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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類別詞演變為結構助詞－以台灣客語海陸方言的類別
詞為中心－* 

遠藤雅裕 

日本‧中央大學 

1. 前言 

分佈在台灣的語言大約有兩大類，一是漢語系，一是南島語系。
漢語系語言大約有三種，即閩南語、客家語、標準華語。根據鐘榮
富 2004 的分類，台灣客語有七種方言，即四縣、海陸、饒平、詔安、
永定、東勢、卓蘭。四縣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客家人都會講四縣方
言（呂嵩雁 2005:194）。海陸方言僅次於此。目前海陸方言分佈於台
灣桃園縣南部、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北部。 

本文討論的內容有二：一是根據筆者所進行的田野調查 1成果介
紹一下台灣客語海陸方言的「個kai21」，它兼備類別詞功能和結構助
詞2功能；二是為了解釋這種多義情況，探討類別詞演變為結構助詞
的途徑。最後指出除了「類別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石毓智 2004
等）的演變途徑以外，還有直接由類別詞演變為結構助詞的途徑。 

2. 海陸客語的「個」 

海陸客語「個」的功能有三；類別詞(CL)、結構助詞(REL)以及
語氣助詞。 

2.1 類別詞「個 kai21」 

[1] 構成數量短語，主要用於人和錢3。 
 

(1)   ʒit5-32 kai21 ŋin55. 
   一個人      （一個人） 

                                                  
* 本文是 2005 年 4 月至 2006 年 3 月筆者利用「中央大學在外研究制度」所做研究的
成果之一，曾在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56 屆年會上宣讀，並於會後做了若干修改。會上

承蒙與會者提出許多寶貴的意見，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1 海陸客語的田野調查是自 2005 年 5 月至 2006 年 3 月及 2006 年 8 月進行的。發音人
是退休國小老師詹智川先生。詹老師是新竹縣新埔人，1939 年出生。筆者在此次調
查當中得到了詹老師的無償協助，使第一階段的調查工作得以順利結束，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謝。 
2 

對於結構助詞，Li & Thompson 1981 把它叫做 nominalization particle（名詞化詞
綴）、石毓智 2004 把它叫做「定語從句標記(relative clause marker)」。 
3 

四縣客語的「個 ke55」亦是如此，如，羅肇錦 1988:130「通常用於人或部分較圓的
物」。現在台灣客語的總稱性類別詞(general classifier)是「隻」，而不是「個」。「隻」

用於物體（自然物、人造物）、人、動物、抽象事物(李偉哲 2005)。 



 
(2)   ŋai55 teu53 (sa55) ʒiu53 ʃip32 ko21 kai21 pʰen55 ʒiu53. 
   我□(□)有十過個朋友。 （我們有十多個朋友） 
 
(3)   ʒit5-32 kai21 ŋiun55. 
   一個銀      （一塊錢） 
 
(4)   kit32 to53 kai21? 
   幾多個？      （幾個？） 
 
(5)   ki55 hi21 kai21 laŋ55 ŋiet32 le53, han55 maŋ55 ʧon35 loi55. 
   佢去個零月了，還□轉來。 
        （他去了一個多月了，還沒有回來） 

 
[2] 可與指示代詞搭配 

 
(6)   {lia55 / kai55} kai21 ŋin55. 
   {□/□}個人      （{這/那}個人） 

 
亦可與指示代詞以及數詞搭配。 
 

(7)   kai55 sam53 kai21 ŋin55 he21 hok32 saŋ53 ŋə55. 
   □三個人係學生仔。    （那三個人是學生） 

2.2 結構助詞「個kai21」4 

「個」亦有類似於華語的結構助詞「的」的性質，具有構成體
詞性短語的功能，如：領屬關係(08)；與體詞性成份搭配(09)；與謂
詞性成份搭配(10, 11, 12)；亦可構成體詞性短語(13, 14)5。這種「個」
均可以「□e21」6取代。 
 
(8)   lia55 he21 ki55 kai21 ʃu53, kai55 pun35 ʃu53 he21 kia55 ko53 kai21. 
   □係佢個書, □本書係□哥個。 （這是他的書。那本

書是他哥哥的） 
 
(9)   voŋ55 set5 kai21 tʰoŋ55. 
   黃色個糖   （黃糖） 
 
(10)   vuk5-32 tu35 ʦʰo53 nen35-33 toŋ53 to53 kai21 ŋin55. 
   屋肚坐□當多個人。 （屋裡坐著很多的人） 
 
(11)   tai21 muk5-32 kiaŋ21 kai21 ŋin55. 
   戴目鏡個人。  （戴眼鏡的人） 
                                                  
4 楊時逢 1957 將結構助詞的「個」記錄為輕聲。 
5 除此之外，還有將狀語與謂詞性中心語結合起來的功能，如，「ho35-33 ho35 kai21 好
好個」。但是這個「個」不一定出現，根據我們的調查，一般不用「個」就直接把「好

好」放在謂詞前面，如，ŋai55 ʦeu35-33 kʰoi53 ʒit5-32 ha33 ə55, pau53 fuk32 oi21 ho35-33 ho35 
kʰon21 nen35 我走開一下仔，包袱愛好好看□（我走開一會兒，行李要好好兒的看

著！）。 
6 「e21」可能是「個 kai21」的弱化形式。根據楊時逢 1957:102 的記述，其弱化過程
可以概括如下；kai21> ai21> e21。 

- 14 - 



 
(12)   ʒiu53 ki35-33 {kai21 / ʧak5} ʧok32 fuŋ55 sam53 kai21 se21 ŋin55 nə55 

ʦʰo53 lia55 vui33. 
   有幾{個/隻}著紅衫個細人仔坐□位。（有幾個穿紅衣服的小

孩在這兒） 
 
(13)   ʧoŋ35-33 ŋiu55 kai21. 
   掌牛個   （放牛的） 
 
(14)   kai55 tuŋ21 vuk5 toŋ53 ʦʰu53 he21 ki55 ʃat32 ke21 kai21. 
   □棟屋當初係佢設計個。 （那棟房屋當初是他設計的） 
 

除此之外，結構助詞的「個」出現在「「大/細」+CL+REL+N」
的格式中。這種「個」亦均可以「□e21」取代。 

 
(15)   {tʰai33 / se21} ʧak5 kai21 kai53 ə55. 
   {大/細}隻個雞仔  （{大/小}的雞） 
 
(16)   {tʰai33 / se21} ki53 kai21 ʧa53 ə55.  
   {大/細}支個遮仔  （{大/小}的雨傘） 

2.3 語氣助詞 

可構成相當於「是~的」句的句子。這種「個」亦可以「□e21」
取代。 
 
(17)   ʃoŋ33 pai35 he21 ma33 sa55 ʦʰiaŋ35 kai21? 
   上擺係□□請個？  （上次是誰請的客？） 
 
(18)   he21 ŋai55 ʦʰiaŋ35 kai21. 
   係我請個。  （是我請的） 
 
(19)  ki55 he21 khiu33 ŋien55 loi55 kai21. 
   佢係舊年來個。  （他是去年來的） 

 
如上所述，海陸客語「個」涵蓋相當大的領域，從表面看其義

項（即類別詞和結構助詞）之間似乎沒有直接的關係。下面探討「個」
的多義結構和其語法化途徑。 

3. 由類別詞到結構助詞 

石毓智 2004:91 將由類別詞到結構助詞的語法化途徑概括如下： 
 
(20)   類別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7 
 

                                                  
7 香坂 1953 早已提出了東南方言的量詞、結構助詞、指示詞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並
且結構助詞由指示詞發展而來。彭小川 2006 的分析結果也支持石說。她指出，廣州
話的「啲」有不定量詞、指示詞、結構助詞等三種功能，其語法化過程符合石說的

語法化途徑。但是「啲」尚未徹底語法化，因為不定量詞功能的使用頻率高，而結

構助詞還保留著複數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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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別強調「必須經過指代詞這一中間環節」。 石說的根據有
三； 

一）觀察各種語言的證據，就不難發現定語從句標記（即結構
助詞）是由指示代詞演變而來。 

二）近代漢語的「個」有指示代詞和結構助詞的用法。 
三）可看到現代漢語方言當中有把指示代詞像結構助詞那樣使
用的例子（例句 21）。 

 
(21)   會書法那位教授已經退休了。(石毓智 2004:95) 

 
但是，我們認為，不用必須通過指示代詞階段，也有由類別詞

直接發展到結構助詞的途徑。其理由有二； 
 
一）有不少方言類別詞和結構助詞詞形相同或相近（不是變調）。 
二）南方方言的類別詞可以和形容詞「大/小」相搭配，與北方
方言相比，搭配對象較多。 
 
這種語法性質會促使搭配對象多樣化，也會促使類別詞「個」

演變為結構助詞語法化。 
下面我們分別對這兩個側面進行探討。 

3.1 類別詞與指示代詞的關係 

如上所示，海陸客語的「個」具有類別詞和結構助詞功能。用
石說的語法化程序檢測，海陸客語缺少了一個指示代詞的階段。那
麼，類別詞和結構助詞的這兩個功能之間具有甚麼環節呢？不難發
現，一個詞形接近「個」的指示代詞，那就是遠指代詞「□kai55」。
「□kai55」和「個 kai21」，這兩者聲韻相同，聲調不同，前者為陰去，
後者為陽平。我們認為，用石說的語法化程序來解釋海陸客語的這
種情況就不太合理。因為根據石說，就不得不說「個 kai21」先變成
陽平做指示代詞而後回復原來的聲調做結構助詞。事實證明，這種
演變途徑難以想像。 

這樣的情形在南方方言中相當多(參看表 1)8。我們現在要分析
一下其他南方方言的情況。 

                                                 

 

 
8 有關類別詞演變為指示代詞的機制，請參看石毓智 2004、竹越 200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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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示代詞 

 
  類別詞 

近指 遠指 
結構助詞 

a 廣東 廣寧 個 kɵ33 嗰 kɵ33 嗰 kɵ33 嗰 kɵ33 

b 江西 波陽 個 ko4 個 ko4 □ ȵi2 個 ko 

c 台灣 

四縣

(六

堆) 

□ ke55 □ le31 □ ke55 □ ke55 (1) 

AAA 

d 廣東 

東莞

(莞

城) 

個 kɔ32 呢 nei213-55 嗰 kɔ35 嗰 kɔ32 

e 廣東 

香港

(市

區) 

個 kɔ33 呢 ni55 嗰 kɔ35 嘅 kɛ33 

f 江西 南昌 個 ko2 個 ko4 許個 he4 ko 個 ko 

(2) 

AA 

g 江西 全南 個 kai4 該 kai2 那 nɛi3 個 ki4 

h 廣東 台山 個 kuɔi33 該 kʰuɔi21 □ kʰoŋ21 嘅 kɛ 

i 貴州 三都 個 ki56 也 i3 □ kɛi3 個 kəʔ2 
(3) 

A 
j 浙江 金華 介 kɑ55 葛 kəʔ3 沒 məʔ2 葛 kəʔ2 

 
表 2 

 類別詞-代詞 類別詞-結構助詞 代詞-結構助詞 

AAA 15 31 5 
AAA? 2 0 0 
AA/AAA 1 0 1 
AA 62 66 43 
A/AA 0 0 1 
A 26 25 60 
難以判斷 6 4 13 
沒有相比較的對象 34 21 24 

 
針對類別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的關係，筆者調查了多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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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料9，發現在這些詞的任何兩者之間都有如下的三種關係，即；
「AAA類」表示詞的聲韻調完全相同、「AA類」表示在聲韻調中兩
種相同、「A類」表示只有一種相同。例如；廣東廣寧的類別詞k□ɵ33

與近指指示代詞相同，這種關係為AAA類：廣東香港的類別詞kɔ33

與遠指指示代詞只有聲調不同而已，這就是AA類：廣東台山的類別
詞、指示代詞、結構助詞只有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軟顎塞音），算
是A類（參看表 1）。AA類有兩種情況；一是［類別詞－指示代詞］
之間的關係只有聲調不同：一是［類別詞－結構助詞］之間的關係
有a和b兩種，前者是聲調的不同（包括輕聲化），後者是韻母不同。. 

如表 1 所示，支持石說的是廣東廣寧(a)、江西波陽(b)、台灣四
縣客

-指示代詞］同形
而［

3.2 類別詞搭配的對象 

有些南方方言類別詞搭配的對象比北方方言多。這些類別詞除
了數

上類別詞，不像

                                                 

語六堆話(c)的例子。方言 a 和 c 的類別詞、指示代詞和結構助
詞詞形相同，而方言 b 類別詞與指示代詞相同而與結構助詞不同。
由此可以推測類別詞演變為指示代詞之後演變為結構助詞（經過輕
聲化）。但是廣東東莞(d)的例子該如何解釋？因為類別詞如果先演變
為指示代詞，而後又演變為結構助詞的話，應先有變音，然後又回
復原來的詞形。這個情況與海陸客語相同。 

除此之外，統計結果也不太符合石說。［類別詞
類別詞-結構助詞］不同形的方言點只有 7 處，而與［類別詞-

結構助詞］同形的方言點卻有 15 處，後者明明多於前者(參看表 2)。
台灣閩南語也屬於後者的類型。它的類別詞（ê）和結構助詞（ê）
詞形相同，而指示代詞（che / he）的詞形與前兩者不同。（楊秀芳
1991:204, 282-284）。很難想像類別詞ê演變為指示代詞後再演變為結
構助詞。可以說台灣閩南語完全不符合石說10。 

詞、指示代詞以外還可以和人稱代詞、表「大/小」的形容詞搭
配使用。比如，粵語、閩語都有這樣的特色11。 

[1] 台灣閩南語（盧廣誠 2003:111） 
「台閩語的「大/細」修飾名詞的時候，必須加

 
9 所使用的資料如下；『漢語方言詞彙』(第二版)、『當代吳語研究』、『客贛方言調查
報告』、『客贛方言比較研究』、『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粵北十縣市粵方言調

查報告』、『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台灣饒平客話』、『六堆客家社會文化發
展與變遷之研究-語言篇』。方言點總共有 147 個。 
10 水語(侗台語族)的 to2 也有類似的特點，既可以充當類別詞(相當於「隻」)，又可
以充當結構助詞(相當於「的」)，如；to2 ɣo1 隻蜘蛛(蜘蛛)、to2 ȵa2 的你(你的)、to2haːn3

的紅(紅的)。指示代詞詞形與這兩者完全不同，即 naːi6 這、ʦa5 那(王均等 1984『壯
侗語族語言簡志』民族出版社)。 
11 泰語的類別詞也構成類似於漢語東南方言類別詞的「N＋CL+V」式名詞性短語（1:
水口 2004:11、2: Smyth2002、3:峰岸 2006:104）。就如下的例子而言，泰語的類別詞

比漢語的更靈活。 
1) rôm       khan         sĭi-khĭaw （綠色的雨傘） 
   umbrella  CL :LONG   color green 
2) sɯ̂a    tua         mày （新的襯衫） 
  shirt     CL:CLOTHS  new 
3) náŋsɯ̌ɯ  lêm         nǎa （厚的書） 

book     CL:BOOK   t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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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

̄ chiah

的「大/小」可以直接修飾名詞。」（22~23:盧廣誠 2003:111、24~25:
筆者的調查資料）12 
(22)   chi ̍t chiah toa  káu. 
   一隻大隻狗  （一隻大狗） 

3)   saⁿ boé sè boé
 
(2  hi ̂-á.  
   三尾細尾魚仔        （三條小魚） 

4)   nn ̄g lia ̍p { toa ̄ / sè
 
(2  } lia ̍p kam-á. 
   兩粒{大/細}粒柑仔        （兩顆{大/小}的橘子） 

5)   khah toa ̄ lia ̍p
 
(2  chit-su-lá. 
   較大粒□□□        （大一點） 

[2] 粵語(Matthews & Yip 1994:95) 
(26)  

 

 Nī gāan fóng hóu daaih gāan. 
   呢間房好大間。        （那個間房間很大）。 

7)   Ngóh gam daaih go
 
(2  léui dōu meih tái-gwo Jūng yī ge. 
   我咁大個女都未睇過中醫嘅。（我這麼大也沒有看過中醫

 
8)   Kéuih mùihmúi hóu sai lāp

的） 

(2  ge. 
   佢妹妹好細粒嘅。        （我妹妹很矮） 

9)   Ngóh gòhgō hóu daaih jek
 
(2  ge. 
   我哥哥好大隻嘅。        （我哥哥很健壯） 

海陸客語的「大/細」修飾名詞的形式有四種，就是「{大/細}＋
N」、

海陸客語 

(30)   {tʰai  / se21} ʧu53 ə55. 

1)   {tʰai  / se } kai21 ʧu53 ə55. 

2)   {tʰai  / se } ʧak  kai21 ʧu53 ə55. 

3)   {tʰai  / se } ʧak  kai21 {tʰai33 / se21} ʧu53 ə55. 

四縣客語美濃（田中 2006:339-340） 

                                                 

 

「{大/細}＋REL+N」、「{大/細}＋CL+REL+N」 13 、「{大/細}＋
CL+REL+「大/細」＋N」。這些「個」亦可以「□e21」取代。 

 
[3]
 

33

   {大/細}豬仔。 
 

33 21(3
   {大/細}個豬仔。 
 

33 21 5(3
   {大/細}隻個豬仔。 
 

33 21 55(3
   {大/細}隻個{大/細}豬仔。 

 
[4]
 

 
12 羅馬字為教會羅馬字（白話字）。 
13 這個結構與「NUM＋CL+REL+N」平行，如（四縣客語，楊時逢 1957）； 

it2 pak2-4 mui24 kai0 li24 ŋ11  一百尾個鯉魚（一百條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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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ai55 gue42 e42. 

5)   tai  ge  gue42 e42.  

6)   tai  zak  ge55 gue42 e42. 

們認為，如上所示的(31)和(32)、(35)和(36)「個」是類別詞演
變為

(37)  「大」+CL+NP > ADV+「大」+CL+NP14 > 其他成份+CL+NP 

4. 小結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強調，除了石說的語法化途徑以外，還
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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