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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方言四字格韵结构和语法
、

修辞特点

邢 向 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 )

〔内容摘要 〕神木方言四 字格 包括 复合型和派性型 两大类
,
其内部结 构的 复杂程

度超 出 了句法关 系和词的 结 构形式
。

它们绝大多数具有状 态形容词的特
.

点 , 可 以 充

当谓
、

补
、

定
、

状等成分
, 入句时需带词尾 “

价
” 。

四 字格 字面和 内洒之 间关 系较

为 多样
, 同时具有意义的具体性

、

适用对 象和语境的特 定性
、

表情 色彩的鲜明性等

修辞特点
。

〔关键词〕方言 四 字格 结构类型 语法功能
.

修辞特点

方言四字格是方言区人民口头创造
、

口

语中运用的成语
,

它们结构定 型
,

意 义 凝

炼
,

运用灵活
,

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

极大

地丰富了人们 的口语表达
。

本文从 内 部 结
·

构
、

语法功能和修辞特点几方面对神木方言

四字格进行简略的讨论
。

一 内部结构

净

和普通话成语一样
,

方言四字格也具有

定型化的特点
,

不能任意变换结构关系和结

构成分
。

它们的内部关系比较复杂
,

超出了

句法关系和一般语词的结构形式
。

根据四字 格直接成分的虚与实
,

可将其

分为复合型和派生型两类
,

各类内部又可依

次划分出若干小类
。

(一 ) 复合型四 字格

复合型四字格指上位直接成分都具有实

在意义的四字格
,

其结构形式几乎包含了所

有句法关系
,

某些方面又比句法关系复杂
。

复合型四字格根据直接成分是否联合关

系
,

可分为联 合型与非联合型两类 , 在联 合
’

型内
,

根据直接成分的内部关系是否相同
,

可分出内部一致型与非内部一致型 , 非联合

型根据其构成关系
,

可分为陈 述 式
、

支 配

式
、 ’

状中式
、

定中式几类
。

1
.

联合型
。

绝大部分有书面形式
。

( 1 ) 内部一致型
。

1)
.

单素联合式
,

数量较少
,

是由四个

独立的实语素一次构成的
:

背丘夹裹 哭说

流笑 踏趴舞拾 刁皮谎诈 撒擂流溢

2 )
.

陈述 十 陈述
:

膘肥体壮 眉泡眼肿

驴 踢狗咬 七老八伤 烟篷雾罩 脚爬手挖

3)
.

支配 + 支配 :
打家劫道 抓五闹六

抽眉架眼 无滋倒味 劳手夺脚 装死卖活

4)
.

定 中 + 定中
: 鬼眉怪眼 明灯蜡水

五马十阵 红马赤条 粗蹄笨胯 黄风雾气

5)
.

状中 + 状中
:

四平八稳 上抓没挖

虚 撩实蹿 胡吹冒撂 不精倒明 兰进五出

6)
.

重迭 + 重迭
:
神神巫巫 惊惊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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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棱骨骨 稀稀撒撤 鬼鬼溜溜 心心事事

7)
.

缀根 + 缀根
,

前缀是
“
绝

” :
绝颠

绝倒 艳泞绝嚷 绝撩龙缩 绝喊绝瞒

( 2 ) 非内部一致型
。

例 如
:

气 烫 滚

水
、

水浸烫脸 (陈述 + 支配 )
,

二 八 雾 气

(联合 + 定中 )
,

糊爆烟串 (联合 + 陈述 )
,

呵牙雾罩 (支配 + 陈述 )
,

干颜爽净
、

眼头

见识 (定中 + 联合 )
,

一直笼统 (状中 + 联

合 )
,

一裹连茬 (状中 + 支 配 )
,

汤 河 卜

溢
、

冷洁龙火
、

柴草绝渣
、

腥和绝腻
、

神妖

绝散
、

慢老绝揣 (联合 + 缀 根 )
,

鬼 颠 龙

倒
、

鬼引绝诱 (陈述 + 缀根 )
,

石 头 瓦 块

(根缀 + 定中)
,

跌跤骨隆
、

跌脚 卜烂
、

打

滚 卜敛
、

戳匙龙老
、

弹蹄 卜敛 ( 支 配 十 单

素 )
,

惚路二三
、

窟窿眼窍
、

绝埃洼岔 (单

索 + 联合 )
。

这一类四字格的特点是
:

其一内部结构

比较复杂 , 共二各式数量都不多
。

可见
,

两直

接成分不对称的结构
,

其能产性是很弱的
,

这是与人们创造
、

运用语言成分时求均衡
、

讲对称 的习惯心理分不开的
。

2
.

非联合 型
。

大都有书面形式
,
数量

较少
,

其中状中式最多
,

内部关系 也 较 复

杂
。

( 1 ) 陈述式
:

五斋钻心 大口十张

心痒难挨

( 2 ) 支配式
: 嚼舌练根 有滋百味

胡加调料

( 3 ) 定中式
:
黄黑二阵 了事道场

假眉三道 生铁硬棒 造谎把式

( 4 ) 状中式
:

1)
。

状 + 动
:

筛糠打颇 死胡麻扯 不

咬处挖

2)
.

状 + 形
:

水抹明光 生死烂贵 稀

巴烂贱

3)
.

状 + (动 十宾 )
:
对驴讽经 拉马

过线 无了
.

儿生事

(二 ) 派生型四字格

派生型四字格是由实素加上虚素构成的

四字格
。

基本特点是
:

其一虚素均光本手
,

其二各类数量较多
,

比例均匀
。

根据虚素的位置
,

可把派生型四字格分

为三类
:
后缀式

,

中缀式
,

中缀后缀式
。

1
.

后缀式
。

由实素加上一个双音节后

缀构成
。

因两实素内部关系不同而分 成以下

七种
:

( 1 ) 陈述 + 后缀
:

水淋摆带 水淋抹

扎 气呵溜啼

( 2 ) 支配 + 后缀
:
赤居马眼 碰头切

砍 点头忽四 咬牙比绷 流水开交 招手

忽拉

( 3 ) 定中 + 后级
:

大 口马眼 死声陶

哇 水心害 塌 醋心五烂 气肠 卜萤 羞眉

拉扎

( 4 ) 状中十 后缀
:

冰渗淘注 陈干五

烂 十猴 卜叽

( 5 ) 联合 + 后缀
:

疯死失砍 忙火拾

烂 文斯五度 瘦死麻害 花红 卜溜 红火

出烫
( 6 ) 缀根 + 后缀

:
卜听四 塌 龙紧马

扎 绝泞嚷藏 绝丁溜蛋 日戳内董 绝丢

扁旦

( 7 ) 单素 + 后缀
:

卜来四古 卜伶九

怪 惚路八塌

关于这一式
,

还有两点需 要 说 明
:
第

一
,

后缀无实义可解
,

但对四字格的意
.

义又

有重要的影响
,

都表示实素所指性状的程度

很高
,

或加强了整个四字格的形象色彩
。

第

二
,

离开虚素大多不能成词
,

只有
“
冰渗

” ,

“
恶心

” 、 “
死声

” 、 “
绝丁

”
等 少 数 可

以
。

2
.

中缀式
。

由单音节语缀嵌人实素之

间构成的四字格
,

数量较少
。

例如
:

( 1 ) 根 + 缀 + 陈述
:

远溜 山隔

( 2 ) 根 + 缀 + 支配
:
柴么播草 屁滋

流烟

( 3 ) 根 + 缀 + 联合 , 山溜古怪 黑打

马虎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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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根 + 缀 + 定中
:
鼻塌涎水 二乎

闲
』
乙 擂乞闷棍

( 6 ) 根 + 缀 + 缀根
:
软三绝倒 斜乎

卜观
一

( 6 ) 根 + 缀 + 单素
:

棍乞绝榄

( 7 ) 定中 + 缀 + 根
:
贼眉溜眼 鬼眉

溜眼 人眉溜眼

( 8 ) 根 + 缀 + 缀 十 根
。

此式均可去掉

中缀
,

由两个实素构成复合词
:
混里八帐

慌里十张 正而八经 麻里克烦 造里八蛋

总的说来
,

除 ( 7 )
、

( 8 ) 两种较特

殊外
,

中缀式的前一语素均为单音节
,

而且

可以独用
。

后面的语素也大多可以成词
,

少

数与前面的实素意义相同或相类
,

如
“

棍—
龙榄

” 、 “
黑— 马虎

” 、 “
鼻— 涎水

” ,

而大多数则是补充说 明前面的实素所表性状

的
,

`

如
“ 山

—
古怪

” 、 “
远—

山隔 ” 、

“
柴
一孺彰 等

。

中缀在这里 只起结构作

用
,

对意义没有多大影响
。

3
.

中缀后缀式
。

特点是
:

其一实素全是

单音节形容词 , 其二结构为 1 + 1 + 2
。

例

如
, 冰洼 卜叽 冷不闷古 渗乎 卜懒

;

操弥

兀拉 酸溜五烂 碎溜泼烂
’

灰 卜溜柞 扁

不四合 花不愣腾

在该式中
,

中缀只起结构作用
,

’

后缀贝!!

补充
、

强调实素所表性状的程度
。

总乏
,

神木方言四字格的两大类型—复合型与派生型
,

数量不相上下
。

复合型大

都有书面形式
,

而派生型中的虚素则绝大部

分没有本字
。

不过
,

两者的语法功 能 和 意

义
、

修辞特点及在语感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

同样作为口语成语是毫无疑义的
。

二 语法特点

(一 ) 词类特点
`

从性质看
,

方言四字格共有四类
。

其中

绝大多数是形容词性
,

只有少数名词性
、

副

词性和动形兼类的
。

名词性四字格仅搜集到十条
,

除最宋一

条外全是联合型
:

头头点点 拐拐脑 脑 柴

草绝渣 石头瓦块 眼头智量 眼头见识

扑神饿鬼 扑食野鬼 门头夹道 盘缠绞计

动
、

形兼类四字格十一条
,

主要是由状

中
、

支配关 系构成的联合型
: 丢人背信 丢

眉漾眼 寻
一

民道短 戳风惹祸 气打烟熏

显山露水 胡吹贸撂 瞎说八道 跑前拾后

东瞅西看 对驴讽经

副词性四字格二十条
,

结构较复杂
,

复

合型
、

派生型都有
。

例如
:

刁来带去 日戮

古董 心心意意 喝里倒阵 好名
一

旦古 眼

明六顾 一齐一合 忽里散毒 绝紧马扎

形容词性四字格四百五十多条
,

上述全

部结构形式它们都有
。

说四字格结构复杂
,

主要是指这一类
。

例如
:

鬼眉怪眼 贼眉溜

眼 粗蹄笨胯 黄风雾气 翻箱倒柜 抖皮

算卦 文乎礼乎 神神巫巫 惚路二三 慌

里十张 跌跤骨隆 山溜古怪

这类四字格具有状态形容词 的特点
:

共

一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

也不带程度补语 , 共

二入句须带词尾
“
价

” 。

`

为什么神木方言四字格主要是形容词性

的呢 ? 这可以从四音节形式在方言词类系统

中的地位
、

方言语法的特点和成语木身的性

质三方面得到说 明
。

在现代汉语语 法系统中
,

状态形容词对

四音节形式有明显的
“
偏爱

” 。

例如 A B 式

形容词和部分动词可以重迭成 A A B B式形容

词
,

有些单音节形容词也 可加上三音节后缀

构 成四音节词
。

而在神木方
一

言中
,

A B B式还

可构成 A格 B B和 A不 B B式
,

甚至普通话不允

许重迭 的偏正式状态形容词
,

如
“
丁酸

” 、

“
雪甜

”
等

,

神木话也有相应的 A A 儿 B B

式
,

此外
,

还有一些 A B A B式形容词
。

而神

木方言的四音节名词则很少
。

从不同词类对

音节形式的选择性来看
,

四字格绝大多数为

形容词性是很自
’

然的
。

从方言语法特点来看
,

神木方言以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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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普语的瓜要特点之一
,

就是状态形容词特

别发达
。

神木话除了 A A 儿
、

A A B B
、

A B B
、

龙入A和 A格 B B
、

A 不 B B等多种形容词外
,

还有后缀
“
绝旦

”
可以加在大部分单音节形

容词和少数双 音节形容词之后
,

使之变为状

态形容词
。

方言 四字格作为方言语法成分之

一
,

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

而以状态形容洞性

的占绝大多数
。

从汉语成语 的性质来考察
, “

四字格 … …

很容易加 d e
字构成 de 字短语

,

尤其是 D Z

短

语
。 ” ①这里的 D :

短语指形容词性短语
,

能

构成 D
Z

短语的也主要是状态形容词
。

那么
,

很容易构成 D
Z

短语的成语就大都具有状态

形容词的性质了
。

因此
,

神木方言四字 格绝

大部分为形容词性是不足为怪的
,

而且
,

由

于它是 口语成语
,

形容词性所占的比例还要

更大一些
。

(二 ) 句法功能

名词性
、

副词性四字格的句法功能比较

简单
。

其中名词性的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
,

尤其是后者
,

副词性的只能作状语
。

动
、

形兼类的
,

主要充当谓语
,

’

其中末

尾不加
“
价

”
是叙事性的

,
加 上

“
价

”
则变

为描写性的
。

试比较
:

了1
.

你尽管胡吹冒撂
,

不怕吹塌嘲 ?

12
.

你尽管胡吹冒撂价
,

不怕吹塌嘲 ?

J 3
.

没真本事的人起就爱显山露水
,

_

②
14

.

没真本事的人起就爱显山露水价
。

去
” ,

去掉后不影响句义
。

所有描写人物外

貌
、

体态
、

表情的四字格都可以这样用
。

四字格作补语时
,

后面除
“
价

”
外一般

不跟别的成分
。

例如
:

9
.

大柱长得折腰狼藉价
,

爽利不周正
。

1 0
.

我哥夜黑地盲肠炎犯了
,

疼得 打 滚

卜敛价
。

部分形容词性四字格能作状语
,

表动作

的情态等
,

但运用频率不如作谓语 和 补 语

高
,

有时
“
价

”
可省略

。

例如
:

1 1
.

你抢活连组价扑甚嘲?

一

22
.

长么连天 (价 ) 捆上这么多绳 子 甚

用也没
。

能作定语的主要是描写人 物 外 貌
、

表

情
、

性格
、

状态等的四字格
,

数量不很多
,

一般须
“
价

” 、 “ 的 ”
连 用 , “ 的 ”

后如加
“
个

”
则表强调

, “
价

”
可省略

。

例如
:

1 3
.

家里来 了三迷九怪 (价 ) 的 个 人
。

1 4
.

这婆姨是个水心害塌价的 人
,

从 来

不计较这种小事
。

综上所述
,

第一
,

描写人物外貌
、

表情
、

性格
、

状态的四字格能作谓语
、

补 语 和 定

语
,

一般不作状语
,

而表动作情态的则可作

谓语
、

补语和状语
,

作定语很少
。

第二
,

形

容词性四字格作谓语和补语时
,

词尾
“
价

”

不能省
,

作状语和定语可以
。

’

看来
,

能否省
“
价

”
主要跟它的句中位置有关

,

只要是在

句末
,

就不能没有
“
价

” 。

形容词 性四字格用法多样
,

能充当谓
、

补
、

状
、

定语
。

作谓语和补语最常见
,

人句

时需带词尾
“
价

” 。

作谓语 的如
:

5
.

你妈爽利病死连天价
,

你怎好好 儿给

看上
。

6
.

你二大说上话品滋龙 么价
。

下面两例似乎是作补语
,

其 实 仍 是 谓

语
:

7
.

他看去瘦死麻害价
,

其实可有劲嘲
。

8
。

这婆姨看去灰恭倒塌价
。

句中的
“
看去

”
是独立成分

,

相当于
“
看

_

仁

三
、

语义和修辞特点

方言四字格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

这是与

它的语义特点密切相关的
。

(一 ) 从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关系来

看
,

四字格主要有以下几种语义构成方式
:

1
.

描摹
:
通过直接描摹对象的形状

、

声音
、

色彩或动作的情态来表义
。

例如
:

(1 ) 花红柳绿 敛领担胯 叽叽咕咕

( 2 ) 翻箱倒柜 打滚 卜敛 墩蹄擞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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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是描写事物的
。 “

敛领担胯
”
用

领子敛开
、

裤子拴得松松垮垮的形象
,

形容

人衣冠不整
、

不修边幅的样子
。 “

花 红 柳

绿 ,, 通过红
、

绿对比来形容令人眼花缭乱的

颜色
, “

,

叽叽咕咕
”
描写的则是几个人低声

说话的声音
。

第二组是描写动作的
。 “

翻箱倒柜
” 用

把箱子翻转
,

柜子推倒的具体动作来形容胡

乱翻腾
、

搞得器物狼藉的情形
, “ 打滚 卜敛

”

中
“
打滚

”
和

“
卜敛

”
都指翻滚身体

,

它直

接描写人因着急
、

疼痛在地上翻过来
、

滚过

去的情状
。 “
瞰蹄擞脚

”
则选取

“ 跺脚
”
这

一典型动作
,

形象地描绘了人在着急
、

愤怒

时手足乱动
、

浑身哆嗦的样子
。

这类四字格多抓取有代表性的特点或动
/

作来表义
,

因而
,

既活灵活现
、

生动具体
,

又有较强的概括性
。

2 了描墓加补充
:

在实义语素描墓对象的

同时
,

加上意义虚灵但表现力较强的后缀
,

不仅描写对象
,

而且加强了描写的生动性
,

增加了量的附加意义
。

例如
: 恶水 卜叽软囊

下叽 十猴 卜叽 温绵 卜谓 恶心 卜谓 涎

水 卜谓 陈千五烂 默黑五烂 恶心五烂

撅气麻害 瘦死麻害
. 、

上列四字格的后缀虽不表具体意义
,

但

和相应的实素结合在一起
,

就有了某种形象

性
。

如
“ 卜叽

”
就 使

“
恶水

” 、 “
软

” 、

“
猴

”
的形象更加鲜明

、

生动
。

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
,

.

这些后缀还赋予四字格特定的表情

色彩
。

上面几组四字格都表示不如 意 的 性

状
,

如只有实素
,

表情色彩并不鲜明
,

或干

脆不能成词
。

加上后缀以后
,

便获得了强烈

的厌恶色彩
,

从而使思想
、

感情和态度表达

得更加确切
、

有力
。

此外
,

派生型四字格的其 他 后 缀
,

如

“ 古萤
” 、 “ 卜董

” 、 “
切砍

” 、 “
打卦

” 、

“
卜咄

” 、 “ 兀拉
”
等

,

也都是表厌恶色彩

的
。

3 ,
引申

:

由字面意义加以引申
,

表达

更为抽象的意义
。

这类四字格大都是本义引

申义并用的
。

例如
:
品滋绝么 丢连打卦

冷清龙火 杂七杂八 载文 卜里 能牙撂齿
“ 丢连打卦

”
本指衣服破烂

、

不整洁的

样子
,

引申义形容举止大大咧咧
。 “

冷清龙

火
”
本指室内温度低

,

引申后形容人少或坏

境气氛冷冷清清
。 “

杂七杂八
”
既指东西种

类不一
,

又有人多而良芬不齐的意思
。

4
.

比喻
:
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是比喻

关系
。

又有两种情况
:

一是本义喻义并存 ,

一是只存喻义
,

本义失落
。

前者如
:

碎溜泼

烂 生铁硬棒 无滋倒味 卜伶九怪 溜溜

旦旦 凉洼 卜叽
“
生铁硬棒

,,
既指食物干硬

,

又比喻说

话态度生硬
,

不容笠辩
。 “ 无滋倒味

”
本指

饭菜寡淡
,

又形容说话空洞
、

乏味
。 “

凉洼

卜叽
”
木义是食物太凉或感觉很冷

,
喻义则

形容态度冷淡
、

语含讥讽
。

至于言语中究竞

用的是本义还是喻义
,

就要视具体环境而定

了
`

只存喻义的如
:

胡加调料
`

不咬处挖

碰头打脸 门头夹道 兔头蛇眼 驴踢狗咬

这一类都是用字面意义直接比喻对象
,

而无所谓本义的
。

如
“
胡加调料

” 用 “
胡乱

添放调味 品
”
来比喻帮忙帮不到点子上

,

乱

来一气
。 “

不咬处挖
”
则用

“
搔不 痒 的 地

方
” 比喻做没用的工作

。 “
门头 夹 道

”
用

“
门

”
和

“
道

”
喻指办事

、

学习的方法和能

力
。

由于只有比喻义
,

因而表达效果更加形

象
、

风趣和幽默
。

它们的另一特点是多含有

较强烈的厌恶色彩
。

5
.

夸张
:

通过夸张的手法来描摹或比

喻对象的性状
。

其中夸张兼比喻占大多数
`

例如
:
掀天孺地 吼天叫地 戮天拐地 吃

铁咬钢 五马十阵 惫死觅活
“
掀天孺地

” 用 “
占据天地之间

”
夸张

地形容东西体积大
、

占地多
。 “

吼天叫地
”

则用 “
对着天地叫喊

”
渲染说话

、

吵闹的声

音太大
。 “

吃铁咬钢
” 用 “

能咬碎
、

吞掉钢

其Q;



铁
” 来比喻性裕强悍

、

夭术怕地示怕
。 “

五
马十阵

”
是通过

“
五匹马摆成十个阵

”
来夸

大地比喻办小事而大摆排场
、

大造声势
。

夸

张手法的运用
,

使这些四字格表义生动
、

传

神
,

连表情色彩也显得特别强烈
,

给人的印

象非常深刻
。

(二 ) 从运用角度着眼
,

神木方言 四字

格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

这些特点同上述语义

结构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

1
.

意义的具体性
。

四字格大都是用来

形容人
、

物的状貌
、

声音
、

色彩
、

表情
、

性
’

格和动作的情态的
,

意义都很具体
,

能够精

微地反映对象的特征
。

以最常见的
“ A 眉 C

眼
”
式为例

, “
红眉烫眼

” 、 “
黑眉糯眼

” 、

“
黑眉泵限

”
’

、 “
灰眉柞眼

”
.

、 “
白眉 绍

眼
”
描绘的是人的不 同脸色

, ”

秃眉竖眼
” 、

“
扁眉捌眼

” 、 “
憋眉饱眼

” 、 “
清 眉 俊

n良”
亥吐画的是人的不同相貌

, 长

呆眉溜眼
” 、

“
恼眉洼眼

” 、 “
贼眉溜眼

” 、 “ 凶 眉 砍

眼
” 、 “

变眉失眼
” 形容的是人的 不 同

’

表

情
,

个个细致人微
,

形象鲜明
。

再如
, “

璀
山积楞

”
和

“
绝堆戴帽

”
都指东西很多

,

但

前者着眼点较大
,

概指东西多得堆成了山
,

如 “ 粮食~ 价
” 、 “

山药~ 价
” ,

后者着眼

点较小
,
是指在容器中的东西满得 冒 了 尖

儿
,

如
“ 舀了~ 一碗米

” ,

两者的区别很明

确
,

很清楚
。

2
.

适用对象和语境的特定性
。

意义的

具体性决定 了方言 四字格的适用对象比较狭

窄
,

运用环境有所限制
。

比如
“
疯死失砍

”

和
“
疯魔 野道

”
都有

“
急急慌慌

”
的意思

,

但前者指
“
干活时慌里慌张

” ,
后者指

“
说

话时慌里慌张
” 。

再如
, “

嘴魔 碎 道
”
指

“
唠唠叨叨

” ,
但只适用于 老 年 人协

“ 叉

梁骗海
”
指 “ 不安分

,
到处惹事

” ,

却只适

用于少年儿童 , “
烂溜失伙

”
形容 农 衫 槛

褛
, “

滴溜敛胯
”
形容衣冠不整

, “
棱棱骨

骨
” 形容衣着讲究

、
’

硬气 , “
流流溢滋

”
和

“
堆堆楞楞

”
都是满

,

而前者指液体
,
后者

指固体
,

各司其职
,

不得替换
。

总之
,

表示

抽象意义的和适用对象
、

运用范围很广的四

字格所占比例较小
,

这和普通话成语是很不

相同的
。

-

3
.

表情色彩的鲜明性
。

方言四字格流

传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
,

表达对人
,

物各个

方面的评价
,

或褒或贬
,

或喜爱或厌恶
,

都

直截了当
,

毫不含混
。

比如
, “ A眉 C 眼

”

式几乎都带有鲜明的表情色彩
: “

扁 眉 捌

眼
” 、 “

清眉俊眼
” 、 “

虎眉睁眼
” 、 “

精

眉炸眼
”
等含褒义

, “
聋眉扯眼

” 、 “
立眉

竖眼
” 、 “ 凶眉砍眼

” 、 “
人 眉 溜 眼

” 、

“
猫眉鼠眼

” 、 “
猴眉家眼

” 、 “
肿 眉 浪

眼
” 、 “

鬼眉怪眼
”
等含贬义

,

只有个别可

算是中性的
。

在所有带表情色彩的四字格中
,

含厌恶

色彩的所占比重特大
。

这是方言四字格的突

出特点
。

比如
,

首字是 〔p 〕母的二十 三 条
,

带厌恶色彩的就有十六条
,

首字是 〔k〕母的

四十七条
,

含厌恶色彩的有三十六条
。

这就

使大部分四字格只能用于表示不满
、

厌恶的

时候
,

限制了其适用范围
。

方言四字格的其他一些修辞特点和普通

话成语相同
,

不再赘述
。

注释
:

① 吕叔湘
: 《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 ,

见 《 汉

语语法论文集 》 (增订本 ) 52 。一5 21 页
。

② 我们赞成把
“
爱

” 、 “
喜欢

”
等作为前谓

语
,

其后的动词
、

形容词性成分 作 为 谓

语
。

〔责任编择 张九玲〕

1 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