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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四川话中

表示程度深的副词
“
少∵

干 红 梅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描要 :四 川中南部地区口语中的程皮副词 ,除 了
“
很

”
、
“
非常

”
外 ,“ 少

”
也是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四川话口语中

的
“
少

”
是表示程皮深的绝对程庋的副词 ,不 可用于比较 ;“ 少

”
和形容词组合后可以在句子中作谓语、补语或定语 ,

但不能作状语 ;“ 少
”
可以用在一部分助动词或动词短语前 ,表 示程度深 ;“ 少

”
没有否定结构 ;不 能直接作补语 ;只

能用于表示已然的主观忘向中;“ 少
”
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程庋副词。

关殳词 :“ 少
”

;“ 很
”
;语 义程皮 ;主 观色彩

中国分类号 :H172.3 文戒标识码:A 文审编号Ⅱ000ˉs315(zO03)05ˉ 0141α

四川中南部地区①口语中的程度副词 ,除 了
“
很

”
、
“
非常

”
以外 ,还有一个读音为[sau53](第三声)的 ,也

是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四川话不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 ,[s〕 和[d都读作[s],表 示数量小的形容词
“
少

”
字

也读作[sau53],与 此音完全相同
Θ
。普通话中没有与[s乩

53]相
应的字 ,故本文借表示

“
多少

”
的

“
少

”
来记这

个读音。表示数量小的形容词
“
少

”
本文暂不讨论。

在四川话中的
“
很

”
、
“
非常

”
的语义与普通话中的完全一致 ,都表示程度深。四川话中

“
少

”
的程度比

“
很

”
深 ,与

“
非常

”
相当或超过

“
非常

”
。
“
少

”
与

“
很

”
的意义相近 ,用法有相同之处 ,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 “
少"与“

很"的相同点

(一 )都属于绝对的程度副词
③
,不能用于比较。

(1)艹 小张的身体比小李的身体少好些。/艹 小张的身体比小李的身体很好些。

(2)艹 比起来 ,数他少高了。/衤 比起来 ,数他很高了。

(二 )“ 少 /很 +A/AB” 都能在句中作谓语 ,补语或定语。(A:单音节形容词 ,AB:双音节形容词 )

1.作谓语 :

(3)那 幅画少漂亮。/那 幅画很漂亮。

(4)今 天炖的鸡汤少香 !/今天炖的鸡汤很香 i

2.作补语 :

(5)那 幅画画得少漂亮。/那 幅画画得很漂亮。

(6)他跑得少快。/他跑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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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定语 :

(7)少 漂亮的ˉ幅画被他弄得乱七八糟。/很 漂亮的一幅画被他弄得乱七八糟。

(8)那是少舒服的一间书房。/那 是很舒服的一间书房。

比较而言 ,“ 少 +A/AB” 作谓语、补语的情况很多 ,作定语的情况相对少一些。

(三 )都可以用在一部分助动词或动词短语前 ,构成
“
少 /很 +动词(短语 )”

④
表示程度深。

1.少 /很 +助动词。都可以与一部分表示主观意愿的助动词搭配。如 :少希望/很希望、少愿意/很愿

意、少乐意/很乐意、少爱/很爱、少容易(做某事)/很容易(做某事 )。

“
敢

”
、
“
肯

”
1“ 会

”
、
“
能

”
、
“
能够

”
等助动词必须构成动词短语才能受

“
少

”
或

“
很

”
的修饰。如 :少敢说/

很敢说、少肯干/很肯干、少会唱〃艮会唱、少能讲故事/很能讲故事、少能够说服人/很能够说服人。

一部分表示可能、必要的助动词即使构成动词短语也不能受
“
少

”
、
“
很

”
、
“
非常

”
的修饰 :艹 少要写/艹

很要写、咔少应该/中 很应该、艹少得去/艹 很得去、艹,少配说/艹 很配说。

2.少 /很 +动词。在与动词搭配时 ,都限于一部分表示主观的情绪、态度、理解、评价、状态的动词。如 :

少喜欢/很喜欢、少感激/很感激、少相信/很相信、少赞成/很赞成、少用功〃艮用功、少支持/很支持。

3.少 /很 +动宾短语。某些动词不能单独受
“
少

”
、
“
很

”
修饰 ,但带了宾语后 ,整个动词短语可以受它们

修饰。如 :少伤我的心〃艮伤我的心、少有礼貌〃艮有礼貌、少讲道理/很讲道理、少说明问题〃艮说明问题、少

受尊敬/很受尊敬、少感兴趣〃艮感兴趣、少占地方/很 占地方。

4.少 /很 +带“
得 /不”

的动结式、动趋式短语。这种情况如 :少看得起/很看得起、少看不起/很看不

起、少过意不去/很过意不去、少沉得住气彳艮沉得住气、少靠不住/很靠不住、少合得来/很合得来。

二 “
少

”
与

“
很

”
的不同点

(一 )关于
“
少 /很 +动 +数量

”

“
少

”
不能进人这个格式中 ,“ 很

”
可以进人这个格式 ,其 中动词后多带

“
了

”
、
“
过

”
,数 词限于

“
一

”
、

“
两

”
、
“
几

”
。如 :很花了些钱/中 少花了些钱、很认识了几个人/中 少认识了几个人、很费了一番心血 /中 少

费了一番心血、很有两下子/中 少有两下子、很找了一阵子/中 少找了一阵子。

(二 )关于与
“
不 +A/AB” 的搭配

作为程度副词 ,“ 少
”
或

“
很

”
都可以修饰

“
不 +A/AB” 状中短语 ,表示

“
不 +A/AB” 的程度深。并且

“
不

+A/AB”状中短语中的形容词都是表示积极意义的 ,即褒义词。这一点 ,马 真先生有过关于
“
很不—”

的相

关论述卜 ]。 如 :少不高兴/很不高兴、少不清楚/很不清楚、少不 自然〃艮不 自然、少不热情/很 不热情、少不

安全/很不安全、少不积极〃艮不积极、少不老实/很不老实。

(9)看 到他走了,她心里少不高兴。/看 到他走了,她心里很不高兴。

不过 ,“ 少
”
只能在后面带

“
不 +A/AB” 状中短语 ,不能在

“
少

”
和

“A/AB” 之间加
“
不

”
。而

“
很

”
不同,在

“
很

”
后都可以带

“
不

”
,“ 很

”
和

“A/AB” 之间也可以加
“
不

”
。如 :不很高兴/屮 不少高兴、不很清楚/来 不少清

楚、不很自然/中 不少自然、不很好/艹 不少好。

(10)比赛的时候 ,他 的状态不很好。/弗 比赛的时候 ,他 的状态不少好。

为什么呢?根据石毓智(2001)在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一书中的分析 :“ 这种在量上具有一定

的伸缩幅度的词称为非定量词
”

,“ 在量上必须具有一定的伸缩性 ,即 能够表达一定的数量幅度上变化的义

项 ,以便能够容下被否定后的义项
‘
少于

’‘
不及

”
,“ 该类词都可以用

‘
不

’
或

‘
没

’
否定 ,从而将肯定式变为

否定式
”
[2](28页 )。

“
很在表示一定程度时 ,意义相当模糊和宽泛 ,表示的量具有模糊性 ,有很大的宽容度

”

〔3](0g页 ),具有一定的数量幅度 ,数量幅度的大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伸缩性。所以,对
“
很

”
的否定也具

有一定的伸缩性。例如 :“
‘
不很好

’
是指介于

‘
很好

’
与

‘
坏

’
之间的某种程度

”
,因 此 ,“ 很

”
是表示语义程度

中性的非定量词。石毓智在该书中总结出的规律为 :“ 语义程度极小的只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只

用于肯定结构 ,语义程度中性的可以自由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
”
[2](3TO页 )“ 很

”
、
“
少

”
、
“
非常

”
都是

表示程度深的副词 ,但
“
很

”
是语义程度中性的词 ,可 以自由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 ,而

“
少

”
相当于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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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

常
”
或比

“
非常

”
还深 ,表示的程度自然比

“
很

”
的程度深很多 ,表示绝大多数的程度 ,是语义程度极大的词 ,不

具有随意性和伸缩性。
“
少

”
跟

“
非常

”
一样 ,“ 非常 :从量上来划分 ,表明确程度的

”“
定量副词

”
,“ 不能用

‘
不

’
来否定

”
[2](1Bs页 ),没有否定形式 ,只 能有一种形式 ,即 肯定形式。所以,只 有

“
少不

”
,而没有

“
不少

+A/AB” 的形式。因此 ,例 (10)也不成立。

(≡ )关于
“
少 /很”

直接做补语
“
少 /很 +A/AB” 都可以在句子中作补语 ,这一点是一致的(见例 5、6组 )。 但是 ,“ 很

”
字本身可以直

接作补语 ,位于
“
得

”
字之后 ,而

“
少

”
不能。

(11)这部电影好看得很。/艹 这部电影好看得少。

(12)他做事慢得很/艹 他做事慢得少。

(四 )“ 少 /很 +A/AB” 作状语
“
很 +A” 多数不能作状语 ,只能和少数类似

“
好、快、长、饱、大、慌

”
之类的词组合 ,作状语 [41。 而

“
少

”

却不能与任何单音节形容词组合作状语。

(13)小 王很快地赶了上来。/艹 小王少快地赶了上来。(只 能说 :小 王赶得少快。)

“
很 +AB” 能作状语的是多数 ,不能作状语的是少数 [4]。 但

“
少

”
不能与双音节形容词组合作状语。

(14)他们都很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艹他们都少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 能说 :他 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少刻苦。)

(五 )关于进人疑问句

1.在一般疑问句(是非问)中 可以用
“
很

”
,但不能用

“
少

”
。

(15)那 幅画很好看吗?/屮 那幅画少好看吗?

2.正反问句中 ,“ 少
”
、
“
很

”
都可以用。

(16)A。 那幅画少好看 ,是不是?/那 幅画很好看 ,是不是?

B。 那幅画是不是少好看?/那 幅画是不是很好看?

3.在反问句中 ,“ 少
”
、
“
很

”
都可以用。       `

(17)你 以为那幅画少好看嗦?/你 以为那幅画很好看?

4.在选择问句中,两者都不能用。因为两者都属于绝对程度的副词 ,不能用于选择比较中。

(18)巾 是这幅画少好看呢,还是那幅画少好看呢?/艹 是这幅画很好看呢 ,还是那幅画很好看呢?

“
很

”
不仅可以用于正反问句、反问句 ,还可以用于一般疑问句中。而

“
少

”
只能用于正反问句和反问句

中,不能用于一般疑问句中。因为
“
少

”
只能用在表示已然的主观意向中,不能用在表示未然的主观意向中。

当一般疑问句是询问对方主观意向的时候 ,对方未回答时态度未表明,其 主观意向是未然的,所 以不能用
“
少

”
。在正反问句 A句 中,是对对方(是/不 是)两种主观意向的询问,对方的主观意向是已然的,非此即

彼 ,都在问句中,只是询问者不清楚所以才问 ,也可以看作是对已然的主观意向的询问。B句 中,是说话者表

明了其主观意向(很好看),用
“
是不是

”
来询问对方是否同意自己已然的观点。所以,也可以用

“
少

”
。在反

问句中,说话者是对对方已然的主观意向的反问 ,双方的主观意向都是已然的,也可以用
“
少

”J而“
很

”
既可

用于表示已然的主观意向,又可以用于表示未然的主观意向,所 以还可以用于一般疑问句中。

(六 )关于
“
少

”
与

“
很

”
的篇章功能

(19)A.申 这幅画少好看 ,可惜我不喜欢。

B。 这幅画少好看 ,可惜没有人买。

C。 这幅画很好看 ,可惜我不喜欢。

(20)那人少讨厌(我 不想理他)。

例句(19)B中
,“ 很

”
仅仅是客观地描述

“
好

”
的程度 ,所 以说话人接着可以主观地表示不喜欢 ,极 为通顺

(屈承熹 ,1991)。 但例句(19)A句却不通顺。因为
“
少

”
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后面再加上主观性很强的

“
我

不喜欢
”
,前后难免有些矛盾。这是

“
少

”
和

“
很

”
不同的篇章功能(前后语气语调一致 )的体现。C句表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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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人的主观意向是
“
这幅画不错 ,可惜没有人(别人)买

”
。

“
少好

”
是说话人的主观意向 ,“ 买不买

”
是别人的

态度。又如 :(⒛ )句不仅指那个人让人觉得讨厌 ,同 时也传递出这样的意思 :说话人不想理他 ,不想和他打

交道 ,打心眼里不喜欢他。所以,除了客观描述 ,“ 少
”
总能传递出说话人言语之外强烈的主观意向,主观色

彩浓。       1
三 结语

由此可见 ,在 四川部分地区方言口语中的
“
少

”
是表示程度深的绝对程度副词 ,不可用于比较♀

“
少

”
和

形容词组合 ,可 以在句子中作谓语 ,补语或定语 ,但不能作状语。
“
少

”
是

“
语义程度极大

”
的程度副词 ,没有

否定结构。
“
少

”
不能直接作补语 ,只能用于表示已然的主观意向中,不能用于表示未然的主观意向中。

“
少

”
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程度副词。

注释 :

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 四川方言中有这种说法的主要集中在四川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如 自贡、仁寿、雅安、乐山、西昌、青神、

眉山、彭山、新津、内江、隆昌、德阳、泸州、双流(中和镇 )、简阳(贾家)等 。不这样说的地方有成都、宜宾、广元、江油、南充、

巴中、达州、崇州等。由于时间关系,未对四川所有县市做调查 ,以 上为调查的邯分县市的情况。
“
少

”
在口语中,有 时脏话

连用
“
少鸡巴

”
,意义与

“
少

”
完全相同,个别地区,如双流县的中和镇说

“
少巴

”
,可 以看作是

“
少鸡巴

”
的缩语。

“
少

”
的这种

说法多在年龄在sO岁 以上的人的口语中出现 ,近 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广泛推广 ,在年轻人中,这种说法正在消失。

②四川话单独说一句
“
西瓜[sau53]好吃;西瓜多难吃。

”
是有歧义的。可以理解为

“
酉瓜因数虽少而显得好吃 ,因数量多而显得

难吃
”
,也可以理解为

“
西瓜非常好吃 ,西瓜多么难吃

”
。由此可见 ,表示效虽多少的

“
少

”
与该字完全同音 ,都读[sau53]故本

文借
“
少

”
来记这个字音。

③王力(19s4)将 程度刮词分为
“
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

”
。

④关于
“
少/很 +动词(短语)” 的部分例子引自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2002年 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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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at Degree Adverb‘
‘
sao” in s二chuan】DiaIect

GAN Hongˉmo
(Chinese Institut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2,China)

Abstract:Besides‘
‘
hen”  and “feichang’  in the dialects σf Ⅱ1idˉ sichuan and southern sichuan,

“
sao”  is also a degree adverb, which denotes absolute deep degree and cannot be used for comparison。

“
sao’

’ +a由 ective can be used as predicate,complement and a⒒ Ⅱbuthe in a sentence。
“
sao’

’
can.be

used before some auxiliaries or verb phrases to indicate degree depth。  It does not have negative structure,

cannot be&rectly used as complement,can only be used in known sul∶ Ijecthity,and has strong sulo1jecthe

colouring。

Key words:‘ sao” ; 
‘
hen” ;semantic degree;suh刂 ective colo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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