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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结构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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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阜阳方言复合名词为研究对象，借用物性结构理论资源探究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的生成理据，对阜阳方

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分形式角色、构成角色、功用角色、施成角色作出完备的描述与解释，认为只有充分理解阜阳方言复

合名词词义理据，才能对当地的语言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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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PusterJovskey 的出版标志着生成词库理论的正

式提出，物性结构理论是生成词库理论的核心内

容。物性结构 包 括 四 种 类 型: 形 式 角 色 ( formal
role) 、构 成 角 色 ( constitutive role ) 、功 用 角 色
( telic role) 、施成角色 ( agentive role) ［1］。

形式角色就是描写物体的外部形状以区别其他

物体的属性，包括事物的大小、数量、形状等等;

构成角色就是说明物体的整体与其组成成分的关

系，或是其组成成分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哪些物

体; 功用角色就是说明人或物的功能和用途; 施成

角色就是说明物体产生的途径，包括创造、因果关

系等［2］。物性结构 理 论 从 形 式 角 色、构 成 角 色、
功用角色、施成角色四个方面揭示了复合名词指称

与词义的关系，使得词与词之间按一定的分类方法

加以区分，该理论不但丰富了词义的内涵，也为解

释复合名词指称与词义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方言是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是一个地

方的风土人情的缩影，透过方言能看到一个地方的

方方面面。阜阳方言承载着阜阳丰富的历史文化和

人文风情，阜阳方言中存在一些令人寻味，却又在

普通话中找不到合适的词与之对应，这些词妙不可

言，难以言说［3］。基于这一点，探索阜阳方言复

合名词词义理据就变得很有意义。本文试图运用物

性结构理论对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进行理据分

析。

二、物性结构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 一) 形式角色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形式角色作为阜阳方言复合名词的理据，既表

现为显性的，又表现为隐性的。形式角色通常以修

饰成 分 出 现，阜 阳 方 言 复 合 名 词 的 构 成 表 现 为
“形式角色+事物”或 “形式角色+词缀”。本文根

据形式角色是显性还是隐性，将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分为 A、B 两大类。总的来看，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显性形式角色+事物”结构的数量多于 “隐性形

式角色+事物”结构的数量。例如表 1:

表 1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形式角色

A: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汉语普通话词义 B: 阜阳方言合成名词 汉语普通话词义

热头 z212 thu0 太阳 盐粒子 ia55 l24?0 冰雹
大江 ta53 tiɑ?213 江 玉秫秫 y53 fu55 fu0 玉米

大水 ta53 fe24 洪水 扫帚星 s53?hu0i?213 彗星
鲜花 ia213 xua213 花 贼星 ?ei55i?213 流星
白果 pε55ku24 银杏 地梨子 ti53 le55?0 荸荠
辣子 la213?0 辣椒 金钱桔 t213 th ia55 ty213 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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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表 1 例子中可以看出，阜阳方言复合名

词的构成为“形式角色+事物”，如: 大江、白果、
干饭等，其中“大”“白”“干”为形式角色。阜

阳方言复合名词的构成也有 “形式角色+词缀”的

情况，如: 热头、辣子、盐粒子等。
A 类阜阳方言复合名词中的形式角色是显性

的，可以从形式角色的语素义推断出整体的词义，

一看便知、直截了当。如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热

头”中形式角色“热”和其词义 “太阳”具有共

同的词义特征“温度高”; “大江”中的形式角色

“大”和 其 词 义 “江”具 有 共 同 的 词 义 特 征

“大”; “白果”中形式角色 “白”和词义 “银杏”
具有共同的词义特征“白”。

B 类阜阳方言复合名词中的形式角色是隐性

的，不能从形式角色的语素义看出，而要通过抽象

思维的加工。为了凸显所指事物的性状常常以其他

事物作比喻，想要知道所指事物的形状等特征，需

要以其他事物在人脑中的概念为基础。如: 盐粒

子，“盐粒”具有冰雹的描述性词义特征，因而能

够用“盐粒”作为形式角色来代指冰雹所具有的

颜色、大 小、形 状 等 特 征; 阜 阳 方 言 复 合 名 词

“贼星”，其 中 “贼”是 形 式 角 色，该 事 物 具 有

“贼”的特点，如速度快、偷偷摸摸等，因而可以

借用来比喻该类事物，其本质上还是 “星星”中

的一种; 在“玉秫秫”这一词汇中，形式角色用

“玉”作比喻，说明该类事物的颜色、形状等，我

们不能从“玉”的语素义上直接看出其形式角色，

而要调动我们已有的对于 “玉”概念的知识储备，

浮现出该类事物的性状从而联想到 “玉秫秫”这

一事物的性状。
( 二) 构成角色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构成角色描写了一个物体和其余各个组成成分

之间的关系，包括原材料、部分与构成成分等，同

时也描写该物体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或组成哪些物

体［2］。在阜阳方言复合名词中，主要凸显了人或

事物的构成成分，在形式上表现为两种类型: “部

分+整体”和“成分+成分”。 “部分+整体”这一

类型包括两种下位类型， “成分+成分”这一类型

包括三种下位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1． 部分+整体

1) 材料+整体

“材料+整体”指的是后面的整个物体是由前

面的材料制作而成。制作材料也可以看作是整体部

分，只是这个部分几乎是整体的全部，其他部分可

以忽略不计。例如表 2:

表 2 阜阳方言“材料+整体”复合名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水塘子 铁锅 茅厕 毛线衣

国际音标 fe24 thɑ?55 th iε213 ku212 m55 tsh53 m55ia53i213

汉语普通话词义 池塘 菜锅 厕所 毛衣

在表 2 中，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铁锅”在汉

语普通话词义为 “菜锅”，其制作材料为 “铁”，

“铁”也是 “锅”的主要组成成分，虽 然 “锅”
的手柄 ( 塑料制的) 也是其组成成分，但是它只

占细微的部分，此部分可以忽略，因而词汇凸显的

还是材料。

2) 成分+整体

“成分+整体”指的是前面的成分是后面整体

的组成部分，虽然该 “成分”在整体中不占大部

分，但是却是该整体最为突出的部分，是该物体的

显著特点，该成分的特点足以区分该类物体与其他

物体。例如表 3:

表 3 阜阳方言“成分+整体”复合名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米茶 糖糕 麦仁酵子 糯米酵子

国际音标 mi24 tsa55 thɑ?55 k213 mε213 z55 ti53 tsl0 nuy53mi24 ti53 tsl0

汉语普通话词义 米很少的稀饭 甜的油炸面食品 麦仁酒酿 糯米酒酿

在表 3 中，阜阳方言复合名词米茶、糖糕、麦

仁酵子、糯米酵子等，都是通过几种材料组合而

成，一种材料不能构成该物体。以 “糖糕”为例，

“糖糕”的组成成分有白糖、面粉、黑芝麻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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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组成成分中显然 “白糖”不是其最为主要的构

成成分，但是却是“糖糕”不可缺少的构成成分，

由于有“白糖”这一构成成分， “糖糕”才具有

“甜”这一特性，该特点足以使“糖糕”区别于与

之相似的“糕”类食物。
2． 成分+成分

1) 成分+成分=词
表 4 成分+成分=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普通话词义

爹娘 tiε213 iɑ?55 父母

蛛蛛 ?u213?u0 蜘蛛

芫荽 ia55 suei0 香菜

该类复合名词的构造由两个构成成分的简单相

加而成，整个词义就是这两个成分的意义之和。
如: 阜 阳 方 言 复 合 名 词 “爹 娘”由 “爹”和

“娘”两个成分构成，其所指的“父母”义就是两

个成分的意义之和。
2) 成分+成分＜词

表 5 成分+成分＜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汉语普通话词义

刀刀 t213 t0 螳螂

坎甲 khɑ24 tia55 背心

蝎虎子 ie213 xu24 tsl0 壁虎

该类阜阳方言复合名词的词义并不是由两个构

成成分的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构成成分的意义

泛化或抽象引申而来［4］。例如: 复合名词 “刀刀”

的词义并不是物体 “刀”和 “刀”意义的相加，

而是构成成分 “螳螂的手臂”抽象引申为 “刀”，

从而能够用“刀刀”转指“螳螂”这一动物。
3) 成分+成分＞词

表 6 成分+成分＞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汉语普通话词义

疤拉 pa213 la0 疤

土垃 thu24 la213 土

竹竿 tsu213 ka213 竹子

该类复合词所指的词义由其中一个构成成分的

意义充当，另一个构成成分的意义脱落。例如: 阜

阳方言复合名词 “竹竿”，由 “竹”和 “竿”两

个构成成分组成，其所指的词义为 “竹子”，可见

构成成分“竿”的语素义脱落，整个词汇的意义

偏重于构成成分“竹”上。
( 三) 功用角色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功用角色描写事物的用途和功能。功用角色分

为两种: 直接功用角色、间接功用角色［5］。直接

功用角色是指人可以直接和某物发生联系; 间接功

用角色是指人可以通过利用某物体完成一项活动，

除此之外功用角色还能描写人的社会功用，表职位

或工作的词语能够说明其指称对象对社会有什么作

用［2］。从功用角色对阜阳方言复合名词的分类有

多种方法，本文从功用角色的角度，在形式上对阜

阳方言复合名词进行分类讨论。具体情况如表 7:

1． 功用角色+中心语

表 7 阜阳方言“功用角色+中心语”复合名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国际音标 汉语普通话词义

名词语素+中心语

茶缸子 tsha55 kɑ?213 tsl0 茶杯

锅屋 ku213u213 厨房

茶瓶 tsha55 ph i?55 暖水瓶

动词语素+中心语

切刀 th iε213 t213 菜刀

烙铁 luy213 th iε213 熨斗

顶锒子 ti?24 lɑ?55 tsl0 顶针

动宾语素+中心语

撮灰斗子 tshuy213 xuei213 tyo24 tsl0 簸箕

吸铁石 i213 th iε213 s55 磁铁

切刀板子 th iε213 t213 pa24 tsl0 砧板

从表 7 可以看出以上所列举的阜阳方言复合名

词在形式上都表现为 “功用角色+中心语”，功用

角色作为修饰限定性成分出现为显性的，可以从语

素义看出其词汇义。如: 锅屋，可以解释为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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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放置锅等厨具的屋子，该类 “名词语素+中心

语”阜阳方言复合名词往往在结构中隐含了谓词。
上述阜阳方言复合名词的词义都可以用 “用来 VP
的 N”的结构式来表达，如: “茶瓶”的词义可以

表述为“用来装茶的瓶子”; “切刀”的词义可以

表述为“用来切菜的刀”; “吸铁石”可以表述为

“用来吸铁的石头”等。
2． 功用角色+词缀

表 8 阜阳方言“功用角色+词缀”复合名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国际音标 汉语普通话词义

功用角色+子

剪子 tia24 ts0 剪刀

扣子 khu53 ts0 纽扣

筛子 sε213 ts0 筛子

起子 th i24 ts0 螺丝刀

功用角色+的

做生意的 tsu53 s?213i0 le0 商人

轧衣裳的 tsa55i213 sɑ?0 le0 裁缝

剃头的 th i53 thu55 le0 理发师

做饭的 tsu53 fa53 le0 厨师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阜阳方言“功用角色+词

缀”复合名词可以代指物体和人，当功用角色转

指人或物时表现为隐性的，其所指人或物的功能就

是构造成分的语义合成。在阜阳方言中，“功用角

色+子”的复合名词通常转指物，如: “剪子”代

指“剪刀”; “功用角色+的”的复合名词通常转指

人，如: “轧衣裳的”转指裁缝。

( 四) 施成角色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

施成角色主要描述所指人或物的来源和产生的

原因，说明所指物体是如何产生的，包括制造、因

果关系等［2］。在阜阳方言复合名词中，凸显人或

物的来源、创造、因果关系等施成角色的复合名词

也很常见。该类阜阳方言复合名词在形式上表现为

“施成角色+中心语”。具体情况如表 9:

表 9 阜阳方言“施成角色+中心语”复合名词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国际音标 汉语普通话词义

施成角色: 来源

洋油 iɑ?55iu55 煤油

洋车子 iɑ?55 tshy213 tsl0 自行车

洋芋 iɑ?55 y55 土豆

施成角色: 创造

变蛋 pia53 ta53 皮蛋

酱油子 tiɑ?53iu55 ts0 酱油

酵子 ti53 ts0 江米酒

蒸馍 ts?213mu55 馒头

烙馍 lu213mu55 烙饼

煎药 tia213 y213 汤药

施成角色: 因果关系

干哕 ka213 yy24 恶心

伤风 sɑ?213 f?213 感冒

溃脓 xue55 nu?55 化脓

在 表 9 中，阜 阳 方 言 复 合 名 词 的 形 式 均 为

“施成角色+中心语”，根据“施成角色”的种类不

同进行二次划分，主要划分为三种下位类型: 来

源、创造、因果关系。如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洋

芋”凸显了 “土豆”这种物质的来源，根据常识

可以知道 “土豆”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植物所结

的果实，而是起源于南美洲;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酵子”凸显“江米酒”这种物质的制作方式，说

明“江米酒”是发酵而来，用“施成角色+子”来

转指“江 米 酒”这 种 物 质; 阜 阳 方 言 复 合 名 词

“煎药”也凸显了其制作方式， “汤药”是通过

“煎”这种方式制作而成; 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溃

脓”凸显了其因果关系，“化脓”是因为 “溃烂”

而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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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本文运用物性结构理论对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进

行词义理据分析，通过考察发现阜阳方言复合名词

词义理据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 形式角色、构成角

色、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运用物性结构理论来分

析阜阳方言复合名词，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阜阳

当地人民对于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感受阜阳方

言词汇独特的语言魅力，对于探索阜阳悠久的地域

文化、人文风情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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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a Structure and Lexical Motivation
of Compound Nouns in Fuyang Dialect

ZHU Gao
( School of Literature，Fuyang Teacher’s College，Fuyang 236000，China)

Abstract: Lexical motivation of compound nouns in Fuyang dialect was studied with the theory of qualia struc-

ture． The lexical motivation was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as formal role，constructive role，telic role and agentive

role．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the lexical motivation of compound nouns in Fuyang dialect is fully recognized，the lo-

cal culture and language can be understood．

Key words: compound nouns in Fuyang dialect; Qulia structure; motivation; languag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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