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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象声词指描摹事物声响的词ꎬ又叫拟声词ꎮ
在语言中表现得非常活跃ꎬ特别是在口语和文学

作品中ꎮ 象声词问题既属于语言现象ꎬ也属于修

辞现象ꎮ 因此ꎬ我们对象声词进行研究具有现实

意义ꎮ
«汉语方言大词典»是由复旦大学许宝华和

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宫田一郎合作编纂的ꎮ 该部

辞书收录了古今南北汉语方言二十万条ꎬ字数达

１５００ 余万ꎬ是迄今国内外第一部大型汉语方言辞

书ꎮ 作为方言词汇的集大成者ꎬ该辞书收录了

７１６ 个方言象声词ꎮ 本文拟从方言象声词的音节

结构、语法功能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描写分析ꎮ

一、方言象声词音节结构分析

音节是语音中最自然的结构单位ꎬ音节是音

位组合构成的最小的语音结构单位ꎬ音节之间具

有明显可感知的界限ꎮ 在汉语中一般一个汉字

的读音即为一个音节ꎮ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的

７１６ 个方言象声词根据音节结构可分为五大类

十六种:
(一)单音节象声词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单音节象声词(Ａ 式)
共有 １５５ 个ꎮ 这类词通常摹拟单一又短促的声

音ꎬ只包含一个音节ꎮ 有的情况下ꎬ也会用单音

节的拖长音来摹拟人或动物发出的声音ꎮ 如:
(１)抌一声跌咗落水ꎮ (扑通一声掉在水

里ꎮ)２５８２

(２)远处传来马铃声、马蹄声、鞭声ꎬ声音由

远而近ꎬ一声 “吁———” 车停了ꎮ (曲剧 «红管

家»)１９０４
例(１)中ꎬ“抌”来自于粤语ꎬ摹拟重物落地

时的扑通声音ꎮ 例(２)中ꎬ “吁”摹拟吆喝牲口

的声音ꎬ通常是拖长音ꎮ 类似地ꎬ东北官话的

“唷”也可以通过拖长音来喝令动物停止前进ꎮ
(二)双音节象声词

双音节象声词共计 ２８４ 个ꎬ占比 ３８. ８％ ꎬ是
方言象声词的主体部分ꎬ其表现范围非常广泛ꎬ
表达能力强ꎮ 一般可分为叠音式 ＡＡ 式(９９ 个)
和非叠音式 ＡＢ 式(１８５ 个)两种ꎮ

１. 叠音式(ＡＡ 式ꎬ９９ 个)ꎮ 这类象声词多表

示单个声音的重复ꎬ通过声音的繁复来增强节奏

感ꎮ
(３) 开个大会啦ꎬ讲起话来也是当当的ꎮ

１８８０
(４)足下的鹅卵石ꎬ踩的侉侉发响ꎬ发出一

片单调的声音ꎮ (艾芜«流浪人»)３４３４
(５)人们嗷嗷叫着上山去了ꎮ (乔运典«石

青山»)６５０９
例(３)中ꎬ“当当”摹拟说话快速、有力、洪亮

的声音ꎮ 通过对“当”的重复ꎬ摹拟人说话声音

的特点ꎮ 因为是在会场上说话ꎬ因此声音必须要

清晰、明了ꎮ 例(４)中ꎬ“侉侉”来自于西南官话ꎬ
摹拟石子相摩擦的声音ꎮ 例(５)中ꎬ人们在上山

的过程中发出叫声ꎬ 其中的“嗷嗷”摹拟充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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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叫声ꎮ
２. 非叠音式(ＡＢ 式ꎬ １８５ 个)ꎮ 这类象声词

在方言象声词中数量最多ꎬ由两个不同的音节构

成ꎬ通常摹拟两个不同且连续的声音ꎮ
(６)班后会一散ꎬ笑梅扯下手表ꎬ叭叽往工

作台上一摔ꎮ (王英波«解疙瘠»)１２０７
(７) 正走着ꎬ矻齐的把那两条腿崴折了ꎮ

(«金瓶梅词话»第四三回)３１７７
例(６)中ꎬ在东北官话中ꎬ“叭叽”摹拟手表

等金属物体掉落在平面上的声音ꎬ金属物体掉落

在平面上ꎬ先是一个点的接触发出了一个声音

“叭”ꎬ然后是两个平面的接触发出了“叽”的声

音ꎮ 跌落的过程中有两次接触ꎬ继而产生了两个

连续且不同声音“叭叽”ꎮ 例(７)中ꎬ这里的“矻
齐”摹拟东西断裂的声音ꎮ 冀鲁官话ꎮ “矻齐”
摹拟出西门庆双腿骨头断裂的声音ꎮ

(三)三音节象声词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三音象声词共有 １２８
个ꎬ可分为四种形式:一是“ＡＡＡ 式” (１１ 个)ꎻ
二是 “ ＡＢＢ 式” (４７ 个)ꎻ三是 “ ＡＢＣ 式” (３０
个)ꎬ四是“ＡＡＢ 式” (４０ 个)ꎮ

１. ＡＡＡ 式(１１ 个)ꎮ 这类象声词数量较少ꎬ
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仅有 １１ 例ꎮ 其通常是

双音节象声词(ＡＡ 式)的延伸ꎬ也可以理解为双

音叠词重叠一个音节而成ꎮ 摹拟的声音具有时

量长的特点ꎮ
(８)隔壁两口子夜儿黑里当当当ꎬ不知道当

当啥底呢ꎮ １８８５
(９)急躁而脾气暴烈的人ꎬ这一路来ꎬ当他

挥动着鞭子ꎬ口里大声吆喊着“咧咧咧”的时候ꎬ
不单牲口害怕ꎬ连我也真觉得是惊心动魄的ꎮ
４０９４

例(８)中ꎬ同时出现了双音节象声词“当当”
和三音节象声词“当当当”ꎮ “当当”摹拟吵嘴的

声音ꎬ代指“吵嘴”这个行为ꎬ“当当当”在这里是

“当当”的延伸ꎬ摹拟吵架声音持续之久、声音之

响亮ꎮ 例(９)中“咧咧咧”是人发出的命令牛往

左边走的吆喝声ꎮ 发音清晰、明确、持续时间长ꎮ
２. ＡＢＢ 式(４７ 个)ꎮ 这类象声词大多是在

ＡＢ 式象声词的基础上延伸的ꎬ其是将双音节象

声词 ＡＢ 中的 Ｂ 声音延长ꎮ
(１０)鸬鸬(鸽子)圪咕咕的叫唤哩ꎮ １５９４
(１１)单听俺中向帐画面鼓冬冬ꎮ 和着那忽

剌剌杂彩旗摇动ꎮ (元无名氏«马陵道»第一折)
３５３６

例(１０)中ꎬ“圪咕咕”是“圪咕”的延伸ꎬ来
自于晋语ꎮ 摹拟鸟的叫声或水流动的声音ꎮ 例

(１１)中三音节象声词“忽剌剌” 是双音节“忽

剌”的延伸ꎬ摹拟彩旗随风发出的声音ꎮ 双音节

象声词“忽剌”摹拟物体运动极快的声音ꎮ 重复

其尾字“剌”ꎬ形成“忽剌剌”来摹拟这个动作的

声音延续性长ꎬ速度快ꎮ
３. ＡＢＣ 式(３０ 个)ꎮ 此类象声词由三个不同

的音节组成ꎬ通常摹拟速度快或可持续的声音ꎮ
(１２)这个娃娃人不大ꎬ把那个唢呐还呜哇

儿底吹底好底很ꎮ ２６３８
(１３)嘎下叫雨住落闪唔例(哗啦一声ꎬ雨就

下起来ꎬ走避不及ꎮ)６８１５
例(１２)中ꎬ“呜哇儿”摹拟吹唢呐的声音ꎮ

例(１３)中ꎬ“嘎下叫”来自闽语ꎬ摹拟下雨的声

音ꎮ
４. ＡＡ ＋ 附加成分(４０ 个)ꎮ 这类象声词大

多是双音节象声词 ＡＡ 后加一个附加成分组成

的ꎬ摹拟的声音常常都是连续不断的ꎮ 此类象声

词多出现在闽语中ꎮ
(１４ ) 敲 敲 看ꎬ 同 同 狂ꎻ 乓 乓 看ꎬ 且 且 狂ꎮ

(«吴歌新集年公公»)１９６０
(１５)水活活叫青流出来ꎮ (水汩汩地流出

来ꎮ)４４００
例(１４)中ꎬ“同同狂”来自吴语ꎮ 摹拟敲鼓

声和打锣声ꎮ 例(１５)中ꎬ“活活叫”来自于闽语ꎮ
摹拟水流湍急的声音ꎮ 在«诗卫风硕人»
中ꎬ也有“河水洋洋ꎬ北流活活ꎮ”摹拟水流湍急

的声音ꎮ
(四)四音节象声词

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四音象声词有 １４７
个ꎬ其摹拟的声音持续性更强ꎮ 可分为七种形

式:分别是 ＡＢＣＣ 式(３ 个)、ＡＡＢＢ 式(３５ 个)、
ＡＢＡＢ 式(２２ 个)、ＡＢＡＣ 式(４ 个)、ＡＢＢＣ 式(３
个)、ＡＢＣＢ(６ 个)、ＡＢＣＤ(７４ 个)式ꎮ

１. ＡＢＣＣ(３ 个)ꎮ ＡＢＣＣ 式在«汉语方言大

词典»中数量较少ꎬ
(１６)天将明暗ꎬ飞鸟儿(麻雀)就叽啾喳喳

的叫唤开唡ꎮ (晋语ꎬ山西忻州)１２０９
(１７) 踢丢拍拍:这娃娃踢丢拍拍的溅忽

(溅)下一身泥ꎮ (晋语ꎬ山西忻州)７０８４
例(１６)中ꎬ“叽啾喳喳”摹拟禽鸟的噪叫声ꎮ

例(１７)中ꎬ “踢丢拍拍”摹拟踩踏在泥地里的声音ꎮ
２. ＡＡＢＢ (３５ 个)ꎮ 这类象声词由两个不同

的单音节词分别重叠后再组合在一起或者是由

双音节象声词 ＡＢ 前后扩展而来ꎬ表现能力强ꎮ
(１８)我叮叮叭叭的一会儿就钉成个箱子ꎮ

１２０６
(１９)砰砰嘭嘭嘈生晒ꎮ (哗啦哗啦地吵死

了ꎮ)４６８０
例(１８)中ꎬ“叮叮叭叭”ꎬ来自晋语ꎬ摹拟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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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的声音ꎮ 例(１９)中ꎬ“砰砰嘭嘭”来自粤语ꎬ
摹拟敲打声或哗啦哗啦的声音ꎮ

３. ＡＢＡＢ(２２ 个)ꎮ 这类象声词多为双音节

象声词(ＡＢ)的重叠ꎬ表示声音的重复出现ꎬ口语

性极强ꎮ
(２０)泉水圪咕圪咕的流着ꎮ １６０４
(２１)你看他呼儿呼儿底睡底的多香ꎮ ３３６５
例(２０)中ꎬ“圪咕圪咕”来自晋语ꎬ摹拟泉水

流淌的声音ꎮ 例(２１)中ꎬ“呼儿呼儿”摹拟人睡

觉的时候发出的打呼噜的声音ꎮ
４. ＡＢＡＣ(４ 个)ꎮ 这类象声词数量也很少ꎬ

第一个音节与第三个音节相同ꎮ
(２２)老会计扑溜扑拉一黑夜就把一个月的

帐算清唡ꎮ (晋语ꎬ山西忻州)１１０５
(２３)兀些些(那么多)小炮ꎬ叫他圪丢圪叭

的一阵就放完唡ꎮ (晋语ꎬ山西忻州)１６０３
例(２２)中ꎬ“扑溜扑拉”摹拟打算盘的声音ꎬ

老会计用算盘很快的把一个月的账目算清了ꎮ
例(２３)中ꎬ“圪丢圪叭”摹拟放鞭炮的声音ꎮ

５. ＡＢＢＣ(３ 个)ꎮ 这类象声词数量也很少ꎮ
(２４)忒楞楞腾宿鸟穿串茶康架ꎮ (元无名

氏«鸳鸯被»第二折)２５１３
例(２４) “忒楞楞腾”摹拟鸟在空中飞舞的

声音ꎮ
６. ＡＢＣＢ (６ 个)ꎮ 这类象声词数量少ꎬ但随

着音节的加长ꎬ其表现力也很丰富ꎮ
(２５)运动员入场底时候ꎬ踢斯卡斯、踢斯卡

斯底走底精神底很ꎮ (兰银官话东新疆乌鲁木

齐)７０８４
(２６)劈喳啪喳挨了鬼子一顿嘴吧ꎮ (东北

官话)７１８１
例(２５)中ꎬ“踢斯卡斯”摹拟操练的脚步声ꎮ

例(２６)中ꎬ“劈喳啪喳”摹拟手掌连续拍物的声音ꎮ
７. ＡＢＣＤ(７４ 个)ꎮ 这类象声词在四音节象

声词中占比最大ꎬ用来摹拟更为丰富而连续的声

音ꎮ
(２７)圪丢压踩的一会儿就下(收割)咾二亩

玉茭子(玉米)ꎮ １６０３
(２８)一个大姑儿(老鼠)叫花猫儿圪丢嚒噌

的一会儿就吃完唡ꎮ (晋语ꎬ山西忻州ꎮ)１６０３
(２９)隔壁子行(邻家)忽溜倒腾的拾掇(整

理)咾一夜家(房间)ꎮ ３５３９
例(２７)中ꎬ “圪丢压踩”来自晋语ꎬ摹拟收

割玉米的声音ꎮ 例(２８)中ꎬ“圪丢嚒噌”摹拟咀

嚼食物发出的响声ꎮ 例(２９)中ꎬ“咪里吗啦”来
自晋语ꎬ摹拟家具碰撞的声音ꎮ

(五)五音节的象声词ꎮ
这类象声词只有两个ꎬ有两种形式ꎬ分别是

ＡＡＢＣＣ(１ 个)和 ＡＢＣＤＥ(１ 个)ꎮ 因其数量较

少ꎬ在这里暂不作具体描写分析ꎮ
１. ＡＡＢＣＣ(１ 个)
(３０)翻来复去辗转牙床ꎬ蚊子儿又来耳边

厢ꎬ吱吱儿嘤嘤ꎬ吱吱儿嘤嘤ꎬ叫奴怎当! («聊

斋俚曲集富贵神仙»第十回)２６２０
例(３０)中ꎬ “吱吱儿嘤嘤”来自冀鲁官话ꎬ

摹拟蚊子乱叫的声音ꎮ
２. ＡＢＣＤＥ(１ 个)
(３１)品伶抨冷气: < 象声 > 小孩豁拳游戏

时的呼叫声ꎮ 吴语ꎮ 上海ꎮ ４１５８
通过以上的分析ꎬ我们可以看出ꎬ方言象声

词在音节构成上有自己的特点:
１. 单音节象声词数量很多ꎬ数量达到了 １５５

个ꎬ占比 ２１. １７％ 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判断ꎬ单音节

象声词是方言象声词中很常见的形式ꎮ
２. 双音节象声词数量最多ꎬ共计 ２８４ 个ꎬ占

比 ３９. ７％ ꎮ 其中ꎬ非叠音 ＡＢ 式双音节象声词数

量(１８６ 个)远超叠音 ＡＡ 式(９８ 个)ꎬ成为方言

象声词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形式ꎬ其他很多结构都

由其发展变化而来ꎮ
３. 三音节象声词一共 １２８ 个ꎬ占比 １７. ９％ ꎮ

三音节象声词中ꎬ有着很多的重叠式ꎮ 如:ＡＡＡ
式、ＡＢＢ 式、ＡＡＢ 式ꎮ 大量三音节象声词的构成

方式是通过对 Ａ 式、ＡＢ 式或者 ＡＡ 式进行重叠

而得来的ꎮ 其中ꎬ以双音节象声词为基础发展来

的占绝大多数ꎮ
４. 四音节象声词共有 １４７ 个ꎬ占比 ２０. ５％ ꎮ

四音节象声词中ꎬ重叠式 ＡＢＣＤ 式所占比重很

大ꎬ超过了其他重叠式四音节形式象声词数量的

总和ꎮ 可以发现ꎬ四音节象声词中ꎬ从叠音式象

声词发展而来的数量较少ꎬ大部分均为方言中的

新形式ꎮ
５. 五音节象声词共有 ２ 个ꎬ占比 ０. ３％ ꎮ 未

发现五音节象声词ꎬ只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

少量出现ꎬ这说明方言中对事物声音的摹拟更加

具体、形象、细致ꎬ语义更加明确ꎮ
方言象声词音节结构形式统计:

重叠形式 非重叠形式

音节形式 数量 所占比例 音节形式 数量 所占比例

ＡＡ ９８ １３. ６８％ Ａ １５５ ２１. １７％

ＡＡ ＋附加成分 ３８ ５. ３％ ＡＢ １８６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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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形式 非重叠形式

ＡＢＢ ４９ ３. １％ ＡＢＣ ３０ ４. ２％

ＡＡＡ １１ １. ５３％

ＡＡＢＢ ３５ ４. ９％

ＡＢＡＢ ２２ ３０. ７％

ＡＢＣＤ ７４ １０. ３％

ＡＢＡＣ ４ ０. ５６％

ＡＢＢＣ ３ ０. ４２％

ＡＢＣＢ ６ ０. ８３％

ＡＢＣＣ ３ ０. ４２％

ＡＡＢＣＣ １ ０. １４％

ＡＢＣＤＥ １ ０. １４％

小计 ３４５ ４８. ２％ 小计 ３７１ ５１. ８％

　 　 二、方言象声词语法功能分析

方言象声词的语法功能主要体现在组合功

能和句法功能两个方面:
(一)组合功能ꎮ 方言象声词具有较强的组

合能力ꎮ 具体分为以下三种形式ꎮ
１. 与结构助词“地”、“的”组合ꎮ 方言象声

词与“的”组合的情况比与“地”组合的情况多ꎮ
方言象声词与“的”组合的情况对象声词音节的

限制不大ꎬ可以是单音节的ꎬ也可以是多音节的ꎮ
(３２)穷的就跳下水去了ꎮ (２９３６)
(３３)谁家杀猪哩? 咂咂的叫唤哩ꎮ (３３５２)
(３４)从江崖子的土台阶上ꎬ噼里噗噜地蹦

下三个半大孩子ꎮ (王一兵«芦花湾的孩子»)
(７２４２)

例(３２)为单音节的象声词“穷”与“的”组

合ꎬ表示跳水的速度之快ꎻ例(３３)为双音节的象

声词“咂咂”与“的”组合ꎬ生动地表达猪大声叫

的意思ꎻ例(３４)为四音节的象声词“噼里噗噜”
与“地”组合ꎬ摹拟孩子蹦下时发出的连续性动

作的声音ꎮ
２. 与数量结构组合ꎮ 数量结构可分为“数

词 ＋名量”和“数词 ＋动量”两种情况ꎮ 其中“名
量”成分多为“声”ꎬ数量成分多为“下”ꎮ

(３５)听到女儿要复婚ꎬ陈大娘气的腿抽筋ꎻ
顺手掂根半截棍ꎬ咣当一声ꎬ关住了大门ꎮ

(３６)穷一下就钻了找不着了ꎮ (２９３６)
例(３５)中为“象声词 ＋ 数词 ＋ 名量”结构ꎬ

例(３６)中为“象声词 ＋数词 ＋动量”结构ꎮ
３. 固定格式“Ｘ 的一声”ꎮ “方言象声词 ＋

的一声”的情况特别多ꎬ因为其高频率的出现ꎬ
加之其与“Ｘ 一声”存在明显差异ꎬ所以我们将

其看作一种固定形式来分析ꎮ “Ｘ 的一声”结构

对象声词的音节限制较大ꎬ通常是单音节象声词

进入这个结构ꎬ摹拟的声音通常具有时量短、速
度快的特点ꎮ

(３７)穷的一声就跳下水去了ꎮ
(３８)谁想那狐狸叫不晓的这猫在外边ꎬ往

外一跑ꎬ看见了这猫ꎬ抓的一声ꎬ见了本像ꎬ死在

当面ꎮ («醒世姻缘传»第六回)２５５５
例(３７)中“穷”为单音节象声词ꎬ“穷的一

声”摹拟跳入水中的声音ꎮ 例(３８)中ꎬ“抓”为单

音节象声词ꎬ“抓的一声”摹拟狐狸精突然被吓

到时发出短促凄惨的叫声ꎮ
(二)句法作用

方言象声词在句子中的位置较灵活ꎬ可作谓

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ꎬ独立成分ꎮ
１. 作谓语ꎮ 方言象声词作谓语时ꎬ通常是代

指某个实义动词ꎬ后面可接助词:着、了、过ꎬ在其

前面通常有否定副词:不、没、未、别、非、休、莫、
甭等ꎮ

(３９)王振海心里喀噔了一下ꎮ (李克«地道

战»)６０８０
(４０)快别叽哩呱哒了ꎬ耽搁了看戏的良机ꎮ

１２０９
例(３９)中“喀噔”摹拟“王振海”的心震动

的声音ꎬ指代动词“震动”ꎬ其后紧着助词“了”ꎬ
在句中作谓语ꎮ 例(４０)中“叽哩呱哒”摹拟说话

的声音ꎬ在这里指代动词“说话”ꎬ前有否定副词

“别”ꎬ在句中作谓语ꎮ
２. 作宾语ꎮ 方言象声词作宾语时ꎬ出现在动

词的后面ꎬ作为受支配或所涉及的成份

(４１)淮人寇江南ꎬ临阵之际ꎬ齐人大喊阿癐

癐ꎬ以助军威是也ꎮ («辍耕录»)３００４
例(４１)中ꎬ“阿癐癐”摹拟齐人上阵前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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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ꎮ 这里作动词 “大喊”的宾语ꎮ
３. 作状语ꎮ 方言象声词作状语时最为常见ꎮ

作状语时ꎬ修饰后面的动词或者形容词ꎬ其后通

常紧接结构助词“底”、“的”、“地”ꎮ
(４２)炉子后儿里边的火哄哄的响哩ꎮ ４０８７
(４３)这么重底东西ꎬ我好不容易夯哧底拿

上来ꎮ １１４８
例(４２)中“哄哄”作状语修饰形容词“响”ꎬ

形象表达出火在燃烧时发出的声响ꎮ 例(４３)中
“夯哧”表示因费力而发出的喘息声ꎬ作状语修

饰动词“拿”ꎮ
４. 作定语ꎮ 方言象声词作定语的情况也很

常见ꎬ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成分ꎬ 一般带

助词“的”ꎬ 多作“(一)声”的修饰成分ꎮ
(４４) 只听见空通一声ꎬ伊跌到了河浜里ꎮ

(评弹«中山之围»)(３６９６)
例(４４)中ꎬ“空通一声”作“听见”的宾语ꎬ

“空通”表示人入水发出的声音来修饰“一声”作
定语ꎮ

５. 作补语ꎮ 即用在动词或者形容词之后ꎬ补
充说明动词或形容词ꎮ

(４５)跑得呼哧呼哧的ꎬ还说不累呢ꎮ ３３６４
例(４５)中象声词“呼哧呼哧”作补语修饰动

词“吃”ꎬ表达出人在跑的时候的喘息声ꎮ
６. 作独立成分ꎮ 方言象声词在句中可作为

独立成分存在ꎮ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ꎮ
(４６)你听ꎬ耑耑ꎬ这是什响哩? (４１５８)
例(４６)中ꎬ“耑耑”表示重物落地的声音ꎬ在

句子中作独立成分ꎮ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ꎬ我们对«汉语方言词典»中

的方言象声词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音节

结构形式来看ꎬ方言象声词的音节结构形式多种

多样ꎬ包括五类十六种ꎬ以双音节象声词为主ꎮ

从语法上来看ꎬ方言象声词可以在句中位置较灵

活ꎬ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ꎬ发挥不同的句法

功能ꎬ并且可以附带不同的辅助成分ꎬ组合能力

较强ꎮ
总之ꎬ方言象声词数量大、种类多、功能复

杂ꎬ本身是记音词ꎬ和语音关系密切ꎮ 多见于口

语语料中ꎬ因此象声词的标写形式具有很大的

“任意性”ꎮ 在方言象声词中ꎬ这一现象更为明

显ꎬ摹拟类似的声音在不同的方言中标写不同ꎮ
但是方言作为一种地方语言ꎬ具有很强的传承

性ꎬ一般来说ꎬ其发展较为稳定ꎬ必然有其源头ꎮ
方言中的象声词的来源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研

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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