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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和“把”字句（下）① 

1 李 蓝 LI Lan 2 曹茜蕾（Hilary M. Chappell） 

（1：中国社科院语言所，lilan@cass.org.cn；2：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

hmchappell@gmail.com） 

 

提 要：处置式是汉语的一种重要句式，在标准语、汉语史、汉语方言以及汉语教学领域有很多研究成果。

在标准语的语法研究中，处置式更多的时候被称为“把”字句。在汉语史研究领域，“把”只是处置标记从

“以”、“将”等发展到晚期的一种标记形式，所以，汉语史领域是用“处置式”来指称这种句式。本文先

简要介绍近年来处置式在标准语、汉语史及汉语方言领域的一些进展，然后介绍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处置

式”和“把”字句。根据本文的初步研究，汉语方言中的处置标记有 113 个，比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的文

献资料中的处置标记要多得多，拿持义、给予义、得到义、趋向义、使令义、连接义、助益义、言说义动

词都可虚化成处置标记。处置标记一般是前置的，但也有后置的；多数方言在一个处置句中只使用一个处

置标记，但也有一些方言在一个处置句中使用两个处置标记；一些方言可以省略处置标记，还有的方言可

以省略处置宾语。汉语方言中的“把”字句功能复杂，句式繁多，用法及意义跟标准语、文献资料大不相

同。在一些西北方言里，“把”字是一个提宾标记，没有处置义；在一些中部汉语方言里，“把”字既是处

置标记又是被动标记，此外，汉语方言中的“把”字还有处所、趋向、工具等用法，这些都和标准语及白

话文献中的“把”字句不一样。最后，本文讨论了“把”字句的功能扩展和区域消隐问题。 

关键词  汉语方言  处置式  处置标记  标记关联  “把”字句  功能扩张  区域消隐 

 

借接续上文的机会，这里插两个说明。 

（一）改错。 

（1）第三节“表一”52、65、81 三行“广西富水”应改成“广西灌阳（富水）”。 

（2）“表二”37 行的“广西连县”应改成“广东连县”。 

此两处均承麦耘兄指出，谨此致谢。 

此外，第三节“3.4”的处置式分类有一些修改。修改结果如下： 

以河南浚县这种处置标记与处置句式紧密相关的方言为分类基础，结合其他方言处置句

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点，似可把汉语方言中的处置式大致分成五种。 

（一）强处置句，这种处置句由“（动作性）处置标记+可见对象宾语”构成，动作行为

明显，句子的处置义很强。示例如：把窗户关上。 

（二）一般处置句。这种处置句由“处置标记+对象宾语”构成，句子有明确的处置对

象，但处置义不及强处置句强。示例如：把作业写完。 

（三）对待义处置句。这种处置句由“（方向性）处置标记+（指代词）处置对象+（方

 
① 2007 年以来，笔者与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的曹茜蕾教授合作研究汉语处置式，并于 2007 年，2012 年

两次赴法与曹茜蕾教授及她的研究团队讨论汉语处置式的相关问题，本文为我们的合作研究成果。本文部

分内容曾在语言研究所高研演讲（2008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学术讲座（2012 年

10 月），第四（2008 年福建泉州）及第六届（2012 年四川绵阳）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讨论。

本文第四节“把”字句的功能扩展系应汪化云兄之要求补写，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单列讨论。在上述各次

讨论中，承蒙众多师友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这里一并致谢。 



式性）谓语”构成，主要用来表示用什么方式对待处置对象。示例如：你能把我怎么样？ 

（四）致使义处置句。这种处置句由“处置标记+兼语式处置对象+动结式 VP”构成，

句子有明显的致使义。示例如：这场电影把大家都看入迷了。 

（五）命名义处置句。这种处置句由“处置标记+处置对象+命名义动词+处置结果”构

成，用来给处置对象命名。示例如：大家都把他叫老王。 

 

肆  汉语方言中的“把”字句 
4.1 本节讨论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和上一节不太一样。笔者（李蓝 1998）曾有一个意见：

汉语的虚词（字）有两个聚合关系：一个是字范畴的，同一语法范畴在不同的方言间甚至是

同一方言中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另一个是“词”范畴的，同一个字有多种语法功能。 

事实上，只要是做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和研究，都会很自然地认为一个汉字，尤其是一

具有语法功能的汉字，就是一个调查研究的基本单位。不管是就一个方言来说，还是就某一

字在所有现代汉语方言中来说，汉语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节对

“把”字句采用“字本位”的研究方法，即不管“把”字出现在什么方言，出现在句子中的

什么位置，充当的是什么功能，都将其列入观察分析的范围，在现有资料中尽可能穷尽其用

法和功能。 

4.2“把”单用为动词。“把”单用作动词时有以下几种用法。 

（一）拿握义动词。 

海南海口（陈鸿迈 1996）：把个球着。（拿着这个球） 

（二）携带义动词。 

海南海口（陈鸿迈 1996）：身上把些钱去路上得用。（身上带些钱路上得用） 

（三）派遣义动词。 

安徽芜湖清水话（胡德明 2006）：把人把前门（派人把守前门）。 

（四）把守义动词。 

安徽芜湖清水话（胡德明 2006）：把人把前门（派人把守前门）。 

（五）给予义动词。 

湖北黄冈（黄伯荣等 1996）：你把钱也可以。（你给钱也可以） 

湖南长沙（李永明 1991）：只怕玉生他不肯把钱。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钥匙把小张了。 

新疆乌鲁木齐（王景荣 2002）：我把你一下子。（相当于普通话的“我给你一下子”） 

给予义的“把”还可以用在其他复杂结构中。 

1）用在“V+O+把+O+V”结构中： 

湖南长沙（黄伯荣等 1996）：做双鞋把你穿。 

广东电白旧时正话（陈云龙 2006）：她去送饭把人吃。 

2）用在“V 把+O”结构中：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礼物送把老师。 

江西黎川（颜森 1993）：汝话把渠听。 

广东电白旧时正话（陈云龙 2006）不借把他。| 又拎去卖把人诶。 

湖南益阳（伍云姬等 2009）：李老师交把他一只本子。 

湖南绥宁（伍云姬等 2009）：几送把我一支笔。（他送给我一支笔） 

3）用在“把+O+V”结构中： 

湖北黄冈（汪化云 20004）：他来了，我就把饭吃。 

湖南沅陵乡话（杨蔚 1999）：把它的家里送一点。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菜把猪吃。 



湖南常宁（伍云姬等 2009）：我唱歌把你听。 

4）用在“给+N+把+O”结构中：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给我把个面子。 

5）用在“把+O+V”结构中： 

安徽绩溪（赵日新 2000）：你把我滚出去！| 你把我当心点！ 

6）用在“把+把+O”中，相当于“拿给”。 

安徽芜湖清水话（）：你不吃，败甩得之，你把把我。（相当于“你拿给我”） 

7）“把”字式双宾句。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他把了我两块钱。（他给了我两块钱。） 

8）双“把”双及物结构。 

（1）“把…把…”：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把东西把他。 

江西黎川（颜森 1993）：把本书把我。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他把两块钱把了我。（他给了我两块钱。） 

广东电白旧时正话（陈云龙 2006）：把阿牛把兄弟了。（把牛给弟弟了） 

（2）“把…把得…”： 

湖南长沙（黄伯荣等 1996）：干脆把书把得他！（干脆把书给他） 

（3）“把…拿把…”： 

江西黎川方言（颜森 1993）：把那个东西拿把我。 

4.3 “把”和其他字组成的双音节功能标记 

（一）“把者”。 

“把者”和单用的“把”一样，也是用作处置标记。这种用法见于湖南涟源（陈晖 1999）：

把者扇门关合。 

（二）“把得”。 

湖南益阳（徐慧 2001）“把得”的用法与单用的“把”大致相同。 

1）动词，给：书把得小王哒。（书给小王了） 

2）介词，给予：咯只家伙莫把得他看见。（这个东西别让他看见） 

3）介词，相当于“被”：他把得别个打咖一轮死的。（他被人狠狠揍了一顿） 

4）作连词时相当于“如果是，要是”：他咯不通皮，把我搭他离咖婚好久哒。 

湖北孝感（左林霞 2001）的“把得”只用作被动标记：蛮老实的个伢，把得你教坏了。 

湖北黄冈（汪化云、郭水泉 1988）的“把得”也只用作被动标记：猪把得二伯关起来了。

| 饭把得我吃了。 

（三）“把乞”。 

这种用法见于湖南郴州（张利莹 2006）。在郴州方言中，“把”和“乞”都有“给予”义，

都可单独用作处置标记或被动标记，也可以组合使用，还连用成“把乞”。“把乞”有以下四

种用法。 

动词“给”：钱把乞他了。（钱给他了） 

和“把”套合保用成“把+O+把乞+V”句式：我把钱把乞他了。（我把钱给他了） 

被动标记：他把乞我打了。 

处置标记：我把乞他打了。 

湖南黔阳（孟玉珍 2006）的“把乞”也有四种用法。 

1）给：婆婆的糖都把乞小洪咧。| 

2）构成“把乞+O+V”句式，相当于“给”或“让”：剩饭都把乞猪吃。 

3）假设连词：这种事情把乞我是，早就打他一餐咧。 



4）被动标记：书把乞他撕烂咧。 

（四）“让把” 

“让把”只用被动标记，见于湖南邵阳（李国华：278）：张三让把别个骂。 

（五）“将把” 

“将把”见于广东梅县（黄伯荣等 1996）客家话，这应该是来自标准语的“把”与本地

方言原有“把”结合后产生的复合式双音节处置标记：佢将把这件事话佢知。（他把这件事

情告诉了他） 

4.4 “把”作被动标记。 

湖北鄂东（黄伯荣等 1996）：谷把牛吃了。（谷被牛吃了） 

广东电白旧时正话（陈云龙 2006）：碗把他打烂诶。 

湖南绥宁（伍云姬等 2009）：你莫把电打咧。 

湖南邵阳（伍云姬等 2009）：我把你打了。 

安徽绩溪（赵日新 2000）：个家子把你搞得来个猪窠尔的。（家里被你弄得像个猪窝似的） 

四  “把”作提宾标记 

青海西宁市区（黄伯荣等 1996）：我把你没认得。（我不认识你） 

湖北黄冈（汪化云 2004）：你把这个事莫说了。（你别说这件事了）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我）把他恨倒达。（我一直恨着他） 

湖北黄冈（黄伯荣等 1996）：我把一支笔有了。（我有一支笔了）| 老李把名人成了。（老

李成名人了） 

宁夏同心（张安生 2006）：你把娃咋不带着来。| 他把钱给我没给（他没把钱给我）。| 你

把大话不咧说。（你别说大话了） 

新疆乌鲁木齐回民话（刘俐李 1989）：你把我没认得吗？（你不认识我吗？） 

甘肃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你把老师问了没有？（你问老师了没有？）| 我把这

件事情知道。（我知道这件事） 

甘肃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把酒喝上！（快喝酒！） | 快把车上。（快上车！） 

东干语（海峰 2004）：黑雕气大的很，把狼都不害怕。| 他把回答给给哩。（他已经回答

了。） 

4.5 “把”用在主语前强调主语 

内蒙古呼和浩特（黄伯荣等 1996）：把你当个是咋啦？（你把自己当什么啦）| 把你倒

想那么个了？（你把自己想成什么了） 

陕西渭南（黄伯荣等 1996）：把门不要老闭着。（门不要老关着）| 把壶不要搁到桌子上。

（壶不要放在桌子上） 

新疆乌鲁木齐（黄伯荣等 1996）：把她就伤心的哭的呢。（她伤心地哭着呢） 

宁夏同心（张安生 2006）：把他有啥了不起的！| 把你是个啥嘛！ 

甘肃敦煌（刘伶 1988）：把话不说完我心不安。| 把本事不学下不回来。 

甘肃兰州（赵 浚、张文轩 2002）：把我们算啥哩？功劳是大家的。 

4.6 “把”用作其他功能标记 

（一）表示做事的工具或方式，相当于“用”或“拿”： 

湖北黄冈（汪化云 2004）：我把钱买。（我用钱买）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大锅煮饭，小锅炖菜。| 只有把钱买。 

湖南沅陵乡话（杨蔚 1999）：皇帝把野物皮做毛衣。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我把什么交学费？|大大把黄豆做豆腐。（爸爸用黄豆做豆腐。） 

湖南辰溪（谢伯端 1996）：你把么和我换啊？（你用什么和我换） 

（二）表示助益，相当于“为”或“给”： 



湖南溆浦（贺凯林 1999）：把齐家做事。（为大家做事）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头发抹点麾丝。| 你出去咯时候把我担门关 

好。| 快把我担衣服脱嘎。 

（三）表示代替相当于“替，帮”： 

湖南溆浦（贺凯林 1999）：你把我写封信。 

湖南绥宁（曾常红等 2006）：你出去咯时候把我担门关好。|快把我担衣服脱嘎。 

安徽绩溪（赵日新 2000）：你把渠写封信。| 我人要把渠报仇。（我们要替他报仇） 

（四）表示对象，相当于“向”： 

湖南溆浦（贺凯林 1999）：把你敬个礼，说声对不起。 

（五）表示动作对象，相当于“对”或“对于”。 

宁夏同心（张安生 2006）：我把他还啥不知道着。（我对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甘肃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校长就是把理科班的学生好。|那把小儿子好，把大儿

子不好。（他对小儿子好，对大儿子不好） 

（六）表示动作的目的，相当于“在”或“到”： 

广西柳州（刘村汉 1995）：把哪块落脚？（在哪里落脚） 

广西临桂义宁方言（2006）：飞机飞把东边过呃。 

（七）表示动作的方向，相当于“沿着”： 

广西柳州（刘村汉 1995）：把这条路去。 

（八）表示动作开始的处所，相当于“从”： 

山东新泰（高慎贵 1996）：把您姥娘家拿了一绺子麻。 

广西柳州（刘村汉 1995）：把哪块起身？（从哪里出发?）| 把这块开始写。（从这里开始

写） 

广西临桂义宁话（2006）：架车把那头开走呃。 

（九）表示动作发生的处所，相当于“在”： 

山东新泰（高慎贵 1996）：他把大门上安了个棒槌精。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墙上喷点漆。| 把菜内还着点盐。（在菜里再

放点盐） 

（十）表示使役，相当于“使、让” 

山西临汾（潘家懿）：今天把谁开会去？（今天让谁开会去） | 把谁说话谁也不情愿说。

（叫谁说话谁也不愿意说） 

湖南益阳（徐慧 2001）：你只把他看，免得在咯里吵。（你就让他看，免得他在这里吵） 

湖南溆浦（贺凯林 1999）：把你吃亏了。| 把老师费心了。 

宁夏同心（张安生 2006）：一老碗饭把我没吃饱么个。 

甘肃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娃娃不争气，把老师费心了。 

青海西宁（张成材 1994）：把你麻烦了。 

陕西西安（王军虎 1996）：把你麻烦咧。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小画书把然然看过了。（小画书让然然看了。） 

湖南绥宁（伍云姬等 2009）：咯个事莫把几晓得哪。 

（十一）在动补结构中表示“到某种程度，相当于“连”： 

湖南益阳（徐慧 2001）：穷得把屋都卖哒。（他穷得连房屋都买了） 

（十二）用在假设复句中表示假设条件，相当于“要是、如果是”： 

湖南益阳（徐慧 2001）：他咯不通皮，把我，搭他离咖婚好久哒。（他那么不通情理，要

是我，早就和他离婚了） 

（十三）类似反身代词用法。 



青海西宁市区（黄伯荣等 1996）：你把你坐着。（你坐你的）| 你把你吃着。（你自己吃

吧）| 你把你忙着。 

（十四）构成“把”字式比较句。有两种句式 

1）构成“A+把+B+比”式比较句。 

甘肃兰州（赵 浚、张文轩 2002）：窑街炭把靖远炭比不上。（窑街炭比不上靖远的炭）| 

老二的苦心把老大比不上。（老二没有老大努力） 

2）构成“A+把+B 不到”式比较句。 

青海西宁（张成材 1994）：致一个把奈一个不到。（这一个比不上那一个） 

4.7“把”字式处置句的句法特点。 

（一）带复指宾语： 

安徽巢县（黄伯荣等 1996）：把门关严它。| 把脏水倒断它 

湖北英山（黄伯荣等 1996）：把这盆水泼了它。 

湖北鄂南（黄伯荣等 1996）：把事情办好了它。| 恨不得把她吞了她。 

（二）“把”字句否定词后置： 

湖北鄂东（黄伯荣等 1996）：你把鱼不吃干净 

（三）“把”作处置标记时，谓语是光杆动词： 

海南海口（陈鸿迈 1996）：把双袜洗。 

（四）感知义动词可在“把”字句作动词谓语：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他把你的情况知道了。 

（五）把作处置标记时可带光杆动词： 

陕西渭南（黄伯荣等 1996）：蛮把牛打。（一个劲打牛） 

（六）“把”作处置标记时，处置宾语可带数量词： 

陕西渭南（黄伯荣等 1996）：把一个鸡死了。（一只鸡死了） 

（七）宾语空置的“把”字式处置句。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衣服他把洗干净了。 

安徽芜湖清水话：格碗汤你把喝得。 

（八）“把”作处置标记时，“把”字式处置句是四种处置句式之一。 

河南浚县（辛本芬 2006）： 

1）一般的处置式用“在”：你在作业写完再出去玩。 

2）处置义强的处置式用“弄”：弄窗户关住吧。 

3）表示“对待”义的处置式用“把”：你能把我乍着？（你能把我怎么样） 

4）致使义的处置句用“叫”：叫个小王听入迷了。（把个小王听入迷了） 

（九）“把”字处置句能愿词后置：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他会气死。|把他会担心死。 

（十）“把”字处置句否定词后置：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他没气死。|把他没喜死。 

宁夏同心方言（张安生 2006）：你把娃咋不带着来。|他把钱给我没给。 

青海西宁（张成材 1994）：把你们没招待好。 

安徽庐江（陈寿义 2006）：他把衣服没洗干净。 

四川西充（王春玲 2011）：把酒不消喝多了。 

陕西西安（孙立新 2007）：张龙把话没说完就走咧。 

（十一）反复问句中重叠把字： 

湖南常德（郑庆君 1999，易亚新 2007）：把不把钱送他？ 

（十二）“把”字后可带“者”，构成“把者”，用法相当于“把”“ 



湖南涟源（陈晖 1999）：把者扇门关合。 

（十三）和“给”构成“给+O+把+O+给给”这样的倒置式把字句。 

甘肃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给儿子把学费给给了。=把学费给了儿子了。| 给妈把

钥匙给给了。=把钥匙给妈了。）|给王师傅把工钱给给了。=把工钱给王师傅了。  

（十四）构成“把 O 一 V”式。 

陕西西安（孙立新 2007）：请你把衣服一洗。 

4.8“把”字句的功能扩展与区域消隐 

“把”字句的功能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和书面语的

影响，北京话用法类型的“把”字句加速向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扩展，这种扩展出现了两个

直接结果：A，一些不用处置句的地方出现了“把”字式处置句；B，一些原来使用其他处

置标记的方言中出现了“把”字处置标记。本文暂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在一

些地区，“把”字句出现了区域性的功能扩展，这主要体现在中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同时，

在个别地方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把”字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甘

肃临夏等地。下面分别讨论。 

（一）“把”字句的功能扩展。 

1）“把”字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功能扩展。在湖北和湖南两省以及邻近的

江西、安徽等地，“把”字句是一种活力很强的句式，既见于官话方言，也见于非官话方方，

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下面以湖北孝感话（左林霞 2001）“把”字句的用法为例。 

 “把”字单用作动词时有以下用法。 

（1）给予义： 

把了一个电视机 。(给了一台电视机 。) 

可带双宾语：把钱你 。(给你钱 。)|把本书我 。(给我一本书 。) 

把一本书我 。(给我一本书 。) 把个笔记本他 。(给他一个笔记本 。) 把两块钱他 。(给

他两块钱 。) 

（2）把控义：他快把不住了 。(他快把控不住了) 

（3）让与义，这种用法主要用在兼语句中： 

他要打,你就把他打 。(你就让他打) 

他要偷你的,你就把他偷 ? (你就让他偷 ?) 

 “把”字同时还是一个多功能的语法标记。 

（1）工具标记，引入工具或材料，相当于“用”或“拿”。 

我把么事写字 ? (我用什么写字) 

把笔写 。(用笔写) 

（2）处置标记，引入处置对象，和普通话的“把”相当： 

把门锁上 。| 把屉子打开 。| 把椅子拿进去 。 

孝感话的“把”字式处置句和普通话中的处置句有以下不同。 

1、可在句末加“它”强调处置义：  

把这碗饭趁热吃了它 。|把地扫了它 。|我把你气死它 。|你把我打死它 。 

2、否定词一般是放在动词前直接否定动词： 

你把这事莫说出去。 

你把我不当人 。 

3、情态词也是放在动词前直接修饰动词： 

你把这事敢说出去 。（你敢把这事说出去） 

（3）被动标记，相当于普通话的“被”：      

把别个骂划不来 。(被别人骂不划算 。)  



小张把车子撞了 。(小张被车子撞了 。)  

表示被动时 ,更见的用法是说成“把得” ： 

你的心把得狗子吃了 。(你的心被狗吃了)  

好好的衣服 ,把得你搞肮脏了 。( 很好的一件衣服 ,被你搞脏了 。) 

显然，孝感话中工具、处置、被动三个语法功能标记的“把”都是来源于本方言中的实

义动词“把”，是“把”字句在特定区域内自身功能扩展的结果。同时，这三种用法的语法

化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如下图所示： 

 

                                                   工具标记 

 

拿持义           给予义           让予义           被动标记 

 

把控义                            处置标记 

 

这里趁便讨论一下湖广型“双把双及物”的句法分析问题。 

所谓湖广型双把双及物结构指的是主要分布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江西、安徽两省的一些

地方也有这种结构）的“把钱把他了”这种有两个“把”字的句式。这种句式一般是类比普

通话以及许多北方官话方言中的“把钱给他了”，将其分析成处置标记在前的常规“把”字

句。但由于湖北湖南等地还有“把本书他”这种“把”字式双宾结构，而这种句式应该就是

由“把本书（把）他”删减第二个“把”字而来，可见在当地方言中，第二个“把”字才是

可省略的，其句法地位明显不如第一个“把”。如果把“把钱把他了”分析为“把钱给他了”，

这就与当地方言中的“把”字双及物结构相冲突。因此，这种“双把双及物”的把字句还是

应视为重动句。 

同理，命名型处置句“喊他喊大叔”的句法分析也应与此相同。 

2）“把”字句在西北地区的功能扩展。 

从地理分布看，从陕西开始，“把”字句在整个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和书面语不同的用

法，句式结构和“把”字句的意思都不同程度得到扩展，但到甘肃的临夏（原河州）一带，

“把”字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很值得研究。 

下面是西安（兰宾汉 2011）“把”字句的用法。 

1）普通处置：我把电动车骑走咧。 

2）致使处置：听他唱歌，把我难受的实在受不了。 

3）无补处置：新皮鞋把我穿的。 

4）相当于“有”或“的”：王老汉家把一个猪娃子没咧。 

5）放在主语前的“把”：把我的草帽子咋不见咧？ 

6）提宾的“把”：你把脸不洗，把头不梳，什么样子？ 

7）否定词在“把“之后：张龙把话没说完就走咧。 

8）“把 O 一 V”的无定指“把”字句：请你把衣服一洗。 

9）无谓处置：把他家的！ 

    上列九种“把”字句中，4 至 9 等六种均不用于标准语。 

再看看兰州（赵浚、张文轩 2002）“把”字句的用法。 

1）用作使让义动词：娃娃不争气，把老师费心了。 

2）用于致使义处置句：爹的一出差，把两个娃娃乐死了。 

3）用于无宾的致使义处置句：你快些说，把急着。 

4）用于普通处置句：刘老师连着讲了三节课，把嗓子讲哑了。 



5）后置的“把”字式处置句：给儿子把学费给给了。（把学费给了儿子了） 

6）用在句首强调主语：把我们算啥哩？功劳是大家的。 

7）用于提宾：你把老师问了没有？ | 我把这件事情知道。 

8）用在宾语前强调宾语：我把啥没有煞？！（我什么没有呢？！） 

9）表示动作方向，相当于“对”：校长就是把理科班的学生好。 

10）在比较句中引入比较对象：窑街炭把靖远炭比不上。（窑街炭远比不上靖远的炭） 

和西安比起来，兰州的“把”字句又增加了致使义、对待义、引入比较对象、处置结构

后置等多种用法。 

（二）“把”字句的区域消隐。 

但在西北各地用法多样、极具区域特点和显赫范畴地位（刘丹青 2011）的“把”字句

到了甘肃临夏却突然消失了。专题研究临夏方言句法问题的几篇论文（马企平 1984；王森

1993；张建军 2007）都指出，临夏是用后置的“哈”、“啊”或“啦”作处置标记，不用“把”

字句。例如（下列三例均据王森 1993）： 

（1）你火哈加者旺旺的。（你把火生得旺旺的。） 

（2）我他哈叫来了。（我把他叫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但新派中出现前加“把”后加“哈”的用法，如： 

（3）我把我的亲人哈想者。（我思念我的亲人）。 

这个例子是临夏话本来不用“把”字句的有力证据。 

根据张建军（2008）的研究，临夏地区一直存在着汉语与其他各种非汉语语言的接触，

相互之间的影响非常深刻，临夏地区汉语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只要和相应的阿尔泰语系语

言、藏缅语族语言等结合起来分析，往往就能得到比较好的解释。从临夏方言可以看出，阿

尔泰语和藏缅语等“S+O+V”型语言对汉语“把”字句的使用实际上是起抑制作用。这一点

很值得我们深思。 

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西北汉语方言中“把”字句的功能扩展，尤其是“把”的纯提宾作用，

很可能是受了西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但临时夏提供的情况却需要提出这样的解释：

在汉语与非汉语接触的最前沿，由于受“S+V+O”语序语言（如蒙古语、土族语及藏语等）

的直接影响，具有提宾功能的“哈”、“啊”、“啦”等“S+O+啊/哈/啦+V”这种语序类型成

为显著的语法范畴（刘丹青 2012），并用来替代了“把”字句，从而导致在其他西北汉语方

言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把”字句被挤出了临夏等地的汉语方言。 

而从上例（3）的出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在临夏这种地方，由于受标准语、书

面语及甘肃境内其他“把”字句是显著句法范畴的兰州等强势方言的多重影响，临夏方言中

这种“S+把+O+哈啊啦+V”很可能会稳定下来并成为常用句式，成为处置式表达的显著语

法范畴，并导致前加的“把”和后附的“哈、啊、啦”发生功能分化和功能调整“把”成为

前加的、专用的处置标记，“啊、哈、啦”等后附的、专用的提宾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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