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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赣”是江西的简称，但是赣方言与江西话相比，江

西省方言多种多样，包括江西话、客家话、吴话、江淮

官话、徽语等，赣方言主要分布于赣北、赣中一带，在

江西汉语方言中占据首要地位。

一、赣方言民俗语汇研究现状

在赣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研究上，学术

界也有了很大的收获。但同时也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主

要体现在作为方言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语汇上，但研究

的人却是凤毛麟角。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显示，研究赣语

民俗语汇的成果数量不多，多为个别地区的研究成果。

比较常见的俗语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赣语方言，

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供以后的学者作相关研

究之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预研工作还存在着研究

范围窄、语料来源限于个体或研究对象限于特定等问题，

目前江西话的民俗学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的语义共性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与声音、意义相结合，而

语义则是语言所表现的内容。语言符号是由语音形式结

合一定的语义内容构成的。整体而言，赣语在江西民俗

语汇的语义特点是叙事性的，民族性的，全局性的。江

西赣话民俗语汇的民族性，是指以形象思维为最突出特

征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为特征的表达形式和内容。语

汇表义的整体性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组合关系中形成的、

不能单独拆开的、必须融会贯通、融会贯通的整体意义。

除了叙述性、民族性、整体性三大特征之外，江西赣语

方言民间语汇。

三、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的修辞共性

民俗语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说理叙述凝练，抒

发情感真挚，批判性讽刺生动形象，歌唱生活的情绪浓

厚，这些表现形式均与使用多种修辞方法分不开。民

俗语汇的不同，在表达意思时有突出性，追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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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各不相同，因此，它所使用的修辞方法具有不

同的特点。

四、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的文化内涵

赣方言民俗语汇所反映的江西民俗文化内涵，也是

在此基础上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

分，江西文化也被称为赣鄱文化。由于江西文化主要受

几个客观环境的影响，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人

口构成等，所以向心感强，儒家思想浓厚，是江西文化

的主要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这种文化影

响将随着社会的发展渗透到区域内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赣方言民俗语汇承载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民间的习

俗都有其本质，既有约束的本质，也有社会性，也就是

大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的民间文化方式，所以，

从民间的文化语汇的角度来看，更有利于揭示其文化内

涵，例如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出的各种礼俗、

风俗等。赣方言民俗语汇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人民生产生

活方式，反映了人民心理认知，反映了当地民俗文化。

1. 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反映人们的生产生活

民间语汇是由民间产生的，流传于民间，民间又通

过民众创造，从带有群众的特性出发，与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紧密结合。因此，民间语言能够更好地反映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状况。从这一点上来说，江西赣方言区以农

为主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勤

劳节俭，乐善知足的生活观念。

2. 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反映人们的认知心理

方言民俗语汇的创作是以人民群众集体为基础的，

因此，方言民俗语汇最能体现民俗语汇构成丰富，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

作中。民俗语汇与其它语言相同，是人类在认知世界过

程中，将认知经验进行概括和编码，“自然语言是人类最

主要的交流工具，它是人类通过心理活动，将经验的实

际进行概念化，并将其编码的结果，实质上是人类对世

界的认知与感知。自然语言是观察人类心智的一个重要

窗口，“因为心智活动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因为

心智活动很难被独立地观察到。”（1）“认知观”是指对

自己的经验和外部现实如何认识人类的理性的基本看法。

如何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原理和本质的认识，如概念化、

推理化等。“（2）民俗语汇的表意通常具有双重性，其语

义不是简单地将其字面意思相加而来，而是通过在事物

之间的表象与寓意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从而形成

语义，这才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不同地域的人对事物

的认知有各自的思维和角度，形成不同的方言文化，所

以同一地域的人对事物的认知具有各自的整体特征。

五、江西赣方言民俗语汇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发展

我国的语言资源十分丰富，有见证、记录社会发展

历史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有许多区域方言，也有少数

民族文字，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中

国七大方言之一的赣方言，探索其内涵的主要窗口是赣

方言民俗语汇，而不仅是单一的交流手段，更要了解其

背后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

方言的使用范围却在不断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方言背

后的方言文化和我国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正遭受着严峻的

考验，汉语方言的特色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保

护汉语方言的文化已刻不容缓。

1. 方言民俗语汇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

方言是国家共同语的区域分支，它还可以体现出其

特有的地区文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方

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使用者的使用越来越少。方言

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直接削弱了将影响整个民族文化

的方言民俗语汇基础上的方言文化。因此，方言民俗语

汇的传承与发展上体现出一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民俗

语汇在民俗学中既有其重要的概念，也有其方言研究中，

也是一种重要的概念。在民俗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价值与

意义上，是民俗语言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近几年来

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民俗语汇，发掘一个地区既

有强烈的地域性，又有强烈的民族性，反映历久弥新的

民俗现象的人们的认知特点、生活习惯和民俗文化。所

以民俗语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文

化的研究起着窗口的作用。民俗语汇的内容涵盖了人们

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而方言

中的民俗语汇又各有个性，各有特色，不仅可以从侧面

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历史，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地人民

的性格特征。因此，对方言民俗语汇的研究，既是继承

和弘扬本土文化。对于我国文化的丰富和多元，也是一

种传承和发展，意义重大。

2. 方言民俗语汇传承与发展的紧迫性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浪潮，

交通发达使人们的迁移变得更为不易；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方面可以改善人的思想观念，提高人的迁移意愿，另

一方面可以造成人口迁移（例如求学迁移）的本身；展

示了外在世界的多姿多彩，既能为人类迁移提供便利信

息，又能推动人类迁移，这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便

利；最主要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民

的经济水平也越来越高，迁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

为什么现在，由于农村在不断变化的人口迁移时，不断

地修改了以往的封闭保守，受到时代浪潮的影响我国农

村在不断转型，造成了中国农村转型出现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这在根本上改变了方言的生存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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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规模缩小的速度进一步加速，进一步威胁到方言的

生存环境。为了推动经济，1992 年国家制定了“大力推

广、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普通话宣传政策。“推普”

出台后，学校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在大众环境下，普

通话也被称作人与人交流的最主要工具，成为了许多家

庭日常生活的用语。“推普”的政策结果表明，一方面，

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便于人们

的交流和沟通，消除了“方言隔阂”，另一方面，“方言

存亡危机也会直接引发。尤其是老一辈人的去世，如今

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会说方言，愿意讲方言，能讲的场合

越来越少。熟悉和使用方言，是方言民俗语汇发展的先

决条件，但目前方言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传承与发

展方言民俗语汇更是无从谈起。对方言民间语汇的保护

与继承，在各种复杂的影响下，已经迫切需要解决。

3. 方言民俗语汇的传承和发展

方言和方言民俗语言的传承，可以根据我国经济的

发展状况，结合我国各方言的实际情况，结合各地的做

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国家联合地方政府出台适当的双语政策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构成原因复杂，各类少数民

族语言与方言，都是中国值得骄傲的语言文化资源。但

是，由于语言的复杂性，国民沟通顺畅导致了某种障碍，

因此，国家实施了一般话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提高民

众沟通效率，减少沟通障碍，是一件实实在在利国利民

的大好事。同时，从维护国家形象、提高传播效率的角

度，国家主流媒体肩负着宣传中华文化、提升传播效能

的重要功能。普通话也要使用。但是，普通话的宣传和

方言的宣传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并行不相矛盾，主次分

明。一是，全国电视、广播都能开发独立的方言特色频

道，分时段地推广各种方言，宣传方言的特色文化和历

史；二是，当地主流媒体是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本

地主流媒体应该采用通用的普通话，并将人们喜闻乐见

的主题内容进行有效的宣传，另外设立方言主持的电视

频道和用方言广播的播出频率，其内容的关联性和亲和

力的语言必然会增加其收视率和收听率，这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强化人们对方言文化的理解与认可；三是，作为

广播的主要受众，出租车司机的职业性质和更丰富的接

触群体也能达到二次传播方言文化的效果。

（2）学校开设方言文化兴趣课堂和专题讲座

近几年，有关方言是否应当进入课堂，一直有很大

的争论，有的意见是不能引进课堂，因为我国是一个多

民族，人口多，方言多样化，如今的城市化进程加速，

人口的迁移速度加快，如果鼓励方言走进课堂，对我们

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因为语言统

一对国家统一非常重要，所以普通话的推广应当继续坚

持。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方言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同时，方言还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来源，

随着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越来越大，很多方言也在逐渐消

失，所以在掌握好普通话的基础上，鼓励方言的引入。

（3）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大力宣传方言文化

由于国家推普政策的制约，使用方言的人日益稀

少，所以许多的人都认为，方言是“土”的，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方言文化的价值，也没有自信，这也是造

成我国方言文化面临危机的客观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必须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让所有人都能在非正

式场合掌握讲方言、乐于讲方言，让别人愿意了解其他

方言、其他文化，来宣传方言文化，增强人们对方言文

化的自信。

六、结语

语言和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是语言还是

方言，都是民俗的载体，而方言的承载方式更多地体现

在当地民间的风俗特性。方言民俗语汇是方言最能反映

当地的文化遗产，而现在的方言民俗语汇由于各种原因

正在加快消亡，甚至是方言自身的生存空间也在不断的

缩小，所以，要加快抢救性收集、整理和研究地方文化

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长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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