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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 ““ 音象征音象征 ”” 的考察的考察

滑姝娅

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珠海 519040

摘　要：日语拟声拟态词数量繁多，在日语学习中既是重点，也是一大难点。尤其对于母语非日语的日语学习者，因对日

语拟声拟态词的音象征性认识不足、缺乏精准语感等，使得拟声拟态词的学习变得难上加难。因此，本文从日语拟声拟态

词的构造特征、清浊音考察其音象征意义，来明确其语音和词义之间的关联性，以期加深外国日语学习者对日语拟声拟态

词的理解。 
关键词：日语拟声拟态词；“ 音象征 ”；构造特征；清浊音

A Study on the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word “sound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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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words in Japanese, which are not only the key but also a big difficulty 
in Japanese learning. Especially for Japanese lear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Japanese, the lack of sound and symbolic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words 
due to the lack of precise language sens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words from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clear and voiced sounds, so as to cla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in order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Japanese learners of Japanese onomatopoeia and mimicry words.
Keywords: Japanese onomatopoeia; “Sound symbo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Dullness

引言引言

日语音节数量少，结构单一，不足以表达自然界中各

种事物、现象的声音和状态，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拟声拟态词。

然而因拟声拟态词不作为独立的词汇体系，很多日本人都

很难准确解释其语义和使用语境，更何况是外国日语学习

者，因此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多集

中在分类、汉译方法、词形特征等，考察其语音与语义关

系的少之甚少。因此，本文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构造特征、

清浊音考察其音象征意义，明确其语音和词义之间的关系，

以期促进日语学习者对拟声拟态词的理解与掌握。

一、先行研究及问题点一、先行研究及问题点

近年，日本关于拟声拟态词语音与意义的关联性、即

“ 音象征 ” 的研究逐渐增多。

金田一春彦（1978）认为 “ 根据日本人的语感，拟声

拟态词的语音形态与意义感觉存在一定联系，语音和语义

的合理性在拟声词中表现尤为显著。在清音与浊音的对立

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音与义的关系。日本人对于浊音的感

觉是固定的，所以词头常常不会出现浊音，而且，成对出

现的清音拟声词意义也是相反的。” 由此可见日语拟声拟态

词语音和语义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田守育启（1999）将 “ 音
象征”定义为表示某语音除特定语义外还含有象征性意义，

其意义超越了一般含义，从而明确了语音具有一定的象征

意义。丹野真智俊（2005）指出，带有 “ し ” 的拟声拟态

词是静态的，“ ふ ” 含有一种漂浮感，“ け ” 和 “ げ ” 带有

脏污感，“ ぜ ” 则有种断气的痛苦感，“ ぷ ” 有种表示可爱

的倾向。

另外，国内近年也开始出现日语拟声拟态词的音韵、“音
象征 ”、中日拟声词对比等研究。如张剑（2007）研究了拟

声拟态词的音声特征与语法功能等。

综上可知，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的研究

还不充分，因此，本文以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为中心，

从其构造特征、清浊音分别探讨日语拟声拟态词的语音与

语义的关系。

二、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二、关于日语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音象征 ”” 的考察的考察

1. 从构造特征来看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形态构造多种多样，田守育启（1999）

根据音拍数将其分为 1 音拍、2 音拍两类，具体分类如下。

表 1　根据构造特征的拟声拟态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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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构造特征主要有 “ っ ”、
“ り ”、“ ん ”、“ 反復 ” 与 “ 母音の長音化 ” 五类。即使拟

声拟态词的基本音素相同，不同的构造特征也会给人不同

的语感。在此，以由 “ ぽろ ” 词基派生的拟声拟态词 “ ぽ

ろっ ”、“ ぽろり ”、“ ぽろん ”、“ ぽろぽろ ” 为例进行对

比分析。

（1）取っ手がぽろっと取れる。

（2）一粒の涙がぽろりとこぼれた。

（3）胸につけたコサージュがぽろんと落ちた。

（4）大粒の涙をぽろぽろこぼす。

“ ぽろっ ”、“ ぽろり ”、“ ぽろん ”、“ ぽろぽろ ” 均

表示物体下落的声音，但因形态构造特征不同语感也存有

差异。“ ぽろっ ” 含有瞬时性，表示一下子结束动作，“ ぽ

ろん”形容胸花掉落的样子浮现眼前。与“ぽろっ”相比，“ぽ
ろん ” 的瞬时性更弱，反而蕴含一种动作的余味。“ ぽろり ”
表示一粒眼泪慢悠悠地溢出，而 “ ぽろぽろ ” 却形容大颗

泪珠持续不断地流出。另外，“ 落ちる ” 并非持续性动作，

也就不存在将元音长音化的 “ ぽろー ” 形式了。

因此，从构造特征可以将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概

括如下。

表 2 不同构造特征下的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オノマトペ標識 音象徴

っ 瞬時性・一度きり・急に終わる
り ゆったりした感じ・完了
ん 響き・共鳴・重さ
反復 繰り返し・連続している

母音の長音化 長く続いていく

2. 从清浊音来看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本节以 “ ハット・パット・バット ” 为例，利用《現

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 简称 :BCCWJ) 统计整

理其例句并进行对比分析，从其被修饰语、主体或对象来

考察清浊音构成的拟声拟态词 “ 音象征 ” 的差异。

（1） “ ハット・パット・バット ” 的被修饰语

下表 3 是 “ ハット ” 的被修饰语，由此可知，“ ハット ”
以 “ ハットする ” 的使用形式出现达 183 次，占比约 1/3，
修饰动词时表示 “ する ”、“ なる ” 等状态变化，同时修饰

如 “ 飲む ” 此类动词，表示一下子结束动作的用例占比超

过 10%，此外，可以修饰 “ 硬い ” 等表示物体性质的形容词，

也出现了 “ はっと恐ろしい ” 的用例。

表 3 “ハット” 的被修饰语（用例数）

其次，“ パット ” 的被修饰语如表 4 所示。“ パット ”
修饰 “ する ” 的用法最多，占比达 16.4%，只是与 “ ハット ”
不同，修饰如 “ 見る ”、“ 輝く ” 表示自发行为的动词占比

相当高，而且，修饰形容词的用例中，“ ぱっと明るい ” 的

出现频率较高，占比约 8%。另外，修饰 “ 弱い ”、“ 暗い ”
等属性形容词的用例也比 “ ハット ” 多。

表 4 “パット” 的被修饰语（用例数）

最后来看 “バット ”的被修饰语，如表5所示。“バット ”
与 “ハット ”、“パット ”均不同，所有用例都是修饰动词的，

其中，可以看出如 “バット出る ”、“バット離婚する ”、“バッ

ト飛び出す ” 等用于表示结果实现的用例较多。

表 5 “バット” 的被修饰语（用例数）

 
综上可知，拟声拟态词 “ ハット・パット・バット ”

的意义、使用倾向受清浊音的转换而影响。　

共同点：清音 “ハット ”、半浊音 “パット ”与浊音 “バッ

ト ” 均主要修饰动词，“ ～する ” 为代表用例。而且，清音

“ ハット ” 与半浊音 “ パット ” 在修饰形容词时，表示补充

属性评价的用例占比较高，由此可得出相较于浊音的拟声

拟态词而言，含有清音与半浊音的拟声拟态词适用范围更

为广泛。

不同点：清音 “ ハット ” 与半浊音 “ パット ” 同样都

能修饰 “ する ”，但半浊音 “ パット ” 主要接否定形 “ シナ

イ ”，表示状态不太好的含义。修饰动词时，清音 “ ハット ”
的用例中，有八成含有突然注意到、想到的语感，而半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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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 パット ” 的六成用例都包含事情瞬时发生的意义，浊

音 “ バット ” 除表示一般含义以外，还能表示结果的实现。

另一方面，修饰形容词时，清音 “ ハット ” 表示客观性质

的急速变化，而半浊音 “ パット ” 强调说明没有明确界限

的性质。从数据整体来看，清音、半浊音、浊音的拟声拟

态词在表达意义上呈关联性变化关系，清音与半浊音的拟

声拟态词适用范围相似，但强调的重点不同。

（2） “ ハット・パット・バット ” 的主体・对象

“ ハット ” 的主体或对象中，“ ヒト ” 占比最高达

79.4%，其次是 “ コト ”，占比 13.5%。“ ヒト ” 为主体或对

象时，其中一半以上是第三人称，剩下是第一人称和第二

人称，这点在小说或文学作品中尤为突出。此外，省略主

体或对象时，使用 “ ハット ” 的句子中的口语化色彩较重。

表 6 “ハット” 的主体・対象（出现数）

ヒト 494
モノ 23
コト 84

副詞用法 16
感嘆詞 5
合計 622

“ パット ” 的主体或对象如表 7 所示，可知 “ モノ ” 最

多，占比 66.2%，其中，天气与身体部位的用例占比较高。

其次依然是 “ ヒト ”，占比 17.0%，最后是地区与省略的情

况，省略用例中，因前句有副词而省略了主体或对象。

表 7 “パット” 的主体・対象（出现数）

モノ 340
身体部位 134
ヒト 122
略 68
コト 30
地域 21
合計 715

“バット” 的主体或对象出现数量整体上相对前面两者较少，

其中，以 “モノ ”、“コト” 的用例最多。

表 8 “バット” 的主体・対象（出现数）

ヒト 10

モノ 14

コト 13

感嘆 3

合計 40

由此，根据清浊音的转换对拟声拟态词的语感、意义

与感情色彩的影响可以概括出以下异同点。

共同点：清音 “ハット ”、半浊音 “パット ”与浊音 “バッ

ト ” 的主体或对象省略的情况占比不低，此时与清浊音无

关，句子中带有口语化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清音 “ ハッ

ト ”、半浊音 “ パット ” 与浊音 “ バット ” 的用例中，第三

人称为主体或对象最为常见，由此增添了一些客观叙述的

语感，据此，清浊音的拟声拟态词对句子语感、感情色彩

有一定影响。

不同点：清音 “ ハット ” 的主体或对象以 “ ヒト ” 为

中心，而半浊音 “ パット ” 与浊音 “ バット ” 的主体或对

象基本是“モノ”、“コト”，这一点形成鲜明对比。清音“ハッ

ト ” 在表达人的性格特性、主观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半浊音 “ パット ”、浊音 “ バット ” 更倾向于表示事物的

客观特征、状态。此外，半浊音 “ パット ” 往往根据后句

接续动词区分主体或对象用 “ モノ ” 还是 “ コト ”，由此强

化了句中动作、行为的动作感。

三、结论三、结论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从构造特征、清浊音探讨了日语

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明确了拟声拟态词的语音与语义

之间的关联，具体结论如下。

拟声拟态

词的“音

象征”

构造特

征

オノマト

ペ標識
音象徴

っ
瞬時性・一度きり・急に終

わる

り ゆったりした感じ・完了
ん 響き・共鳴・重さ
反復 繰り返し・連続している
母音の長

音化
長く続いていく

清浊音

清音
小さい、軽い、きれい、柔

らかい

浊音
大きい、重い、強い、汚い、

硬い

半浊音

濁音の音象徴以外に、物自

体の特性により動作の動作

感を強める特徴を持つ

虽然本文在考察日语拟声拟态词的 “ 音象征 ” 方面得

出了上述结论，但仅限于拟声拟态词构造特征、清浊音的

角度，另外像元音、辅音对 “ 音象征 ” 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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