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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夹江方言特色词汇形象色彩探究
江　山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2）

摘要：四川夹江方言隶属于北方方言下的西南官话，有其独特的语音和方言词汇，其中有不少富有形象色彩的词能在某种程度上体

现夹江方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韵味，但夹江方言在四川方言研究中尚未深入，故本文以四川夹江方言特色词汇为例，从词的形象色

彩的角度分析该方言词汇蕴含的强烈情感和浓郁的地域文化，展现夹江方言的语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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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局部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又叫“地方话”，方

言虽然只通行于一定区域，但其本身也有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

方言都具有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结构系统，能够满足当地居民

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密切

相关，与社会和交际联系最直接的是词汇，也即词汇对社会发展

和交际需求的反应最灵敏，也最能够展现出地域文化特点，而且

变化比较快，相比之下，语音和语法就稳定得多。词的意义包括

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词汇意义又包括概念义和色彩义，其中，

概念义是词义中的主要部分，色彩义则附属于概念义，通常表现

为词的附加意义，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它包括感情

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等。由于词的色彩义大多是在人们对

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故能在极大程度上体现方

言区人们的认知以及地域文化。本文所讨论的是夹江话中极具代

表性的词的形象色彩义，展现了夹江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反

映了夹江特殊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

一、夹江方言概况

四川夹江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向峨眉山中山区的过渡地

带，县境东邻青神县，东南连乐山市市区，南接峨眉山市，西靠

洪雅县，北毗丹棱县，东北傍东坡区，全境面积 748.47 平方公里，

境内以汉族为主要民族。夹江话是夹江当地人民所使用的地方语

言，属于西南官话区灌赤片区中的岷江小片，是四川的入声地区。

夹江话在夹江县各乡镇内的使用较为一致，除了与普通话和大部

四川方言共同的特点之外，还有很多独具色彩义的词代表地方特

色，而这些特点也体现着当地人开朗幽默、诙谐风趣的性格。近

些年，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夹江话的代际差

异逐年明显，老年人和青年人差异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语

法差异最小，老年人更贴近于本土地方方言，青年人则更贴近于

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夹江老年人口中所保留的本土方言词较多，

而青年人则掌握普通话词汇更多，由于语言大环境的影响，目前

夹江方言中已经吸纳了大量普通话词汇，渗透在当地居民的日常

生活中，而部分本土词汇被普通话中同义词替代之后，逐渐淡出

人们的生活，例如“蜘蛛”，夹江老年称“隔珠子”，而夹江青

年就称“蜘蛛”，类似的词还有很多，本文暂不做大篇幅讨论。

二、夹江方言词汇形象色彩分析

刘叔新先生在其《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一文中指出：

“很多词语，除代表一定的对象这种理性的意义之外，还同时含

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形象感，这就是形象色彩。”黄伯荣、廖序

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也提到一些词除了概念义之外，还使人

们有某种生动具体的感觉，给人以形象感，这种形象感来自于人

们对该事物的概括，因而在把握词的整体意义的时候就附带了形

象色彩之义。可见，形象色彩指的是一个词所概括的客观事物引

起的人们对于该事物的感性方面的联想，包括该事物的形状、颜色、

声音等，是该事物的客观形象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夹江方言里

部分方言词具有十分浓厚的色彩意义，这也是夹江方言词汇特色

之一，笔者所讨论的词语的形象色彩均根据当地人的理解加以分

析，并根据不同的形象色彩将词语分为了以下几类：

三、根据词义的有关声音构词

呱呱儿：指鸭子。当地人根据鸭子的叫声，拟声成词，用特

征带本体，形象感十足，可以说该词是“鸭子”一词在夹江话中

的变体，且使用率极高，而“鸭子”一词在夹江当地则鲜少使用，

“烧呱呱儿”是当地一道名菜，即炸甜皮鸭，笔者认为，由于夹

江话的发展演变，“呱呱儿”和“烧呱呱儿”已逐渐成为两种事物，

后者结构和意义稳定且凝固，专指加工制成的甜皮鸭，也即专名

化了。

嘣嚓嚓：指交谊舞。由于跳舞时音乐节奏类似“嘣嚓嚓”，

当地人也就用该拟声词来代指跳交谊舞，多指广场交谊舞。但该

说法目前只存留在夹江老年人口中，青年人则较少使用，这同时

也体现了当地人幽默诙谐的性格。

lou44lou44：指猪。该词属于有音无字一类，当地农民在唤猪

的时候，约定俗成地使用“lou44lou44”声，这也是当地人在模拟

猪发出的声音，久而久之“lou44lou44”也就成专指猪的名词了，

该词通过拟声联想而成，因声得名，极富形象色彩，但是该词也

只存留于夹江农村老年人口中，青年人较少使用。

根据词义的外在形态构词

和尚头：指膝盖。当地人认为人弯腿的时候，膝盖看起来光

秃秃的，就像和尚的脑袋，故得名“和尚头”，该词在夹江青年

人和老年人口中使用都较为一致，形象感十足。

丁丁猫儿：指蜻蜓。该词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丁丁”

形容蜻蜓的身子和翅膀呈丁字形，“猫”是形容蜻蜓的眼睛特别

大，像猫的眼睛，而且蜻蜓总是飞一下歇一下，一会歇这里，一

会又在那里，就像爱东跑西跑到处趴的猫，因此谓之“丁丁猫儿”，

最后一个字是儿化韵，含有小巧和喜爱的色彩。像“丁丁猫儿”

这样 AAB 式的重叠在四川话中很常见，类似的词还有“叉叉裤”“眯

眯眼”“尖尖帽”等，其中 AA 以一种非常形象的形式来表现该

名词的性质、形状等。“丁丁猫儿”也经常出现在四川当地歌谣里，

例如：“你是天上的丁丁猫儿，我是地下的推屎爬，你在天上打

旋旋儿，我在地下撵趟趟儿。”（该词出自四川方言版搞笑歌曲《素

芬》，表达的是男子对女子的喜爱、追求之意，略带调侃意味。）

末末儿：指重孙。“末末”一词在夹江话中原指某物研磨之

后所得的粉末，例如“用这粉笔写字的时候掉下好多末末哦！”

由于重孙在家族中起码隔了两代人才有，辈分小，使人联想到物

体的极小颗粒，所以当地人便称家族中的重孙为“末末儿”，通

常带上儿化音，更显其所指的辈分之小以及对长辈对小辈人的宠

爱。

妹妹头：指刘海。夹江人认为留刘海的多为小女孩，所以有

刘海的发型看起来就像小妹妹的头，故称刘海为妹妹头。但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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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于普通话的普及以及全民教育素养的提高，“刘海”一词的

使用率大大提高，“妹妹头”的使用逐渐以老年人为主，青年人

则较少使用。

脚板苕：指山药。指的是形状像脚板的一种山药，另有一种

形似扁担的山药，当地称为“千担苕”，二者皆因形得名。

根据词义的行为特征构词

偷油婆：指蟑螂。由于蟑螂喜欢群居在潮湿的环境里，常在

夜间活动，好吃带油脂的食物，其自身也会分泌油脂来帮助它们

前行，加之蟑螂外形明晃晃的，看起来就像抹了一层油一样，所

以夹江人就把蟑螂戏称为“偷油婆”，生动具体，幽默诙谐，这

一说法也普遍通行于川渝地区。与此类似的还有“菢鸡婆”，“菢”

是“抱”的异体字，表示孵小鸡，所以当地人就称母鸡为“菢鸡婆”，

由于母鸡在孵小鸡的时候鸡毛通常会蓬起来，人们也会用“菢鸡婆”

来形容一个人不打理的乱糟糟头发。

摆龙门阵：指聊天或讲故事。据宋末元初话本《薛仁贵征辽

事略》及《说唐后传》记载，“龙门阵”本意是一种军事上的排

兵布阵之法，由唐朝名将薛仁贵所创。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

间艺人都爱摆谈薛仁贵这一故事，并且将其中的故事内容编得曲

折离奇、险象环生，后来，“龙门阵”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专门用来指那些变化多端、趣味无穷的摆谈。久而久之，“龙门阵”

的词义逐渐扩大，演变成闲聊、讲故事、熟人之间唠家常等意思，

其本义反而极少被人们提起。和“龙门阵”搭配的动词是“摆”，

“摆”即铺开来说，这就可以看出当地人聊天时的气势和特点，“龙

门阵”也就成了一个极具方言特色的词，同时也体现出当地方言

的动态演变，该词也广泛应用于西南官话地区。

甩火腿：走路的俚语。火腿指大腿，当地人认为人用两条腿

走路的时候，就好像行走的两条火腿，所以把“走路”称为“甩火腿”，

形象感十足，同时也包含自嘲意味，当说话人在出行的时候没有

任何交通工具时，就只能走路，也就是“甩火腿”了。例如：“你

中午吃了饭策儿（策儿：怎么）回去安？”—“我甩火腿噻！”

扯倒提：指翻跟斗。因为人在翻跟斗的时候头朝下，就像动

物被人提起来那样，所以称翻跟斗为“扯倒提”。

蛆拱子：指蛆。因为蛆虫行动起来是一拱一拱的，夹江人就

根据其行动特征称之为蛆拱子，与之类似的还有“飞手子”（蝙蝠）、

“土狗子”（蝼蛄）、“推屎爬”（屎壳郎）等，都是根据物体

的行动特征构词。

词的形象色彩也在方言熟语中的体现

在夹江话中，不仅很多词汇独具形象色彩，夹江当地的熟语，

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甚至一些当地歌谣，其表达都生

动形象，幽默诙谐，折射出当地的风土人情。例如：

老居士打喝咳—一望无涯（牙）；

驼背子滚阴沟——七拱八翘；

洋马儿下坡——不睬（踩）；

茅厕头的石头——又臭又硬；

吃饭垒尖尖，做活路缩边边；

矮子的心多，扒地草的根多；

老娘子，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

其中“老居士”指老太太、“洋马儿”指自行车、“做活路”

指干活，“老居士打喝咳”说的是老太太打呵欠，让人看不到牙，

说话时我们仿佛真的看到老太太的动作和嘴巴，语言表现力十足。

这些熟语都能直接唤起人们对句中所提到的客观事物形象的联想，

并让人们的日常表达更加准确生动，具体形象。

以上笔者枚举了一些夹江话中极具代表性的词和熟语，它们

都根据与词义有关的声音、外在形态、行为特征或功能特征等构成，

通过借代、比喻、夸张等手段赋予词义，增强形象感，这些可以

说是夹江词汇的一个突出特点，像这样的例子在当地语言中还有

很多，笔者只选取了一些目前在夹江人的口中使用率较高且在全

县范围内使用一致的，这些极富形象色彩的词都是当地人民在日

常生活中创造出来通俗易懂的，生活气息十足，普通话中虽然也

有不少这样的用法，例如“布谷鸟”，但个人认为并没有夹江话

运用得普遍。

四、词汇形象色彩的语用功能

强烈的形象色彩能引起人们对词义所表达的客观事物感性方

面的联想，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不仅能够使语言更加艺术化，

也能使人们的日常交流更加丰富多彩，具体来说，词汇形象色彩

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增强话语的表现力。带

有形象色彩的词往往能准确地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引发人们的联

想，是语言表达的精华所在。比如夹江话中要表达“买肉”义，

通常说“割肉”，“割”字直接展现出买肉的时候肉铺老板用刀

分割肉的场景。再如要表达距离远，夹江话说“老远八天”，通

过夸张的手法表达出“远”义，该词不仅用于具体事物，也可用

于抽象概念。

其次，词汇的形象色彩使语言更富于感情色彩。感情色彩也

是词义附属义的一种，反映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形象

色彩丰富的词，其蕴含的感情色彩也更浓烈，二者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妖精八怪”“白火石”“方脑壳”

都表达了说话人对有关人物厌恶、贬斥的感情，具有贬义色彩，

使词义要表达的形象更加鲜明，让话语富于色彩变化。

最后，形象色彩能让话语产生独特的修辞效果。上文笔者所

举的例子，大都使用借代、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段，利用事物之

间的种种关联巧妙构词，让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呱呱儿”“脚

板苕”，栩栩如生，真切生动。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四川夹江话中典型词汇的形象色彩分析，展现了

夹江方言独特的魅力以及当地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夹江方言

幽默和谐，情感丰富，俨然成为了当地文化的重要代表和集中表现。

这些特色词汇都是当地方言中的精华，绝大部分都是当地老百姓

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并使用的，同时，词语的形象色彩也增加

了语言的意义内涵，使语言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由此

可见，方言和地域文化息息相关，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文化，保护

语言就是保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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