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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人台道白中有两类较为特殊的构成材料 —顺 口 溜和绕 口令
。

它们的言语富有独特性
、

灵活性和创造性
,

变

异修辞特色明显
,

主要体现在声响形态变异
、

同素连用变异和辞格运用三个方 面
。
目前对此进行研究的较为罕见

。

以此作为

切入点
,

对于管窥二人台语言的修辞特征
,

对于更好地解读
、

欣赏二人台艺术
、

对于更好地进行二人台新剧 目的创编
,

均有一定

意义
。

【关键词 」二人台 顺口溜 绕 口令 变异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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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北
、

陕北
、

内蒙古 自治区中 色进行简要分析
,

以此来管窥二人台语言的修辞特

西部以及河北张家 口等地的一种集民歌
、

戏曲
、

舞 征
,

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
、

欣赏二人台艺术
。

蹈
、

器乐
、

杂技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 一
、

声响形态变异

术
。

因其独特的民俗
、

艺术
、

文化
、

历史价值
,

指
“

言语表达者利用声音形式上的变异手段
,

年被批准列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达到提高修辞效果的 目的
” 「 巧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二人台的剧本以唱词和道白为主体
。

在其道 口令的声响形态变异体现在谐音变异
、

韵律变异
、

白中
,

有两类较为特殊的构成材料 —顺
口溜和绕 摹声变异三方面

。

口令
。

它们在形式上大多合辙押韵
、

节奏鲜明
,

表 一 谐音变异

演时多以梆子来数点伴奏
,

因此行话称其为
“

数 是一种
“

充分利用语言的音义结合特点
,

把音

板
”

它们的内容总体上诙谐风趣
、

新奇生动
,

表演 同或音近的不同语言单位 或言语单位 巧妙地联

时或用来在开场前活跃气氛
、

招揽观众
,

或用来在 系起来
,

构成各种表达方式
” 「

的言语变异手段
。

剧情进行中插科打浑
、

推动情节
,

因此行话又称其 谐音飞白
。

为
“

说呱嘴
” 。

指的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
,

记述他人言语时
,

细较起来
,

二人台的顺 口溜和绕 口令又有不同 有意将其由于听解偏差或语音缺陷而说错的话语

之处
,

这与它们本身的艺术特征有关 —顺口溜纯 保留下来的一种言语表达法
。

一般来说
,

记述他人

用 口语
、

脱 口而出
、

易读好记
,

绕 口令有意将读音相 言语时
,

为了传递信息的正确
,

通常会对其中的错

近的字词交错复迭
,

拗 口难读
。

此外
,

二人台中的 误加以修正
。

飞 白则偏离记述常规
,

借此制造幽

顺 口溜结构更加灵活
,

既有短小的
、

情节不完整的 默
、

讽刺等表达效果
。

段子
,

也有较长的
、

情节复杂完整的故事 内容涉及
“

老总 叼尔不要动手打
,

要啥东西给你拿
。 ”

更广
,

既有现实生活故事
,

又有历史
、

神话
、

寓言
、

童
“

不要银子不要钱
,

借个盆子和面呀
。 ”

话故事 思想层次更高
,

大多具有教育
、

教化意义
。

左边瞅
,

右边看
,

伸手就把个尿盆子拿
。

而其绕 口令则以短小的生活故事为主
,

靠耍嘴皮子 老板②急忙说了话
“

那是尿盆子
。 ”

来逗乐观众
,

内容浅显
、

思想层次较低
。

这大概就 老总一听怒气发
“

啥
`

疫肴使用你就要盆

是二人台中顺口溜运用较多
,

绕 口令运用较少的重 子 妈啦巴子妈啦巴
。 ”

顺口溜 《怕 》
要原因

。 `

到老百姓家借和面盆子的奉军
“

老总
”

误拿了

目前对二人 台的唱白进行修辞专题研究的多 尿盆子
,

当
“

老板
”

好心提醒他时
,

他又把
“

尿盆子
”

还只是零珠碎玉
,

而对其中不囿于语言规范
、

言语 听成了
“

要盆子
” ,

于是上演了上例中那令人啼笑皆

灵活
、

独特
,

富有创造性和变异美的顺 口溜
、

绕 口令 非的一幕
。

作者有意将
“

老总
”

由于听解偏差而说

进行变异修辞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
。

本文拟以此 错的话语记述下来
,

借以嘲讽在民间专横跋启
、

任

为切人点
,

揪其要者
,

对二人台顺口溜
、

绕 口令在声 意妄为的奉军
。

响形态
、

同素连用
、

辞格运用等方面的变异修辞特 谐音双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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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意识地利用语词间的谐音关系
,

使同一语

词同时关涉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意思
,

以此造成言此

意彼
、

幽默含蓄等表达效果
。

在常规言语交际中
,

一般要保持话语的单义性以确保交际的顺畅
,

谐音

双关却偏离了这种常规而有意造成话语的多义性
,

借此来提高表达效果
。

一边站的是
“

明附子
” ,

一边站 的是
“

小茵

香
” ,

吩咐
“

柴胡
”

板板打
,

板板打在
“

人参
”

上
。

顺 口

溜 《开药铺 》
上例中

“

人参
”

同时关涉中药材
“

人参
”

以及
“

人

身
”

两层含义
。

借谐音的条件使药材人格化
,

言语

生动风趣
。

二 声律变异

韵文尤为追求声律美
,

要求用韵和谐
、

音顿匀

称
。

为了符合这种要求
,

人们有时不得不在言语表

达上做一些异乎寻常的调整
,

便构成声律变异
。

二

人台顺口溜
、

绕 口令中的声律变异手段主要有调整

语序结构
、

进行词语的增省以及进行语言单位的重

复等
。

为了声律的需要调整语序结构
。

过 日子一定要仔细
,

穿衣吃饭论家当
。

无

事莫要 闲游逛
,

免得他人论短长
。

顺 口溜 《劝姑

娘 》

这昏王
,

现有水路他不走
,

他一心陆地要行

舟
。

匝口溜 《下扬州 》
斧劈华山沈香子

,

哪咤闹海美名扬
。

顺 口

溜 《抓药 》

低头进了二层殿
,

推开青石门两扇
。

绕 口

令 《两个大汉 》
山前梅鹿山后狼

,

他俩结义在山岗
。

匝口

溜 《鹿狼结义 》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

令适应声律要求而进行的语序结构调整
,

既有词法

层面的 例
,

也有句法层面的 例 到例
,

且句法层面的语序结构调整涉及主谓
、

动宾
、

定中
、

状中等多种结构
。

例 将词语
“

长短
”

颠倒为
“

短

长
” ,

例 将宾语
“

现有水路
”

前置
,

都是出于协韵

的需要
。

例 将主语
“

沈香子
”

和谓语
“

斧劈华山
”

倒置
,

目的是使上下两句形成整齐的四三音顿
。

例

将定语
“

两扇
”

和中心语
“

青石门
”

倒置
、

例 将

状语
“

在山冈
”

和中心语
“

结义
”

倒置
,

皆是出自节奏

和押韵的双重需要
。

语序结构的调整有时不只能协调声律
,

还能更

有效地表达思想内容
。

如

讨饭讨在马家庄
,

马员外 留他放牛做 营

生
。

他白天里放牛在深山
,

黑夜睡觉在牛棚
。

匝口

溜 《朱洪武放牛 》

上例中加点部分将状语后置
,

不仅取得了协韵

的效果
,

同时还突显出
“

他
”

生活的艰苦
。

为了声律的需要而进行词语的增省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为了适应声律的需要
,

有时会在句子中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词语
,

它们多半

是虚词
,

也有个别实词
。

做事太缺德
,

损人利了己
。

有人偷你的
,

问

你依不依 顺口溜 《王婆骂鸡 》

黄萝 卜二次传下令
“

孤王要御驾去出

征
。 ”

顺口溜 《瓜菜成精 》

上面两例为了使上下句节奏
、

字数匀称
,

例

在词语
“

损人利己
”

中增添了不必要的虚词
“

了
” ,

例

在词语
“

御驾 出征
”

中增添了不必要的实词
“

去
” 。

与增添词语的情况相反
,

为了适应声律 的需

要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有时会省略一些词语
。

南瓜听言不急慢
,

一马当先出了城
。

顺 口

溜 《瓜菜成精 》
上例为使上下两句节奏

、

字数匀称
,

而将上句

的
“

不急不慢
”

省略成了
“

不急慢
” 。

为了声律的需要而进行语言单位的重复
。

条条江河上了冻
,

西北风刮得刺骨疼
。

可

怜可怜真可怜
,

可怜不过个寒号虫
。

顺口溜 《寒号

虫造反 》
上例第三句通过多次反复

“

可怜
”

一词
,

不仅使

其与其他各句字数
、

音顿基本协调
,

同时还突出了

寒号虫的可怜
。

三 摹声变异

指通过
“

摹仿某种声响形态
,

表达一定的语义

内容
,

造成一种修辞效果
” 「 。

包括
“

直写事物声音

的
”

直接摹声变异和
“

借了对于声音的感觉
,

表现当

时气氛的
” 「

间接摹声变异两类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以前者居多
,

后者较少
。

窝瓜
、

葫芦拿大炮
,

红薯
、

白薯点火绳
,

点

着三声西瓜炮
,

呜咚呜咚又呜咚
。

顺 口溜 《瓜菜成

精 》
跳蚤一见事不好

,

蹦啦叭跳掉了
。

顺 口溜

《捉跳蚤 》
例 是直接摹声变异

。

三次反复
“

呜咚
”

这

一拟声词
,

不仅使得上下句音顿
、

字数匀称
,

同时也

与西瓜炮的数量相照应
,

此外还烘托出了当时的气

氛
。

例 是间接摹声变异
。

跳蚤蹦跳的声音是

几不可 闻的
,

这里借了对其蹦跳这一动作的感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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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地摹拟出了
“

嘶啦叭
”

这样的声响
,

起了协调声

律和烘托气氛双重作用
。

二
、

同素连用变异

一 同素连用的定义

指
“

运用同一语言单位 语素
、

词或短语
,

同时

修饰
、

说明
、

关涉不同的语言单位 语素
、

词或短

语
,

或由不同的语言单位修饰
、

说明
、

关涉同一语

言单位
” 「 。

这种表达方式由于同一语言单位的

连续运用
,

使得言语表达呈现出异乎寻常的面貌
,

因此也被视作一种变异性的言语表达手段
。

二 同素连用的分类及分布

从前面的定义中我们可 以看出
,

同素连用包括

运用同一语言单位同时修饰
、

说明
、

关涉不同的语

言单位的和
“

由不同的语言单位修饰
、

说明
、

关涉同

一语言单位
”

的两类
,

它们可 以分别用公式表示为
· ·

…和
· ·

…
。

这两类在二人 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均有应用
。

如

巧 一个麻雀来打食
,

一个头
,

一个尾
,

两只眼

睛两道眉
,

两个翅膀两条腿
。

绕 口令 《捣米 》

这个黑狗
,

这个黄狗
,

见馒头
、

吃馒头
、

抢

馒头
。

绕 口令 《刘老六 》

如果对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出现的同素连

用表达的某一单项作进一步分析
,

即对
“ ”

或
“ ”

进行分析
,

可 以发现
“ ”

或
“ ”

内部可以构成动

宾
、

定中
、

状中等多种结构关系
,

依次举例如下
“

你起来吧
,

乖乖的
,

我给你买糖买果买鸭

梨
。 ”

顺 口溜 《小女婿 二 》

从西闪上一个 白脖腔子
、

白尾巴梢子
、

白

肚皮子
、

白银蹄子大黄狗
。

绕 口令 《刘老六 》

看那个刘义灰不灰 ③
,

就跑就说就咧嘴
。

顺 口溜 《王婆骂鸡 》
三 同素连用的修辞效果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同素连用表达的修辞

效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铺陈描绘
,

烘托环境
。

同素连用通过同一语言单位对人物
、

事物性状

的铺陈描绘
,

使得形象栩栩如生
,

并能很好地烘托

环境氛围
。

拜罢天地入洞房
,

洞房没灯黑屹黝黝
。

黑

房黑凛黑椽头
,

黑锅黑灶黑炕头
,

黑匙黑碗黑勺头
,

黑铺黑盖黑枕头
,

黑小子挨住个黑肉肉
。

顺 口溜

《黑对头 》

上例以
“

黑
”

为
“

同素
”

连用
,

铺陈描绘房间内的

摆设和人物
,

将没灯的洞房里黑沉沉的环境氛围烘

托得淋漓尽致
。

反复强调
,

深化语义
。

同素连用利用同一语言单位反复强调言语表

达者所要表达的语义内容
,

能深化语义
,

增强言语

感染力
。

以前面所举的例 为例

看那个刘义灰不灰
,

就跑就说就咧嘴
。

顺 口溜

《王婆骂鸡 》
上例加点的句子描绘偷吃 了王婆的芦花大公

鸡的刘义遭到王婆质问时的反应
,

同素连用式表达

将刘义泼皮无赖的嘴脸很好地突显了出来
。

三
、

辞格运用
“

语言是一个包容各种要素的规范场
,

言语变

异是对这种规范场的超越
,

修辞格是这种超越的中

坚
。 ” 「 “

任何修辞格在语言材料的运用上都具有

偏离性
、

变异性
” 「 ,

但不同辞格在变异方式
、

变异

范围
、

变异程度上有所不同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

令中用到的辞格十分丰富
,

既有一般言语作品中常

用的比喻
、

比拟
、

借代
、

夸张
、

对偶等辞格
,

也有一般

言语作品中较少运用的双关
、

飞白
、

回环
、

反语
、

序

列体排比
、

异质等辞格
。

我们这里揪其要者
,

对其

中运用较广泛
、

变异修辞特征较明显
、

变异风貌较

特殊的辞格进行重点分析
。

一 比喻

比喻的变异性体现在偏离了逻辑上的同一律
,

但这种偏离有其充分必要条件 文化和心理的可接

受性以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④四
。一

这种偏

离还能造成 良好的修辞效果
,

即化抽象为具体
,

化

陌生为熟悉
、

化平淡为新奇
,

极大地增强言语的艺

术感染力
。

二人台顺口溜
、

绕口令中比喻运用十分

广泛且类型非常丰富
,

有明喻
,

即用
“

像
”

等喻词来

连接本体
、

喻体的比喻
,

如

年气刚刚十二岁
,

个子就像那顶车棒
。

顺
口溜 《挑女婿 》

有暗喻
,

即用
“

是
、

成为
”

等喻词连结本体
、

喻体

或不用喻词的比喻
,

如

色是妇女八宝妆
,

贪恋娇娥不久长
。

顺 口

溜 《酒色财气 》

酒色财气 四堵墙
,

人人都在里边藏
。

同

上

有借喻
,

即本体
、

喻词不出现
,

用喻体直接代替

本体的比喻
,

如

十劝人光棍们听
,

千万不要贪花红 ⑤
。

顺

口溜 《十劝人 》
有强喻

,

即指出本体在相似之处胜过喻体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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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梦敌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的变异修辞研究

喻
,

如

年纪不过十七八
,

赛如一朵芙蓉花
。

顺 口

溜 《抓药 》
有连喻

,

即多个比喻连用
,

用几个喻体分别喻

指几个本体
,

如

牛棚好比金蛮殿
,

牛槽好比卧龙庭
,

筛子

好比朝阳鼓
,

铃档好比景阳钟
,

鞭子好比斩杀剑
,

草

屹节好比百万兵
,

有朝一 日登龙位
,

封我在朝坐正

宫
。

顺 口溜 《朱洪武放牛 》
有博喻

,

即运用多个喻体对某事物进行 比喻
,

女口

你家没有男子汉
,

要我这寡妇做什么 常

言说 壶里无酒难待客
,

盘里无菜怎么压桌
,

锅里头

有水无米难做饭
,

磨台上有鼓无面怎么打罗 顺 口

溜 《小寡妇改嫁 》

从上面这些例句可以看出
,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的比喻喻体十分通俗
,

都是些 日常生活中的

常见事物
,

但它们却带来了生动贴切
、

新奇形象的

修辞效果
。

如例 用
“

顶车棒
”

来比喻人矮小的

个头
,

比喻新奇
。

又如例 用
“

四堵墙
”

喻指人们

对
“

酒色财气
”

的贪念
,

化抽象为具体
,

同时也突显

出这些贪念较难逾越
、

穿透的特征
,

比喻贴切
。

二 夸张

夸张是一种
“

通过语言意义与现实的严重背离

而再现现实
” 「

的辞格
,

它的变异性体现在对言语

交际中信息的真实
、

切题
、

适量原则的偏离
。

但这

是一种正偏离
,

能造成良好的修辞效果
。

具体到二

人台顺口溜
、

绕 口令中
,

它带来了启发读者联想
,

突

出事物特征
,

增添言语形象感
、

幽默感等修辞效果
。

闲暇无事出城南
,

碰见个大嫂走南山
。

我

问大嫂为哪般 寻下个女婿三寸三
。

半寸的帽子肩

膀上担
,

二寸的袍子脚梁面上苫
。

岳父岳母不喜见
,

打发他城南去锄田
。

一亩地锄了三个月
,

二亩地锄

了整半年
,

贤良的妻子来送饭
,

不知道丈夫在哪边
。

手搭凉棚四下看
,

他在那豌豆蔓上打秋千
。

放下饭

罐就打他
,

他骑上那蚂蚌跑得欢
。

蚂蚌本是两腿蹦
,

把小子摔在车渠壕里边
。

车渠壕流的是长流水
,

那

么大的江水撑不起个船
。

他扎扎挣挣往外爬
,

半天

才爬到了渠 畔畔
。

黄鼠盗下 了一堆土
,

哎呀呀 多

会儿才能爬过这座大青山 顷口溜 《小女婿 》
上面这则顺 口溜几乎通篇运用夸张手法

,

以极

言小女婿之小以及干活之慢
。

矮小到身高只有三

寸三
,

轻盈到在豌豆蔓上就能打秋千
、

骑上蚂蚌都

能跑得欢
,

爬个车渠壕都要半天
,

黄鼠刨的土都要

当成大青山
,

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一亩

地要锄三个月
,

两亩地能锄整半年
,

这也是与现实

农时相违背的
。

这些偏离现实的夸张言语
,

将人物

的特征极致地展现了出来
,

言语生动幽默
,

引人联

想
,

惹人发笑
。

三 异质格

指的是有意识地偏离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
,

在

话语信息的质的方面做出有条件的偏离
。

它 的变

异性体现在对言语交际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的偏

离
,

这同样是一种正偏离
,

能产生新奇
、

幽默等表达

效果
。

胡说话
,

话说反
,

铺着盖体盖着毡
,

炉里添

水锅里加炭
,

耗子把个猫来断
,

闺女就把老头缠
,

口

袋驮上毛驴转
,

我把话儿颠倒转
。

顺 口溜 《胡说

话 》
上例几乎句句运用异质格

,

句句与客观世界的

真实状态相颠倒
,

因此二人台中的这类顺 口溜又被

称作颠倒歌
。

颠倒歌能启发听者进行联想
,

使其换

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物理世界
,

言语新奇风趣
、

无

理而妙
。

颠倒歌能很好地活跃气氛
、

吸引观众
,

因

此常用于剧 目开场
。

四 回环

回环
,

指通过颠倒语序形成语句行形式上的回

环往复
。

它可以依形式要求的谨严或宽松分为严

式和宽式两类
,

这两类在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

均有应用
。

院里放着个烂油篓
,

拿起个烂油篓打狗

头
,

也不知烂油篓套住狗的头
,

还是狗头套住烂油

篓
。

绕 口令 《刘老六 》

懒大嫂听见了
,

着了个忙
,

忙了个着
,

穿了

个裤子披了个袄
,

端了个尿盆子往外跑
。

匝口溜

《勤大嫂与懒大嫂 》
上面例 中运用的是宽式回环

,

例 运用

的是严式回环
,

这两例除了具有回环往复的形式美

之外
,

例 中回环的运用揭示了在纷乱的打斗中

烂油篓和狗头难以分清谁套谁的相互依存关系 例

中回环的运用使得各句之间字数基本一致
,

声

律更和谐
。

五 反语

即说反话
,

用与本意相反的话来表达本意
。

从

表面上看这种言语表达违反了交际的真实性原则
,

但这种修辞式假话倘若用得得 当
,

往往能造成幽

默
、

讽刺等修辞效果
。

老鹰掏着吃心肝
,

黑老鸽就把眼睛宛
。

这

就是破落户的好下场
,

你看凄惨不凄惨 顺 口溜

《破落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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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赌而闹得家庭败落
、

无家可归的破落户

夜晚冻死在寺庙中
,

他的尸首被和尚抛在大街上而

最终被动物们分食
,

这样的下场 自然是
“

坏下场
”

而

不是
“

好下场
” 。

作者这里有意说反话
,

目的在于讽

刺破落户的自取灭亡
,

同时更有力地警醒人们远离

赌博
。

六 序列体排比

二人台顺 口溜
、

绕 口令中有一类特殊的排比句

—序列体排比
,

即将某一表示时间
、

年龄
、

排名等

内容的序列有规律地嵌在排比句的各句中
,

用以表

示随时间
、

年龄
、

排名的有序更替
,

人物
、

事物性状
、

动作等方面的变化
。

如

说它个正月里来正月整
,

骑上母猪下大

同
,

谁人见过这事情
。

二月里来三月整
,

骑上骆驼盘炕洞
,

谁人见过

这事情
。

三月里来三月整
,

七十八岁的老汉脐带子疼
,

谁人见过这事情
。

二人台 《钉缸 》道白

一岁两岁 吃娘的奶
,

三岁 四岁下 了床
,

五

岁六岁贪玩耍
,

七岁八岁会爬墙
,

九岁十岁梳了头
,

十一十二巧梳妆
。

顺 口溜 《劝姑娘 》

大女儿许配文状元
,

二女儿许配武状元
,

三女儿寻了个庄稼汉
。

顺 口溜 《三女拜寿 》
以上三例依次是由表示时间

、

年龄
、

排名的序

列构成的序列体排比
。

序列体排比除拥有一般排比所具有的
“

壮气

势
、

广文义
”

等表达效果之外
,

还能使构成排比的各

句之间衔接更加紧密
,

叙事更加条理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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