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一、概述

吴语，作为中国南方的主要方言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其独特的句法类型特点不仅反映了吴语区人民的语言习惯，

也体现了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本文旨在探讨吴语的句法类型

特点，以期对吴语的研究和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

吴语的句法结构相较于普通话来说，具有较为灵活的特点。在词

序上，吴语通常遵循“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结构，但在实际运用中，

由于语境和表达习惯的影响，词序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吴语中还存在

着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如倒装句、省略句等，这些句式结构在普通

话中较为少见，但在吴语中却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句子成分方面，吴语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例如，吴语中常常使

用助词来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些助词在普通话中可能并不常

见。同时，吴语中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量词和名词搭配，这些搭配形

式在普通话中较为罕见，但在吴语中却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主要体现在词序的灵活性、句式结构的多样

性以及句子成分的特殊性等方面。这些特点不仅丰富了吴语的语言表

达形式，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方言的宝贵资料。通过对吴语句法

类型特点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吴语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

涵，为推动汉语方言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力量。

1. 吴语简介：介绍吴语的历史背景、地理分布和主要特点。

吴语，又被称为吴方言或江浙话，是中国汉语的一种重要方言，

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地理分布。吴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的吴越地区，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大部以及上海等地。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吴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音、词汇和语

法结构，成为了中国语言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地理分布上，吴语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江苏

的南部和浙江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以来就是

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吴语也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吴语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多个方面。在语音上，

吴语具有独特的声调和韵母系统，发音细腻且富有韵律感。在词汇方

面，吴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

外来词汇，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词汇库。在语法结构上，吴语具有独特

的句法类型和表达方式，如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变化、名词的性别和数



量表达等，这些特点使得吴语在表达上更加灵活多变，富有表现力。



吴语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地理分布的方言，其独特的语

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使其在中国汉语方言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吴

语的研究和了解，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

2. 句法类型学概述：简要介绍句法类型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

畴。

句法类型学，或称语法类型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

不同语言中的句法结构、词序和句子成分的排列方式。它旨在揭示语

言间的共性和差异，理解句法结构的普遍规律和变异形式。句法类型

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是如何通过有限的句法手段来生成和理解

无限多的句子的。

在句法类型学中，句子被视作是由一系列的词或词组按照一定的

规则和顺序组合而成的结构。这些规则包括词序规则、语法范畴规则、

形态变化规则等。词序，即句子中词语的排列顺序，是句法类型学特

别关注的一个方面。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词序类型，如主谓宾

（SVO）、主宾谓（SOV）等。这些词序类型反映了语言对信息组织方

式的独特选择。

句法类型学还关注语法范畴，如名词的数、格、时态等。这些范

畴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分布。通过对这些范畴的



研究，句法类型学能够揭示语言在表达复杂概念和逻辑关系时的多样

性和创造性。



句法类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语言比较的框架，帮助我们理解

不同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和语言使用的普遍性。在探讨吴语的句法类

型特点时，我们将借助句法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吴语在句法结

构、词序和语法范畴等方面的独特之处。

3. 吴语与句法类型学的关系：阐述研究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意

义和价值。

吴语，作为中国众多方言中的一种，其独特的句法类型特点一直

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对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

化我们对吴语本身的理解，更能够推动句法类型学的发展，为全面揭

示人类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吴语的语言

结构。通过对比分析吴语与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句法差异，我们可

以发现吴语在词序、句式、虚词使用等方面的独特性，从而揭示出吴

语在表达习惯、语法规则等方面的特殊之处。这对于我们更准确地掌

握吴语，提高语言使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研究对于句法类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句法类型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揭示不同语言在句法结构

上的共性与差异。吴语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方言，其句法类型特

点的研究可以为句法类型学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

地认识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多样性。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研究还具有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吴语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吴语的研究和保护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对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吴

语文化，促进吴语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吴语句法类型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吴语本身，

更能推动句法类型学的发展，为全面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提供

实证材料。同时，这一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传承和发扬吴语文化，促进吴语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应该加强

对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研究，为推动语言学的发展和吴语文化的传承

贡献力量。

二、吴语的基本句法结构

吴语，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种重要方言，其句法结构具有鲜明

的特色。在基本句法结构上，吴语既遵循汉语的一般规律，又有着其

独特之处。



吴语的语序大多遵循“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结构，这与普通话

的语序基本一致。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吴语的语序会有所调整，以适

应表达的需要。例如，在强调宾语时，吴语习惯将宾语前置，形成

“宾语谓语主语”的结构。



吴语在句式变化上相对灵活。除了常见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

句和感叹句外，吴语中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句式，如“把”字句、

“被”字句等。这些句式在吴语中的使用频率和普通话有所不同，反

映了吴语在句式选择上的独特性。

虚词在吴语中的运用十分丰富。通过添加不同的虚词，吴语可以

改变句子的语气、时态、语态等。例如，通过使用“了”、“过”、

“着”等虚词，吴语可以表达不同的时态而通过使用“啊”、

“呢”、“吧”等虚词，吴语可以表达不同的语气。

在吴语中，省略现象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对话或口语表达中，为

了追求表达的简洁和流畅，人们往往会省略一些不必要的词语或成分。

这种省略并不影响句子的意思表达，反而使得吴语的表达更加生动和

灵活。

虽然吴语的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但在某些情况下，为

了强调某个词语或表达特定的情感，吴语也会采用倒装句式。例如，

在强调主语时，吴语会将主语后置，形成“谓语宾语主语”的结构。

这种倒装句式在吴语中并不常见，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却有着独特的表

达效果。

吴语的基本句法结构既遵循汉语的一般规律，又有着其独特的特

色。这些特色使得吴语在表达上更加丰富多彩、灵活多变。



1. 句子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等基本成分的构成和特点。

在吴语中，句子的基本成分与普通话类似，主要包括主语、谓语

和宾语。由于吴语是一种方言，这些成分的构成和特点在某些方面与

普通话存在差异。

主语是句子中的主要行为者或状态保持者。在吴语中，主语的位

置通常位于句首，与普通话相同。但吴语的主语有时可以省略，尤其

是在对话或口语表达中，听众可以通过上下文或语境理解主语的身份。

吴语的主语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词汇或结构来表达，如使用代词

“我”、“你”、“他”等，或者使用领属结构来表达主语与宾语之

间的关系。

谓语是句子中描述主语行为或状态的部分。在吴语中，谓语的位

置通常位于主语之后，与普通话相同。吴语的谓语可以包括动词、形

容词等，用于表达主语的行为、状态或属性。在吴语中，谓语的表达

形式有时会受到语境和语法规则的影响，如使用助动词、情态动词等

来表达不同的语气和时态。



宾语是句子中谓语动作所指向的对象。在吴语中，宾语的位置通

常位于谓语之后，与普通话相同。吴语的宾语可以包括名词、代词等，

用于表示谓语动作所涉及的对象。在吴语中，宾语有时可以通过一些

特殊的词汇或结构来表达，如使用领属结构来表达宾语与主语之间的

关系，或者使用双宾语结构来表达谓语动作涉及的两个对象。

吴语的句子成分在构成和特点上与普通话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

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语、谓语和宾语的表达形式以

及语法规则上。对于学习吴语的人来说，理解并掌握这些差异将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吴语的句法结构。

2. 句子类型：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等的句法特点。

陈述句在吴语中主要用于描述事实或陈述观点。其特点是语序稳

定，一般遵循“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结构。例如，在吴语中，人们

常说“我吃饭”（我吃饭）而不是“饭吃我”。吴语中的陈述句还常

常使用各种助词和语气词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如“哉”（呢）、

“啦”（了）等。

疑问句在吴语中主要通过改变语序或添加疑问词来构成。与普通

话相比，吴语的疑问句在语调上更为平缓，且常常使用“阿”（是

否）、“几”（多少）等疑问词。例如，人们可能会说“阿你去过上

海？”（你是否去过上海？）或“几时有空？”（什么时候有



空？）。



感叹句在吴语中主要用于表达强烈的情感或情绪。其特点是通过

使用感叹词或改变语调来增强语气。常见的感叹词有“啊”、“呀”

等。例如，当人们看到美丽的风景时，可能会说“哎呀，真好看！”

（真好看！）来表达自己的赞叹之情。

祈使句在吴语中主要用于表达命令、请求或建议。其特点是语气

强烈，常常使用“勿要”（不要）、“要”（要）等词来构成。例如，

家长可能会对孩子说“勿要玩火！”（不要玩火！）来提醒孩子注意

安全。同时，吴语中的祈使句还可以通过改变语调或添加语气词来增

强命令或请求的语气。

吴语中的句子类型在句法特点上既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这些特

点使得吴语在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

3. 句式变换：被动句、把字句、被字句等特殊句式的构成和用

法。

吴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汉语方言，其句式变换具有鲜明的特点。被

动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等特殊句式在吴语中的构成和用法，反映了吴

语语法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被动句在吴语中的使用相当普遍，其构成形式与普通话有所不同。

吴语的被动句常常采用“被”字或者“让”字来表示被动关系，但有

时候也可以通过语序的调整来实现被动意义。例如，“我书被他拿走



了”在吴语中可能会被表达为“他把我书拿走了”。这种语序的调整

使得吴语的被动句在表达上更加灵活多变。



把字句是吴语中常见的另一种句式，它主要用于表达处置或致使

的意义。在吴语中，把字句的结构通常为“把宾语动词”，其中“把”

字起到了介词的作用，用于引出受事宾语。例如，“我把书放在桌子

上”在吴语中就会表达为“我把书放桌子上”。这种句式在吴语中的

使用频率较高，体现了吴语对于动作处置和致使关系的重视。

被字句是吴语中另一种特殊的句式，它与被动句有些相似，但在

表达上更为强调被动关系的结果或状态。被字句在吴语中的构成形式

通常为“被动词结果或状态”，其中“被”字起到了助词的作用，用

于强调被动关系。例如，“他被打伤了”在吴语中可能会表达为“他

被打伤了”。这种句式在吴语中常用于描述不幸或不如意的事情，强

调了被动关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吴语中的句式变换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被动句、把字句和被字

句等特殊句式的构成和用法反映了吴语语法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些

句式在吴语中的使用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的手段，也使得吴语在表达

上更加生动和准确。

三、吴语的特殊句法现象

吴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汉语方言，其句法类型特点中最为引人注目

的莫过于其特殊句法现象。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吴语地区人

民独特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



吴语中常见的动词拷贝结构，是汉语方言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句法

现象。在吴语中，动词拷贝结构通常用于强调动作的完成或持续状态，

如“我吃吃饭了”（我已经吃饭了）。这种结构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

但在吴语中却广泛使用，成为了吴语表达习惯的一大特色。

在吴语中，程度补语的位置与普通话有所不同。普通话中程度补

语通常位于中心词之后，如“美丽极了”而在吴语中，程度补语往往

前置，形成“极美丽了”的说法。这种语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吴语的表达方式和韵律节奏。

吴语中的疑问句构成也有其独特之处。普通话中疑问句主要通过

语调或疑问词来表达，而在吴语中，疑问句的形成往往依赖于特定的

疑问词和语序。例如，在吴语中询问时间时，常用“几时”而非普通

话中的“什么时候”，且语序上也有所不同。这种疑问句构成的差异

反映了吴语地区人民在语言使用上的独特习惯。

吴语中话题句的使用较为普遍，这也是吴语句法类型特点之一。

话题句是指句子中主语并非唯一的句首成分，句首位置通常由一个非

主语的名词性成分占据，这个成分即为话题。例如，在吴语中常说

“这本书，我看过了”（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其中“这本书”

即为话题。话题句的使用使得吴语表达更加灵活多样，能够更好地适

应不同的语境和表达需求。



吴语的特殊句法现象包括动词拷贝结构、程度补语的位置、疑问

句的构成以及话题句的普遍性等方面。这些现象在吴语地区广泛存在，

反映了该地区人民独特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对于研究汉语方言的

句法类型和特点，吴语的这些特殊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话题结构：话题的引入、话题与述题的关系以及话题的省略

等现象。

话题结构：在吴语中，话题的引入、话题与述题的关系以及话题

的省略等现象呈现出独特的句法特点。吴语中引入话题的方式多样，

可以通过语气词、时间词、地点词或专有名词等手段来实现。例如，

在句子中经常使用“呢”、“啊”、“呀”等语气词来引出话题，使

得话题更加突出，易于理解。

话题与述题的关系在吴语中表现得十分紧密。话题往往作为句子

的主语或宾语出现，而述题则围绕话题展开，对其进行描述、说明或

解释。这种关系使得吴语的句子结构更加紧凑，信息表达更加明确。

吴语中话题的省略现象也较为常见。在口语交流中，由于语境的

熟悉和交流的简洁性，人们往往会省略部分话题，而听话者则能够根

据上下文和语境理解其含义。这种省略现象不仅体现了吴语口语的灵

活性，也反映了吴语使用者对语境和信息的敏锐把握。



吴语的话题结构具有多样性、紧密性和省略性等特点，这些特点

使得吴语的句法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为吴语的交流和理解提供了便

利。

2. 领属结构：领属关系的表达方式和领属词的句法位置。

在吴语中，领属关系是一种常见的句法关系，用于表达一种“属

于”或“拥有”的关系。吴语在表达领属关系时，既遵循了汉语的一

般规律，又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领属关系的表达方式在吴语中多样化。最常见的是通过在名词前

添加领属词来表示，如“我个书”（我的书）、“渠个手机”（他的

手机）。这些领属词往往是由人称代词或所有格代词演变而来，它们

在句子中起到了明确指示领属关系的作用。吴语还常通过语序、语境

等手段来隐含地表达领属关系，如“渠个来”（他来了），这里的

“渠个”虽然没有直接说出领属词，但通过语序和语境，我们可以明

确知道“来”（来了）这个动作是属于“渠”（他）的。

领属词的句法位置在吴语中也有着显著的特点。一般来说，领属

词会放在它所修饰的名词之前，形成“领属词名词”的结构。例如，

“我个书”中，“我个”就是领属词，放在名词“书”之前。这种语

序符合汉语的一般规律，也是吴语表达领属关系的主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吴语在表达领属关系时，领属词的位置并不是绝

对固定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强调或突出领属关系，领属词可能会

被放在句首或句末。例如，“渠个手机我拿了”（我拿了他的手

机），这里将领属词“渠个”放在句首，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再如，

“书我个”（我的书），这里将领属词“我个”放在句末，也是为了

突出领属关系。

吴语在表达领属关系时，既遵循了汉语的一般规律，又有着自身

独特的特点。领属词的多样化表达方式和灵活的句法位置，使得吴语

在表达领属关系时更加丰富多彩。

3. 量词与名词的组合：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律及其在句子中的

作用。

在吴语中，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关系十分显著，这一点与其他汉语

方言相比，有其独特的规律。吴语的量词种类繁多，用法灵活，对名

词的修饰和限定作用明显。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律严谨，常常依赖于

名词的语义特性和量词的表意功能。

在吴语中，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则

性。例如，一些表示形状的量词，如“个”（表示圆形或近似圆形的

物体）、“条”（表示长条形的物体）等，通常会与具有相应形状的

名词搭配使用。量词的选择也会受到名词所指代事物的大小、数量、



种类等因素的影响。



量词在吴语句子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量词可以帮

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和表达名词的数量和特征，使得语言更具描述性

和生动性。量词还可以起到语法作用，帮助构成完整的句子结构，如

“一个苹果”中的“个”就是句子的必要成分，不能省略。吴语中的

量词还常常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吴地人民的生活

习俗和语言习惯。

吴语中的量词与名词的组合规律丰富多样，不仅体现了语言的精

确性和生动性，也反映了吴地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吴语的教学和研究

中，应充分重视量词与名词的搭配规律及其在句子中的作用，以更好

地理解和运用吴语这一独特的语言资源。

4. 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动词时态和语态的表达方式及其在句子

中的作用。

在吴语中，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表达是极为丰富的，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吴语对于细致入微的时间概念和动作状态的敏感性。吴语的

动词时态主要通过词汇手段和上下文语境来表达，而非依赖于像普通

话中的时态助词“着、了、过”等。

例如，吴语中常使用“将”、“要”等词汇来表示未来时态，如

“我将去”（我将要去）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对于过去时态，吴语

则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语境来推断，如“昨日我去”（昨天我去了）



中的“昨日”即暗示了过去的时间概念。



在语态方面，吴语区分了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主动语态表达的

是主语执行动作的情况，如“我吃苹果”（我吃苹果）。而被动语态

则强调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如“苹果被我吃”（苹果被我吃了）。

值得注意的是，吴语中的被动语态表达并不像普通话那样依赖于“被”

字，而是通过词汇手段，如使用“着”、“去”等词来表达。

动词时态和语态在吴语句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

帮助表达动作发生的时间和状态，还使语言更加生动、准确。在吴语

交流中，对动词时态和语态的恰当使用，能够更好地传达说话者的意

图和情感，增强语言的表达力。

吴语的动词时态和语态表达具有独特之处，既体现了语言的地域

性特色，也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对于深入了解吴语的句法类型

特点以及提高吴语的语言应用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吴语与其他方言的句法比较

吴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汉语方言，其句法类型特点在与其他方言的

比较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本节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吴语与北京话、西

北方言以及粤语等方言的句法差异，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吴语的句法类

型特点。



与北京话相比，吴语在话题优先和 SVO 类型上的表现更为显著。

吴语的静态句中，如惯常行为句和嵌入句，主要使用 SVO型，但在其

他情况下，受事常常充当话题，特别是在主语后动词前的次话题，形

成 STV或 TSV。这种趋势在浙江沿海吴语中尤为突出，其发展可能导

致 STV 向 SOV 的历史演变。而北京话则更多地遵循典型的 SVO 类型，

话题优先的现象相对较少。

与西北方言相比，吴语在语序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西北方言的

语序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吴语存

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受事前置语序上，吴语和西北方言都表现出

一定的特点，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和频率却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反映了

不同方言在句法结构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与粤语相比，吴语在句法类型上也有着独特的表现。粤语作为一

种典型的南方方言，其句法结构和吴语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如话题优

先现象的存在。在具体的语法规则和语序上，吴语和粤语却存在一定

的差异。例如，在形容词的顺序上，吴语和粤语就有着不同的表现。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方言之间的句法差异，也体现了汉语方言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

吴语与其他方言在句法类型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共性。通过与

不同方言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吴语的句法特点，进而揭示



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吴语本

身的理解，也有助于推动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

1.



 吴语与普通话的句法差异：从句子成分、句式变换等方面进行

比较分析。

吴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方言，与普通话在句法上存在着一些明显

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句子成分的配置、句式变换的规律以及

语序的排列等方面。

从句子成分的配置来看，吴语与普通话的主语、谓语、宾语等基

本句子成分的位置大体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例如，吴语

中常常使用“阿”作为人称代词的前缀，如“阿我”（我）、“阿你”

（你），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吴语中的动词短语、形容词

短语等修饰成分的位置也不同于普通话，它们通常位于被修饰的名词

之后，形成“名动形”的结构，如“书好看”（书很好看）、“饭吃

过了”（饭吃过了）。

在句式变换方面，吴语与普通话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吴语中的

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等，其使用频率和变换规

律与普通话有所不同。例如，在吴语中，“把”字句的使用较为普遍，

而普通话中则更常使用“被”字句来表达被动意义。吴语中还存在一

些特殊的疑问句式和否定句式，如“阿有”（有没有）、“勿要”

（不要）等，这些句式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



从语序的排列来看，吴语与普通话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吴语中的

语序通常较为灵活，句子的各个成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

不同的表达需求。而普通话中的语序则相对固定，一般遵循“主语谓

语宾语”的基本结构。这种差异使得吴语在表达上更加灵活多样，能

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语境和表达需求。

吴语与普通话在句法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

现在句子成分的配置、句式变换的规律以及语序的排列等方面。这些

差异不仅反映了吴语作为汉语方言的独特性，也为我们深入了解汉语

的语言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吴语与其他方言的句法共性：探讨吴语与其他方言在句法方

面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从共性方面来看，吴语与其他方言都遵循汉语的基本语序规则，

即主语谓语宾语的基本结构。吴语和其他方言都广泛使用了话题优先

的句法结构，即句子的话题常常出现在主语之前，形成“话题谓语宾

语”的结构。这种话题优先的句法结构在汉语方言中相当普遍，体现

了汉语的一种重要句法特点。

尽管存在共性，吴语与其他方言在句法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吴语的句子结构相对复杂，可以通过丰富的词语排列和灵活的语序变

化来表达复杂的语义关系。相比之下，一些其他方言的句子结构可能



相对简单，语序变化也较少。



吴语在词汇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包含了许多独特的

本土词汇。这些词汇在其他方言中可能并不常见，或者具有不同的语

义和用法。这种词汇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语与其他方言在句法

结构上的选择和使用。

吴语还保留了一些古代汉语的句法特点，如清浊声母的对立、入

声调的保留等。这些特点在其他方言中可能已经消失或发生了变化，

使得吴语在句法上与一些其他方言存在明显的差异。

吴语与其他方言在句法方面既存在共性，也有显著的差异。这些

差异不仅体现了吴语作为一种独特方言的特点，也反映了汉语方言在

句法结构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五、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成因及其影响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地理位置、历史演变、社会文化交流等因素都对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理位置是决定吴语句法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吴语区位于中国

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对吴语

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产生了影响。例如，吴语中的连读变调和入

声字的保留，就与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历史演变也是吴语句法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吴语作为汉语的一

种方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吴越地区。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吴语不断吸收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独特特点。

例如，吴语中的词序、虚词用法等，都体现了其历史演变的痕迹。

社会文化交流也是影响吴语句法特点的重要因素。吴语区历史上

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与其他方言和外来语言的接触也为吴语的句法

特点带来了影响。例如，吴语中的某些词汇和语法结构可能与周边方

言或外来语言有所关联。

吴语句法类型特点的形成和演变，不仅对吴语自身的语言发展产

生了影响，也对吴语区的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语

的句法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吴语区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吴语

的柔和、细腻、富有韵律感等特点，使得吴语区的文学作品、民间故

事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吴语的句法特点也影响了吴语区的社会交

流和文化传承。吴语区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吴语进行交流，这种

交流方式不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传承了吴语区的历史文化

和社会习俗。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这些特点

不仅反映了吴语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和社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特

点，也对吴语区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未来的发



展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吴语句法特点的研究和保护，以推动吴

语区的语言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



1. 历史因素：探究吴语的历史发展对句法特点的影响。

吴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其句法类型特点的形成与演变受到

了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探究吴语的历史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句

法特点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

吴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吴越地区，这里是古代吴越两国的

所在地，也是吴语的发源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语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句法结构。例如，吴语中常常使用“仔”作为词缀，表示

小称或爱称，这种用法在其他方言中并不常见。这种句法特点的形成，

与吴语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吴语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移民和融合。例如，在明清时期，大

量北方移民涌入江南地区，他们的语言与吴语相互融合，对吴语的句

法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移民和融合不仅改变了吴语的人口构成，

也促进了吴语句法特点的演变。例如，现代吴语中出现了许多北方方

言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这些新的元素与原有的吴语特点相结合，形成

了现代吴语独特的句法类型。



吴语在历史上的传播和发展也受到了其他方言和外来语言的影

响。例如，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吴语中出现了许多外来

词汇和句法结构。这些外来元素与吴语原有的特点相结合，形成了新

的句法类型。这种影响不仅丰富了吴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也促进了

吴语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历史因素对吴语句法特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吴语的起源、移民

融合、传播发展等历史因素共同塑造了吴语独特的句法类型。了解这

些历史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吴语的句法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也为吴语的研究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2. 文化因素：分析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对句法特点的影响。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对吴语的句法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

地区丰富的历史、民俗和生活方式都在语言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注重和谐与平衡，这种思维方式也反映在了

语言结构上。在吴语中，句子的结构往往较为简洁明了，避免过于复

杂的语法嵌套，这既方便了交流，也体现了和谐的语言审美。吴语中

还常用省略、倒装等手法，使句子更加灵活多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平衡思维的影响。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交礼仪，这在吴语的句法

特点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吴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非常频繁，这



既是为了明确指代对象，也是为了加强人际关系的表达。吴语中还常

用敬语、谦语等表达方式，以体现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这也是社交

礼仪在语言中的具体体现。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还影响了吴语的词汇选择和词义表达。吴语

中的许多词汇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这些词汇的选择和

使用反映了吴语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吴语中的词

义表达也往往更加具体、生动，这既体现了吴语地区人民对语言的精

细把握，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对吴语的句法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

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结构上，也体现在词汇选择和词义表达等方面。

通过深入分析和理解这些文化传统对吴语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把

握吴语的句法特点，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吴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

3. 社会因素：考察吴语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句法特点的影响。

吴语地区的经济形态对句法特点产生了影响。吴语地区自古以来

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商业贸易繁荣，人们交流频繁。这

种经济环境促使吴语在表达商业活动、贸易交流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

句法结构。例如，在描述商品交易时，吴语常常采用一些简洁明了的

句式，如“买着便宜”、“卖着贵”等，这些句式体现了吴语地区人

们对商业活动的直接和高效表达。



吴语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对句法特点产生了影响。吴文化以细腻、

含蓄、雅致为特点，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了吴语的表达方式。在句法结

构上，吴语倾向于使用省略、隐含等手法，使语言更加含蓄和富有韵

味。例如，在描述风景时，吴语常常采用省略主语的句式，如“桃花

红了”、“柳树绿了”等，这种句式既简洁又富有诗意，体现了吴文

化对美的追求和表达。

吴语地区的社会结构也对句法特点产生了影响。吴语地区的社会

结构相对复杂，存在着多种社会群体和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吴语

在表达不同社会角色和身份时形成了不同的句法特点。例如，在描述

不同社会角色时，吴语常常采用不同的称谓方式和句式结构，以体现

不同社会角色的身份和地位。

吴语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吴语的句法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形

态、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吴语独特的句法类型。这

些句法特点不仅反映了吴语地区的社会环境特点，也体现了吴语地区

人们对语言运用的智慧和创造力。在深入研究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时，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对其形成的重要作用。

4. 对外交流的影响：探讨吴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和交流对句法

特点的影响。

吴语，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一种重要方言，其历史发展和地理分



布使其与其他语言或方言产生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在

日常口语中有所体现，也在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从历史角度看，吴语与中原官话的接触是最早的，也是最为深入

的。这种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吴语的基本句法结构。例如，吴语

中的许多基本句型，如“主语谓语宾语”结构，都受到了中原官话的

影响。吴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和“被”字句，也可能

与中原官话的接触有关。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吴语也开始受到

外语，特别是英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吴语的词汇层面表现得尤为明

显，但在句法层面也有一定体现。例如，吴语中开始出现一些类似于

英语的复合句和从句，这在传统的吴语句法中是不常见的。

与邻近方言的接触和交流也对吴语的句法特点产生了影响。例如，

与闽语的接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语中的语序和句式。与粤语

的接触则可能促进了吴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的形成。

吴语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和交流对其句法类型特点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对外部语言特征的吸收和借鉴上，也

体现在对内部句法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上。在探讨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时，我们不能忽视其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和交流这一重要因素。

六、结论



在句式结构上，吴语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虽然吴语的

基本句式结构与普通话相似，但在具体表达中，吴语常通过省略、添

加等手段，使句式更加丰富多样。这种句式结构的灵活性使得吴语在

表达上更加生动、具体，同时也为吴语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在虚词使用上，吴语也表现出其独特之处。吴语中的虚词种类繁

多，用法灵活，它们在句子中起着重要的连接和辅助作用。通过对吴

语虚词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吴语句法结构的内在逻辑和表

达特点。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主要体现在词序、句式结构和虚词使用等方

面。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吴语的语法规律，也与其历史、文化、地理

等因素紧密相连。深入研究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和运用吴语，也为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

考。

参考资料：

吴语太湖片，又名北部吴语、太湖吴语，是狭义的“吴语”，吴

语六片之一。

吴语太湖片是吴语中最大的一个方言片，以太湖为中心，分布在

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的广大地区，地域及人口都达到吴语使用



总数的 65%，为影响力最强的一支吴语，也是吴语的核心。有的人错

误地将吴语太湖片认为是吴语的整体。吴语除太湖片外，另还有五片。



吴语太湖片可再分为毗陵、苏沪嘉、苕溪、杭州、临绍、甬江等

六小片。太湖片内部在吴语当中较为一致，虽然分布于苏、沪、浙、

皖四省市，但内部通话程度较大，故合为一片。六个语小片之间语法、

词汇、发音差异不大，仅是部分细节方面有所区别，能作基本沟通。

吴语太湖片是吴语六片之一。有人认为吴语仅仅是苏南、上海、

浙北一带的语言，但其实吴语区不仅仅包括长江三角洲太湖、钱塘江

周边一带（苏锡常、上海、杭嘉湖甬绍一带），还包括浙南广大地区，

如衢州、金华、台州、丽水、温州以及江西上饶、福建浦城以及安徽

南部的部分地区。

人们对于吴语太湖片的误解与粤语概念相类似，一般人将粤语局

限为粤语广府片（广州）的主流粤语方言，而并非粤语区的全部。吴

语太湖片便相当于粤语广府片，属于主流吴语，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

代表。

吴语并未同粤语一样产生标准音，是因为吴语历史悠久，各地方

言长期以来是平行发展的，与粤语区的形成过程不同，不以一城语言

为尊。

上海话由于融合了其他吴语小片的语言成分，较易于吴语区民众

听懂，故可将上海话称为“吴语通用口音”。



常州市、武进（除沿江的圩塘、魏村、孝都、小河等乡）、丹阳、

丹徒（东乡南乡及镇江新区大部）、金坛（金城镇以西大部分为淮话

移民区，城区为双方言区）、溧阳、宜兴、江阴（除顾山镇）、无锡

（西南、马山）、张家港（除中心河以东，沙槽河以北）、靖江（除

西南角新桥、东兴等乡）、通州（县城金沙镇及周围乡村）、海门

（北部包场等 12乡）、启东（北部吕四等 7乡）、溧水（孔镇、和

凤、洪蓝、东庐、晶桥、云鹤等地）、高淳（东部顾陇、桠溪、定埠

等 7乡）

郎溪（北部定埠、梅渚等乡，西北部建平、东夏、幸福等乡）、

广德（北部下寺乡的庙西村，南部东亭、卢村、同溪等乡局部）

通州（东南部通海区 9个乡及东北部三余区 7个乡）、如东（东

南角）、张家港（中心河以东、沙槽河以北）、启东（除北部吕三甲

等 7个乡）、海门（南部）、无锡（除西南 马山）、江阴（东南顾

山等乡镇）、苏州及昆山、常熟、太仓、南通（开发区）、大丰（东

部裕华、南阳、通商等乡镇部分地区以及上海农场）、东台（东南部

新街镇局地）、射阳（合德、千秋等乡镇局地）、海安（李堡、角斜

等乡镇局地）

湖州市、长兴、安吉（以上两县西部边境官话移民区除外）、德

清、余杭，桐乡（除濮院），海宁（除黄湾），临安（高虹、太湖源



等乡镇部分地区），杭州（除主城区及周围近郊区）

杭州市（限主城区及周围近郊区），桐庐县（分水镇区），临安

（淤潜镇区），省内各大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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