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罗
·

阮
,

浅谈四川方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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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属称谓集中地反映 了宗法制社会的 习俗
,

同时也带上了显著的地域文化色彩
。

笔者拟通过分析以
“

妈老汉

儿
”

代表的四川方言亲属称谓合称用法
,

从而说明巴蜀文化与四川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

及其特点
。

【关键词 」四川方言 亲属称谓合称用法 妈老汉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一
、
月 吕

一 四川方言与普通话的联系

四川方言属官话的西南次方言区
。

官话的内

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

离共同语的距离也近
。

然

而
,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

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

式
。

与汉语其他方言一样
,

因其特有的地域
、

历史
、

社会人文等因素
,

四川方言与当地文化之间也存在

着彼此影响的作用
四 。

因而
,

四川方言与现代汉语

共同语之间存在不少差异
。

本文中
,

笔者拟通过分

析以
“

妈老汉儿
”

为代表的亲属称谓合称用法
,

说明

巴蜀文化与四川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及其特

点
。

二 亲属称谓合称用法

本文拟探讨的
“

妈老汉儿
”

是一种表示合称的

亲属称谓
。

亲属称谓又包括面称和背称
,

这里讨论

的主要是背称的亲属称谓合称的现象 既包括自己

称呼自己的亲属
,

也包括指称他人的亲属
,

或论说

包括他人在内的亲属
。

其中
“

两娘母
”

表示包括 自

己在内的亲属合称时也可以用于面称
。

亲属称谓的特点一般受亲属制度的制约
。

具

有不同的亲属制度
,

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亲属称谓系

统
。

但是
,

语言对社会的反映还受着语言本身内部

结构规律的影响
。

相同的亲属制度
,

反映在不同的

语言 或方言 中也会表现出亲属称谓的不同程度的

差异
。

亲属称谓集中地反映了宗法制社会的习俗
,

同时也带上 了显著的地域文化色彩
。

在现代汉语

共同语以及现代汉语方言中
,

亲属称谓都极其丰

富
,

但是由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
,

亲属称谓的具

体使用也存在着差异
。

以现代汉语共同语为例
,

亲

属称谓合称用法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

如

①称谓合称 爸爸妈妈

②关系合称 数量短语 亲属关系 三兄妹

亲属关系 数量短语 父女俩

关系 们 兄弟姐妹们

其中
“

关系 们
”

类表示亲属称谓的情况一般较

少
,

较多是作为非亲属称谓使用的
,

拉近说话者与

听话者的距离
。

进了大厅
,

客运员姐妹们见她烧成这个样

子
,

劝她体息
。

语料库

四川方言中的亲属称谓合称用法也有两套相

应的表达方式

①称谓合称 妈老汉儿

②关系合称 数词 亲属关系 两爷子

关系 些 伙 兄弟姐妹些
、

兄弟伙

需要注意的是
,

加
“

些 伙
”

表示合称的用法在四

川方言中使用频率较低
,

一般使用
“

几个
” ,

例如

姊妹几个
、

弟兄几个

总的来说
,

四川方言亲属称谓合称用法与现代

汉语共同语大体相似
,

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选择和

结构形式上
。

三 语料来源说明

本文语料包括现代汉语共同语语料以及方言

语料
。

共同语语料一部分来 自于 语料库
,

一部

分为笔者自省
,

方言语料则主要是笔者自省
。

二
、 “
妈老汉儿

”
的特殊结构形式

现代汉语共同语中
,

提到父母时常用的形式有
“

爸爸妈妈
” 、 “

妈妈爸爸
” 、 “

父母
” ,

而在四川方言

中
,

以上用法都有用例
。

但在四川方言中有一种特

殊说法与现代汉语共同语有较大区别
,

即
“

妈老汉
, , 。

例如

丁丁是独儿
,

他妈老汉儿太宠他了
。

“

妈老汉儿
” ` ` `

是 由
“

妈
”

和
“

老汉

儿
”

两部分组合而成
,

其中
“

妈
”

可 以理解为现代汉

语共同语
“

妈妈
”

的缩略
,

而
“

老汉儿
”

在此则指的是
“

爸爸
” 、 “

父亲
” ,

是古湘语
。

它在古代汉语 中含有

一定的贬义色彩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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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媳妇说婆婆把你咒骂
,

遇儿子说老汉去

把灰扒
。

语料库

骂一声
,

灾老汉 儿
,

做些丑态真难看
。

语料库

他妈老汉儿都是懒人
,

他也是懒人
。

本文

方言语料均为自拟

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
,

贬义色彩逐渐消失
,

而在
“

妈老汉儿
”

结构中
,

并不带任何贬义色彩
。

“

妈老汉儿
”

意义上相近于
“

妈妈爸爸
, , ,

且在形

式上
“

妈
”

是对
“

妈妈
”

的缩略
, “

老汉儿
”

是对
“

爸爸
”

的替换
,

但是四川方言中的
“

妈老汉儿
”

不能仅仅理

解为
“

妈妈爸爸
”

的改装
。

这也正是
“

妈老汉儿
”

语

言结构特殊性的表现
。

一
“

妈老汉儿
, ,

的相对凝固性

现代汉语共同语中
“

妈妈爸爸
”

是一个名词性

的并列词组
,

因而也可 以说为
“

爸爸妈妈
” ,

还可 以

扩展为
“

妈妈和爸爸
” 。

但是四川方言中的
“

妈老汉

儿
”

已经凝结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短语词
,

意义相当

于
“

父母
”

一词
, “

妈
”

和
“

老汉儿
, ,

二者的顺序不能直

接调换
。

若要调换
,

需进行如下变化

妈老汉儿一老妈儿老汉儿一老汉儿老妈儿

二
“

妈老汉儿
”

的搭配与变化

四川方言中
“

妈老汉儿
”

的搭配形式可 以概括

为 人称 指示代词 家 个 妈老汉儿 些

根据代词的不同
,

该结构式可以分化为
、

两

式

人称代词 家 妈老汉儿

指示代词 个 妈老汉儿 些

人称代词 家 妈老汉儿
。

“

妈老汉儿
”

同
“

妈妈爸爸
”

一样
,

前面可 以加上

单数人称代词
“

你 他 她 人家 别人
”

构成
“

我 你 他

她妈老汉儿
”

结构
,

表示
“

我 你 他 她的爸爸和妈

妈
” 。

此处仅以单数第一人称代词
“

我
”

为例
。

现代汉语共同语中
“

我爸爸妈妈
”

事实上是
“

我

的爸爸妈妈
”

的省略形式
,

因而可以还原为
“

我的爸

爸妈妈
” ,

例如

我爸爸妈妈都很忙
。

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忙
。

但是
, “

我妈老汉儿
”

则不能说为
“

我 的妈老汉

儿
” ,

而可以说成
“

我家妈老汉儿
” 。

此处的
“

家
”

不

是词典中的常用义
“

家庭
” 。

在西南官话中
,

可以利

用
“

家
”

来表示复数
。 “

家
”

附着在表示亲属称谓的名

词后面构成
“

家
” ,

如
“

我家
” 、 “

你家
” 、 “

他 她家
” 、

“

我们家
” 、 “

别人家
” ,

这里的
“

家
”

表示以
“

家庭中

为代表的一辈人或其中的一些人
” ,

如
“

我家妈老汉

儿
” ,

意思是
“

家庭中以我为代表的一辈人的妈妈爸

爸
” 。

这些形式一般都出现在儿童或者青年女子的

口语中
,

在意义和语法功能上与
“

我
” 、 “

你
” 、 “

他

她
” 、 “

我们
” 、 “

人家
” 、 “

别人
”

没有什么不同
,

只是增

加了亲切
、

羡慕的语气
。

四川方言中没有
“

我 的妈老汉儿
”

一类说法
,

只

有
“

我家妈老汉儿
” 、 “

我们妈老汉儿
”

一类说法
。

而
“

我家妈老汉儿
”

在意义上更接近于
“

我们妈老汉
” 。

图表
“

家妈老汉儿
”

及其复数形式

现代汉语共同语 四川方言单数形式 四川方言复数形式

我 的妈妈爸爸 我家妈老汉儿 我们家妈老汉甘我们妈老汉儿

你 的妈妈爸爸 你家妈老汉儿 你们家妈老汉儿

他她 的妈妈爸爸 他她家妈老汉儿 恤她们家妈老汉儿

人家 的妈妈爸爸 人家妈老汉儿 人家妈老汉儿

别人 的妈妈爸爸 别人妈老汉儿 别人家妈老汉儿

更有趣的是
, “

家妈老汉儿
”

与其复数形式同

指
,

仍以
“

我
”

为例
,

例如

俄家妈老汉儿都喜欢吃鱼
。

俄们家妈老汉儿都喜欢吃鱼
。

两句话的句义完全相同
。

也就是说
,

在四川方

言中
“

妈老汉儿
”

及其复数形式都只表示单数意

义
。 “

我家妈老汉儿
”

和
“

我们家妈老汉儿
”

均理解为
“

我的妈妈爸爸
” ,

与
“

我妈老汉儿
”

一致
,

只是增添
“

家
”

以后
,

使得语气显得更加亲切
。

若需表达
“

我们的爸爸妈妈
” ,

则需使用
“

我们

两家 的 妈老汉儿
”

或
“

我们几家 的 妈老汉儿
” ,

且一般会直接使用具体的数字
。

但此时的
“

家
”

和

之前讨论的表示复数的
“

家
”

明显不同
,

是量词
。

既然我们准备结婚了
,

那我们两家的妈老

汉儿就要见个面
,

商量一下
。

我和他们两个一起长大
,

我们三 几家的妈

老汉 是好朋友
。

现代汉语共同语
“

我爸爸妈妈
”

的复数形式为
“

我们爸爸妈妈
” ,

意思是
“

我 的爸爸妈妈和你的爸

爸妈妈
” ,

这一意义在四川方言中有
“

我们 你们妈老

汉
”

结构与之对应
。

但是很少用
“

他们 她们 妈老

汉儿
, ,

结构
。

指示代词 个 妈老汉儿 些
。

这些妈老汉儿些只可怜
,

守在考场外面等

娃娃
。

那些妈老汉儿些太夸张了
,

一直把班主任

围到问东问西
。

以上两句话中均出现了
“

这些 那些 妈老汉儿

些
”

这一结构
,

而且
“

这些 那些 妈老汉儿 些
”

与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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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些
”

结构相同
,

那么就可 以按照
“

这些人 些
”

的

模式进行划分
,

因而可 以分为
“

这些 那些 妈老汉

儿
” “

些
”

两部分
。

下面分为两步进行探讨
。

第一
, “

这些 那些 妈老汉儿
” 。 “

这些 那些
”

“

妈老汉儿
”

也就是表复数的指示代词与
“

妈老汉

儿
”

可 以搭配使用
,

这与
“

这些妈妈爸爸
” 、 “

这些父

母
”

同义
。

但是
, “

这些妈老汉儿
”

和
“

那些妈老汉

儿
”

在语义表达上又有特殊性
,

在使用中含有感情

色彩
,

会随着使用语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大多数

情况下包含嘲讽或者同情的意味
。

例如

那些妈老汉儿一点都不负责
。

巧 这些妈老汉儿不知道怎么 当的
,

都不管娃

娃
。

有时还可以在
“

这些 那些
”

之后加上
“

个
”

一起

修饰
“

妈老汉儿
” ,

此时的
“

个
”

与前文论述的
“

家
, ,

一

样
,

没有实际意义
,

只是起到增强语气的作用
。

这些个妈老汉儿都不负责
,

娃娃生病了都

不晓得
。

第二
, “

妈老汉儿 些
” 。

在西南方言区中
,

一些

方言可以使用
“

些
”

表示复数
,

如贵州方言和 四川方

言
,

与此对应的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形式是
“

妈妈爸

爸们
” ,

但是
“

妈妈爸爸们
”

的意思是
“

妈妈们和爸爸

们
” ,

而四川方言中
“

妈老汉儿些
”

则既可以指
“

妈妈

们和爸爸们
” ,

也可以理解为
“

妈妈和爸爸
” 。

例如

这些妈老汉儿些都是吃苦长大的
,

都晓得

要珍惜
,

不像我们
。

我 妈老汉儿些身体很好
。

我妈妈爸爸

身体很好

其中
,

例中
“

妈老汉儿些
”

表示
“

妈妈们和

爸爸们
” 。

例使用的单数意义的
“

妈妈和爸爸
” 。

三
、 “
妈老汉儿

”
的文化地域特征

一
“

妈老汉儿
”
口语色彩浓郁

,

语气轻松
、

幽默
、

俏

皮

由于四川人幽默风趣的个性和四川淳朴真实

的社会环境
,

四川方言带有明显的生动诙谐的特

色
,

其中主要表现在语汇上
。

本文中研究的
“

妈老

汉
”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

我家妈老汉儿都喜欢看电影
,

你家妈老汉

儿都喜欢旅游
,

好耍得不得了
。

这些妈老汉儿些都只会耍
。

由于
“

妈老汉儿
”

在语义上与
“

妈妈爸爸
”

相近
,

因而可以将上例改为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句子

我妈妈爸爸都喜欢看电影
,

你妈妈爸爸都

喜欢旅游
,

他们都很贪玩
。

这些妈妈爸爸们都很会玩
。

改写前例
“

妈老汉儿
”

的使用使得句子变

得更加活泼
,

缩短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
。

而改

写后的 则显得中规中矩
,

缺乏活力
。

例 通

过使用带有一定贬义色彩的
“

这些妈老汉儿些
”

增

加了句子的感情色彩
,

表现出了说话人的不满与指

责的态度
,

改写后 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
,

没

有感情色彩
。

二 拉近说话者之间的距离
“

妈老汉儿
”

结构可 以用在句中
,

表示语气
,

反

应说话人的态度 在对话中
,

使用
“

妈老汉儿
”

更能

拉近对话双方的距离
,

显得更加亲密
。

我妈老汉儿明天就到
,

你妈老汉儿呢

我们妈老汉儿都讨厌坐车旅行
。

前一例中
,

将
“

我妈老汉儿
”

和
“

你妈老汉儿
”

并

举使用
,

显示出对于对方父母的亲密
。

而后一例中

需要注意
“

我们
”

一词在西南官话中一般是没有单

独的包括式人称代词的
,

因而在这里它是一个排除

式的人称代词
,

将对话对方的父母拉人了排除式的
“

我们
”

的范围
,

很显然有一种亲切感
,

两家人亲如

一家
,

拉近了双方距离
。

三 内陆文化与山地文化的体现

文化对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
,

文化的影响

尤为体现在文化对语序的影响
,

现代汉语共同语中

由于受到
“

存天理
、

重人伦
”

的文化观念
,

因此语序

一般为
“

男在前
,

女在后
” ,

表现在现代汉语共同语

中则是常用
“

父母
”

和
“

爸爸妈妈
” 「̀ 。

虽然也有
“

妈

妈爸爸
”

的情况
,

但是使用频率较低
。

图表 现代汉语中男女称谓连用时位置先后的

数据统计表

搭配 爸爸妈妈叔叔 阿姨哥哥姐姐 爷爷奶奶弟弟妹妹

妈妈爸爸 阿姨 叔叔姐姐哥哥 奶奶爷爷妹妹弟弟

数量

但在四川方言
“

妈老汉儿
”

中
“

妈
”

在前
, “

老汉

儿
”

在后
,

这与共同语相反
,

这不仅受到韵律形式的

影响
,

也与四川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
。

先看韵律的影响
。

冯胜利认为汉语 自然音步

是右向音步
,

即左轻右重
。

由于二重于一
, “

妈老

汉儿
”

中
“

老汉儿
”

重于
“

妈
” ,

因此
, “

妈
”

在左
, “

老汉

儿
”

在右
,

这避免了
“

老汉儿妈
”

形式带来的头重脚

轻
,

符合了普通重音的要求
。

下面看社会环境与
“

妈老汉儿
”

的关系
。

首先
,

四川地处内陆
,

加之
“

蜀道难
,

难于上青

天
”

的落后交通
,

缺乏与外界的交流
,

信息闭塞
,

四

川女性处于自然的
、

本能的
、

不 自觉的状态
,

保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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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人平实
、

质朴的一面
。

但历史上历经了五次大

移民
,

民风也较为开化
,

易于接受外来事物
,

易于适

应改变
。

其次
,

四川多山多民族
,

山地人较为质朴
、

率

真
,

敢爱敢恨
、

较为泼辣 受到的封建思想束缚较

少
,

在家庭生活中
,

男女地位也较为平等
。

女性长

在山野之间
,

沐浴天地之气
,

远离儒教中心地带
,

精

神重荷较少
。

巴蜀社会儒家思想
、

伦理道德文化积

淀的相对稀薄为四川女性的自由成长提供了较为

宽松的外部环境
。

可见
,

四川女性的性格以及较高的女性地位是

与四川的地理环境
、

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
,

带有巴

蜀地域独特的文化特征
。

四
、

结语

“

妈老汉儿
”

的使用
,

是四川特殊的地域文化与

传统
“

重天理
、

灭人欲
”

思想明显冲突的体现
。 “

妈老

汉儿
”

结构在语义上基本等同于
“

妈妈爸爸
” ,

但是
“

妈老汉儿
”

结构的使用使得交流更加生动便捷
。

“

妈老汉儿
”

结构在语表上极大的区别于
“

妈妈爸

爸
” 。

它在语序
、

搭配上都独具特色
。 “

妈老汉儿
”

结

构在语用上独具特色
,

它不仅能使语气变得轻松幽

默
,

还可以拉近语言交际者之间的距离
,

还能从语

言的角度反应四川的文化环境
。

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是与其所处的人类群体

紧密相连的
,

它给这个群体提供了一个交流网络
,

更提供了一种叙述和记忆群体历史的途径
「 。

四川

方言中的
“

妈老汉儿
”

结构以及其他独具川味风格

的语言
,

正是四川文化历史
、

社会变迁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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