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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了 1 ” “了 2”的辨别问题

一一以方言的发音为依据

山下辉彦

50年代的现代汉语方言大普查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方言字音和方言词汇

的资料，使我们对整个汉语方言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近年来的方言调查报

告除了对某些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进行全面调查以外，很多报告更

深一步地介绍了方言中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例如，普通话的指示词是两分

法的，但是部分方言却J}t阿尔泰系语言类似，是三分法的等等问题。笔者曾

经对此问题进行过一次浅浅的调查。 I）我们对方言的研究调查开始从量向质的

方向友展。

方言的语法有与普通话共边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最近笔者友现很多汉

语方言中表示动作完成的助词 也就是动词后面的“了”与句尾的“了”

语音形式不同。

从用法上看方言的这两个“了”与普通话完全对应。而普通话中两个

“了”的友音完全一样，笔者发现有的语法书对两个··了”的分析不能令人

满意，因此试图在从句子形式上进行分析之后再用方言中语音上的区别作为

区别普通话中两个“了”的左证。

1 .现代汉语表示完成一般使用两个助词：动词后面的“了”和句尾的

“了”。朱德熙在《汉语讲义》中认为这是音同字同但是意义不同的两个

词。说： “语气词·了．和动词后级 a 了’同形。凡是在体词后头出现的

‘了’只能是语气词，不可能是动词后圾。” 2)

对于这两个助词的用法，已经有很多人加以论边。其中比较详细实用的

走《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3) （以下简称《实用语法》）。但是该书的分类方法

有值得商榷之处，在此先把令人感到有疑问的地方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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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了”的分析，《实用语法》认为它是“动态助词”， “表示

动词的某种语法意义，主要有·了’、 ‘着．、 ．过’。” “按功能与结构

特点的不同， ·了’又分为两个‘了 1 ＇、 a 了 2 ’。” 4)

1）十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参观，了一个幼儿园。

2）传说一年冬天，某村附近来了一只大老虎。

3）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

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4）解放后，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劳动人民成了国

家的主人。

5）那个电影我昨天看了。

《实用语法》中把动词后面的助词称为“了 1”，说明是：表示动作的完

成，只出现在动词后0 5) 

《实用语法》中对于句尾的助词，书中的说明是···了 2. 多位于句末，

．．．主要情沉友生了变化，还有成句、表达语气的作用。”所举的主要例句如

下：

6）上课了，快进教室。

7）快上课了。

8）今天的作业写完了。

9）你身体不好，以后别｜喝酒了！

10）那酒有毒，小心别叫人喝了！

11）等你的病好了，我们就离开这个城市。

《实用语法》在说明 H 了 2”的用法时，谈及到··了 2”的位置说：

．．了 2’一般在句末，它不可能出现在宾语前头，但可以出现在其他某些语

言成分之前：

(1 ）‘了 2 ＇可以位于某些表示引中意义的复合趋向补语前：

12）群众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

这句话的意思与下面的句子完全一样：

13）群众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

这是描写性的句子，不能用‘了 1 ’，所以两个句子中的·了’ 都是

(70) 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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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 （中略）

(2) .了 2 ＇可以位于语气词以及正反疑问句的·没有·． ．是不是·等

之前：

14）十五年过去了，五个孤儿成长得怎么样了呢？

15）女儿笑了： ·是给别人干正事了？花就花了吧。

16）上课了没有？

17）这个孩子长高了是不是？ @ 

在谈及如何区分．．了 l ，’牙口

其中一条说可以“用于某些形容词作谓语或结果补语的句子，这时这些形容

词都表示不合某种标准，这个·了’也是·了 2 ’” 7）这里举了一个如下的例

句：

18）这双鞋大了一点儿。

2. 对于“了”的分析，《实用语法》分析得有些烦琐。关于这一点，吕叔湘

先生也曾在该书的序文中这样写到： “例如用二十页的篇幅讲‘了’字的用

法， ‘了 l ’分五大项二十二小项， ‘了 2 ＇分七大项二十八小项，就不免有

些烦锁，不使记忆。诚然， ．了’字的用法是复杂的，但是能不能在材料的

r 组织上想点办法，执简以驭烦呢…….. 8）就笔者很不成孰的想法来看也有同

感，而且笔者觉得有几个地方似乎分得过细，反而令人难懂甚至会造成误

会。谨将所感到的几处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1 ）《实用语法》把“了”分为“了 1 ” “了 2＂是中国语法界一般的分法，从

功能上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用语法》中说，： “动态助词表示动坷的

某种语法意义，主要有‘了·、 ‘看’、 ‘过·。按功能与结构特点的不

同， a 了’又分为两个： ·了 1 ’、 a 了 2' 。.. 9）就是说把“了 1…·了f 同称

为“动态助词”，而且与 H 着” ．．过”同列，笔者认为这不太合适。因为

“了 i ＂可以这样分，但．．了 2”的用法与“了1”大不相同，不应该分在一

起。

如上所边，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把“了 l ”看作动词后缀，对于

“了 2”则看作是“和动词后级·了’同音的语气词”。这样分法是比较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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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i" ．．了 2＂的用法的，容易使人接受，因此其他许多语法书也一般这样

分析。不知道《实用语法》为什么要把两个“了”都分析为“动态助词”。

《实用语法》在对“了”下出定义以后，作为“了 1”的用法举出了本稿

中所引用的例句 1）到5）。对于 1）到4）属于“了 1”的用法这种分析方法，一般没

有异议，但是说例句 5）是“了 1”，笔者觉得有必要商榷。因为例句句“看

了”的“了”既在动词之后，也在句子末尾。说它是“了 l”有问题，说它是

“了 2”也有问题。一般把这种情沉的．．了”看作是“了 1 ” “了 2”的融合体。

10）关于这一点笔者准备在下文中再详细讨论。

。）《实用语法》在论述“了 2”的用法时所列举的例句 6）到 13）中，《实用语

法》认为例句9）与例句 10）同属于“了 2”的用法，但例句 9）的“了”是表示

“曾进行过或打算进行此种动作，劝阻动作友生”，而例句 10）则表示“提醒

不要·喝掉’”。例句 9）重音在“别”上，例句 10）重音在动词上。 11）关于这

一点笔者认为应该把例句 10）的“了”分析为“了 i＂，详细论据容下一节阐

述。

(3 ）例句 1 1）是《实用语法》认为“·了 2. 也与动作进行的时间无关”，作为

“了 2”的用法举出的例句。 12）笔者认为这种分类也是欠妥当的o 因为在这个

句子里“等你的病好了．．部分是分句，整个句子没有完。我们可以跟下一个

例句作比较：

我的病昨天好了。

在这个例句中．．了”在句尾，意义已经完结，这里的“了”才可以看作

“了 2”。但是11）的“了”没有在句尾，并不表示某种语气，不应该分析为

“了 2”。类似这样的句子在汉语中常常连逗号也没有，语气连贯在一起，不

可能在前半句的地方截断。因此这里的．．了”只能看作是动词后面的

“了”。同样的形式，如果语气意义不太紧滇，可以看作两个并列句子的，

前面分句的“了”可以看作“了 2＂。例如《实用语法》中的如下例句：

火车停了，旅客们走出了丰厢。

在这个句子中前面的分句的“了”可以看作“了 2”。因为前半和后半是

独立的，完全可以分开形成两个句子。 “火车停了”是已经形成的事实，句

子可以结束。但例句 11）则不同，例句 11）的两个分句不能分割，前半是不能就

(72) F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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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束的。

3 .上面阐述的是分析助词··了”时所发生的一些混乱现象。发生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两个友音完全相同的词。我们在分析普通话时如果遇到

疑问，参考一下方言中与此平行的现象，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问题。

大家知道，表示动作完成的“了”也就是动词后面的“了”与表示语气

的“了”即句足，的··了”在一部分方言中是以不同的语音形式出现的。

例如山西文水话的词尾 H 了”读[lau］，语气助词“了”读口ia]o 13) 

山西临汾话和和平遥话的临汾话的词尾“了”读［lou］，语气词“了”读

[lia］，平造话的词尾“了”读［lo]. “了”读[la］。 14)

以山东省博山方言为例，动词后面的··了”友音是［ lio］，句尾的“了”

友音是［ li坷，请看下列例句：

买了再说。 早就起来了。

买了一本书。 吃了一碗饭了。

但走也有“了”在句足，而友音为［lio］的例句．

Bl.你把这些都吃了 [lio］。 （用B表示博山方言例句）

B2.你可别让他跑了 [lio］。

相反地，虽然在句中．但是有的

B3.他们已经都来了［IiaJ ’我们也得走 [lia］。

B4.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生产量也提高了［lia］，产品成本也降低了

[IiaJ 。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在博山方言中决定“了”的发音是［lio］还是

[liaJ的条件，除了··了”在句中的位置以外，还要看它在句中所表达的意

义o

在上述例句中，Bl、 B2是祈使句，动作尚未开始。普通话的词尾．．了 1”表

示动作的完成，也表示动作未来完成。因此这个“了”相当与普通话词尾的

“了 1 ”。

在B3, B4中， “了”所表示的意义是动作已经完成，对其的一种确认的

语气，也就是说相当于句尾的··了”。这里“了··虽然在句中，但是各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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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是并列的，前一个分句在这里已经结束，用句号来结尾也可以。因此发音

是［lia］。

4. 现在我们就来研讨一下在第 1 节里所举的例句的“了”的分析问题。

(1 ）首先是在第2节中已经提到的例句句。上面已经提到了一般语法书都将这个

例句中的“了’·看作“了 i ＂和．．了 2”的融合体，但是《实用语法》却将它

看作是动词后面的“了 1”。从意义上看它在句尾，应该是“了 2”，而且我

们可以从方言中“了2”的发音上来判断。例句

那个电影我昨天已经看了。

里的“了”发音是［Iia］，这个句子里的“了··在博山话中绝对不会念成

“了 1”的发音［lio］，这就是说，这里的“了”应该分析为“了 2＂。

。）同样地如上所述，对于例句 10）也应该分析为“了 1”。首先看一下该句的

意义。这里的“了”既然是强调“不要喝掉”的“掉”，也就是说是强调完

成，那么就不应该是表示语气的“了2＂，而是“了1”。这里“喝了”的

“了”的发音在博山话中是［lio］，这是“了 1”的发音。

就是说，这里的“了”虽然在句尾．但是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了 1”。

σ）我们再来看一下《实用语法》所说的“了 2 ..可以出现在其他某些语言成分

之前H 的说法是否正确。

例句 12）中的“平静了下来”中的“了”如果象《实用语法》所说的是

“了 2”，那么它在博山话中的发音应该是［Ii剖，但在这种情沉下博山话的发

音一定是［lio］。而例句 13）中“平静下来了”的“了”在博山话中发音走

。ia1 再举几个博山话的例子：

BS. 人们都从屋里走了出来。。io]

B6. 人们都从屋里走出来了。。ia]

B7. 他喝了一口水，就继续说了下去。［lio]

B8. 他喝了一口水，就继续说，下去了。［Iia]

B5.B6.是复合趋向补语的例句， B7.B8.是复合趋向补语表示引仲意义的

例句。在博山话中， “了”的友音没有因为趋向补语有无引仲意义而有区

别。友音的不同是由．．了．．的位置来决定的。

(74) ←283一



但）《实用语法》在说明这些都属于“了2”的时候还举出了下面的一个例句：

村上的男女老少接过他们的行李，一边给他们烧水做饭，

一边和他们亲切地谈了起来。 15)

《实用语法》认为“这个句子表示出现了新情沉一由未交谈到开始交

谈， ·了·不表示完成。” 16）笔者认为这里的··了”应该分析为“了 1＂，这

是因为这里可以把“起来’·分析为开始的意思，这个“了 1”表示完成，不是

表示谈活动作的完成，而是表示“开始”这一动作的完成。

σ）另外，《实用语法》的所谓可以在“了 2”后面加“没有”， “是不是H

等， I?) (P.223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例句 17）中“是不是”前面的“了”是

“了 2”外，例句 14)15)16）中··呢” ．．吧” “没有”前面的“了”都应该看作

是“了 1”。对于这一点其他教科书好象也是这样处理的。比如《实用汉语课

本》 18）是把“吗” “没有”前面的··了”作为“了 1”来处理的。在说明“～

了没有”句·型时，进行了如下说明：

··动作完成的正反疑问式常用·．．．了没有’

电影开始了没有？”。 19)

这段说明是在表示完成的“了 1”的项目之下的。

“是不是”前面的“了”是“了 2”这一点是正确的 因为“是不是”可

以跟前面的“了”分开。也就是说， “是不是”是附加的部分，这个 H 了”

是这个句子的句尾 因此是句尾的．．了”。

如例句 18），《实用语法》认为“了 2”后面可以加“一点儿” “一些”等

表示程度的补语。这一点也好象很难理解。《中国琵η语法句话》 20）中在介

绍动词的后直成分时提到了“了”，采用了与例句 17）完全相同的例句。就是

说该书也把这个“了”看作“了 l .. 0 

4.1如上所述，《实用语法》在分析··了 1”和“了 2”的时候处理方面有些地

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在进行语法分析时，应该以结构为第一标准，对

于结构不能解决的再通过意义来分析，或者在特殊情沉下利用意义来进行辨

别。不然的话，语法分析会变得规则难寻，或者规则太烦琐。这一点一般语

法书把“了 2”的固定在句尾看来是不无道理的。这样使语法规律简洁，容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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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刘勋宁先生在《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却）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

句尾··了”的来源，可能走出自近代汉语的“了也”，，后来书写方面写成

一个字··了”。 21）他说近代i又语的

2，，的位置相对应O 刘勋宁先生在该文章中还采纳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

的看法，指出“现代汉语的’了 2. 只能处於句尾，有成句的作用， ．．．由

於形式的改变，在元宾语的情沉下， ‘了 i ＇与．了 2＇的位直重合了，但这

两种句式的区别依然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分辨·了 i' .了

2＇的原因所在。.. 21) 

对于句尾助词··了”的来源，潘维桂、杨天戈两位在《宋元时期“了”

字的用法，兼谈“了 H 字的虚化过程》中也认为来自··了也”，说：

·‘了’字表示事态的已然， ‘也．字表示一种确认的语气。两者相加，相

当于古汉语的一个‘矣’字。当发展到“也”字被省略抛弃， a 了也．二字

的两重作用由一个‘了’字单独承担的时候，句未虚词·了’字也就正式产

生了。典型的这种 a 了．，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一、真正处于全句之末，而不是依附于一个动词：

二、必须单用一个‘了’，而不是·了也’连用。” 22)

也就是说，表示完成的助词“了”，是由表示完成的动词“了”虚化交

来的。对于“了 1”发音方面的变化，赵元，任先生认为是由［leau］弱化而来

的。 23）对于“了 2”的发音，刘勋宁先生认为是来自“了也”两个音的连

音， ．．’也’作为句尾轻读弱化，以至于跟前面的音节并合成一个音节”形

成的。 24)

博山话的‘了 2’发音为［IiaJ ，也可以认为是“了也”音节并合而来。也

就是说可以认为是句尾的“了 2 ＇。如果北方各方言之间··了”的用法可以认·

为是处于平行关系的话，我们用博山话“了”发音的不同来作为判断普通话

“了 i" “了 2”也许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通过上述引用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了 2”．的基本条件是要在句尾。起

码北方方言的例子都是如此，那么《实用语法》所举的＂(I ）‘了 2 ＇可以位于

某些表示引中意义的复合趋向朴语前和（2）‘了 2. 可以位于语气词以及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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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的·没有’， ‘是不是’等之前”的两项例外似乎不能成立。因为既

然是语气词，就应该在句子的最后。

笔者以上的看法还很不成熟，也许过于片面，希望各位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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