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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探析

李 燕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

重庆 4 01 33 1)

[摘 要」江西大塘客家方 言中的蔬菜词与普通话 中的蔬菜词有很大的不同
,

与广东梅县客 家方 言的蔬菜词 也是 同中有

异
。

分析了八种蔬菜
、

十一个语词
:

牛角辣椒
、

洋 /羊辣椒
、

洋秋 /茄
,

番薯
,

洋番薯
,

紫薯
、

薯子
,

南
,

节瓜
,

番莆
,

富菜
。

这些蔬菜

词的命名理据共有四种
:
一

、

蔬菜的外形特征 ;二
、

蔬菜的来源地 ;三
、

外形 与来源地的结合 ;四
、

避讳
。

其所体现的汉民族文化

心理有三种
:
一

、

喜欢 以 区别性特征来命名 ;二
、

倾向于用双音节词 ;三
、

避讳求富
。

【关键词」大塘 ;蔬菜词 ;命名理据 ;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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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埠镇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境 中南

部
。

根据刘纶鑫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

大塘埠镇

是信丰县境内客家方言的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地区
「l] 。

但是由于长期与赣方言
、

中原官话 以及赣

州当地各方言等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

已经发生 了一

些变化
,

与梅县客家方言有些明显的差异
。

而且与

现代汉语普通话也有着不小的差异
。

在交流中
,

笔

者发现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一些蔬菜语词与现代

汉语普通话迥异
,

独具特色
。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的经验以及对大塘客家方

言区以及梅县客家话地区的一些人们的方言调查
,

考察了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一些蔬菜语词
。

重

点探析这些蔬菜语词命名的理据及其构词特点所

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
。

一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调查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一些蔬菜语词
,

不仅与

现代汉语普通话迥异
,

而且与梅县客家话也有着一

些明显的差异
。

本文主要挑选了江西大塘客家方

言中与现代汉语普通话
、

梅县客家话差异较大的
、

独具特色的一些蔬菜语词
。

为了更加真实具体地

了解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这些特殊的蔬菜词
,

笔

者对 50 位大塘客家方言区中不同地方
、

不同年龄段

(青年
、

中年
、

老年 )的人们进行了田野调查
,

发现在

大塘地区
:
秋葵主要有牛角辣椒

、

洋 /羊辣椒
、

洋秋 /

茄几种叫法
,

红薯都统称为番薯
,

豆薯主要有洋番

薯
、

洋薯两种叫法
,

大薯被称作紫薯
、

薯子
,

丝瓜区

分为
“

南瓜
” 、

节瓜两种
,

南瓜称为番莆
,

芹菜都叫做

富菜
。

同时也对梅县客家话地区的人们进行了田野

调查
,

并且根据温昌衍编著的《客家方言》
,

现将现

代汉语普通话
、

大塘客家方言以及梅县客家话这些

蔬菜语词总结如表 1所示
。

表 1 蔬菜语词对照表

现代汉语普通话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 梅县客家话

秋葵 牛角辣椒
、

洋洋辣椒
、

洋秋 /茄 羊角豆

红薯 番薯 番薯

豆薯 洋番薯
、

洋薯 番葛

大薯 紫薯
、

薯子 脚板薯

丝瓜 南瓜 滞瓜

丝瓜 节瓜 广东丝瓜

南瓜 番莆 冬瓜

芹菜 富菜 富菜

下面对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八种蔬菜
、

十一个

语词做具体的描写分析
,

并且用国际音标标注其读

曰
0

一 牛角辣椒 [n i u 3 5 k u o k一 l、 5一雄 i a u 5 5 ]
、

洋 z羊

辣椒 [y o 3 5 1、 5 1雄i a u 5 5 ]
、

洋秋 /茄 [y o 3 5 雄
`

i o u 3 5 ]

这几个词都是指现代汉语中的秋葵
。

秋葵又

名羊角豆
、

咖啡黄葵
、

毛茄
,

原产非洲
,

我国也有野

生种
。

目前在欧洲
、

非洲
、

中东
、

印度及东南亚等热

带地区广泛栽培
「2〕。

秋葵在江西大塘地区
,

是常见

的植物
。

许多农村家庭都种植了这一蔬菜
。

炒秋

葵可是该地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
。

据调查
,

在大

塘客家方言区
,

在不同的乡村
,

叫法也会有一些小

小的差异
,

秋葵主要有牛角辣椒
、

洋 /羊辣椒
、

洋秋 /

茄等几种叫法
。

至于
“

洋 /羊辣椒
” , “

洋秋 /茄
”

这两个词
,

其中的
“

洋 /羊
” 、 “

秋 /茄
”

之所以有两种写法
,

主要是因为方

言中的词汇大多是记音
,

并且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一

样
。

除此之外
,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字

的字义与词义相符
。

也就是说
,

从字义来说
,

两个

字都说得通
。

例如
:
洋 /羊辣椒

,

洋辣椒的
“

洋
”

是从

来源 的角度来命名的
,

指从 国外传过来的 ;而羊辣

椒的
“

羊
”

则是从外形来命名的
,

是指秋葵这种蔬菜

外形像羊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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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县客家话中
,

秋葵也被叫做羊角豆
。

秋葵

在梅县甚至全国都越来越受欢迎
,

秋葵可 以凉拌
、

素炒
,

也可以和鸡蛋
、

肉一起炒
,

都十分美味
。

在梅

州 日报中
,

就有一篇文章《蔬菜新贵 :
秋葵》

: “

秋葵
,

也被叫做羊角豆
· ·

一
。 s[]

2
.

番薯 [fa n 3 5 昌u 一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番薯
”

就是现代汉语

普通话中所说的
“

红薯
” 。

现代汉语词典中
: “

红薯
,

甘薯的通称
” 日娜

。

红薯
,

又名番薯
、

甘薯
、

山芋
、

番

芋
、

地瓜
、

红苔
、

线苔
、

白薯
、

金薯
、

甜薯
、

朱薯
、

枕薯

等
「5〕。

从这里可 以看出
,

红薯的别名真不是一般的

多
。

全国各地
,

不同地区对红薯都有不同的叫法
。

这都属于
“

同实异名
”

的现象
。

是不同地区
,

不同方

言区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角度命名
,

然后祖祖辈辈一

代一代传承沿袭下来的结果
。

这种
“

同实异名
”

的

现象对不同地区 的人们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作用
,

不易于理解
,

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

例如
:
一个

江西大塘地区的人跟北方的同学说
“

番薯
” ,

或者重

庆人跟北方的同学说
“

红苔
” ,

北方的同学肯定是
“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 。

梅县客家方言中
,

也是把红薯叫做
“

番薯
” 「686]

。

在这一点上
,

两个客家方言区是一致的
。

但是在发

音声调上还是有一些差异
。

梅县客家话发音是
:
番

薯 fa[
n
44 昌u

川
「686]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发音则是

fa[
n
35 昌u

ll ]
。

梅县客家话
,

两个字都是阴平
,

但调

值不一样
,

一个高一些
,

一个低一些
。

江西大塘客

家方言中
,

一个是阳平
,

一个是阴平
。

在大塘客家方言中
, “

番薯
”

这一词
,

不仅指称

红薯这一事物
,

还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
,

那就是
:
形

容人笨
,

一般用于骂人
,

既可用于平辈之间
,

也可是

长辈对晚辈
。

例如
:
父母对 自己孩子的慎怪

: “

你个

番薯
” 。

就是说你很笨的意思
。

3
.

洋番薯 [y o 3 5 fa n 3 5 昌
` u l l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区所说的
“

洋番薯
”

就是现代

汉语普通话中的
“

豆薯
” ,

也是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所

说的
“

地瓜
” 。

词典中有两种释义
,

其中一种就是
:

“

这种植物的块根
。

有的地区叫凉薯或地瓜
”
即

’ 7 。

豆

薯属豆科豆薯属中能形成块根的栽培种
,

一年生或

多年生缠绕性草质藤本植物
。

豆薯的块根肥大
,

肉

洁白脆嫩多汁
,

富含糖分和蛋 白质
,

还含丰富的维

生素 c v[] 。

“

洋番薯
” 、 “

洋薯
”

这两种叫法没什么大的区

别
,

只是一个是多音词
,

一个是缩略的双音词
。 “

洋

薯
”

符合人们倾向用双音词的民族文化心理
。

江西

大塘地区的人们
,

更倾向于生吃洋番薯
。

因为洋番

薯鲜嫩多汁
,

而且在炎热的夏天还能起到清凉解暑

的功效
。

夏天你走在集市上
,

会听到一片叫卖声
“

又大又甜的洋番薯哦
” 。

当然
,

炒洋番薯也是大塘

地区一道不错的家常美味
。

4
.

紫薯田13 5 昌
` u 3 5 ]

、

薯子 [昌
` u 2 1 4 色 11一]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紫薯
” 、 “

薯子
” ,

并不

是红薯 中的一种
,

而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
“

大

薯
” 。

大薯
:
缠绕藤本

。

块茎野生的多为圆柱形或

棒状
,

栽培的形状变化较大
,

掌状
、

棒状或圆锥形
,

表面棕色或黑色
,

断面白色
、

黄色或紫色
8[] 。

在江西

大塘地区
,

种植的大薯一般都是紫色的
,

因此
,

当地

人们把大薯叫做
“

紫薯
”

也就不足为奇了
。

紫薯通

常当蔬菜食用
,

也是人们十分喜爱的一道美味
。

梅县客家话中
,

大薯又称作
“

脚板薯
” 。

梅州

网
:
大薯为蔓生块根作物

,

有紫红
、

乳 白两种
,

块根

大者每只可达 2 一 3斤以上
,

扁平形如人的脚板
,

故

称
“

脚板薯
, ,「9。。

5
.

南瓜 [n a n 3 5 k au 3 5 ]
、

节瓜医 i。 * 1 1 k u a 3 5 ]

此
“

南瓜
”

非彼
“

南瓜
”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南瓜
”

并不是普通话中说的
“

南瓜
” 。

这里的
“

南

瓜
” “

节瓜
”

都是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
“

丝瓜
” 。

词

典的解释为
: “

一是
,

一年生草本植物
,

茎蔓生
,

叶子

通常三至七裂
,

花单性
,

黄色
。

果实长圆筒形
,

嫩时

可做蔬菜
。

二是
,

指这种植物的果实
。 ” 日〕, 228 这里的

“

南瓜
” 、 “

节瓜
”

和
“

丝瓜
”

都是指一种果实
。

大塘客

家方言中的
“

节瓜
” ,

它的中文学名叫广东丝瓜
,

别

名是棱角丝瓜
、

粤丝瓜
l[ 0] 。

在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却有
“

南瓜
” “

节瓜
”

这

两种说法
,

这是人们为了区分两种外形差异较大的

丝瓜
。 “

南瓜
”

是指瓜皮上不起棱的丝瓜 ;而
“

节瓜
”

是指瓜皮上起棱的丝瓜
。

而在梅县客家话中
,

把
“

瓜皮上不起棱的丝瓜
”

叫做
“

滞瓜
” 「686]

。

而在现代

汉语中
,

并没有区分这两种丝瓜
,

全部统称为丝瓜

了
。

在江西大塘地区
,

不仅是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

丝瓜
,

有两个不同的名称 ;而且在做菜中也是有讲

究的
。 “

南瓜
”

用来做菜时
,

主要是和鱼搭配一起炒 ;

而
“

丝瓜
”

主要是和猪肉一起清炒
。

这也是当地两

道令人回味的美味 !

6
.

番莆 [fa n 3 5 b
` u 3 5 ]

根据调查
,

大部 分人都不 知道 fa[
n 3 5 b

` u 35 ]

的防
`

u3 5] 到底是哪个字
,

本文只好暂时用
“

莆
”

来记

防
`

u3 5] 这个音
。

所以
,

这里的
“

番莆
”

的
“

莆
”

只是记

音
。

大塘客家方言中之所以把南瓜叫做
“

番莆
” ,

主

要是根据来源和外形来 的
。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

的
“

番莆
”

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
“

南瓜
” 。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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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客家话中
,

人们把南瓜称作
“

冬瓜
” 「686]

。

7
.

富菜 [fu s 1 e a i 5 1 ]

不知道 的人
,

咋一听
“

富菜
”

这一名称
,

还真不

知道是什么菜呢
。

其实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富菜
”

就是大家十分熟悉的
“

芹菜
” 。

为什么要把芹菜叫

做
“

富菜
”

呢
,

这是人们避讳和求富的一种心理体

现
。

原来在大塘客家方言中
,

芹菜的
“

芹
”

和
“

穷
”

的

读音是一样的 (即谐音 )
。

这样人们感觉很不吉利
,

所以就改叫
“

富菜
”

了
。

在梅县客家话中
,

芹菜也是被称作
“

富菜
” ,

也

是寄寓
“

致富
”

的美好愿望
。

在梅县教育信息网上

《客家人新年饮食习俗》一文中
: “

早餐也要吃斋
,

并

以芹菜
、

豆腐为主
,

意为勤劳致富发财
。 ” 「, ’ ]
梅县客家

人过年吃斋
,

这里的芹菜就是这个意思
。

二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命名理据探析

构词理据是指命名的根据
,

用 19 世纪德国语言

学家洪堡特提出的术语叫
“

内部形式
” ,

这是西方近

代语义学的一个术语
。

构词理据是语言符号发生
、

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
。

在《论词义
、

词的客观所指

和构词理据— 语义学中命名理论的一章》中
,

伍铁

平指出
“

构词理据与词义不同
,

词义 (指实词 )通常是

反映概念的
,

概念表达的是事物的本质特征
,

但是构

词的理据却是任意的
,

往往可 以任取一个特征
,

而且

可能是非本质特征
。 ” 「, 2

李海霞也在《汉语动物命名

研究》中指出
: “

命名是一种断定
。

但这断定不是下

定义
,

它并不概括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
。 ” 「ls] , 09

上文所列举的大塘客家方言中的八种蔬菜
,

十

一个名称语词
,

是大塘客家方言中较具代表性的语

词
。

这十一个名称语词的命名理据概括起来有四

种— 事物的外形或区别特征
、

事物的来源
、

事物

的外形及事物的来源两者的结合
、

避讳
。

下 面一一

分析这些蔬菜语词的命名理据
。

首先
,

根据事物的外形或者区别特征来命名
。

这一命名理据符合人类的认知模式
。

人类总是最

先获得感性认知
,

因此人类总是根据最先获得的感

性认知
、

看到的外形或者与其他事物有明显差异的

区别特征来命名事物
。

在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蔬菜语词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

上文所列举的蔬菜语

词中
,

根据事物的外形或区别特征来命名的有
:
牛

角辣椒
、

羊辣椒
、

南瓜
、

节瓜
、

紫薯
。

“

牛角辣椒
” 、 “

羊辣椒
”

都是指秋葵
,

但却是大

塘地区的人们根据他们所看到的
、

所感知到的秋葵

的外形来命名的
。 “

牛角辣椒
”

这一名称
,

首先是根

据秋葵的外形与人们熟悉的辣椒十分相像
,

所以把

这一事物叫做
“

辣椒
” ;其次

,

这一事物毕竟不是辣

椒
,

又必须跟辣椒区别开来
,

于是人们又根据秋葵

的外形联想到牛角
,

与牛角也相像
,

所以
,

就在辣椒

前面加上
“

牛角
”

这一特征来限定
。

总之
, “

牛角辣

椒
”

就是根据秋葵的外形
,

用类似人们熟悉的两种

事物
“

牛角
” “

辣椒
”

来命名的
。 “

羊辣椒
”

这一名称的

命名跟
“

牛角辣椒
”

是一样的
,

区别在于人们在获取

的感性认知中
,

人们认为外形与
“

羊
”

相像
,

用
“

羊
”

来限定命名
。

“

南瓜
” “

节瓜
”

这两种蔬菜在现代汉语普通话

中统称为一种蔬菜
,

但在大塘客家方言中却根据
“

丝瓜
”

的外形和 区别特征将其区分为
“

南瓜
” “

节

瓜
”

两种
。 “

南瓜
”

与
“

节瓜
”

最大的区别特征就是瓜

皮上起不起棱
。

其次这两者在外形上还有一些差

异
: “

南瓜
” ,

除了瓜皮上不起棱
,

外形比较圆滚 ;而
“

节瓜
” ,

除了瓜皮上起棱
,

外形比较瘦小
、

修长
,

中

间小
,

两头大
。 “

南瓜
” “

节瓜
”

就好比是双胞胎
,

一个

是胖子
,

一个是瘦子 ;一个丰满
,

一个骨感
。

大塘人

们正是根据这两者的区别特征来区分了
“

南瓜
” “

节

瓜
” ,

在该地区
,

人们是绝对不会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的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紫薯
”

一词是根据事物的

区别特征来命名的
,

是人们根据 自己的经验
、

日常

生活中的所见来命名的
。

因为在大塘地区
,

种植的

大薯一般都是紫色的
,

所以
,

人们理所当然地把大

薯命名为
“

紫薯
”

了
。

这是从颜色这一区别特征来

命名的
。

其次
,

根据事物的来源来命名
。

也就是说
,

对

从外面传来的事物
,

根据不同的来源来命名
。

在很

多方言区
,

都或多或少存在根据事物的来源来命名

的语词
。

在客家方言区
,

这一现象更是明显
。

例

如
,

在梅县客家话中
,

很多事物都带有
“

番
” 。

而在

江西大塘客家方言中
,

这种根据外来事物的不同来

源来命名的语词更加丰富
,

主要用
“

番
” “

洋
”

来表

示
。

例如
:
洋水 (煤油 )

、

洋蜡 (蜡烛 )
、

洋火 (火柴 )
、

番豆
、

番薯等
。

上文所列举的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

菜语词
,

根据事物的来源命名的有
:
番薯

、

洋番薯
、

洋秋 /茄
。

相传番薯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
,

后来传人菲律

宾
,

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
,

严禁外传
,

违者要处以

死刑
。

16 世纪时
,

有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
,

设法将一些番薯藤编进竹篮和缆绳内
,

瞒天过海
,

运回了福建老家
,

遂种植遍及中华大地 #l[]
。

不管这

个传说是真是假
,

但可 以肯定的是
“

番薯
”

确实是从

外面传人中国的
。

正因为它是
“

舶来品
” ,

所以才叫

做
“

番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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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洋番薯
”

是在
“

番薯
”

基础

上
,

根据其外来事物的性质加上
“

洋
”

来命名的
。

豆

薯原产热带美洲
。

美洲栽培历史很久
,

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后由西班牙人传人菲律宾
,

以后传到世界各

地
l[ 5〕。

另外大塘人们之所以把豆薯命名为
“

洋番薯
” ,

还因为豆薯和番薯十分相似
:
都属于薯类

,

形状类似
,

味道也类似等
。

从大塘客家方言中的
“

番薯
” “

洋番

薯
”

这两个语词
,

也可以看出
,

这两种事物传人该地区

的一个先后顺序和层次
。 “

洋薯
”

一词也应用十分广

泛
,

这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

并体现了认知语法

中构词的整合性原则和部分组合原则
l[ o6]

“

洋秋 /茄
”

则是在原名的基础上根据其外来的

性质加上
“

洋
”

来限定命名
,

用一个字来代指
,

再加

上
“

洋
” ,

组成一个双音节词
。

再者
,

根据事物的外形和事物的来源这两者来

命名
。

上文所列举的蔬菜语词中
,

结合事物的外形

和来源来命名的有
:
洋辣椒

、

番莆
。

根据其外形与

辣椒类似而取名
“

辣椒
”

来给秋葵这一事物定性
,

再

根据其外来的性质用
“

洋
”

来限定
,

就这样
“

洋辣椒
”

这一名称就产生 了
。 “

番莆
”

一词也是如此
。 “

番
”

是

表示其来源
, “

莆
”

是对南瓜整个外形的一个形容
。

在大塘地区
,

南瓜的形象是体积庞大的
、

又宽又胖

的
,

而且
“

莆
”

防
`

u3 5] 在大塘客家方言中就是形容体

积庞大
、

又宽又胖的
,

所以人们会用
“

莆
”

防
`

u3 5] 来

给南瓜命名
。

最后
,

为了避讳来命名
。

上文所列举的蔬菜语

词中
,

为了避讳来命名的有
:
富菜

。

因为在大塘客

家方言中
, “

芹菜
”

的
“

芹
”

的读音与贫穷的
“

穷
”

是一

样的
。

人们觉得直接这样叫
,

很不吉利
,

会把 自己

叫穷
,

把自己的财富叫没了
,

所以
,

为了避讳与
“

穷
”

同

音
,

人们抱着求富的心理
,

聪明的先人于是就用与
“

穷
”

意义相反的
“

富
”

来给芹菜命名
。 “

富菜
”

这一名

称
,

寄寓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美好愿望
。

就这样
“

富菜
, ,

就产生了
,

并且代代相传
,

取代了
“

芹菜
”

的位置
。

这

当然是因为
“

富菜
”

这一词不仅符合人们避讳的心理
,

而且也满足了人们求富的心理
。

而且正因为在大塘

客家方言中
,

人们把芹菜叫做
“

富菜
” ,

人们觉得很吉

利
,

所以在该地区
“

富菜
”

是一种十分受欢饮的蔬菜
,

在各大酒席宴会者卜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

三
、

大塘客家方言蔬菜词的构词特点所体现

的民族文化心理

从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的构词特点
,

我们

可以看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
。

首先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的构词特点体

现了中华民族比较注重感性感知
,

喜欢以外形或最

具区别性的特征来命名的文化心理
。

上文所提及

的蔬菜词
:
牛角辣椒

、

羊辣椒
、

南瓜
、

节瓜
、

紫薯等就

是如此
。 “

牛角
” “

羊
” “

节
”

都是这些蔬菜最具区别性

的特征
、

最独特的外形
,

人们喜欢利用这些外形特

征来区别命名不同的实物
。

其次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的构词特点体

现了中华民族倾向于用双音节词的文化心理
。

这

主要与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喜欢讲究对称的 民族心

理有关
。

王化鹏在《论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化及其

发展规律》中提出
: “

喜欢并讲究对称
,

这是汉民族人

民心理文化特点在语言观上 的反映
。

对称机制是

语言机制之一
,

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 「1刀

上文所提及

的蔬菜词
:
洋秋 /茄

、

南瓜
、

节瓜
、

紫薯
、

番薯
、

洋薯
、

富

菜等
,

都是如此
。

其中有一些蔬菜词
,

有几种叫法
,

有的是双音节词
,

有的则是多音节词
。

这两种词都

流行于大塘方言区
,

但是双音节词有逐渐取代多音

节词的趋势
。

最后
,

大塘客家方言中的蔬菜词的构词特点体现

了中华民族避讳求富的文化心理
。

自古以来
,

历朝历

代
,

中华民族就有各种避讳的习俗
,

有追求富裕美好

生活的愿望
,

这在汉语中有很多体现
,

比如人们喜欢

大吉大利
,

喜欢吉利的数字
“

扩
“

了等等
。

上文提及的

蔬菜词
“

富菜
”

一词也是如此
,

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富

足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
。

四
、

结语

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
,

介绍了江西大塘客

家方言中的八种蔬菜
、

十一个语词
:
牛角辣椒

、

洋 /羊

辣椒
、

洋秋 /茄 ;番薯 ;洋番薯 ;紫薯
、

薯子 ;南瓜 ;节

瓜 ;番莆 ;富菜
。

并且与现代汉语普通话 以及梅县

客家话进行了比较
。

然后重点探析了这些蔬菜语

词的命名理据
,

归纳总结出四种命名理据
:
事物的

外形或区别特征
、

事物的来源
、

事物的外形及事物

的来源两者的结合
、

避讳
。

南瓜
、

节瓜
、

牛角辣椒
、

羊辣椒
、

紫薯这五个语词是根据事物的外形或区别

特征来命名的 ;番薯
、

洋番薯
、

洋秋 /茄这三个语词是

根据事物的来源来命名的 ; 洋辣椒
、

番莆这两个语

词是根据事物的外形和来源来命名的 ;富菜是为了

避讳来命名的
。

最后
,

从其构词特点总结出汉民族

的文化心理
:
一是注重感性感知

,

喜欢以外形或最

具区别性的特征来命名 ;二是倾向于用双音节词 ;

三是避讳求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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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y e h o l o g y : F i r s t
,

l i k e t o n a m e a fl e r d i s ti n e t i v e 介a tu r e s : s e e o n d
,

te n d t o u s e d o u b l e s y l l a b l e w o
dr : *h i r d

,

*a b o o a n d

fo r t h e r i e h
.

K e y w o r d s : D a *a n g : *h e v e g e *a b l e w o r d s : n a m i n g m o * i v a * i o n : e u l*u r a l p s y e h o l 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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