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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的语法功能研究
□ 程建军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颜色词作为语言中反映人类对色彩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方
言中往往呈现出独特的表达方式。

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际和文化传承中。本文
试图深入剖析其语法功能，并将其与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颜色词
以及文字学经典《说文解字》里对颜色词的解析进行对比研究，从历史、文学、文字学多重视角，
展现岚县方言颜色词表达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传承与演变，揭示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及汉字
文化广泛深远的意义。

作定语时，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通过生动形象的色
彩描绘，赋予被修饰名词鲜明的视觉特征。例如“黑黢黢的
老砂锅炖着黄澄澄的小米粥”，以重叠形式强化砂锅的古朴
色泽与小米粥的诱人金黄。这种用法与《红楼梦》中“黄澄
澄的金钏儿”类似，二者均通过颜色词的修饰，凸显事物特
征，增强语言表现力。

《诗经》中“青青子衿”“彤管有炜”等诗句，同样运用颜
色词作定语，描绘出服饰、器物的色彩，传递特定的情感与
文化内涵。而《说文解字》对颜色词的解释，如“赤，南方色
也，从大从火”，为这些颜色词的使用提供了语义根源。岚
县方言中的“红丹丹”与《诗经》《红楼梦》中的红色系表达，
均源自对“赤”所代表的热烈色彩的传承，只是在不同语境
下呈现出不同的表达形式与文化寓意而已。

作为谓语，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直接陈述主语的颜
色状态，如“刚出锅的年糕红丹丹的”，既描述颜色，又暗含
情感倾向。这与《红楼梦》中“那亭子造得玲珑剔透，四面俱
是雕镂彩漆，映着日头，金碧辉煌”的用法相似，均通过颜色
词谓语展现事物的状态与特质。

在《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灼灼”描述桃花鲜
艳似火的色泽；“裳裳者华，芸其黄矣”里，“芸其黄矣”描绘
花朵枯黄的状态，这些诗句通过颜色词谓语传达出丰富的
情感与意象。《说文解字》对颜色词的阐释，如“白，西方色
也，阴用事，物色白”，为这些谓语用法提供了语义基础，使
得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颜色词谓语，都能在根源语义上
找到共通之处。岚县方言的“白秃秃”“白森森”与《诗经》

《红楼梦》中的“白茫茫”“白漫漫”都是谓语表达，均围绕
“白”的核心语义，延伸出不同的情感与文化内涵。

作补语时，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用于补充说明谓语
动词或形容词所达到的颜色程度，如“风吹得他嘴唇黑青黑
青的”，形象展现出嘴唇受冻后的颜色变化。《红楼梦》中“雪
雁……又披着猩红红毡斗篷”“猩红红”补充描述斗篷颜色，
烘托场景氛围，二者功能相通。

《诗经》“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里，“孔阳”补
充说明染色后红色的鲜艳明亮，突出贵族服饰的华丽。《说
文解字》对“青”的解释“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让我们
理解《诗经》“绿竹青青”及岚县方言相关绿色叠词做补语
时，所体现出的生命活力与清新之感的语义根源。

因此，无论是岚县方言、文学名著还是古代诗歌，颜色
词作补语时，都在借助色彩描述来补充、强化动作或状态的
表达，且都能在《说文解字》的语义解释中找到文化传承的
脉络。

作谓语的语法功能

作补语的语法功能

尽管在岚县方言中重叠
式颜色词作状语的情况相对
较少，但依然展现出独特的
表达效果，如“她粉囔囔地笑
着跑过来”，通过颜色词描绘
动作时的状态。《红楼梦》中
虽少见颜色叠词作状语，但
通过颜色描写辅助动作的表
达，与岚县方言丰富动作内
涵的思路一致。

《诗经》“缟衣綦巾，聊
乐我员”中，“缟衣綦巾”描
绘女子服饰颜色状态，可理
解 为 女 子“ 以 缟 衣 綦 巾 之
态 ”出 现 ，辅 助 场 景 描 绘 。
这些用法均体现了颜色词
在不同语境下对动作、场景
的补充与修饰功能。而《说
文解字》对颜色词本义及内
涵的挖掘，则为这种功能的
实现提供了语义支撑，使得
颜色词在语法运用中，能够
从根源语义出发，拓展出修
饰动作、状态等功能。

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具有
独特的单独成句功能，在日常对话
中简洁高效地传递颜色信息。例
如：

问答场景：
问：“这柿子啥颜色？”答：“黄

亮亮的！”
问：“新刷的墙咋样？”答：“雪

白雪白的！”
问：“你蒸的馍馍成色咋样？”

答：“白秃秃的！暄乎得很！”
感叹场景：

“红丹丹的！这花开得真艳！”
“绿茵茵的！这玉米苗长得真

好！”
“白秃秃的！这馍馍蒸得可真

有水平！”
《红楼梦》中也有类似简短有

力的色彩表达，如芦雪广联诗时众
人见宝玉“从雪地里来了，一身雪

水”，李纨道：“也太淘气了，雪白的
下着，还出来做什么？”这里“雪白
的”虽未单独成句，但简短的表述
与岚县方言单独成句的颜色词一
样，快速传递出雪景信息，推动情
节发展。

《诗经》虽无完全相同的单独
成句形式，但在“出其东门，有女如
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
巾，聊乐我员”中，“缟衣綦巾”若单
独抽离，可看作对女子服饰颜色的
简短描述，与岚县方言单独用颜色
词传递信息类似，只是在诗歌中与
上下文结合，有更丰富的情感表
达。《说文解字》对颜色词的解释，
为这种简洁的颜色信息传递提供
了语义规范，让不同语境下的颜色
词，无论单独成句还是在句中，与
岚县方言一样都有稳定的语义内
核。

单独成句的语法功能

通过与《红楼梦》《诗经》以及《说文解字》中颜色词的对比研究，清晰
地展现了汉语颜色词在语义根源、语法功能、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等方面
的紧密联系，进而发现岚县方言重叠式颜色词在语法功能上呈现出丰富
多样且极具特色的诸多表现。

这些联系体现了汉语语言体系强大的传承性和适应性，也反映了不
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化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未来，我们可进一步深入挖掘
汉语颜色词在更多方言和文献中的表现，从更广泛的视角揭示汉语颜色
词的演变规律和文化内涵，为岚县方言研究和汉语文化传承提供更丰富
的资料和更深入的见解。

岚县方言颜色词与《红楼梦》《诗经》
《说文解字》颜色词的紧密联系

语义根源的一脉相承
《说文解字》作为中国古代文字学

的奠基之作，对颜色词的本义及文化内
涵进行了系统阐释，成为后世颜色词运
用的语义根源。岚县方言中的“红丹
丹”“白生生”，《红楼梦》里的“黄澄澄”

“白茫茫”，以及《诗经》中的“青青”“灼
灼”等颜色词，其核心语义均与《说文解
字》的解释紧密相连。例如“红”，在《说
文解字》中虽未直接解释，但从“赤”的
阐释可追溯其热烈、鲜艳的语义根源，
不同语境下的红色系表达均围绕这一
核心语义展开，只是在具体运用中根据
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表
达形式和情感内涵。

语法功能的传承与发展
从语法功能角度看，岚县方言、《红

楼梦》《诗经》中的颜色词在作定语、谓
语、补语、状语及单独成句等方面，展现
出明显的传承关系。《诗经》作为中国古
代诗歌的源头，开创了颜色词丰富多样
的语法运用方式，为后世文学创作和语
言发展奠定了基础。《红楼梦》在继承古
代文学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颜色词的表达，使其更贴近生活与
文学创作的需求。岚县方言则在地域

文化的长期发展中，传承了汉语颜色词
的基本语法功能，并结合地方特色，形
成了独特的重叠式构词与运用方式。
三者在语法功能上的共性，体现了汉语
语言体系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而各自的
特色，则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语
言发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文化内涵的延续与丰富
颜色词不仅是对色彩的描述，更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颜色
词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场景、礼仪制
度、情感观念等，如“彤管有炜”中的

“彤”色，在古代常与礼仪、祭祀相关，蕴
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红楼梦》中的颜
色词则展现了清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审
美情趣和社会等级，如通过不同颜色的
服饰、器物来体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岚
县方言中的重叠式颜色词，蕴含着当地
人民的生活智慧、情感态度和地域文化
特色，如“黑青黑青”描述嘴唇受冻后的
颜色，体现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和生动
表达。从《诗经》到《红楼梦》，再到现代
方言，颜色词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在传承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汉语文化传承
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表达形式的演变与创新

在表达形式上，《诗经》《红楼梦》、
岚县方言中的颜色词呈现出从古朴典
雅到丰富细腻，再到贴近生活的演变
趋势。《诗经》中的颜色词简洁凝练，具
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体现了古
代诗歌语言的特色；《红楼梦》中的颜
色词更加丰富多样，注重细节描写和
情感表达，展现了文学语言的细腻与
生动；岚县方言的重叠式颜色词则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通过
独特的构词方式，使语言表达更加生
动形象、亲切自然。这种表达形式的
演变与创新，反映了汉语在不同历史
时期和地域环境下的发展变化，同时
也体现了语言为适应不同的表达需求
而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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