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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西省平定县作为晋语区的一部分，其中虚词“咾”“啦”“了”具有其各自的特点。文章从语法切入，

探究三者各自的语法功能异同及在语法功能相同的情况下各自的语义语用异同。在分别论述之后，对三

者用法的进行对比区分，以探究其相同与差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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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ngdi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is a part of the Jin dialect region. The function word “lao, la, l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tarting from gramma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
ference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among the three words and their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imi-
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under the sam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fter the discussion, the three 
usages are compared and distinguished to explor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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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平定县位于山西省中东部，隶属阳泉市，处于河北、山西交界之处；就方言区划分而言，平定县属

晋语区大包片，其方言语音语法符合晋语特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1]) 
平定方言中，“咾”“啦”“了”可大致对应普通话的虚词“了”和“呢”。对于虚词“了”在普

通话中的用法，有观点认为应二分，也有观点认为应三分。本文采用二分法，即普通话中的“了”可分

为句中的“了 1”和句末的“了 2”，以此为基础来分析比较山西平定方言中“咾”“啦”“了”在句子

当中不同位置、在不同语境下，在语法、语义方面自身使用情况及对比后的异同比较来谈论平定方言中

“咾、啦、了”的用法。本文对于虚词的用法，主要参考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虚词例释》[2]、黄廖版

《现代汉语》[3]、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八百词》[4]以及邢福义先生《汉语语法学》[5]等著作。 

2. 咾 

“咾”在平定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虚词，在日常对话中常常出现在句中，此时其词性为动

态助词，一般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的实现，具体用法如下。 
(一) 用在连谓句中前一组谓语结构的动词后面，表示谓语动词代表的动作行为完成之后再进行下一

组谓语动作行为，例如： 

(1) 我吃咾饭再走。(我吃了饭再走。) (括号内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述，下同) 

(2) 我吃咾饭就(音骤)走。(我吃了饭就走。) 

(3) 我吃咾饭才走。(我吃了饭(以后)才走(的)。) 

(二) 用在动词重叠式之间组成“(动+咾+动)+宾”结构，表示动作行为持续时间的短暂，且动作行为

已经完成，例如： 

(4) 他看咾看表。(他看了一下表。) 

(5) 我试咾试新鞋。(我试了试新鞋子。) 

有时，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并不一定是短时的，但在对话中的关注点不在于用时长短而在于施事者

进行过动作行为本身，则仍可以使用这种结构： 

(6) 今儿早起我跑咾跑步。(今天早上我跑了跑步。跑步时长不定) 

(7) 问：“你前晌做甚来？”(你上午做什么来着？前晌，指早晨后到中午前的上午时间段) 

答：“看咾看电视。”((我)看了看电视。) 

(8) 上曰月我坷检查咾检查身体。(上个月我去检查过身体，曰，“一个”的简省) 

这种情况下，若说话人有意(或习惯上)表明动作行为并非瞬时动作，但自身进行时间相对较短，则会

在“动+咾”结构之后接表示时间较短的时量短语“趟儿”(与普通话中的“一会儿”类似，数词一已省

去)，则上述例(6) (7)可以表述为： 

(9) 今儿早起我跑咾趟儿步。(今天早上我跑了会儿步。) 

(10) 问：“你前晌做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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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看咾趟儿电视”((我)看了会儿电视) 

但是例(8)的表述却不能改成此类形式，因为“检查身体”相对来说用时较长，更重要的是施动者并

不能自行将检查时间设定为短时。 
由此，则知平定方言中“动+咾”结构后的宾语还可前加数量短语，再如： 

(11) 我夜来坷咾回医院。(我昨天去了一次医院。夜来，昨天；坷，去。) 

(12) 上曰礼拜连上咾两天夜班。(上个星期连着上了两次夜班。) 

除了在陈述句中用“咾”，在疑问句中也可以用“咾”，如例(1) (2) (3)改为疑问句，则是： 

(13) 我吃咾饭再走哇？(我吃了饭再走吧？) 

(14) 我吃咾饭就(音骤)走哇？ 

(15) 你吃咾饭才走的？ 

平定方言中，“咾”也有用于句尾的情况： 
放在无宾语的动补短语之后，表示说话人主观上表示将完成某动作行为，此时“咾”为助词兼语气

词。 

(16) 我能给你弄好咾。 

(17) 等我吃完咾。 

此时，以“咾”结尾的陈述句，其语义多指向尚未完成的动作行为，往往代表了说话的某种担保、

承诺、安排等。在对话中，若出现句法成分省略的情况，则“咾”与“啦”便具有了区分句意与时态的

功用，如上例(17)，在对话中常常会简省为“我吃完咾”，而“我吃完啦”也同样可以单独成句，此时，

二者形式上的区别就在于句尾，意义上前者表示尚未吃完且将要吃完(“吃”这一动作正在进行)，而后者

则表示已经吃完(“吃”这一动作已停止，可以是刚刚停止，也可以是停止了一定的时间，具体情况需结

合语境)。二者具体的区别将在下文细说。 
当“咾”用于疑问句句尾时，同样的意思可以有多种形式的问法，甚至也有双咾句。为便于理解及

体现对话的日常性，举日常用餐时语句较为简略的对话语境，试看以下例句： 

(18) 你能吃咾？ 

(19) 你吃咾呀吃不咾？ 

(20) 你吃咾咾？ 

三种问法均为问话人询问能否吃完(自己的餐食)，答话人就这一问题一般均会回复“吃咾(肯定回答，

吃得完)”或“吃不咾(否定回答，吃不完)”。 
例(18)中的“咾”，其功能更接近于动词，具有“完备、完成”意，在句中充当“吃”的补语。例(19)

中，“V 咾 V 不咾”构成正反问句式，“咾”仍然具备实词性质。例(20)中，“咾”双用，但是二者有

区别：前一“咾”用法与(18) (19)相同，而后一“咾”的用法含义更侧重于表明语气，实际上，在平定方

言中，类似“咾”连用的疑问句，质疑的语气相对要更为强烈，往往是提问者对答话人可以完成问题中

的动作行为表示怀疑，因此提问以向对方确定；答话人的回复中同样也可以出现“咾”连用来强调肯定

语气。 

3. 啦 

“啦”在平定方言中，多用于句尾，主要用作语气词，有时是陈述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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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会儿就(音骤)回来啦。 

(22) 我干起啦。(我干完了。) 

有时是疑问句： 

(23) 嗯妈回来啦？(你妈妈回来了吗？嗯，第二人称代词“你”) 

(24) 干起啦？((活)干完了？) 

此时，“啦”在句尾，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既可以是已经完成的行为或，也可以是将要实现的事

实，但是均为说话人所述情况客观上确定已经(或即将)实现，而非说话人主观上的承诺，重点在于动作行

为本身。 
上述疑问句，还可以补充成分，改为下面的形式： 

(25) 嗯妈回来啦没有？ 

(26) 干起啦没有？ 

此时，“啦”已不具备句尾语气词的作用，而成为句中的助词，“V 啦”加“没有”构成正反问，

问句正面是问话人假设已经实现的情况事实，加“没有”表示对自身假设的否定。 
类似的问句，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在一个问句中同时出现了“咾”和“啦”两个词，例如： 

(27) 买咾菜啦？ 

(28) 嗯孩上咾学(音校)啦？(你的孩子上学了吗？) 

(29) 嗯孩坷咾学(音校)房啦？(你的孩子去学校了吗？学房，平定方言中指本地的学校) 

在这样的问句中，“咾”仍然为动态助词，置于动词之后宾语之前；而“啦”则着重表示疑问语气(在
对话中，煞尾的“啦”调值抬高，读音加重，以表示疑问语气)。这种情况，可以用于对话双方事先有过

约定、问话人向对方询问是否达成的语境下(如例(27))，也可以用于问话人向对方询问问句当中主语的情

况(如例(28) (29))。对比三个问句来看，本质上都是将动宾短语拆分开来，插入“咾……啦”，构成“动

咾宾啦”形式，以确定动作行为是否完成。但是，就语用角度来看，三者却有区别：前两句同样的双音

节动宾短语中插入“咾”，前者暗示了对话双方是有约定在先的，而后者问话人并不知情，即并未约定

“孩子上学”这一事件，问话人只是在闲谈等环境下随意发问。 

4. 了 

平定方言中的“了”使用条件相比前两个词而言较为狭窄，其读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了(le)”基

本相同，但含义同普通话的“了”及上文的“咾”“啦”却有不同。它出现的位置一般位于句末，主要

有三种情况： 
在对话中，置于助词“恁(有些文献写作‘棱’)”之后，作补足句子的语气词，整句话表示正在进行

某一动作行为，例如： 

(30) 问：你回来啦没有？ 

答：道上(路上)走恁了。((我在回去的)路上走着呢。) 

(31) 问：你吃咾饭啦？(你吃了饭了吗？) 

答：正吃恁了。(正吃着呢。) 

从上述例句与普通话的对应来看，句中的“恁”相当于普通话的动态助词“着”，“了”相当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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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的语气词“呢”。 
有时在问句中也用“了”来询问某事是否正在进行或某人、物的行为或状态正在持续： 

(32) 嗯爸上班了？(你爸爸(正在)上班吗？) 

(33) 外头还下雨了？(外面还在下雨吗) 

2. 询问或陈述一种一般性的现象或事实时，作句尾语气词，例如： 

(34) 问：有太原到北京的车了？ 

答：有了。 

(35) 天气预报说明儿下雨了。(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 

这种情况下，“了”位于句尾，句子的区别不在语法上，而在语气和语义上，例 中的回答是根据实

际情况表示现存才用“了”，若“有太原到北京的车”这一情况在对话当时不成立，或者说仅为过去曾

有的情况，则不能用“了”表示肯定，而是回答“有来”或“有来来”并补充说明已停运。不过，由于

口语表达的灵活性，问话和答话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对话的实质意义只能在当时由对话双方把握理解。 
3. 用于句尾，询问或描述即将发生某事，所描述的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与上一情况是同类型用法，

即表示询问或陈述某一事态或状况语气： 

(36) 问：你今儿黑夜回来呀不？(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答：回来了。((我)回来呢。)(肯定)/不回来，上夜班了。(否定) 

(37) 问：你明儿还上班了？ 

答：上了。(肯定)/不上。(否定) 

这种情况下，问话人向答话人询问将来要发生的状况，做出肯定答复时，答话人用“了”表示肯定

的陈述语气；而作否定回答时，可用“不 V”来表示。 
有时，问话人并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询问，而是在已大致了解或做出推测后向答话人确认，此时

问句“了”后加语气词“哇”使语气由询问转向求证，答句格式不变，例如： 

(38) 问：你今儿黑夜回来了哇？(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答：回来了。((我)回来呢。)(肯定)/不回来，上夜班了。(否定) 

(39) 问：你明儿还上班了哇？ 

答：上了。(肯定)/不上。(否定) 

5. “咾”“啦”“了”异同对比 

5.1. 语法 

综合上文论述来看，平定方言中的“咾”有助词和语气词的用法，区别主要在于位置上；“啦”“了”

的主要用法是作语气词。与“啦”相比，“咾”可以置于动宾短语之间作助词，而“啦”做动词之后的

语气词时，动词后面则不带宾语或宾语省略。例如上文例句所示，可以说“吃咾饭”，但是不能说“吃

啦饭”。而不带宾语的“吃咾”和“吃啦”在语法上均成立，区别只在语义上；这时，“咾”和“啦”

也同时在句尾或动词性短语之后兼有助词和语气词两种词性。 
当三者做语气词时，也是有位置上的差别。句中动词后无宾语时，动词后“咾、啦、了”都可接，

这种情况一般是用于答语，动词加语气词结构直接成句。当动词后有补语时，则只能用“咾、啦”而不

能用“了”，例如可以说“我干起咾”或“我干起啦”而“我干起了”不成立。相反，若动词后直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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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再加语气词，则一般情况下只用“了”而不用“咾、啦”。特殊情况下，如表示“坷(去) + 处所”

时，可以省略动词后的助词直接用“动宾+啦”，如上文例(29)“坷咾学房啦”也可简说为“坷学(音校)
房啦”而不影响对话。这当为当地方言约定俗成的表达形式。此外三者均可与其他语气词连用以确定或

加强语气，如“咾哇”“啦哇”“了哇”。 

5.2. 语义语用 

此处主要谈论三者各自的辨义功能。 
在同样的语法结构中，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不同的语境，此时对于三者的选择会影响到话语

的语用含义。 
“咾”“啦”“了”同样直接跟在动词之后作语气词，“咾”表示动作行为尚未完成，或说话人的

愿望期许尚未完全实现；而用“啦”则表示已经完成或实现。例如上文例“吃咾”为疑问语气时，表示

问话人询问听话人是否能吃完食物，此时对方尚未吃完甚至未开始吃；为陈述语气时，则表示说话人主

观上认为可以吃得完，但说话当时仍未吃完。“吃啦”为疑问语气时，表示问话人询问对方是否已经完

成吃这一动作，并不侧重是否将餐食吃完；为陈述语气时，则表示已经完成吃这一动作，即“吃过了”。

而“吃了”为疑问语气时，侧重询问是否还继续进行吃这一动作或某食物是否还要保留下来以备将来继

续吃；作陈述语气时，可用于回答以上两种问题，表示仍要继续。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否定答语

分别为：吃不咾；没有(吃完了)；不吃啦。 
此外，对于话语的时态方面，三者也有细微的差别：“咾”着重表示现在或将来，则询问或陈述过

去的情况时不可用；“啦”着重表示过去(即已完成)，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描述将来要发生某事也可以用，

比如“我一会儿就(音骤)回来啦”，而一般情况下不用于正在进行(“咾”有暗指正在进行，即将完成的

含义)；“了”如上文所言，在描述一般性事件时无所谓时态，对话中描述动作行为时则侧重正在进行或

将要发生。 
下面列表对三者的差异进行综合概括。见表 1。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usage of “lao” “la” and “le” 
表 1. “咾”“啦”“了”用法对比 

 词性 位置 时态 

咾 助词 可用于无其他成分的动宾之间， 
不能直接用于无助词动宾短语之后 

侧重将来，不能用于过去， 
可用于正在进行 

啦 语气词 少数情况可用于无助词动宾短语之后 侧重过去，也可用于将来， 
不能用于正在进行 

了 语气词 不能用于动词和宾语之间 过去、现在、将来均可用 

 

6. 结论 

综上，平定方言中，“咾”“啦”“了”是三个不同的虚词，但是三者并非是平行关系，而是有相

似、有交集的。和普通话相比，“咾”“啦”整体结合来看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了 1”和“了 2”，但

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彼此交错、各有相似与分工；“了”则更与普通话的语气词“呢”相近，但

在具体语气感情下又可对应普通话的其他语气词。本文只针对三个词语各自独立的用法略加描述，至于

它们和其他虚词结合的情况，上文虽有提及，但具体用法仍待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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