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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角”视域下的赤峰方言词缀研究 

 

靳芳媛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词汇是语言要素的主体部分，方言词汇是最能体现方言本身特色的要素之一。而词缀作为词汇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方言词缀，鲜明地反映了方言地区的词汇特色。本文从邢

福义先生提出的“小三角”理论出发，从“语表”“语里”“语值”三个角度对赤峰方言词缀进行深入的

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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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小三角”理论是邢福义先生提出的一个关于语言研究的重要理论，也是分析语言现象

的一个重要角度和基点。所谓“小三角”，是由“表-里-值”构成的一个三角。“表”是语

表形式，指显露在外的可见形式；“里”是语里意义，指隐含在内的不可见的关系或内容；

“值”是语用价值，回答其到底有何价值的问题。对于“表”“里”“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邢福义（1987）明确指出：“对于某种语法现象，既要注意研究其语表形式和语里意义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有关规律，也要注意研究其语用价值，借以深化认识。”“小三角”

理论一方面进行“表”“里”验证，在语表、语里之间寻找规律性的联系，另一方面主要对

语值进行观察，研究其现实意义，将语言现象的形式与意义、静态与动态、结构和功能、描

写和解释等相结合，将抽象的语言研究置于具体的语境当中，为语言研究开拓了新视角。 

本文以赤峰方言词缀为研究对象，以邢福义先生的“小三角”理论为基点，从典型的赤

峰方言词汇和词缀实例出发，详细探讨词缀的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深入研究赤

峰方言词缀的特点和赤峰方言特色。 

二、赤峰方言词缀的“小三角”考察 

赤峰方言词缀与普通话词缀有重叠之处，二者存在共通关系。由于赤峰地区独特的风土

人情，词缀也具有不同的语用色彩和表意作用，组成独具特色的赤峰方言词汇。顾会田、张

万有（2010）指出，赤峰方言词缀中，后缀数量最多，中缀数量次之，前缀数量最少。其中，

和普通话用法相类似的后缀有：“子”“儿”“头”“性”等。赤峰方言中典型的后缀也有

很多，如“种”“唔的”“拉咕叽”“拉撒”“拉哄”“个叽”“鼓（个）伦敦儿”“巴叽”

“呼啦”等等。中缀在普通话中数量较少，但在赤峰方言中是比较有特色的词缀，如：“个”

“不”“里”“哒”等等。赤峰方言中的前缀与普通话词汇中的前缀比较相似，例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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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初”“小”等，但是像“二”“悄”等前缀则属于独具特色的赤峰方言词缀。 

关于赤峰方言词汇方面的研究（张万有，2017；吴文杰，2014；顾会田、张万有，2010）

大都集中于词汇异同方面的对比，进而揭示赤峰方言词汇的特色。但是，关于赤峰方言词缀

方面的研究，尚停留在总结归纳阶段。接下来，我们从前缀、中缀、后缀三个类型中，选取

赤峰方言词缀中的典型代表，分别进行语里、语表、语值三个角度的阐述、说明与分析。 

（一）赤峰方言前缀的“小三角”考察 

赤峰方言中前缀数量较少，以下将以“老”“悄”为例深入探讨。 

1.老[lau3]    

老鼻子（数量极其多）    老爷儿（太阳）   老天爷（指上天） 

 老抱子（孵小鸡的母鸡）          老末儿（倒数第一、最后一名）                     

老么咔哧眼（长得丑、仪态不佳） 

（1）语表上，作前缀，有附加意义，无实际意义，帮助构词，大多构成名词。 

（2）语里上，起连接、附加作用构成的名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在句子中多作主

语、宾语或谓语。 

（3）语值上，“老”组成的词语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有加重喜爱或厌恶色彩的作用。

如“老天”是对上天的敬称，加“老”字，表达出对上天尊敬、仰望的感情。再如“老”经

常用在亲属称谓的前面（顾会田、张万有，2018），如“老姨（妈妈最小的妹妹）”“老姑

（爸爸的妹妹）”“老佰（爸爸的弟弟）”“老大哥（年纪较大的哥哥）”“老小子（最小

的孩子）”等，这样的亲属称呼更能体现出亲密的亲情或感情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赤峰人民

对于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和家族内部关系的重视。 

普通话中“老”作为词缀也很常用，但却不具备这样浓厚的感情色彩。例如，普通话“老

鼠”“老虎”“老大”中的“老”只是单纯附着于词汇前面作前缀，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

但不具备生动的感情色彩和语用色彩。 

2.悄[qiau1] 

悄紫（形容颜色发紫）         悄脏（形容极度不干净、肮脏） 

悄白（形容颜色发白或脸色不好）   悄笨（形容人不聪明、头脑不灵活） 

悄黑（形容颜色发黑或不干净，也可形容天黑看不清路） 

悄臭（形容味道非常臭、极其难闻） 

（1）语表上，“悄＋颜色名词”或“悄+单音节形容词”构成的词汇或短语大多是形容

词性词语。 

（2）语里上，“悄”具有“加重”的意味，在句子中可作谓语、定语、补语等成分。 

（3）语值上，“悄”承担了部分实际意义，具有“加重”、“更”的意思，表示强调、

突出的作用，附着在形容词前面。 

（二）赤峰方言中缀的“小三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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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赤峰方言中，中缀的数量比较少，以下将以“不”、“里”为代表进行分析。 

1.不[bu0]    

怪不得（意为原来如此）    怨不当（意义和“怪不得”差不多，意为原来如此、恍

然大悟） 

欠不登（形容人多管闲事）   冷不丁（指突然间、一瞬间）   犯不上（指不值得做某

事） 

乐不得（很高兴、很乐意做某事）  臊不搭（形容害羞、害臊、不好意思） 

闹不登（一种令人轻微恶心的味道）  彪不楞（形容人粗鲁、莽撞、傻头傻脑的样

子） 

闷不出（形容人不爱说话、不善表达） 磨不开（形容害羞或不好意思、没面子） 

麻不撅（形容质感不好、物品表面粗糙） 当[daŋ
4
]不住（表猜测，可能、也许） 

（1）语表上，作为中缀，多数帮助构成形容词性词语或副词短语。 

（2）语里上，帮助构成的词语多作谓语、定语，作状语的也比较多，如“怪不得”“怨

不当”用来引出原因，交代事件发生的缘由，如“当不住”用来表示猜测的可能性。 

（3）语值上，“不”将前后两个语素连接起来构成词语，但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不”

在这里没有实际意义，它只起到连缀音节的作用，使整个音节动听悦耳。 

“不”这一词缀在普通话词汇中也很常见，例如“不成”“不便”“不才”等，均为前

缀。“不”的读音为[bu
2
]或[bu

4
]，均表示否定，具有一定实际意义。但是赤峰方言中的“不”

大都作为中缀，音调为轻声，并且不具备实际意义，只起连贯音节的作用，二者存在很大区

别。 

2.里[li0]   

滴里八挂（东西繁多且无序地挂在某处）   

叽里赶蛋（数量多、数量杂乱、大小不一） 

啼里吐噜（吃饭或说话速度很快产生的声音）  

七里出溜（路滑走不稳当或动作迅速的样子） 

叽里呱啦（说话声音很高、语速很快，并说个没完，让人厌烦） 

叽里咕噜（别人说话听不清或者听不明白，或形容某人动作迅速） 

（1）语表上，“里”作为中缀，帮助构成形容词或副词。 

（2）语里上，“里”构成的词语多作谓语、状语或定语等成分。 

（3）语值上，“里”作为构词成分，大都出现在四字音节中，无实际意义，只起到构

成音节的作用。这些四字词语动听悦耳、形象色彩极强，大多形容人的动作、形态。 

赤峰方言中，像“不”“里”这样的中缀还有很多，在词语中它的位置是固定的，起到

连接前后语素的作用，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中缀离开词语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不能单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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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只起到连接前后成分的附加作用。在音节中，中缀基本都读轻声，使整个音节更加协调、

动听悦耳，增强表达效果。                                     

（三）赤峰方言后缀的“小三角”考察 

赤峰方言中后缀数量较多，内容丰富，部分后缀与普通话词汇中的后缀有相同之处，这种情

况大部分存在于名词中。以下将分别对“种”“拉撒（拉撒儿）”进行阐释。 

1.种[zhuŋ3] 

死种（做事拖沓、不机灵的人）   熊种（胆小怕事、没有担当的人） 

犟种（脾气倔强、性格固执的人）  贱种（地位卑贱、品行低下的人） 

穷种（在金钱或物质方面非常缺乏的人） 孬种（心眼坏的人或怯懦软弱的人） 

冤种（无辜受到职责或被处分的人，也可指被欺骗而上当的人） 

损种（“坏家伙”，还可作为玩笑话，指某个人有一些很特殊的办法）  

潮种（品质低劣或者做事情不思考后果的人，表达的意思比形容词“傻”更强烈，为贬

义词） 

（1）语表上，“种”为名词，本义为植物的种子、人的种类或其他生物的族类。 

（2）语里上，在赤峰方言词汇中为“一种有代表性的人”，一般用于方言词汇的末尾，

是名词标志。由“种”组成的词汇内部结构为偏正（定中）结构，在句子中可作主语、谓语、

宾语等句法成分。 

（3）语值上，“形容词＋种”的结构虽构成名词性词语，却具有很强的描绘色彩，具

有很强的表达效果。而这种结构所构成的名词大多为贬义词。如； 

“你这个熊种。” 

“你真孬种！” 

2.拉撒（拉哄）[lA1sA1（lA1huŋ1）] 

“拉撒”或“拉哄”可用于帮助构成四字词语，如：牛气拉哄/撒（形容人性格高傲、

姿态较高，不好惹）；臭气拉哄；鼻涕拉撒。同时也可用于句子末尾表示列举未尽之意，类

似于普通话中的“等等”“之类”，如：“上街区去买点水果、蔬菜拉撒的”；“今天出门

吧，明天再下雪、刮风拉哄的怎么办啊”；“咱们住的这么近，家里有事拉哄的你就尽管吱

声”。 

（1）语表上，充当助词，多用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名词性词语之后, 表示某种情状和“等

等”或“什么的”、列举未尽等意思（顾会田、张万有，2018）。同时也可用于构成四字词

语，一般用在形容词后面（个别可置于动词性词语或名词性词语后面）构成形容词性词语。 

（2）语里上，“拉撒”“拉哄”大多用在形容词后面，可视为“情态词缀”，表示一

定程度的情态意义，反映出说话人的自我感受，但大多是贬义性的评价，具有否定的意味。 

（3）语值上，表示“等等”、“之类”的列举未尽之意时，“拉撒”和“拉轰”都可

通用。如： 



                                     http://www.sinoss.net 

 - 5 - 

甲：“你的包里都有什么？” 

乙：“有一些纸、笔拉轰/撒的。”（意思有一些纸、笔之类的东西） 

此外，“拉哄”还是一个表示强调的词。多用在词尾，一般用于形容不好的气味，如：

“臭气拉哄（的）”“臊气拉哄（的）”，强调多种味道混在一起，极其难闻。  

三、结语  

以上所介绍的赤峰方言词汇的前缀、中缀和后缀，分别从有代表性的例子出发，在语表、

语里、语值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讨论。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赤峰方言词缀的一些典

型特点和词汇特色。 

（一）赤峰方言词缀的特点 

赤峰方言词缀是赤峰方言的特有成分，无法为普通话或其他方言所代替，它们可以表达

特殊的词汇意义和感情色彩，在赤峰人的日常交流中不可缺少。这些词缀生成各种词性的派

生词汇，数量最多的是形容词，其次是动词、名词、副词等，它们具有十分鲜明的形象色彩

和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频率极高，尤其是在口语交际中。另外，赤峰方言

中的词缀包括前缀、中缀、后缀，其中缀的数量比普通话要丰富很多。中缀起到帮助构成三

音节词、四音节词的作用，使整个词汇的音节更加整齐，且乐音较多、儿化音较多，发音响

亮悦耳。 

（二）赤峰居民的性格特点 

赤峰方言词缀大多无实际意义，只起前后连接的作用，组成三音节词或四音节词，使得

整个音节更加悦耳动听，形象色彩更加鲜明，感情色彩也更加浓厚。从赤峰方言中丰富的三

音节词、四音节词中，我们可以窥见赤峰百姓对于“对称美”的追求；在语言表达方面，也

深刻表现了赤峰人民乐观开朗、率真正直、淳朴善良、不拘小节、豁达大气的性格特点。 

在赤峰方言漫长的历史流变过程中，赤峰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广泛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

语言风格与特色，如蒙古族、满足、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语音等，也广泛吸收

了其他地域方言的优势，例如，东北方言、西北方言、陕西方言、山西方言等。再加上赤峰

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养育出了随机应变、积极学习的赤峰百姓，在对待外来语言或

外来事物方面具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同化能力，这也是赤峰方言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也可以窥见赤峰人民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生存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三）赤峰地区方言词汇特色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赤峰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因此赤峰方言中的词汇也属于北方方言

区的词汇范畴（吴文杰，2014）。赤峰方言中的基本词汇，与普通话中的词汇存在交集部分，

也有不同部分。赤峰方言词汇中，存在着许多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土语、俗语，广泛地为赤

峰人民所使用。同时，赤峰方言词汇也广泛吸收了东北方言、山东方言、陕西方言、山西方

言等方言中的一些典型词汇。在赤峰方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

族关系，与其他少数民族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方言、地域方言经历了长期的融合，逐渐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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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赤峰方言。 

在赤峰方言词汇中，存在大量的三字惯用语和四字词语，利用众多前缀、中缀、后缀将

音节连贯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得音节清晰响亮、韵律整齐，形象色彩和语体色彩非常鲜明；

在赤峰方言词汇中，单音节词汇数量比较少，因为单音节词表意作用极其有限，音节也不够

响亮悦耳。 

关于赤峰方言词缀这一领域，还存在许多尚未探讨的问题。由于笔者自身水平的不足和

诸多条件的限制，以上就赤峰方言的词缀问题做了一些浅显的探讨与分析，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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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ffixes of Chife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tle 

Triangle" 

 

Jin Fangyuan 

(Author's affiliation,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City, 450000) 

Abstract: Vocabulary is the main part of language elements, and dialect vocabulary is one of the 

elements that best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alect itself.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vocabulary system, affixes play a crucial role, especially in dialect affixes, which vividly reflect the lex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 regions. Starting from Mr. Xing Fuyi's "Little Triangle" theory,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affixes in the Chifeng dialec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language table", "language inside", and "language value". 

 

Keywords: Chifeng dialect; Affixes; The "Little Triangle" Theory 

 

 

作者简介:郑州大学文学院 2022 级研究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