置不尽相同
。

普通 话 里

指物的宾语放在指人的宾语之后
。

蒲沂话往

往相反
,

指物的宾语在前
,

指人的宾语在后
。

如
:

蒲听话 普通话

把一支笔我
。

给我一支笔
。

借两块钱他
。

借他两块钱
。

3
.

状语 的位置不尽相同
。

普通话里一般

是状语在前
,

中心语在后
,

而蒲忻话却有一

种
“

动词谓语 + 在
”

的句式
, “

在
”

相当于普通

话的
“

正
” “

正在
” ,

通常放在句末
,

表示动作

正在持续进行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他胭倒在
。

他正睡着
。

细讶儿坐倒得高底在
。

包嗯搁倒柜子里在
。

小孩儿正睡在

桌子上面

包子正放在柜子里
。

蒲析话

一根烟

一口针

坐 了一瞎儿

落了一歇儿雨

普通话

一支烟

一根针

坐了一会儿

下了一阵雨

(三 ) 蒲析话与普通话的语 序 不 尽 相

同
。

1
.

普通话带
“

着
”

的存现句
,

其宾 语 在

蒲沂话里是施事主语
。

如
“

台上坐着主席团
” ,

蒲沂话不能按照这样的语序说
,

只能说
: “

主

4
.

补语的位置不尽相同
。

普通话 里 一

些表可能与否的补语通常置于宾语之前
,

蒲

沂话往往把补语置于宾语之后
。

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老弟买得蛮多东西倒
。

弟弟买得到许多东西
。

我看得这场电影倒 我看得到这场电影
。

隔壁的三儿开得汽车倒
。

隔壁的小三儿开得到

汽车
。

(四 ) 蒲沂话与普通话的句子结构不尽

相同
。

1
。

蒲沂话的被动句所用的介词不同
。

普

通话的被动句
,

或是通过专门的介词
“

被
”

来

表示 (多见于书面语 )
,

或是借用动词
“

给
”

来

表示 (口语还有
“

叫
” “

让
”

等 )
。

蒲沂话没有相

当于普通话
“

被
”

的专用介词
,

而用独特的介

词
“

把倒
”

表示被动
。

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树叶儿娜倒风吹落了
。

树叶儿攀风吹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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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锣倒小明了
。

这本书缭小明了
。

包嗯担倒狗碍吃了
·

包子件
`或吵 狗

子吃了
。

2
.

蒲沂话的动宾词组中间一般不 夹 助

词
“

着
” ,

而普通话一般带
“

着
”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老弟正在唱歌
。

弟弟正在唱着歌
。

老脚儿正搭老妈儿说话
。

老头子正在跟

老太婆说着话
。

3
.

蒲沂话里
,

动词后带
“

得有
”

再 带 宾

语
,

即
“
(动词 ) 十 得有 + (宾语 )

”

的格式
,

主

要表示事物的存在
,

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说

法
,

一般用
“

(动词 ) + 了 (或着 ) + (宾语 )
”

的

洛式来表示
。

书面语里有时用
“
(动词 ) 十 有 +

(宾语 )
”

来表示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你身上带得有钱啥 ? 你身上带了 (着 )

动词后面带
“

得起
”

表示动作可能做到
,

有肯

定的结果
; 动词后带

“

不起
”

表示动作不可能
,

没有肯定的结果
。

而普通话用
“

起来
” “

完
”

等

词语作结果补语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这担萝 卜你挑得华瞥嗜
? 这担萝 卜你挑得尽

挑得起
。

这篇稿子你明日写得冬
哦嗯?

写不起
。

来吗 ?

挑得起来
。

这篇稿子你明天

写得完吗 ?

写不完
。

钱)有
。

着
·

刻(面

?了
·

上吗带杖纹钱我拐花

我带得有钱
。

拐棍 仁刻得有花纹

4
.

浦折话里
,

有
“

(动词 ) 十 得曦
”

的 说

法
,

用于询 间动作是否有可能或是否被允许
。

普通话没有这样的说法
,

大多数用
“

能 十 (动

词 ) 吗 ? ”

或
“

能 + (动词 ) + 不能 十 (动词 ) ?
”

来

友示
,

有时也说
“
(动词 ) 十 得 + (动 词 ) + 不

指 ?
”

如
:

蒲析话

这双帽你穿得吸 ?

—

蒲沂话里回答以上问话
,

一般用
“
(动词 )

得
”

表示肯定或允许
,

用
“

(动词 )不得
”
表示否

定
。

普通话一般用
“

能 (动词 )
”

或
“

可以 (动

词 )
”

表示肯定或允许
,

用
“

不能 (动词 )
”

来表

示否定
。

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这双鞋你穿得
。

这双鞋你能穿

(可 以穿 )
。

这双鞋你穿不得
。

这双鞋你不能穿
。

.5 蒲忻话里
,

动词后带
“

得起曦
”

或
“

得

起破嗯
” ,

是问话
,

表示询问动作有无可能性
。

蒲沂话里
,

可 以用
“

得不得 + (动词 )
”

的

格式来询问或猜测动作的可能性
。

而普通话

一般用
“

会不会 十 (动词 )
”

来表示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小马得不得来 ? 小马令不令来 ?

小赵得否得走 ? 小赵令于令走 ?

蒲沂话里
,

回答以上问话
,

一 般 用
“

不

得 十 (动词 )
” 、 “

可能要 + (动词 )
”

等形式
。

而普通话用
“

不会 十 (动词 )
” 、 “

可能会
十 (动

词 )
”

等形式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小马否得来吟
。

小马不令来的
。

小赵可彭孚来
·

小赵可熊拿来
。

7
.

蒲忻话里
,

有
“
(动词 ) + 很 了

” “
(形

容词 ) + 很了
”

这样的词组
,

把
“

很
”

这个副词

紧贴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
,

再带上
“

了
”

构

成动补结构的词组
,

表动词和形容词的程度
。

普通话没有这种说法
,

一般用
“

太 十 (动词 ) +

了
” 、 “

(动词 ) 十 得 + 过分
” 、 “

(动词 ) 十 得 +

太厉害了
” 、 “

太 + (形容词 ) 十 了
”

的格 式 来

表示
。

如
:

蒲沂话 通普话

你莫累很了
。

你别太累 了
。

累很了要得病
。

累得过分会生病
。

日头晒很了
。

太阳晒得太厉害了
。

妈阿把老 么惯很 了
。

妈妈对 么儿子太

娇惯了
。

8
.

蒲沂话里有
“

(动词 ) + 惨了
” 、 “

(形容

词 ) + 惨 了
”

的说法
,

用
“

惨
”

作程度补语表示

动词和形容词的程度
。

普通话一般不这样说
,

而用另外的形式表示
。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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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场话

头头把他整惨了

伯伯气惨了
。

妈 阿把大儿子骂惨了
。

普通话

头头将他整得很惨
。

爸爸气坏了
。

妈妈将大儿子骂

得很厉害
。

这几天婶婶忙极了
。

词
“

的
” 。

如
:

蒲析话

图书馆叶书真多
。

这是伯伯叶袜碍
。

②蒲沂话里的
“

吟
” ,

` 了
,

、

普通话

图书馆的书真多
。

这是爸爸的袜子
。

相当于普通话的语

这几 日婶娘忙惨了
。

9
.

蒲折话夏常用
“

窟
`来作结果补语:普

-

通话里
“

脱
”

除了
“

摆脱
” “

逃脱
”

等词组外
,

作

结果补语的情况不多
。

蒲忻话里作补 语 的
“

脱
” ,

普通话用
“

掉
” “

出
”

等词表示
。

蒲沂话 普通话

扒手跑脱了
。

扒手跑掉了
。

你逃不尽我的毛心
。

你逃不少我的手心
。

10
。

蒲忻话以否定副词 咚嘎嗽
”

(没有 )置

干陈述句末而构成反复问句
。

如
:

「

“

他 来 曝

嗽?
”

意为
“

他来了没有 ? ”

(五 ) 几个虚词的用法
。

.l
“

倒
”

的用法

蒲沂话里动词
.

后的
“

倒
” 〔t脚

’

〕
,

相当于

普通话的
“

着
”

〔t吕e
’

〕
、 “

到
”

〔t a 。 “ `〕
、 “

着
”

〔t合助
8 5〕

、 “

了
” 〔 Ii a u Z ` 4〕等

。

①蒲沂话的
“

倒
” ,

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
a

着
”
〔t谷e

`

〕
。

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胭倒看书要坏眼睛
。

搁倒
,

莫拿走了
。

睡着看书要坏眼睛
。

放着 (下 )
,

别拿走 了
。

②蒲沂话里的
“

倒
” ,

相当于 通普 话 的
u

倒
” 〔 t a u “ 〕或

“

着
” 〔 t谷a u 3 6〕 (动词作 补 语 )

。

女口
:

蒲听话 普通话

把画儿 巴倒墙上
。

将 画儿贴到墙上
。

还是小王猜倒 了
。

还是小王猜着了
。

③蒲沂话里的“
倒

” ,

相当于普通话里动

词补语
“

了
” 〔 I纽 u 忽

勺
。

如
:

蒲析话 普通话

哪个管得倒你咐 I 谁管得了你呀 !

我管不倒那么多
。

我管不了那 么多
。

2
. “

吟
”

的用法
。

蒲忻话里的助词
“

叶
” 〔K O

’

〕 ,

相当于普

通话的助词
“

的
” 。

①蒲沂话里的
“

叶
” ,

相当于普通话的助

气助询
七
的

” 。 `
如

:

蒲沂话 普通话

这双袜嚼是伯伯啥
。

这双袜子是爸爸的
·

你是几时到武汉来叶
。

你是啥时候到

武汉来的
。

3
. “

把
”

的用法

蒲沂话里的
“

把
”

与普通话的
“

把
”

用法有

两点不同
:

一

①蒲忻话的
“

把
” ,

相当于普通话的动词
“

给
· 。

如一
` -

蒲沂话
“

普通话
-

把我一把刀子
。

给我一把刀子
。

你粤不粤
? 不粤算了 ! 你筝不争

? 不筝算了里

②蒲沂话的
“

把
”

相当于普通话用在动词

后的介词
“

给
” 。

如
:

蒲沂话
、

普通话

钱
,

算粤他 ! 钱
,

算给他 !
·

_
.

这一回我还是输锣他了
·

这一次我迩是输争
他了

。

4
· “

搭
”

的用法
,

蒲沂话里的嚼
” 〔t a 护

5〕 ,

可 以作动词用
。

“

去车站搭车
。 ”

意思是
“

去车站乘车
。 ” “

在田

边搭个棚里
”

意思是
“

在田边架个棚 子 , ” 除 此

之外
,

蒲场话的
“

搭
”

还可作连词用
。 ’

如
“

莫

塔他玩尸
卜
`

意思是
“

别回他玩尸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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