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贛州方言的差比評價構式“比得 X是 Y”
The differential evaluation construction

 “Bi de X shi Y(比得 X是 Y)”  in Ganzhou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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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比得 X 是 Y”是江西贛州方言中一個典型的差比評價構式，通過引進一個量級更高

的比較對象來否定比較主體的極值特徵，具有隱性否定意義。文章考察了“比得 X 是 Y”構式

在對話語境中的鏈接功能、構式壓制、反預期的語用功能，同時從古漢語“疑問詞 + 比（得）”

反問形式的演化來推導“比得 X 是 Y”構式形成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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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據《中國語言地圖集》，贛州是處在客贛方言

包圍中的西南官話方言島。這裏所說的贛州方言指

的是贛州市老城區（章貢區）使用的方言，本地人

稱“贛州話”“城裏話”或“官話”。本文討論贛

州方言中一類特殊的比較句“比得 X 是 Y”，其只

能用於對話語境，回應方對發起方提出的問題或話

題，以反問肯定形式表達否定的觀點或態度（本文

語料均取自筆者的母語）。例如：

（1）甲：科目二我一把就過掉咾，你嘞？科目二

我一次就通過了，你呢？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能跟你比？

（2）甲：好想她樣出國留學。好想像她那樣出國留學。

乙：比得我們是她？我們哪能跟她比？

例（1）乙表示“科目二考試我不如你，不是一

次通過的”；例（2）乙認為“我們的經濟能力 / 學

習水平比不上她，壓根別想出國留學的事”。雖然“比

得 X 是 Y”形式簡省，但內在的評價功能和話語信

息卻極為豐富，話語雙方對省略的信息及暗含的言

外之意均可自行補充完整，對比較的結果也持顯而

易見、不言自明的態度。

贛州方言的“比得 X 是 Y”句式，從比較標記看，

是一個典型的“比”字句，似乎表示“X 比得過 / 比

得上 Y”的差比意義。然而，從關係詞“是”來看，

又表示“X 像 / 有 Y 一樣 W”的等比意義。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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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X 是 Y”表層結構上差比形式與等比形式雜糅，

比較結論前後相悖，句式的形成及運用應有更為深

層的語義和語用制約因素。故本文擬從句式的語義

內涵，句式的話語功能和形成理據等方面對“比得

X 是 Y”句式進行描寫和分析。

二、“比得 X 是 Y”構式的句法和語義特點

2.1“比得 X是 Y”的構式特點及構式意義

“比得 X 是 Y”包含了 5 個構成要素：“比”

為比較標記，表示“比較、較量”，是具有獨立句

法地位的謂語動词，並未虛化。“得”是結構助詞，

用於“比”後，連結表示程度或結果的補語。X、Y

分別為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比較主體 X 也可以省

略。動詞“是”用於連接前後兩個比較項，表示肯

定判斷或事情同一。“比得 X 是 Y”一般作為獨立

的小句出現，形式凝固，構成要素間不能插入其他

語言成分，僅在句末可以出現語氣助詞，以增強句

子的反問語氣。例如：

（3）現在一早一晚好冷哦。——比得現在是夏

天啊？

（4）這個傢伙吃飯好扎□ [kʰo²¹³] 嘞！——比

得是小時候曼嘛？

上述比較中雖然只出現了比較主客體，但比較

項中實際上已經隐含着比較屬性。例如在“比得現

在是夏天”中，比較的並非是“現在”和“夏天”

的所有方面，而是其對應的“氣溫”屬性。

“比得 X 是 Y”構式只能用於對話語境中，比

較的結果一般不能從表層形式直接獲得，而要藉助

上下文語境和對結構的整體感知，以特定的語義配

置方式表示獨特的語法意義，具有典型的構式性質。

以“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吧？——比得

我是你”為例，回應方對話語雙方的情況比較熟悉，

據其判斷，二者在體型上存在一定差距，且比較對

象“你”占絕對優勢。由此，形成了比較結果的意

象圖式：比較主體（我）+ 比較標記（不如 / 比不得）

+ 比較對象（你）+ 比較參項（瘦）。通過對“比得

我是你”構式的整體感知，它至少包含兩層意思：

①對發起方建議的否定，即“你建議的尺碼不合適”；

②否定的原因，如“我沒你那麼瘦，S 碼對我來說小

了”。故“比得 X 是 Y”的構式義為：否定“發起

方的 VP 建議或觀點”，表明 X 在達到自身極值狀

態時仍未取得比較中的相對高值，突出“X ＜ Y”

的顯著差距。

2.2 “比得 X是 Y”構式用於差比評價

贛州方言的比較句與普通話較為相似，常见的

語義類型及基本格式為：

（Ⅰ）差比句

①  X+比+Y+W（+比較指數）：今日比昨日冷（蠻

很多）。/ 張三比李四高（毛子一點）。

② X+W+過+Y：今日冷過昨日。/張三高過李四。

③ X+W+Y+ 比較指數：今日冷昨日蠻多。/ 張

三高（得）李四毛子。

（Ⅱ）等比句

① X+ 跟到 / 和到 +Y+ 一樣（+W）：今日跟到

昨日一樣（冷）。/ 小劉和到小張一樣（高）。

② X+ 跟到 / 和到 +Y+ 差不多子 +W：今日跟到

昨日差不多子冷。/ 小劉和到小張差不多子高。

③ X+ 有 +Y+W：今日有昨日冷。/ 小劉有小張

高。

④ X+ 當得 +Y+ 到：今日當得昨日到。/ 小劉當

得小張到。

⑤ X+ 當得到 +Y（+W）：今日當得到昨日（冷）。

/ 小劉當得到小張（高）。

“比得 X 是 Y”句式顯然有別於上述常規比較

句，但與否定式差比句及否定式等比句都有密切的

語義聯繫。那麼，“比得 X 是 Y”到底屬於何類比

較句？劉丹青（2003）認為，在形式方面一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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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比句式可能對應兩種不同的否定句：一為單純否

定式，如“不比”句；一為變異否定式，使用不同

的比較標記和句法結構，如“沒有”型或“不如”

型句式。蔣靜（2003）進一步指出“不比”有兩個

意思：表示“比不上”時是比較項在比較點上有程

度高低的差別，是“量”的區別；表示“不同於”

時是比較項在比較點上“質”的區別。謝仁友（2006）

則將“不比”句句式義分為三種：一是陳述差異，

表示“X ≠ Y”；二是陳述差距，表示“X ＜ Y”；

三是否定差距，即“X ≈ Y”。本文認為“比得 X 是

Y”表面上表示“X ≠ Y”，實際上強調“X ＜ Y”，

含有回應方對發起方某種觀點、意見進行糾正、申

辯的主觀評價功能，不能等同於否定式等比句，而

應視作差比句為宜。例如：

（5）甲：三百多萬的房子才這毛子大！三百多萬的

房子才這麼點兒大！

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城市哪比得上農村？

（6）甲：你這下子竟然冇全對呀？你這次考試竟然不是

全對呀？

乙：比得我是陳景潤？我哪比得上陳景潤？

例（5）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表示“城市人

多地少住房面積遠比不上農村”，強調城市與農村

在住房空間上的明顯差距。例（6）甲對這次數學考

試中乙不是全對的情況感到意外，乙卻認為“只有

像陳景潤那樣的數學家才能次次全對，我的數學成

績比不上陳景潤，自然不可能次次都全對”，比較

的目的不是為了區別兩個比較個體的性質差異，而

是強調“我”與以“陳景潤”為典型代表的一批學

者在數學領域的差距。

“比得 X 是 Y”句式表達強烈的感歎語氣。杜

道流（2005）認為反詰性越強的反問句越接近感歎句。

劉彬、袁毓林（2020）指出發起方使用反問句時（表

面看起來）沒有疑惑，卻使用了疑問的形式，其實

質是當語境證據跟發起方的言者信念衝突時，對預

設（或前提）進行強烈質疑或否定，表達發起方某

種強烈的情緒或態度，具備向感歎轉化的充分條件。

“比得 X 是 Y”以反問形式表達主觀評價，說明“X

＜ Y”的顯著差距，反問程度高，體現出發起方強

烈的感歎語氣，如例（5）可表述為“城裏面人多地

少，住房面積真比不得農村啊！”例（6）表述為“我

的數學根本比不得陳景潤那麼厲害哇！”

2.3 “比得 X是 Y”構式可用於異類比較

墨子認為：“異類不比，說在量。”（《墨子 •

經下》）從邏輯角度看，在質上根本不同的事物（異

類）是無法進行比較的，但在語言表達中，異類相

比卻是存在的，且同類比較和異類比較可寄於同一

表達形式——差比句中。先看下面兩組例子：

（7）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這件衣服好看，你試一試。S 碼是吧？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能跟你比？

（8）甲：現在的小年輕一毛子苦都吃不得，做

毛子事就叫苦叫累。現在的年輕人吃不了一點兒苦，幹點兒活就叫苦叫累。

 乙：比得是早已子？現在哪能跟以前比？

上兩例均為同類比較，對比較結果可以進行客

觀驗證，屬於敘實句。例（7）以程度為標準，衡量

比較主體“我”與比較對象“你”在體型方面的異同，

是可以直觀評判的事實。例（8）以性狀為標準，衡

量比較主體“現在的年輕人”與比較對象“以前的

年輕人”在生活狀態上的差別，雖然是回應方的主

觀評價，但仍然可以通過集體評定等方式予以證實，

也是客觀描述。

此外，“比得 X 是 Y”構式也可用於異類比較。

于立昌、夏群（2008）認為，在人們一般的認知範

圍內不會把異類比較中的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看作

同一類事物，但因二者具有一些相似的特性，由此

而形成了“比較”關係。宗守雲、代宗豔（2021）

指出如果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分別是時間物和空間

物、抽象物和具體物、指代物和實際物等，類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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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較大，是異類比較。例如：

（9）甲：你今日太漂亮咾，襯得我們都倒架子。

你今天太漂亮了，我們都自慚形穢了。

乙：比得我是花？我哪比得上花？

（10）甲：你人緣真好，個個都納得你。你人緣真好，

大家都喜歡你。

乙：比得我是人民幣？我哪比得上人民幣？

例（9）中，“我”是有自主意识的行為主體，

“花”是人們熟知的具有“漂亮”特點的植物，回

應方以漂亮的屬性為衡量標準，反向運用“人比花

嬌”的固有讚譽模式，形成異類主觀差比評價“我

沒有花兒那麼漂亮”，即“我沒有你誇的那麼漂亮”。

例（10）中，比較主體是有生命的行為主體“我”，

比較對象“人民幣”作為商品交换的媒介，是一種

價值尺度，可視為具有高價值性，高喜愛度的主要

代表，回應方表示“我比不過人民幣，不可能人人

都喜歡”，臨時把屬性不同的二者打通，比較“我”

和“人民幣”在受歡迎程度上的高低差別。該類語

境中，“比得 X 是 Y”構式以人們熟知的事物或在

某一屬性上具有典型性的事物作為比較對象，表明

回應方對發起方誇張或過譽觀點的委婉否定，往往

帶有一種戲謔的語氣。異類比較句只是用來表達回

應方強烈的主觀感受，所承擔的是語言的情感功能，

而不是命題功能。

2.4 “比得 X是 Y”構式具有隱性否定意義

“比得 X 是 Y”構式將比較主體與一個量級更

高的比較對象進行比較，體現一種主觀評價意義：

語境中預設了比較主體 X 在某種屬性上達到了自

身狀態的極值，但在與比較對象 Y 比較時，否定了

比較主體具有相對高值，揭示比較主體與比較對象

之間程度上的遞進關係。如何從形式上驗證句式具

有否定功能，形式語義學關於否定極項（negative 

polarity item）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借鑒袁毓林（2007）、趙萬勳（2022）等對副詞

“都”“還”的隱性否定功能的驗證方法，如果“比

得 X 是 Y”構式具有隱性否定意義，那麼它應該能

夠允准（license）否定極項，且可以轉換為相應的否

定形式或者能夠嚴格地推演出一個否定句，具有造

成否定性語境的語義功能。例如：

（11）甲：你這兩天子把材料背熟來！你這兩天把材

料背熟！

乙：比得我是年輕人？我的記憶力哪比得上年輕人？

           →我的記憶力不如年輕人好。

           →我的記憶力不是最好的。

（12）甲：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實咄咄丫子。

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看起來可重了。

乙：比得它們是鵝卵鼓子？蚊子哪會像鵝卵石那麼

重？

          →我們小區的蚊子不如鵝卵石重。

          →蚊子不是我們小區最重的東西。

例（11）中，“比得我是年輕人”表明“我這

個年紀記憶力最佳的狀態都比不過年輕人”，否定

了比較主體“我”的極值特徵。反之，從“我的記

憶力不是最好的”也可以推導出“有其他人的記憶

力比我好”，二者可以相互推導，相互蘊含。例（12）

中，“比得它們是鵝卵鼓子”表示“我們小區最大

的蚊子都不如鵝卵石重”，可以推導出“我們小區

的蚊子和鵝卵石相比，鵝卵石更重，蚊子不是最重

的”。在深層語義關係上，“比得 X 是 Y”構式的

否定意義是隱含於肯定形式中的，具有一種隱性否

定意義。而這種隱形否定意義也可以通過與其他否

定性成分共現、呼應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

（11´）甲：你這兩天子把材料背熟來！你這兩天把

材料背熟！

乙：不可能哇，比得我是年輕人？我不可能

背出來啊，我的記憶力哪比得上年輕人？

（12´）甲：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實咄咄丫子。

我們小區的蚊子一個個看起來可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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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比得它們是鵝卵鼓子？再大也

□ [pei²¹³] 講實咄咄哇。蚊子哪比得上鵝卵石？再大也不可能說很重呀。

例（11´）-（12´）中，“比得 X 是 Y”句式前

後可以附加說明性的小句，這些說明句包含顯性的

否定標記，表達對命題的直接否定，構成了否定性

語境。

三、“比得 X 是 Y”構式的話語功能

如果脫離了特定的話語條件，孤立地去考察“比

得 X 是 Y”構式，只能獲得有限的句法信息。因此，

應在特定的語境中綜合考察該構式的話語功能，加

深對語境的精微識解。

3.1 “比得 X是 Y”構式的鏈接功能

“比得 X 是 Y”構式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量，使

得“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多維、多向發展的鏈接

功能。不同的信息提取方式會影響鏈接性成分的語

境適切度，同時這些鏈接性成分又反作用於語境信

息，推導出雙重語義內涵。

其一，“比得 X 是 Y”鏈接性成分的語境適切度。

例如：

（13）甲：這衣服好看Ⅰ，你試下子Ⅱ。S 碼

好Ⅲ？ 

乙：比得我是你？

a √√我起碼要 M 碼的。        

b √你這麼瘦 S 碼剛好子。

c* 我試都嫑試。            

d** 這衣服不好看。

（14）甲：三百多萬的房子才這毛子大。

乙：比得城裏面是農村？

a √√城裏面這麼大已經不錯咾。 

b √農村到塊都是地，弄個大房子還

不跟玩樣。

c* 三百多萬好貴嘞。          

d** 還不如嫑買，租個算了。

後續句（13a）和（13b）是緊承“S 碼行不行”

這個問題展開的，適切於對話語境；（13c）和（13d）

卻繞開了“S 碼”這個話題，轉而談論“試不試衣

服”“衣服好不好”，語境適切性差，使用不太恰當。

說明“比得 X 是 Y”後續句涉及到比較前後項時，

適切度高，且關涉比較主體 X 的後續句（13a）的適

切度要高於關涉比較對象 Y 的後續句（13b）。同時，

對於前文語境（13 甲）中出現的多個信息點，當其

先後順序為：Ⅰ＞Ⅱ＞Ⅲ，越早出現的信息點（Ⅰ）

與後續句的距離越遠，適切度越低（如 13d），反

之，越後出現的信息點（Ⅲ）與後續句的距離越近，

適切度則更高（如 13ab）。後續句（14a）和（14b）

也是順着“房子才這點兒大”的話題展開的，且關

涉到比較前後項“城裏面”和“農村”，所以沒問題，

關涉到比較主體“城裏面”的後續句（14a）比關涉

到比較對象“農村”的後續句（14b）適切度高；後

續句（14c）偏離了“住房面積大小”的話題去說與

之相關的“住房價格”，語境適切度較低；後續句

（14d）則談論與前文語境完全無關的“買房還是租房”

的話題，語用上完全不合適。

其二，“比得 X 是 Y”構式具有雙重語義推導

作用。觀察下面例子在形式語義學方面的特點：

（15）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a 比得我是你？

b（我）買衣服，我不買 S 碼。

c∀P1,∃P2[P1（= 我買衣服）→ P2（=

我不買 S 碼）]

d∀e[ 買（我，衣服，e）→ ∃e´[ 不

買（我，S 碼，e´）&M（e´）=e]]

（15´）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a 比得我是你？

b（我）和你比，我不如你瘦。

c∀P1´,∃P2´[P1´（= 我 和 你 比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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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我不如你瘦）]

d∀e[ 比瘦（我，你，e）→ ∃e´[ 不

如（我，你，e´）&M（e´）=e]]

A. 從“比得 X 是 Y”前省略的句首話題小句的

語義來推導事件的頻次與結果，例（15）“比得我

是你”側重於“如果我買這件衣服的話，我不買 S

碼”，（15b）是“比得我是你”語義轉寫後的基

礎形式，（15c）是抽象的邏輯形式，（15d）則是

基於事件的語義學運算式。“比得我是你”前省略

了一個預設“我買衣服”，該事件的語義具有周延性，

從一次偶發行為“我買這件衣服不買 S 碼”，推導

出了一個複數性事件“在一定時間段內我買衣服都

不買 S 碼”，事件集合 e´ 中的有關事件（我不買 S

碼）映射到事件集合 e 中的每一個事件（我買衣服），

事件的結果為否定甲的建議。B. 從比較前後項在具

體比較點的持續關係來推導比較的結論和目的，例

（15´）“比得我是你”強調“在體型方面，我不如

你瘦”，（15b´）（15c´）（15d´）分別是“比得我

是你”語義轉寫的基礎形式、抽象邏輯形式和語

義學運算式，事件也具有周延性，從一次性行為“我

這次和你比瘦”，推導出複數性事件“在一定時間

段內我和你比較”，得出的比較結論為“我不如你

瘦”，比較目的為“凸顯差距”。

此外，“比得 X 是 Y”構式統轄的話題小句 P1

與說明小句 P2 之間具有蘊含或合取的語義關係，只

有當前件 P1（= 我買衣服）/P1´（= 我和你比瘦）為

真時，後件 P2（= 我不買 S 碼）/P2´（= 我不如你瘦）

才為真，若當前件 P1（≠我買衣服），而是其他事

件“我買鞋子”“我賣衣服”，後件 P2（= 我不買 S 碼）

為假命題，比較結論“我不如你瘦”自然也不成立。

3.2 構式壓制與語境壓制的互動表現

王寅（2009）認為當詞匯義與構式義發生“語

義衝突”或兩者不相容或誤配時，潛在性句法環境

就會產生一個“壓制因素”，對詞匯義產生強制性

影響。現下“壓制”的含義已經擴大：只要是對語

句的結構、意義和用法起主導性和關鍵性作用，並

迫使他者作出適當調變的現象都可以稱作“壓制”。

“比得 X 是 Y”構式歸根結底是一種主觀評價方式，

帶有回應方強烈的主觀印跡，具有特定的情感傾向，

潛在的語言環境會壓制構式意義的識解，構式的語

用意義也會對語境和構件起制約作用。例如：

（16）a 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比得上你這麼瘦？

� *b 甲：這個衣服好看，你試下子。S 碼好？

乙：比得我是你？我哪比得上你這麼胖？

（17）a 甲：你人緣真好，個個都納得你。你人緣真好，

大家都喜歡你。

乙：比得我是人民幣？我哪比得上人民幣？

        *b 甲：你人緣真北，沒幾個人納得你。你人

緣真差，沒幾個人喜歡你。

  乙：比得我是狗屎？我哪比得上臭狗屎？

例（16）是語境壓制構式的例子，在特定語境

中只能推導出與語境匹配的構式意義，而能自動消

減不相容的語義解讀。例（16）甲出於善意為乙的

衣服尺碼提供參考建議，即使甲提出的尺碼並不合

適，乙的否定性答覆也應顧全甲的感受，以委婉、

含蓄的方式作答。從認知角度，“瘦”符合人們的

審美需求，當甲確實體型修長時，例（16a）“比得

我是你？我沒你這麼瘦。”迎合了甲的心理和面子，屬於

認知可接受範疇，自然能進入該對話語境；反之，“胖”

一般不符合人們的審美，當甲體態肥胖時，例（16b）

“比得我是你？我沒你這麼胖。”直陳甲“胖”的事實是

不禮貌、不尊重他人的行為，與上文友好語境不相

容，不能成立。例（17）則是構式壓制語境的範例，

構式能夠管控與其適配的語境以及入句的構件。“比

得 X 是 Y”構式中，當比較主體為第一人稱時，一

般自陳與比較對象（具有優勢、積極地位）的差距，

主動表達“不如 /不比”的狀態，往往帶有戲謔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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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不會冒犯他人，是以如例（17b）“你人緣真北，

沒幾個人納得你。”一類不友好的表述不能作為“比

得 X 是 Y”構式的前提語境，“狗屎”之類非優勢、

顯赫地位的事物也不能作為比較對象。

3.3“比得 X是 Y”構式具有反預期功能

吳福祥（2004）認為話題中所包含的信息量不

同，一般來說，預期信息＜中性信息＜反預期信息，

反預期信息中承載了更多的信息量需要更豐富的語

言形式來傳遞。因此，反預期信息往往會借助否定、

移位、重音等形式來表現。相原茂（1992）提出“不比”

句這種否定句式是常見的反預期類型，在對話語境

中對發起方所持有的看法、意見進行否認或辯駁，

這類形式通常具有反預期的功能。從該角度看，“比

得 X 是 Y”構式具有明顯的反預期功能：“比得 X

是 Y”的前文語境陳述的是一種常規的、普適的情形，

多表現為中性信息或預期信息，往往可以轉述為“VP/

AP，對不對 / 好不好？”在發起方的主觀預設中，

回應方贊同某種觀點或發生某種行為的可能性很高，

處於可預期等級尺度的高端。然而，“比得 X 是 Y”

構式卻表示“不比 / 不如”之義，是對發起方觀點或

建議的否定，與上文預設相悖，通過預設與回話的

強烈反差來達到強調的目的，體現回應方的主觀態

度和情感。例如：

（18）甲：走哇，一起去上街曼。走呀，一起去逛街嘛。

乙：比得我是你？我還要回家弄飯。我哪能

跟你比？我還要回家做飯。

（19）甲：這個計劃書我急到要用，晚上加個

班吭！這份計劃書我急着要用，晚上加個班吧！

乙：比得我們是騾子？我們哪能跟騾子比？

例（18）甲認為乙與自己一同去上街的可

能性很高，在句中使用了表示祈使意味的語氣詞

“哇”“曼”，期望得到對方肯定的回答，該句表

達的是預期信息。乙通過“比得我是你”反預期形

式進行否定回答，並進一步說明拒絕的理由。例（19）

甲認為有急事加個班是很正常的，回應方應該會認

同自己的提議，具有較高的心理預設。乙通過“比

得我們是騾子”構式對甲的提議進行反駁，說明希

望按時下班，不要超負荷工作的心理，具有反預期

的作用。

四、“比得 X 是 Y”構式形成的理據

構式的意義不能從構成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構式

中完全推導出來，但構式的由來仍具有一定的理據

性。Lakoff(1987) 提出了“最大理據性原則”：如果

構式 A 和構式 B 在句法上有聯繫，當構式 A 和構式

B 在語義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聯繫時，構式 A 系統

的存在是有理據的。Goldberg（1995）指出構式系統

中處於各層級的表達形式可通過“傳承性”連接起

來從而形成了一個傳承性多層結構，信息的傳承方

向性是：更為具體的下一級構式從更加概括的上一

級構式傳承有關句法特性和語義信息。

4.1 古漢語泛比“（X+）比 +Y+W”的形式

變化是構式產生的根本原因

根據對古漢語語料、西南官話及周邊方言調查

材料的分析，“比得 X 是 Y”構式應來源於古漢語

泛比“（X+）比 +Y+W”的形式變化。黃曉惠（1992）

認為“比”字進入比較句很難突然就有差別，表差

比的“比”字句應該經歷了一個泛比的階段，可以

涵蓋比較範疇的三級狀態（平比、差比、極比）。

古漢語泛比句“（X+）比 +Y+W”出現於漢魏六朝

時期，W 用於陳述比較主體 X 與比較對象 Y 相比的

結果。石鋟、馬碧（2020）指出“比”字比較句最

初就是連動句，“差别”之義不是“比”带來的，

而是比較主體、比較對象、比較參項與構式搭配後

通過重新分析獲得的。例如：

（20）周顗比臣， 有國士門風。 （南朝 •  劉義

慶《世說新語 • 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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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漢 • 

趙岐《三輔決錄》）

明代是漢語比較句演變的過渡期，舊式比較句

和新式比較句同時共存，出現了動詞和助詞做比較

標記的比較句（石鋟、馬碧 2020）。表差比的“比”

字句就是明代出現的（黃曉惠 1992）。明代比較句

中的“比”還是一個介於動詞和介詞之間的語法成分，

兼有動詞和介詞的語法特性。例如：

（22）原來玄武爺比着三茅祖師還大几級，不

是個對頭。（明 • 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十回）

（23）又攜酒到對門樓上，眾人不敢陪，只是

十八兄自飲。算來他一個吃的酒肉，比得店中五個人。

（明 • 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三）

（24）又摔鈸響，各押陣大旗收回，先立為

長一字陣之表，比先出一字稍加稀闊，左右營橫離

一百步。（明 • 戚繼光《紀效新書》卷八）

對於贛州西南官話的成因學界尚有爭議，但無

論是“人口背景說”“衛所制說”，抑或“王陽明

推廣說”，這些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在明代前後，

贛州官話的基本面貌也奠定於這一時期。因此，明

代官話“比”字句的使用情況直接影響了贛州方言，

“比”表泛比的意義在贛州方言中保留了下來，並

逐漸分化為表“差比”的“X+ 比 +Y+W”和“X+W

（+ 過）+Y”等形式和表“泛比”的“X 比 Y”形式。

4.2“比得 X 是 Y”構式的反問用法是否定

意義出現的直接誘因

贛州方言的“X 比 Y”初時只有肯定性泛比義，

構式的否定差比意義應是從其他句式傳承而來。據

古漢語語料，表否定意義的相關形式主要有“X 不

比（得）Y”“X 比不得 Y”“X+ 疑問詞 + 比（得）

+Y”反問形式三類。例如：

（25）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蝸居，

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敞風涼。

（明 • 馮夢龍《喻世明言》卷一）

（26）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

便有寶貝。（明 • 吳承恩《西遊記》三十八回）

（27）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腳。長

掌開闊自然鬆，怎比短拳多緊削？（明 • 吳承恩《西

遊記》五十一回）

否定程度由低到高依次為：不比（得）＜比不

得＜ X+ 疑問詞 + 比（得）+Y。“X+ 疑問詞 + 比（得）

+Y”這類反問形式產生時間較晚，可以以反問肯定

形式表示否定意義，比較前後項逐漸由具體事物演

變為抽象人稱，從指物虛化為言事，口語性有所增

強。故“X+ 疑問詞 + 比（得）+Y”反問形式與“比

得 X 是 Y”構式的句法和語義關聯性最強，是該構

式否定話語功能的來源。

其後“X+ 疑問詞 + 比（得）+Y”在口語語境

中進一步簡化整合。“疑問詞”省略，儘保留句式

的反問語氣。為了凸顯比較功能，比較標記“比”

提前置於句首，並在比較主體 X 與比較對象 Y 之間

嵌入關係詞“是”，將比較前後項連成一個統一的

整體。結構助詞“得”又將比較標記和整合後的“X

是 Y”重新連接起來，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構式“比

得 X 是 Y”。具體演化路徑為：X+ 疑問詞 + 比（得）

+Y ？ → X 比（得）Y ？ → 比得 X 是 Y ？ 

五、結語

贛州方言差比評價構式“比得 X 是 Y”的構式

性質為：以反問肯定形式表達否定的觀點或態度，

具有隱性否定意義，回應方通過引進一個量級更高

的比較對象來否定比較主體的極值特徵，突出“X

＜ Y”的顯著差距，使得比較主體和比較對象之間

具有了程度上的遞進關係。

綜觀贛州方言的差比句，“X+ 比 +Y+W”形式

是漢語方言中分布範圍最廣的一類差比句，普遍存

在於官話方言和南方各漢語方言中。“X+W+（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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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形式也是漢語方言裏差比句的優勢句型，多見

於非官話方言區。李藍（2003）研究了八種差比句

在現代漢語方言中的使用情況，贛州方言裏除“比

得 X 是 Y”外的三類差比句，與西南官話多數方言

點一致，反映出鮮明的西南官話方言島的特色。據

Dryer (1992 )，如果不計比較標記，那麼在他所統計

的 32 種 VO 語言中，有 31 種是“形容詞 + 比較對

象”，36 種 OV 語言中，有 29 種是“比較對象 + 形

容詞”。中古漢語的比較句以前也是 VO 型，如“霜

葉紅於二月花”，後來變成 OV 型的“霜葉比二月

花紅”。從類型學視角看，贛州方言的“比得 X 是

Y”構式與“X+W+（過）+Y”形式都體現出 VO 型

語言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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