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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方
一

言的籍法特点
`

邢 向 东

神木县属陕西榆林地 区
。

神木方言的语

法系统和普通话差异很小
。

不 过
,

在 构 词

法
、

词形变化以及时态
、

语气的表 达 诸 方

面
,

神木方言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

本文简

述其中的一部分
。

一
、

堆头词

绝头词指以
“
绝

”
起头的词

。 “
绝

”
音

( k欲` 〕
,

无实在意义
。

从词性看
,

绝头词有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和量词
,

其中动词特别

多
,

量词很少
。

按结构分
,

龙头词 有 单 纯

词
,

有派生词
。

下面
,

我们 以结构 为经
,

词

类为纬
,

分别描写其表义特点和语法功能
。

(一 ) 单纯词

单纯绝头词数量较少
。

常见的如
:

名词
:
艳场 绝晃 艳楞 绝榄

动词 .
绝老 绝馏 绝路 绝里 绝良

形容词
:
绝溜 绝里 绝撂 绝另

这些词的特点是
:
意义上都属中性

,

没

有特殊的附加色彩 , 词调为轻重式 , 没有书

面形式 , 第二音节都以 〔 I J为声母
。

单纯绝头名词可以重迭后一音节
,

变成
“
绝 B B ,, 的形式

,

变化后带有明显 的 表小

意味
。

又 可以加后缀
“
子

”
构成子尾词

,

表

情色彩和
“
绝 B B ”

式对立
。

这些特点下文谈

到派生词时还要提及
,

此处从略
。

单纯绝头动词中
, “

绝老
”
和

“
绝里

”

是及物的
,

可以带宾语担任句子 的 谓 语 ,

“
绝踏

” “
绝路

”
和

“
绝良

”
是不 及 物 动

本文在马国凡先生指导下写成
,

特致谢意
。

词
,

不带宾语
,

但带不带补语比较自由
。

例

女口
:

①绝老给下面条儿
,

操心枯在一搭着
。

②这后生成天价艳踢过来
,

绝踏过去
,

甚营生也怕谨做
,

怎么活成个人着呀
。

单纯绝头形容词也是中性词
,

可以担任

谓语
、

补语或定语
。

例如
:

③自小三走了
,

我心里头爽利绝撰的
。

④不要胡扑索
,

把人闹得艳里的
。

⑤这是一绝截儿艳溜棍子
,

换
.

上根端的

吧
。

(二 ) 派生词

派生绝头词的
“
绝

万
是虚语素

,

没有实

在的词汇意义
。

它的作用是与单音节词根构

成多音词 (除部分
“
绝 B B , 形容 词 外

,

皆

为双音词 )
,

是分化同音词和多义词的一种

手段
。

下面
,

我们以词类为纲
,

在和它的同

根同义形式的比较中
,

讨论其语义特点和语

法功能
。

1
。

名词
。

例如
:

A
.

绝尖 绝弯 绝堆 绝锥

B
.

绝堵 绝旦 绝丁 绝虫 艳节

艳台 绝佗
.

艳饱 绝针 艳拍

艳瘩 绝赤 绝梁 艳桩 艳权

A类是仅有的几个由动 词
、

形 容 词 加
“
艳

”
造成的名词

, “
绝

”
具有改变词性的

作用
。

B类是 由名词性语素加前缀构成 的
。

两类的词根性质不同
,

但意义特点
、

同根同

义形式及语法功能没有区别
。

绝头名词指称具体的对象
,

都 是 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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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

它的表义特点可以通过和同根同义词的

比较加以说明
。

(1 )绝头名词中有几个可以去掉前缀
,

加上后缀
“
子

”
造成子尾词

。

例如
:

尖子 泊子 弯子 虫子 桩子

穆子 台子 造子 权于

子尾词跟绝头词的意义相同
,

运用中能

够相互替换
。

例如
:

⑥操心
,

前头有一个水绝泊吻
。

⑦操心
,

前头有一个水泊子吻
。

(2 )部分绝头名词 (包括所有有
“
子尾

式
,
的 ) 可以去掉前缀

,

重迭词根造成迭音

词
。

例如
:

尖尖 丁丁 台台 渣渣 茬茬

桩桩 弯弯 赤如 泊伯 梁梁

这些词具有明显的表小意味和 喜 爱 色

彩
。

运用中有两个特点
:
一是多指称体积较

小的对象
,

二是在儿童用语中或者与儿童对

话中出现频率较高
。

其他方面和绝 头 词 相

同
。

(3 )绝头名词 也 可以不 去
“
艳

”
就加

“
子

, 。

这种
“
艳头子尾词

,, 比子尾词的数

最还多
。

例如
:

艳尖子 绝堵子 绝丁子 绝泊子

屯锥子 绝弯子 绝台子 绝虫子

同其他形式相比
,

绝头子尾词具有明显

的表粗大
、

笨重的附加色彩
。

上文曾说过
, “

龙榄
,, “

绝楞
,,
等单纯

词具有
“
子尾式刀 同义词

,

说明这种 i动的构

成次序是
,

先有
“
绝 头

” ,

后 加 “ 子 尾
”

(即〔绝 + 词根 ) + 子 ) )
。

也表明前级
“
绝

”
在

名词中不能表示附加意义
。

绝头词 加 上 子

尾
,

一来标明了其名词性
,

二来又附加上了

表情色彩
,

与原绝头词在运用上不完全相同

T
。

( 4 )大部分绝头名词可以儿化
。

儿化后

含有表小意味和表爱色彩
。

例如
:

绝尖儿 绝泊儿 绝节儿 绝瞪 儿

七饼儿 绝虫儿 艳瘩儿 七赤儿

儿化前后语法作用没有不 同
,

主要是指

称对象和运用环境有所差异
。

例如
:

⑧米里头起绝虫 儿了
,

得箩一下呀
。

⑨那搭 儿那绝拍儿水清湛湛价
,

能照见

人吻
。

例⑧ “
绝虫儿

”
指米里的小虫

,

如果是体积

较大或者咬人的虫子
,

就要用
“
绝虫

” “
虫

子
” “

绝虫子
”
等

。

例⑧的喜爱色 彩 较 明

显
,

业且是在儿童对话中运用的
。

(5 )绝头名词最常见的同根同 义 词 是
“
绝 B B式

刀 ,

它和
“ A B B式

”
名词相 同

,

具有突出的表小
、

表爱色彩
。

所有双音节绝

头名词都可变作
“
绝 B B式

” ,

例如
:

屯桩桩 绝瞪瞪 屯尖尖 艳疤疤

绝堆堆 绝梁梁 绝堵堵 艳佗佗

它们都能受形容词
“
猴 (小 ) ,, 修饰

,

这样
,

附加色彩就更加突出了
。

例如
:

L荞面要推成猴右掺掺才能吃凉扮吻
。

绝头名词的语法特点是
,

可以受数量词

组和形容词修饰
,

在句子中能作主语
、

宾语

(如上举⑥⑧L ) 和定语 (如例⑨ )
。

下面

是绝头名词作主语的例子
:

@ 前头那座绝赤不高高
,

过去再歇吧
。

L上山砍柴小心些儿
,

绝针扎吻
。

总之
,

艳头名词和它的同根同义词基本

意义相同
,

语法功能一致
,

只是适用对象和

附加色彩有所差别
,

因此
,

运用环境不完全

相同
。

列表示意如下 (见下页 )
:

2
。

动词
。

例如
:

A 绝搅 绝挤 艳皱 绝捣 艳揣

绝乘 绝吵 七绷 绝跷 艳夹

B 绝拧 七蹿 艳徽 绝框 绝凑

绝钻 绝超 绝逞 绝缩 绝乘

绝歪 绝影 绝搐 绝柞 绝躺

在表义特点
.

上
,

动词与名词不同
,

名词

是中性词
,

动词则带有明显的表小意味
,

以

指称幅度较小的动作为常
。

比如
, “

绝吵
”

是
“
小声说话

、

议论
”
的意思

, “
绝乘

”
是

“
轻轻一抬

” 、 “
凑一把力

” 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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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少儿语略多多

绝大多数绝头动词的词根可以独用
。

例

如食

绝搅

搅

绝捣

捣

绝晃

晃

绝挤

挤

绝绕

绕

绝歪

歪

绝抽

抽

绝躺

躺

绝皱

皱

绝搐

搐

词彩上
,

基础形式是中性的
,

派生词则

含有表小意味
,

因此
,

运用环境有所不同
。

再比较
.

L你们吼天叫地价吵甚吻 !

。 你们叽叽咕咕价绝吵甚吻
。

例L与 “
吼天叫地产 配合的是

“ 吵 ” ,

⑧与

表小声议论的
“
叽叽咕咕

”
配 合 的 是

“
绝

吵 , ,

不可换用
。

从语法功能看
,

A 类是及物动词
,

能 带

名词宾语 , B类不及物
。

不过
,

A类 带 宾语

有点限制
:
在肯定性陈述句里

,

如 果 没 有
“
尽管

” 、 “
愣

”
等词作状语

,

就不能直接

带宾语
,

而要先接
“
一下儿

” 、 “
给下儿

,

等补语
,

然后再接宾语 , 更常见的是用介词
“
把 , 将动作对象置于动词前

,

动词后只带

补语
。

兹各举一例
: 矛

L明明绝搅了一下儿稀饭
,

又往锅里抓

了两把米
。

L大水
,

你把这只箱子绝乘给下儿
,

看

沉不
。

@小燕
,

尽管绝挤眼睛摄下毛病着呀
。

疑问句和否定句没有以上限制
。

宾语可

以紧接在动词后
,

例如
:

L你二哥正复习功课着吻
,

不收绝捣那

个
。

L刚才你为甚绝皱眉头 ? 又不舒脱了?

B 类是不及物动词
,

可以带各种补语和

状语作谓语
。

例如
:

L挤在一搭太热了
,

稍微往边边抢挪给

下儿
。

@ 小明自考上大学
,

爽利绝逞得伤了
。

关于派生绝头动词
,

还有一点 需 要 说

明 :
它们都没有重迭形式

。

这和神木方言的

其他动词一致
。

表达
“
尝试态

” ,

神木方言

用补语
“
给下儿

” 、 “
给阵儿

”
等

。

3
.

形容词
。

例如
:

A 绝丘 绝就 绝渗 绝疹 绝瘾

绝年 艳腻 绝神 绝描

B 绝叹叹 龙晃晃 绝散散 绝涌涌

绝舰舰 绝僧蹭 绝冒冒 绝铮铮

绝轰轰 龙堆堆 绝尖尖 绝雾多

这些词都是描写感觉和状态的
。

其中双

音词以表达感觉为主
,

数量不多 , 三音节词

大多形容人
、

物的状态
,

数量较多
。

两者所

指性状的程度也有差异
,

双音词所描写的性

状的程度一般
,

因而可以受程 度 副 词
“
稍

微
” 、 “

很
”
等修饰

,

或者带上
“ 厉害

妙 、

“
伤” 等程度补语 , 三音节词本身即表示状

态的程度很高
,

因此都不能带表程度的状语

或补语
。

例如
:

L画儿挂得稍微绝丘了些 儿
,

右手再朝

上提给下儿就正好了
。

L张永祥这个人
,

常绝叹叹价
,

就会跟

在领导屁股后头打转转
,

真惹眼吻
。

两类形容词的句法功能也不相同
。

双音

词一般担任谓语和补语
,

不能作状语 , 三音

节的既能作谓语和补语
,

又能 作 状 语
。

而

且
,

前者以作谓语为常
,

后者以作 补 语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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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

例如
:

⑧老刘这个人心倒是好吻
,

就是跟众人

有点儿不绝群儿 (谓 )

⑧啊呀
,

你这个人
,

绝就得光 格惨惨儿

价
,

甚也做不 了
,

真是 I (谓
, “

光格惨惨

儿价
”
是程度补语 )

。

L那天医院来了个病人
,

手叫机器轧伤

了
,

把人看得绝李的
。

(补 )

@ 我这向儿脑袋常绝轰轰价
,

书也看不

成
,

睡又睡不好
,

不知道怎来了
。

(谓 )

L我刚才看见明明摘的一 口袋山药
,

龙

晃晃 (价 ) 走进院里去 了
。

(状 )

L哎呀
,

你的胳膊叫甚咬 了 ? 肿得绝 冒

冒价
,

还不快到医院看去? (补 )

还有一点
,

双音绝头形容词带补语
,

以

及所有绝头形容词担任补语时
,

都必须有结

构助词
“
得

” 。

如上举雪LL
。

4
.

量词
。

常见的有下面四个
:

绝瘩 绝堆儿 绝截儿 绝撮儿

“
绝瘩

,
原是指称

“
物体表面凸出的部

分或圆形物体
”
的名词

,

后来用为量词
,

和

普通话
“
块

,
相当

,

使用频率很高
。

只要是

成块儿的东西
,

不论大小
、

方圆
、

厚薄 ; 都

能以
“
绝瘩万 量之

。

如
“
一绝 瘩 石 头

” 、

“
两艳瘩布

” 、 “
三绝瘩窝窝

”
等

。

“
绝堆儿分 表较少的数量

,

可以和所有

整数词连用
。

如
“
一绝堆儿饭

”
指一碗饭

,

“
分成三绝堆儿

”
是分成三份儿等

。

“
绝截儿

”
由名词转来 (即 “

绝节
” ,

读音分化为二
, “

节
” 不 送 气

, “
截

”
送

气 )
,

表示较短较细的条状物体
。

如
“ 几绝

截儿棒棒
,, 、 “

十来绝截儿绝榄榄
”
等

。

“
绝撮儿

”
与

“
一

,,
连用较常见

。

义项

有二
:
一是表示细丝状物体

,

如
“
一绝撮儿

头发
” , “

两绝撮儿毛
” , 二是表示用指头

.

撮起的粉
、

粒状物
,

如
“
一绝撮 儿大米

” 、

“
三龙撮儿面

” 。

下面就几个量词在句中的作用 各 举 一

例
:

L真儿晌午我吃了一艳瘩凉糕
,

两绝堆

儿汤
。

@ 修这么一间房得要一根担子
,

两根核

子
,

四十几绝截 儿椽椽
。

L饭有点儿稀
,

再抓上两绝撮 儿米吧
。

还有几 个
,

如
“
绝 佗

” 、 “
艳 泊

” 、

“
龙抓

”
等

,

也可用作量词
,

比如 “
一绝佗

粪
” 、 “

一绝泊水
” 、 “

一艳抓葡萄
” ,

但

是不太普遍
,

属 于名词的借用
,

而不是专职

量词
。

在对派生绝头词的讨论中
,

我们发现
:

第一
,

词头
“
绝

” 只在动词中具有比较明显

的表小作用
,

而在名词
、

形容词和量词中则

没有给所在词增添什么附加色彩
,

说明词头
“
绝

”

本身是个不表意义的音节
。

第二
,

在派

生绝头词中
,

除量词外
,

名词
、

动词和形容

词的数量都比较多
,

所以
“
绝

”
与

“
子

” 、

“ 儿” 、 “
头

” 、 “
化

” 、 “ 然 ”
等 语 缀 不

同
,

它没有标志词性 的 作 用
。

这 是 前 缀
“
绝

,,
的两大特点

。

“
艳

”
为什么仅仅在动词中具有表小作

用呢 ? 上文已谈到
,

派生艳头动词的绝大多

数具有词根独立的基础形式 (在普通话中
,

这些词也大都是单音词 )
,

于是就形成单纯词

与派生词相互对立的状况
。

语言中词语的绝

对同义现象是不能长 期存在的
,

它们或者相

互 !.I 争
,

甲胜乙败
,

或者受异化规律支配
,

相互分化
,

在表义功能或语法功能上逐渐产

生差异
。

派生绝头动讨与其基础形式正是经

历了这样一个分化过程
:
由单纯词表达中性

意义
,

绝头词则带上了表小色彩
。

总之
,

无

论怎样解释
,

有一点是肯定的
: 只是由于单

纯词和派生词的对立
,

派生绝头动词才具有

了这种表小意味
。

因而
,

我们可以说
,

给动

词带来附加色彩的
,

是
“
艳

” 的存在
,

而不

是
“
绝

”
本身

。

名词
、

形容词的情况和动词不同
,

它们

没有单纯词与之对立
,

自身就是这个意义的
“
正宗代表

” 。

比如名词
,

正是以基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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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格同
“
子尾式

” (也可算基础形式
,

但

只是部分 )
、 “

龙头子尾式
” 、 “

绝头 儿尾

式
” 、 “

绝 B B 式
” 、 “ 迭音式

”
等构 成类

聚
,

龙以中性词的身份同它们 相 对 立
。

因

此
,

绝大多数艳头名词
、

形容词离开
“
龙

,,

即不成词
。

最后
,

我们在研究神木方言大量存在的
“
析音词

” (有人叫
“
嵌 1词 ”

) 现象的基

础上
,

提出
“
绝头词

”
产生的原因

:

(1 )单纯绝头词是上古汉语复辅音音节

( k l一 〕析音化的结果
。

(2 )派生绝头词是在汉语词汇多音化 (主

要是双音化 )的趋势下
,

受单纯绝头词同化
,

逐渐类推而生的
。

( 3) 给单音节词根加上前缀
“
绝

”

造成绝

头词 (主要是动词 )
,

仍然是一种能产的构

词方式
。

二
、

形容词后缀
“ 吃旦

”

和词尾 “
价

”

(一 ) 形容词后级
“
绝旦

”

辣绝旦

④ 干绝旦 稀绝旦 水绝旦

粘绝旦

B 雪白绝旦 戮黑绝旦 默绿绝旦

冰渗绝旦 丁酸绝旦 雪甜绝旦

这些词都是指称感觉的状态 形 容 词
。

如 A 类① 表视觉
,

②表触觉
,

③表味觉
,

④既表视觉又表触觉
。

B 类数量较少
,

是在

已有程度表达的偏正式形容词 后 再 加
“
绝

旦 ” ,

表义特点跟 A类基本相同
。

带有后缀
“
绝旦

”
的形容词在基本意义

之外又具有
“
程度高到说话者觉得过分

”
的

附加意义 和厌恶色彩
,

所以没有
“
好绝旦

” 、

“
新绝旦

” 、 “
香绝旦

” 之类
。

而且
, “

绝

旦
”
还给这些形容词以生动的 形 象 感

。

总

之
,

它们和词根单独成词在意义
、

用法上都

有些差别
。

一般来说
, “

红
”
与

“
红绝旦

” 、

“
软

”
与

“
软绝旦

”
等是不能相互替换的

。

带后缀
“
绝 旦

”
的形容词不受程度副词

修饰
,

例如
,

不能说 ,’f 民红龙旦” 、 “
太千

龙旦
”
等

,

而是与词根革独成词受程度副词

修饰时 同义 (只指 A 类
,

B 类无
“
绝 旦

”
仍

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
,

比较下面两组词语
:

神木方言有两个
“
绝 旦

” 。

一 个 是 名

词
,

指称
“ 圆形或凸 出的 物体

” ,

例如
“
头

上碰起一颗大绝旦
” 、 “ 山药绝旦

” 、 “
石

头绝旦
”
等

。

另一个是形容词后缀
,

没有实

在的词 汇意义
,

只表示这个形容词所指称的

状态的程度很高
,

笠含有厌恶的附加色彩
。

语音上
,

后级
“
龙旦

”
读轻声

。

后者可能是

前者的虚化
,

是形象生动地表示形容词的程

度的结果
。

用 “
绝旦

”
作后缀的形容词有 以 下 几

类
:

A① 红绝旦 绿绝旦 黄绝旦

粉绝旦

② 软绝旦 硬绝旦 冰绝旦

烧绝旦

③ 酸绝旦 甜绝旦 苦均旦

甜龙
_

旦

太甜

粉绝旦

太粉

干绝旦

太干

粘龙旦

太粘

.r之、̀
`

AB

A 类与 B 类同义
,

运用时可以互换而不

改变基本意义
。

不过 A类具有形象 色 彩
,

B

类没有
。

因此
,

文化程度较高或年龄较长的

人以用旧 类为常
,

文化水 平低的人或青少年

儿童多用 A类
,

尤以儿童用语最为突出
。

A 类
“ 词根 十 龙 旦式

” 的另一种同根 同

义词是
“ A B B式

,,
或

“ A 卜B B式
”
迭音形容

词
。

试比较
:

干绝旦 湿绝旦
.

软绝旦 黑绝旦

干晒晒 湿拉拉 软弄弄 黑洼洼

粉绝旦 酸绝旦 灰绝旦

粉 卜耐耐 酸 卜叽叽
·

灰 卜少少

.r心

LrABA

两类的基本意义
、

表情色彩相同
,

·

只是

B 类的形象色彩更加鲜明
。

不过
,

它们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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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功能有所不同
。 “

绝旦尾式
”
多作谓语和

补语
,

不能作定语和状语
, “

A B B式
”
可以

作谓语
、

补语
、

定语和状语 , “
绝旦尾式

”

不熊带词尾
“
价

” , “
A B’B 式

”
一般要带

。

例如
.

①浑酒怎价酸艳且 ?

②浑酒怎价酸古古价?

③酸古古价的浑酒叫人怎价喝哟 ?

④
.

酸饱且价的浑酒 ” ·

…

还有一类同根同义词是
“ A A 儿式

”
单

音词重迭式
。

比较 A
、

B两组
:

红艳旦

红红儿

绵绝旦

绵绵儿

水艳旦

水水儿

甜绝旦

甜甜儿

两类的基本意义相同
,

亚且都附带表达

性状的程度
,

因此都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

但它们的表情色彩相互对立
,

B 类表示
“
程

度较高
,

正合人意
” ,

因而带有喜 爱 的 色

彩
,

A类则含有厌恶色彩
。

所以
,

它们虽然

基本意义相同
,

运用环境却耳相补充
,

不能

换用
。

语法功能上
, “ A A儿式

”
可以作 谓

语
、

补语
、

定语
、

状语
, “
龙且尾式

”
不能

作定语和状语
。

不过
,

两种形式都在青少年

儿童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中间使用得更普遍

纸
“
艳旦尾式

,,
形容词的语法 特 点 是

:

(1 ) 不用词尾
“
价

” , ( 2) 只能担任谓语

和补语
,

不作定语和状语 , (3 )作谓语不带

表程度的状语和任何补语 , (4 )作补语时前

面必须有结构助词
“
得

” 。

例如
:

⑥这种布颜色红绝旦
,

穿上 难 看 死

T
。

(谓 )

⑥啊呀
,

你怎价把饭做得稠艳旦 !

(补 )

(二 ) 询尾
“
价

”

“
价

,
是状态形容词和副词词尾

。

不能

带
“
价

沙
的状态形容词 有 两 类

:
一 是

“
通

红
,, 、 “ 丁酸”

等偏正式 , 一是
“
词根 + 艳

旦式
” ,

用 “
价

”
作词尾的有以下五种

:

A
、

A B B式和 A格 ( 卜) B B式
:

晴湛湛 粉堆堆 臭腾腾 秃树树

绿格袭垂 俊格丹丹 软 卜弄弄

B
、

A A J L式
:

软软儿 暖暖 儿 端端儿 款款儿

C
、

A A BB式
:

拴拴整整 勤勤拾拾 文文斯斯

D
、

四字格
:

贼眉溜眼 齐双摆对 打家劫道

E
、

个别副词
:

成天 怎么 (怎 )

在组合中
, “

价尾词
”
担任的 成 分 不

同
, “

价
,,
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

定中式偏正结构中的
“
价尾词

”
不能直

接置于中心词前
,

必须由结构助词
“
的

”
连

系
,

如
“
端端儿价的一钵树

” 、 “
贼眉溜眼

价的个人
” 。

上列前四类
“
价尾词

”
都能作定语

,

其

中
“ A A 儿

”
式最常用

。

在组合 中
, “

价
”

可以省 略
。

不 过
,

省 了 “
价

”
就 必 须 有

“
个

” ,

如
“
新新儿 (价) 的 个 桌 子

” 、

“
精精明明 (价) 的个孩份儿

” 。

不能既无

“
价

万 ,

又无 “
个

” 。

A A 儿式和四字格加
“
价

”
尾后常作状

语
, “

成天价
” 、 “

怎价
”
等只能作状语

。

这时
, “

价
”
相当于普通话

“
地

” 。

例如
:

⑦这个东西要慢慢儿价往下放吻
。

⑧我看见你哥哥忽听四踏价进院里去

了
。

两例中的
“
价

”
都可省略

。

不过
,

仍然

是有
“
价

”
的句子更常见些

。

“
价尾词

”
作谓语和补语都很常见

。

这

时
, “

价
”
相当于普通话 的

“ 的
” ,

不 能 省

略
。

例如
:

⑨这个人洋洋巫巫价
,

不象 个 成 事

的
。

L小艳这孩份儿就是勤快
,

常把个家

拾掇得净净儿价
?

.r声I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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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
, “

价
”
能否 省 略 跟

“
价 尾

词
”
的句中位置关系比较密切

。

谓语和补语

多在句末 (状态形容词作谓语很少带补语 )
,

所以不能不带
“
价

” , “
价

”
既充当词尾

,

又完足语气 , 定语
、

状语位于句中
, “

价
”

便可以省略
。

以上说明
,

如果没有
“
价

” ,

状态形容词的功 能 是 很 受 限 制 的
,

有 了

“
价

” ,

这些词就自由得多
,

只要词语本身

允许
,

就可以充当谓
、

补
、

定
、

状中的任何

成分
。

尾式的 ) 可由词根单独成词
,

不过 数 t 较

少
。

常见的如
:

碗

碗碗

瓮

瓮瓮 {
绳

绳绳

绳子

三
、

迭音词和词的重迭变化

单音式和子尾词一样
,

也是中性的
。

最

后一组是例外
, “

水
”
中性

, “
水子

”
含厌

恶色彩
, “

水水
”
带喜爱色彩

。

在组合中
,

三者对修饰语的选择性有时

不太一致
,

反映了它们附加意义的差别
。

试

比较
:

f 大瓮 「一根粗棍

神木话迭音词限于名词和形容词
。

有重

迭变化的则只是形容词一类
,

动词没有重迭

形式
。

(一 ) 迭音名词

迭音名词数量很多
,

形式 有
“

A A
”
和

“ A B B ”
两种

。

1
.

人人式
。

例如
:

匣匣 碗碗 瓶瓶 锥锥 瓮瓮

本本 核核 留留 圈圈 翠翠

胡胡 女女 窝窝 羔羔 拐拐

猴猴 大大 好好 探探

这种迭音名词由单音语素熏迭构成
,

都

含有表小和喜爱的色彩
,

因此多指称体积较

小
、

令人喜爱的对象
。

抽象名词没有迭音形

式
。

(1 庆部分 A A 式名词可以不重迭单音

语素
,

而加后级
“
子

”
造成

“
子尾词

” 。

例

如
:

匣子 瓶子 盒子 桌子 绳子

本子 圈子 女子 拐子 勺子

子尾词投有迭音式的表情色彩
,

是中性

词
,

运用环境略有不同
:
体积较大的物件多

由子尾词指称
,

比较正式的场合也多用子尾

词
。

`朴 另一些 A A 式名词 (包括部分有子

猴瓮瓮飞二馨霎煲二
棍棍

J 一沱瘩布

飞一艳瘩布子
二捻儿布布

(3 )少部分A A 式名词既没有单音式
,

也没有子尾式
。

例如
:

A
、

留留 胡胡 牛牛 窝窝 羔羔

B
、

好好 大大 猴猴 操挥 亲奔

人 类的特点是
:
词义跟语素义 相 差 很

远
,

比如
, “

牛牛
,
不是

“
牛

” ,

而是指各

种用腿爬行的小虫
, “
窝窝

”
指

“
窝头

, ,

“
羔羔

,
是小孩儿的爱称

, “
胡胡

”
则是省

略
“
胡琴

”
中的

“
琴

” ,

重迭修饰成分构成

的
。

B 类由形容词性和动词性语素 重 迭 构

成
,

如
“
好好

,
指品行好的人

, “
好

”
是形

容词 , “
猴猴

”
指孩子中最小的

, “
猴

”
是

形容词 , “
探摄

”
指迭置的物件

, “
探

,
是

动词
。

A A 式名词能作主语
、

宾语和定 语
。

其 中 作 主 语
、

宾 语 没 什 么特别之处
,
但

作定语时
,

它所修饰的中心词受其表义特点

制约
,

一般也是迭音词
, 比较下面 两

一

组 句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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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个桌子的拐拐不知道叫谁碰跌了
。

嘴②这个桌桌的拐拐不知道叫谁碰跌了
。

` ③ ?这个桌桌的拐子不知道叫谁碰跌了
。

(④你怎价把本子的皮皮也扯了
。

谧⑤你怎价把本本的皮皮也扯了
。

` ⑧ f你怎价把本本的皮子也扯 了
。

例③⑥很少有人说
。

由此可见
,

迭音名词作定语一般要求中

心词琪是迭音式
, 但不能反过来说

,

迭音式

中心词也要迭音名词作定语
。

下面是 A A 式名词作主语
、

宾 语 的 句

子
:

⑦这七截儿绳绳太短
,

换一 根 长 的

吧
。

⑧快看那个牛牛
,

朝你裤 儿上挺上去

了
。

2
.

A B B式
。

例如 .

指头头 脚片片 灯罩罩 茶缸缸

猪拉拉 羊羔羔 驴驹驹 媳妇妇

袄襟襟 肚矮矮

A BB式由两个单音语素构成
,

大多是前

一语素修饰限制第二个语素
,

是一 种 组 合

— 重迭式名词
。

A B B式同 A A 式一样具有表小色彩
。

大部分A B B式名词具有子尾式同义词
,

个别的有基本式
,

例如
:

“
媳妇子

”
才贴切

,

同样
, “

脚片片
” 只指

小孩儿的脚
, “

脚片子
”
则既可以 是 失人

的
,

也可以是小孩儿的 , “
肚矮矮

”
是 一种

诙谐的说法
, “

肚矮子
”
则带有明显的嫌恶

色彩而近于侮辱了
。

A B B式的语法功能也和 A A 式一致
,

能

够担任主语
、

宾语和定语
。

略举数例
:

⑨你头上的扎根根哪去了? (主 )

L不要拿棍子打驴驹驹
,

那 能 吃 住

喻 ? (宾 )

L这只羊羔羔的腿把把真细吻
,

就和

根柴棍棍样价
。

(定
、

主
、

介宾 )

总之
,

神木方言的两种迭音名词
,

和普

通话儿化词大致相当
,

表情色彩
、

运用范围

都比较一致
。

例如
:

J 本本 绳绳 碗碗 圈圈 水水
`

本儿 绳儿 碗 儿 圈儿 水 儿

羊羔羔

羊羔儿

茶缸缸

茶缸儿

媳妇妇

媳妇儿

指头头

指头子

脚片片

脚片子

猪拉拉

猪拉子

扎根根

扎根子

{
灯罩罩

灯罩子

灯罩

不过
,

一些特殊的方言词
,

如
“
留留

” 、

“
胡胡

” 、 “
女女

” 、 “
牛牛

” 、 “
大大

” 、

“
猪拉拉

” “
肚矮矮

” “
扎根根

”
等

,

普通

话没有相应的儿化词
。

因为迭音名词比较发

达
,

所以神木方言儿化词比普通话少得多
,

东南区域特别少
。

迭音名词的上述表义特点
,

决定了它们

在少年儿童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比在成人语言

中高一些
。

不过
,

大部分迭音名词都是成人

和少年儿童通用的
。

只要表达需要
,

人们尽

可以随意选用各种形式的名词
,

只是频率有

高有低罢了
。

由于表情色彩不同 (子尾词多为中性
,

个别的含厌恶色 彩
,

如
“ 腿 把 子

”
)

,

因

此
,

运用范围也有些差异
。

要是把一个四五

十岁的人的指头叫
“
指头头

” ,

就显得过于

轻愧 , 一位中年妇女在公婆面前 自称
“
媳妇

妇
” ,

会让二老笑掉大牙— 假如还有牙的

话
。

这里应该分别用中性 的
“
指 头 子

从 、

(二 ) 迭音形容词

迭音形容词
,

实际是派生—
重迭式形

容词
,

由一个词根加上迭音后缀或者再加 词

嵌构成
。

这些迭音后缀部分有意义
,

但不那

么具体 , 部分没有意义
。

它们一般不改变词

根 (多能独立成词 ) 的基本意义
,

不过在附

加色彩和组合功能等方面增添了不少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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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方言迭音形容词有三 类
,

一 类 是
“
绝 B B 式

” ,

已见本文第 一 节 , 一 类 是
“ A B B式

” ,

数量很多 , 第 三 类 是
“ A 格

B B” 或
“ A 卜B B式

” 。

后一种大多是 由 A B B

式加词嵌
“
格

”
或

“
卜

”
构成的

。

例如
:

A
、

A B B式
:

① 白生生 红丹丹 兰茵茵 清湛湛

俊班班 粉堆堆 红艳艳 硬铮铮

②软弄弄 兰怨怨 猴捻捻 臭腾腾

灰塌塌 腻仁仁 灰少少 粉耐耐

③淡寡寡 水拉拉 红疹疹 生岔岔

硬洼洼 黄沙沙 软溜溜 稳悠悠

B
、

A格 B B和 A 卜B B式
:

①绿格袭苯 兰格艳艳 清格湛湛

②软 卜弄弄 灰 卜少少 臭 卜腾腾

A类①和 B类①相通
,

可以看作 A B B式

嵌人
“
格

”
成为A 格 B B式

。

附加意义都指性

状达到令人愉悦的程度
,

带有喜爱的色彩
。

A 类②与 B 类②相通
,

附加意义同①相

反
。

A 类③没有相应的加嵌式
,

附加色彩大

都与第②种相同
,

只有少数含有喜爱色彩
。

迭音形容词的表情色彩对立非常明显
,

试比较下列同根词
:

J 红丹丹 兰艳艳 硬铮铮 粉堆堆

“
红疹疹

.

兰怨怨 硬洼洼 粉耐耐

第一组
“
红丹丹

”
指某物红得鲜艳

、

醒

目
,

令人愉快 , “
红赓赓

,
则形容伤 口

、

血

的颜色等
,

令人恐惧
、

厌恶
,

表情 色 彩 对

立
,

基本意义也有差别
。

第二组
“ 兰艳艳

”

与
“ 兰怨怨

”
则纯粹是表情意味之差

:
同一

种兰色
,

喜欢的人说
“
兰艳艳价

” ,

讨厌的

则认为
“ 兰怨怨价

” 。

迭音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是
:
一律不受程

度副词修饰 , 可以作谓语
、

补语和定语
,

作

状语较少 , 作谓语
、

补语时
,

必须 带 词 尾
“
价

,, , 作补语一定要有结构助词
“ 得 ” ,

如果动词带宾语
,

补语要放在宾语之后
。

例

翔 ,

L这后生爽利生溜溜价
,

一点儿礼训也

解不下
。

(谓 )

L一场病害得志刚一满灰塌塌价
。

(补 )

迭音形容词作定语要在中心词前加
“
的

个
” ,

整个词组作主语时
,

全句隐含着
“
本

来…… 没想到
。 ·

一
”
的意思

。

例如
:

L啧啧
,

俊班斑 (价 ) 的个后生
,

怎价

把个脸烧了
。

L那几天还绿格龚妻
、

价的个苗子
,

看叫

太阳烧得焦成甚了 !

少数描写人物情态的迭音形容词能作状

语
,

词尾
“
价

”
可以省略

。

例如
:

L那夜儿营生正忙着吻
,

他是价要请假

吻
,

叫我呛了一顿
,

灰溜溜 (价 ) 走了
。

@ 你这个人没一句顶事话
,

一天不知道

淡寡寡 (价 ) 嚼些甚
。

迭音形容词的运用频率
,

在不 同年令和

文化水平的人中间都一样高
。

(三 ) 形容词的盆迭变化

神木方言形容词有四种重迭方式
:
一是

双音词的
“ A A B B ”

式
,

和普通话相同 , 二

是单音词的
“ A A 儿 ”

式 , 三是偏正 式双音

词的
“ A A儿 B B

”
式 , 四是单音词在否定词

后的
“ (不 ) A A ”

式
。

这里只讨论后 三 种

形式
。

1
.

A A儿式
。

例如 :.

肥肥儿 绵绵儿 软软儿 可可 儿

猴猴儿 甜甜儿 端端儿 款款儿

不论原词的声调如何
,

重迭业儿化后
,

末尾音节一律读降调
。

例如
:

端端儿 (阴平一去 )
,

绵绵儿 (阳平一去 )

暖暖儿 (上一去 )

俊俊儿 (去一去 )

彻彻 儿 (人一去 )

具有这种变化方式的词一般都是表示积

极意义的
。

重迭后
,

一方面表示所指状态的

程度较高
,

另一方面给词添上了喜 爱 的 色

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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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儿式形容词不再受程度副词修 饰
。

在句中作谓语时
,

不带表程度的状 语 和 补

语
。

例如
:

L锅头滚滚儿价
,

过来坐给阵儿
。

L外头明明儿价
,

不用打手电
。

`

作补语时
,

前头也不带修饰成分
:

L院里风吹得凉凉儿价
,

出去踢跳给

阵儿吧
。

O 我放得好好儿价
,

你胡拨捞甚劫 I

作定语时
,
必须有

“
(价 ) 的个

” 。

例

如
:

L好好儿 (价 ) 的个东西
,

硬叫你给

闹烂了
,

真是个破败星
。

L小艳一撅嘴
, “

嘶—
”
一声把一

绝瘩新新 儿 (价 ) 的个手绢儿给扯烂了
。

部分A A 儿式可作状语
。

例如
:

必款款儿 (价 ) 往下放
,

操 心 碰 烂

喻
。

L叫咱们来吻
,

他又走了
,

绕得白白

JL 《价 ) 跑了十几里
。

六 A A儿仑B式
。

例如
,

致也儿黑黑 冰冰儿渗渗 雪曾儿白白

尽尽 J嚼够 丁丁儿酸酸 雪雪儿甜甜

这是偏正式状态形容词的变化方式
。

重

迭以后
,

前一语素的重迭音节儿化 业 读 轻

声
,

末尾音节只读轻声
,

不 儿化
。

例如
:

了
。

(定 )

L你说你爱吃鸡蛋
,

真儿叫你尽尽儿

够够 (价 ) 吃上一顿 1 (状 )

需要说明的是
,

有这种变化的
,

只是部

分偏正式状态形容词
,

其他的如
“
通红

” 、

“
稀软

”
等

,

都没有这种形式
。

因而
,

我们

认为A A儿 B B式是受 A A B B 和 A A 儿式同化

而产生的
。

3
.

(不 ) A A式
。

例如
:

不多多 不大大 不亮亮 不耐耐

不快快 不行行 不香香 不深深

具有这种变化方式的
,

都是指称状态或

感觉的形容词
,

而且全部表示积极意义
。

重迭后
,

末尾音节要读轻声
。

如
:

不暖暖 ( p叭 t n u赶2二3 n u云〕

不多多〔p a 尹t o o z 4 t u o 〕

这种变化方式只能用在否定句中
,

除了
“ 不 ” ,

不能与其他否定词连用
。

肯定句中

跟它相应的变化形 式 是
“ A A 儿

”
式

,

不

过
,

具有
“ A A 儿

”
变化的词要远 比 ,’ ( 不 )

A A”
式的多

。

例如
:

篡裴{

{
.

禁羹裴

好好儿
.

不好好
.

行行儿

不行行

冰
。

冰儿渗
。

渗

尽
。

尽儿够
。

够

雪
.

雪儿白
·

白

丁
。

丁儿酸
。

酸

比较说明
,

只有少数词有否定重迭式而没有

肯定重迭式
。

语气上
,

不 A A式的否定比较轻 微
,

例

如
:

不大

不大大

不快

不快快

不深 不长

不深深 不长长

B则较为 婉 转
。

J.r、 .̀
AB

这种形容词本身即含有
“
程度很高

”
的

意思
,

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

重迭后
,

更强调

状态的程度达到极点
,

带有强烈的 厌 恶 色

彩
。

在句子中
,

A A儿 B B式多担任谓语和补

语
,

作定语
、

状语较少
,

兹各举一例
:

L这碗饭丁丁儿酸酸价了
,

倒了吧
。

(谓 )

@ 你眉眼怎价一下变得雪雪 儿 白 自

价全 (补 )

L稀稀儿烂烂价的一腰 裤 儿
,

算 穿

A是直截了当地否定
,

但是当
“ 不 ”

前有
“
爽利

” 、 “
一满

”
等副

词时
,

它的语气就比单独的
“
不 A ”

强 烈得

多
。

在句子中
,

不 A A式多担任 谓 语 和 补

语
,

作定语少见
,

不能作状毕
。

例如
:

L这 口井不深深
,

还能镣见底子哟
。

(谓 ) ( T 转第 1 3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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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表现形式 ;因为它是不完全的总积
,

本质上仍然是有缺憾的
。 、

妙 ⑥无限数列也是如

此
,
它不能表示出无穷大

。

这韭不有损于数学
,

因为任何数值计算都是有限的
,

我们用不着

真正地去计算无穷大
。

至于我们有时候将某一数值 (比如地球半径 ) 当作无穷大看待
,

有时

又把这同一数值当作无穷小来看待
,

那只是为了计算的方便
,

根本不能证明实际的无穷大是

可变的
。

恩格斯说
, “

我们的几何学 是从空间关系出发
,

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 数 量 出

发
,

这些数量和我们地球上的关系相适应
,

就是说
,

和存在于地球上韭 由人使之 运 动 的
、

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的大小相适应
。

和这些质量比起来
,

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
,

而它

也鱿被地球上的力学 当作无限大来看待
。

地球半径等于无限大
,

这是考察落体定律时整个力学

的原则
。

但是
,

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
、

必须以光年

计算的距离时
,

不只是地球
,

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的各 种 距 离
,

又 都 成 为 无 限 小

了
。 ” ⑦又说

, “
数学 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来的

,

尽管是不 自觉地借来的
,

所以它不能从它

自身
、

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
,

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
。 ” ⑧任何一种数学的无限都不能否定宇

宙实际存在的无限性
。

注释
:

参见 《 十八世纪末一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 》 ,

商务印书馆
, 1 9 7 5年版

,

第91 页
。

黑格尔
: 《 小逻辑 》 ,

商务印书馆
,

1 9 8 2年版
,

第 134 页
。

恩格斯 : 《 自然辩证法 》 ,

人民出版社
,

1 9 7 1年版
,

第 21 4页
。

《 钱学森谈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科学革命 》 ,

载 《 哲学动态 》 , 1 9 8 5年第 4 期第 5 负

岳玉橇
.

《 论物质场的辩证法 》 ,

见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
1 9 8 5年第 6 期

。

黑格尔
: 《 大逻辑 》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

1 9 8 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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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
: 《 自然辩证法 》 ,

人民出版社
, 1 9 7 1年版

,

第 2 45 页
。

同上
,

第 2 49 页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上接第 1 4 6页 )

@ 这个人做营生爽利不行行
,

换上个

再的吧
。 (谓 )

L这种车跑得一满不快快
。

(补 )

L不大大的个人人
,

还真顶 了事了
。

(定 )

在这些结构中
,

一律不能用词尾
“
价

” 。

本文描写的
,
主要是神木方言在构词法

和词形变化方面的几个特点
,

这些也大都是

“ 晋语
”
方言 (李荣语

,

见 《 方言 》 1 9 8 5年

第 一 期 ) 的 特 点
。

析 音 词 (嵌二词 )
、

“
绝

”
头词

、 “
卜

”
头词

、 “
绝旦

” 尾词
、

中缀
“
格

” 、 “ 卜”
等的存在

,

迭音名词和

形容词生动形式非常发达等
,

在晋语
”
方言

区都是极普遍的现象
。

对以上现象及时态
、

语气表达诸特点的深入探讨
,

无论对方言
、

还是对普通话的研究
,

都是很有意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