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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言特征词与方言特有词 

林诺疑 邵朝阳 

 

摘要：本文明确了方言特征词的概念界限，在前人提出的“对内一致性、对外排他性”的标准上确

定了方言特征词的比较范围对象是共同语。同时，在方言特征词的基础上提出了方言特有词的概念，

并对方言特有词的内部层级结构作出了划分，为今后区别方言词汇研究的比较方向是与共同语还是

其他方言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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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言特征词的界定 

长期以来，词汇研究在方言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方言词汇研究的重要性，

在于其富含地方色彩的丰富性（詹伯慧，2001）。方言区别于共同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

方言词汇具有对内基本一致、对外排他性的特点，因此具有这样特征的词语被称为“方言特

征词”(许宝，1991)。对于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李如龙（2014）认为，方言特征词往往是某

一区域内成一定数量的，区内用法基本一致、区外有明显不同的方言词。方言特征词为划分

方言提供了大量证据，梳理出不同方言间的远近亲疏关系。因此，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意义可

见一斑。 

前人基于方言特征词考察不同方言特点的研究已有不少，包括官话方言特征词、山东方

言特征词、晋语方言特征词、吴语方言特征词、赣方言特征词、客家方言特征词、粤语方言

特征词、雷琼闽语方言特征词等等。刘晓梅、李如龙（2003）对官话方言九区进行了探讨，

根据该方言与其他方言共有特征词数量来定位亲疏关系。但关于方言特征词的定义，对内的

一致性相对易知，对外的排他性就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个“外”的范围有多大，使方言特征词

的定义界限更加清晰。 

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属于非标准变体和标准变体的关系。而方言特征词相当于非

标准变体内的词汇研究，与之相对的就是共同语词汇。所以，方言特征词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其区别于共同语词汇。同时，在区别于共同语的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判断一个方言词汇

是否属于方言特征词即其不同于共同语词汇，还要主要根据以下的因素进行区分。 

（一）语音角度 

方言和共同语不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即是两者在语音上的差异，包括声调、声母、韵

母等不同。但词汇读音不同是否能当作判断方言特征词的标准还有待分析。 

由于音韵系统上的差异，字形意义完全一样的词语，用普通话（标准变体）和方言（非

标准变体）读出来，或多或少都存在差异。例如，表示一种豆制品食物的“豆干”一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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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中读作[tou51 kan55], 而在福州方言中读作[tau44 uaŋ44]。两者差异明显的读音

并不能决定“豆干”成为福州方言特征词，因为在区外用法上和区内保持一致，达不到方言

特征词的标准。 

此外，也可能存在亲疏关系较远的普通话和方言中存在读音完全一致的不同词语，例如，

普通话中的“硬”读作[iŋ51]，和福州方言的“伓”[iŋ51]读音相同，但字形和意义完全不

同，前者表示质地坚固，而后者表示否定副词“不”的意思。 

所以，语音不同不可以作为检验这个方言词语是否是方言特征词的参考标准。 

（二） 词形角度和语义角度（文字字形） 

词形角度之所以要与语义角度相结合，是因为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意义与其内

部构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讨论词形即字形，不可避免地要与词语的语义问题挂钩。 

方言词和共同语的词汇在词形和语义表现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关系：1）词形与词义均

不相同；2）词形相同，词义不相同；3）词形不同，词义相同；4）词形和词义均相同。 

当词形与词义均不相同，哪怕二者读音相同，如前面举的例子：普通话中的“硬” [iŋ51]，

和福州方言的“伓”[iŋ51]，两者根本不是一个词，毫无比较的意义。因此当词形和词义皆

不相同时，方言词和共同语中的词汇不能被当作比较对象，也无从谈论其是否为方言特征词。 

当词形相同而词义不相同时，则意味着，例如，福州方言的“飞”，可以形容人个性轻

浮、好出风头，然而共同语中的“飞”却没有这一用法。这就可以说明，词语“飞”在福州

方言中的用法区别于共同语，满足了方言特征词的标准。 

当词形不同但词义却一致时，则意味着同一具体事物或者抽象概念的表达方式在方言和

共同语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在闽方言中说“厝”，而共同语中说“家”，两者皆表示家庭

住所的意思，但所用的词语不同。这样的词语符合“对外排他性”且“他”为共同语的标准，

可以被视为方言特征词。 

最后一种情况，词形和词义均相同时，那么二者为同一个词，无论该词在方言和共同语

中读音是否一致，而读音并不能作为判断依据，用法字形上也不具有排他性，就不能当作是

方言特征词。 

综上所述，读音因素不能纳入方言特征词的考察标准，而只要词形和词义中存在一个相

同和一个不同时，这个词就满足了方言特征词的标准。所以，方言特征词，是在词形或词义

上仅一方面区别于共同语以满足对内一致性、对外排他性的方言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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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音形义对判断方言特征词的作用 

类

型 

语音 词形 词义 方言词与 

共同语词汇 

是否为方言

特征词 

1 相同 相同 相同 完全相同 否 

2 相同 相同 不同 具有对外排他性 是 

3 相同 不同 相同 表达方式不一样，

具有对外排他性 

是 

4 相同 不同 不同 完全不同的两个

词，没有比较性 

否 

5 不同 相同 相同 由于音韵系统造成

的不同读音的相同

词语 

否 

6 不同 相同 不同 词义不同， 

具有对外排他性 

是 

7 不同 不同 相同 表达方式不一样，

具有对外排他性 

是 

8 不同 不同 不同 完全不同的两个

词，没有比较性 

否 

结

论 

语音不作为判断标准， 

词形和词义互相结合作为判断方言特征词的标准 

二、 方言特有词 

（一） 方言特有词的界定 

方言特有词，是在方言特征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如前文所述，方言特征词

是指区别于共同语的方言词语，主要明确了方言特征词对“外”排他性的范围大小。而方言

特有词，就是缩小了这个“外”的范围。比如说，闽方言区别于共同语的词汇颇多，那么这

些词都可以被称作闽方言特征词。而一个词语被称为闽方言特有词，除了需要满足区别于标

准变体共同语的词汇以外，还需要保证其他方言如粤方言、吴方言等这些其他方言中也不存

在词形和词义都完全相同的词语，仅仅是“闽方言”地区特有的词语。 

进一步厘清方言特有词的定义界限，就是说方言特有词不仅要区别于标准变体共同语，

也要区别于其他所有的非标准变体的其他方言。 

（二）方言特有词的层级性 

方言特有词比较的重心是其他方言与共同语词语的差异。方言特有词内部还可以被进一

步细分为某一片、某一市、某一点......换而言之，就是不断缩小方言特征词标准中对“外”

排他性的范围。例如，闽方言区内，可以划分为闽东片、闽北片、闽南片等等，而闽东片还

包括了福州市区、闽侯、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泰和福清等更加细致的方言点。明确

方言特有词的层级性，可以避免研究方言特征词比较范围的大小不够清晰，增加表述上的精

确性，使得研究对象与比较方向更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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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言特征词与方言特有词之间的关系 

明确了方言特征词和方言特有词的定义之后，我们需要梳理清楚方言特征词和方言特有

词之间的关系。由前文已知，方言特有词是在方言特征词的标准上又增加了一个区别于其他

非标准变体方言的门槛，也就是缩小也更精确了方言词语排外性的范围大小。因此，方言特

征词相当于一个大集合，方言特有词相当于一个小集合，属于包含关系。进一步看，各非标

准变体的方言特有词间，无交集，如图 1 所示。 

图 1 方言特征词和方言特有词的关系示意图 

 

四、方言特征词和方言特有词未来研究方向 

方言特征词关注某一方言与共同语词汇上的差异，而方言特有词关注不同非标准变体之

间的词汇差异。要完成方言特征词和方言特有词的研究，还需要大数据语料库视野下，对地

理范围进行精确和不同方言点之间相互繁杂的比较。一旦建立起这样的语料库，无论是方言

与共同语的差异，还是不同方言之间远近亲疏关系的分析，都将变得简洁明了。同时，当一

个方言词的归属明确时，语言接触所导致的词汇相互借用的现象路径也会更加明朗。而不同

非标准变体之间的交流表现在词汇上，也能在宏观上看清未来汉语发展的动态趋势，对语言

保护、语言地图以及社会语言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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