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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北方方言中的“瞎”“瞎好”及其语法化
庄 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在北方方言中，“瞎”有行为动词、性质形容词、预设否定副词三种词性，具有多种语法

作用。性质形容词“瞎”与反义词“好”组合，构成反义联合短语“瞎好”，后来演化出反义复合词和

评注性副词用法。在描写“瞎”及“瞎好”的语法、语用和语义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瞎”“瞎

好”的语法化，并探究其语法化动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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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and“瞎好”in Northern Dialects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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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瞎”can be used as an action verb, a character adjective, a default negative adverb in

northern dialects, and has many grammatical features. The character adjective“瞎”can combine with

“好”, constituting the coordinate phrase of contrary terms“瞎好”, which is used as a compound ant-

onym and a commentary adverb later. This paper aims to describe the grammar, pragmatics and seman-

tic of“瞎”and“瞎好”, then analyzes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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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瞎”的研究成果较少，张谊生论述了

“瞎”作为预设否定副词的表义特征以及与其他预设

否定副词的异同；[1-2]刘烨从表义特征、句法结构和主

观性三个方面对“瞎”和“白”两个预设否定副词做了

比较；[3]1-47王志英对“瞎”的句法、语用、语义以及语法

化等做了论述。[4]99-109以上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普通话

的范畴内，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涉及较少。然而，只有

在方言中，一些语言现象的丰富性、系统性才能更清

晰地展示出来，其中的规律才能被揭示，“瞎”字便是

如此。本文的讨论范围只限于北方方言，语料来自

《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陕西方

言大词典》等方言词典及笔者调查所得。下文未注

明文献出处的例句均为调查所得语料。

1 瞎
1.1“瞎”与“黠”

在官话、晋语等方言中，存在“瞎”表示“坏”的

用法。有学者认为关中方言中表“坏”义的[xa]本字

应为“黠”，①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在此对其本字做一

考证。

首先，从语音上看，《广韵》：“瞎，一目盲，亦作

，许辖切。”“瞎”中古时属入声辖韵晓母开口二等

字，王力《汉语史稿》拟音为[xat]。《广韵》：“黠，慧

①鲁林、李莉提出关中方言中表“坏”义的[xa]本字应为“黠”，但是未做详细论证。详见鲁林《略谈关中方言若干》，载于

《人文杂志》2000年第1期；李莉《扬雄〈方言〉与现代关中话相关词汇之比较研究》，载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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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坚黑也，胡八切。”在中古时属入声黠韵匣母

开口二等字，王力《汉语史稿》拟音为[ɣæt]。在北京

音里，“瞎”读[ɕia55]，“黠”读 [ɕia35]，各自的声调分别

符合清入、浊入的演变规律。在中原官话里，“瞎”读

为[⊂xa]或[xaʔ⊃]，均符合晓母阴入的读法；“黠”是书

面语词，读[⊆ɕia]，符合匣母入声的今读。从读音看，

表“坏”义的字显然是“瞎”。

其次，从语义上看，“瞎”最早见于汉代刘熙的

《释名》：“瞎，迄也，肤幕迄迫也。”表示丧失视觉之

义。南朝顾野王《玉篇·目部》：“瞎，一目合。”南朝刘

义庆《世说新语》：“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瞎”

在此句中意为双目失明。元代睢景臣《哨遍·高祖还

乡》：“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瞎”

在此句中意为“坏”。①现代汉语方言中又出现“鼻子

不灵、心里糊涂、人变坏、东西变质、事情败坏”等义

项。可见“瞎”的核心意义是“基本功能丧失，状况糟

糕”，从眼睛引申到其他身体器官、人和事物，下文将

从理论上论证。“黠”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战国策》，

为狡猾、狡诈之意。许慎《说文解字》：“黠，坚黑也。

从黑吉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黠，坚黑也。引

申为奸巧之称。”扬雄《方言》：“黠，慧也……自关而

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数千年来，“黠”的语义变化不

大，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聪慧、机敏”和“奸诈、狡

猾”两个义项，未见表“坏”的用法。此外，《汉语方言

大词典》中收录的“瞎处、瞎好、瞎、瞎八货”等词

中，“瞎”的意思都为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表“坏”的语义是“瞎”自

身演变出来的。

1.2“瞎”的语法、语用及语义

“瞎”在官话、晋语等北方方言区中都有使用，有

行为动词、性质形容词、预设否定副词三种词性。

1.2.1“瞎”作为动词

“瞎”作为不及物的行为动词，在句中主要作谓

语和补语，可以受某些副词修饰，可以带补语，后面

常跟动态助词“了”“着”表完成或状态。例如：

（1）他猴猴价（小的时候）眼就瞎了。（看不

见）——晋语（榆林）

（2）眼瞎着去摸也能摸到。（闭眼）——《汉语方

言大词典》[5]7065（以下简称《汉方》）江淮官话（淮阴）

（3）嫑（别）看他两个眼睛都瞎了，他心可没瞎！

（糊涂）——中原官话（勉县）

（4）他这二年瞎很了，天天晚上不归家。（变

坏）——《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5446（以下简称《现汉

方》）中原官话（徐州）

（5）馍瞎咧，撂了吧。（变坏、变质）——《陕西方

言大词典》[7]458（以下简称《陕方》）中原官话（西安）

（6）那档子事怕要瞎。（败坏、不成）——《汉方》[5]7066

北京官话（北京）

（7）再不买，这月的炭票儿就瞎了。（作废）——

《现汉方》[6]5446徐州

（8）线团儿瞎了（乱）——《汉方》[5]7066北京

（9）针鼻儿让糨子糊瞎了。（堵塞）——《汉方》[5]7066

北京

例（1）至例（7）中“瞎”作谓语，例（8）（9）中“瞎”

作结果补语。例（7）至例（9）中“瞎”的意思都是由

“事情不成功，败坏”义引申出来的。

1.2.2“瞎”作为形容词

“瞎”作为性质形容词，在句中一般作定语、谓语

和补语，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例如：

（10）你个瞎眼睛，险乎（差点儿）把碗打了。（看

不见的）——勉县

（11）认人不在时间长短，一见面就能看出好

瞎。（品性坏的）——《汉方》[5]7066西安

（12）这娃娃可瞎了，这么简单的一道题还不会

算！（愚笨的）——《汉方》[5]7066晋语（陕北）

（13）他长了个瞎鼻子。（嗅觉不灵的）——《汉

方》[5]7066胶辽官话（大连）

（14） 娃长得瞎得很。（丑的）——《汉方》[5]7066中

原官话（商洛商州区）

（15）饭菜已经放瞎了。（坏的、变质的）——勉县

（16）这人尽说瞎话，谁信他！（无依据的）——《现

汉方》[6]5450冀鲁官话（济南）

（17）净闹这些瞎事，不是白费蜡吗？（无指望的、

无效果的）——《汉方》[5]7067北京

（18）这些（这个时候）了都没响，可嫑（别）是个

瞎炮。（不成功的，不响的）——勉县

例（10）（13）（16）（17）（18）中“瞎”在句中作定

语；例（11）“瞎”与“好”组成形容词词组，在句中作宾

①羊春秋选注的《元明清散曲三百首》对此句中“瞎”的解释为“坏，胡来”（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1页）；《汉语大词典》

中的解释也为“坏”（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4页）。检索分析BCC语料库中有关“瞎”字的共13 498条古代汉语语

料，并未发现其他的“瞎”为“坏”义的例证，因此，这一例有孤证之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瞎”有表“坏”义用法的判断，现代

汉语方言中有大量语料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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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例（12）中“瞎”作谓语；例（14）（15）分别作状态补

语和结果补语。

1.2.3“瞎”作为副词

根据普通话中“瞎”的“否定效益的获得”义，可

以把“瞎”归为预设否定副词。[1]“预设”就是说话人

和听话人预先认定的语言背景信息，否定副词“瞎”

违反的预设背景信息主要有四种：做事要有准备；做

事要有目的；做事应该有依据；事情做了应该有效

果，有回报。[4]103与此对应，副词“瞎”有四大义项：无

准备地；无目的地；无依据地；无回报地，无效果地。

前三项意为动作、行为十分盲目、随便、任意，相当于

“胡、乱”；第四项意为动作、行为盲目，没有回报或效

果，相当于“白、白白地、空”。[8]184

在方言中，“瞎”作为预设否定副词，在句中主要

作状语，后面跟的动词主要是行为动词、心理动词、

言说动词。[1]“瞎”出现的主要结构有：瞎+V+（NP）；

瞎+V+了+（NP）；瞎+V+了+补；瞎+V+补+（了）。在

语用方面，“瞎”在对预设信息否定的同时，也表达说

话人评价性的主观情态，[1]主要表否定和批评情态

义。例如：

（19）找 工 作 要 认 真 ，不 能 瞎 碰 ！（无 准 备

地）——《陕方》[7]458西安

（20）柴都没的，你到灶火里瞎鼓捣半天。（无准

备地）——勉县

（21）我没得事，出来瞎走走。（无目的地）——《现

汉方》[6]5446江淮官话（南京）

（22）我今天路上碰到老李了，就瞎拉（聊）了几

句。（无目的地）——榆林

（23）想好了再说，别瞎矇。（无依据地）——《现

汉方》[6]5451东北官话（哈尔滨）

（24）英语听力啥都没听清，瞎写了几个单词交

了。（无依据地）——勉县

（25）他瞎扯，这不是真的。（无依据地）——《汉

方》[5]7067胶辽官话（荣成）

（26）你一个小孩子家跟着瞎掺和什么？（无效果

地）——《汉方》[5]7072东北官话（东北）

（27）你咋不早点给我说？害我瞎忙了一天。（无

效果地、无回报地）——榆林

（28）跟他们出去瞎跑了一向（一阵），啥也没落

到。（无回报地）——勉县

（29）到外头瞎张些子（玩一会儿）了，嫑（别）忘

了回来吃饭！（无效果地、无回报地）——勉县

例（19）（21）（23）（25）（26）都属于“瞎+V+（NP）”

式，是“瞎”最常使用的结构；例（22）（24）属于“瞎+

V+了+（NP）”式；例（27）（28）属于“瞎+V+了+补”式；

例（20）（29）属于“瞎+V+补+（了）”式。

1.3“瞎”的语法化

王志英从历时的角度对“瞎”的语法化及其语法

化原因做了一定的探究。[4]105-109然而，“瞎”内部各义

项的虚化过程有快有慢，并且存在通语与方言演变

的不一致性。从“瞎”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的词性

与义项的丰富性来看，单纯的历时性的追踪并不能

对“瞎”字的语法化做全面、系统的了解。下面就在

共时层面上对“瞎”的语法化做一分析。

与副词相关的语法化机制包括结构形式、语义

变化、表达方式和认知心理四个方面，它们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9]381“瞎”的语法化就是句法结构的改

变、语义的泛化、具体语境的吸收和隐喻的认知心理

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三个方面较为简单，不再赘

述。在此主要从认知心理方面的隐喻机制分析“瞎”

的语法化。“瞎”的隐喻分为意义隐喻和语法隐喻两

层，意义隐喻主要是语义的引申变化，语法隐喻主要

指与语法功能的转变相伴随的语法类别的变化，[10]97

这两种隐喻相互交融，横纵交织，共同促成了“瞎”的

虚化。

“瞎”作为动词的主要义项，是“基本功能丧失，

状况糟糕”这一基本义从视觉投射到思维、人品、东

西品质、事情状况等其他领域产生的。“瞎”作为形容

词的主要义项也是“基本功能丧失的，状况糟糕的”

基本义从视觉投射到人品、思维、嗅觉、相貌、东西品

质、事情状况等领域后产生的。如果具体分析，则与

人们对眼睛失明的人的状况和做事能力的一般认知

有关，也与人们对盲人的歧视有关。大多数人认为，

眼睛坏了的人因为视力问题对世界的认知不够，做

事很难准备周全，容易主观臆测，做事情也往往徒劳

无功。形容词与动词在基本义和引申义的类别上具

有一定的平行性。不过，“无依据的”“没指望的/没

效果的”两个义项更为抽象，是从视觉域到认知域的

投射。在一些西北官话中，形容词“瞎”重叠后仍然

可以作定语，也可重叠构成名词“瞎瞎”，表示品性不

好的人和坏了的东西。[11]61，[12]199“瞎”作为副词的四个

义项都含有“盲目地”的意思，与形容词“瞎”的“无依

据的”“没指望的/没效果的”义项一样，是“瞎”的基

本义从视觉域到认知域的投射。

以上义项的引申是“瞎”的基本义从一个认知域

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为意义上的隐喻。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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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瞎”还经历了从动词到形容词、副词的转换，是

典型的语法隐喻。语法类别的转换伴随着语法功能

的转换。动词“瞎”在句中作谓语，如例（1）至例（8）；

作补语，如例（9）；可以受副词修饰，如例（3）中受范

围副词“都”修饰；可以跟补语，如例（4）中“很”作

“瞎”的程度补语；后面常跟动态助词“了”“着”。形

容词“瞎”主要在句中作定语，如例（10）（18）；作谓

语，如例（12）；作补语，如例（14）（15）；重叠后变为名

词。副词“瞎”主要作状语，修饰人的言行和心理活

动，如例（19）至例（29）。虽然“瞎”的语法功能和语

法类型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其核心意义“视觉

丧失、状况糟糕”始终贯穿于三种词类，并在具体的

语义上具有对应关系，即意义上的隐喻。两种隐喻

在“瞎”的语法化过程中纵横交错，相互作用。

通过考察和分析“瞎”在北方方言里的众多义

项，大致梳理出“瞎”字的语义引申脉络如下：

2 瞎好
“瞎好”由表“坏”义的“瞎”与反义词“好”组合

而成。它从反义形容词词组演化为反义复合词和

评注性副词，与共同语中“好坏”“好歹”的意义和用

法相似。为何是“瞎”前“好”后的组合？这大概是

为了与方言中表示特别坏的“好瞎”区别开来。也

可能与声调的排列有关，在无入声的方言中，“瞎”

阴平，“好”上声，先平后仄更符合汉语的韵律组合

规则。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和笔者调查，“瞎好”存在于中原官话、兰银官

话、晋语等方言中。

2.1“瞎好”作为反义复合词

反义复合词“瞎好”为性质名词，指人和事物性

质的好坏，但在实际运用中，它有三种语义指向：指

好和坏、指向好、指向坏。这是由其比较反义复合词

的性质和语法化程度较低所决定的。“瞎好”的多种

语义指向与其他比较反义复合词“多少”“好歹”“长

短”等的用法相同，将另文讨论。“瞎好”在句中主要

作主语和宾语。例如：

（30）你这么大底人咧呣，瞎好都分不开（分不

清）吗？——《现汉方》[6]5448兰银官话（乌鲁木齐）

（31）工换工，怎能算，受苦瞎好不一般。——《汉

方》[5]7067陕北

（32）我看一眼就知道那人的瞎好。——晋语

（绥德）

（33）贵一点没事，重要的是东西的瞎好。——

勉县

（34）今 天 这 个 事 ，我 一 定 要 问 出 个 瞎 好

来。——勉县

（35）伢（人家）对你兀门（那么）好，你这个娃咋

不知道瞎好呢？——勉县

（36）娃再（如果）有个瞎好我可担当不起。——

《现汉方》[6]5448西安

比较反义复合词的反义语素是两相比较，相对

而言的。[13]7“瞎”和“好”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语义

重心比较容易发生变化，偏向某一方。语义是否发

生偏向以及偏向哪一方受具体语境的影响。例（30）

中的“瞎好”在句中作小主语，指“好和坏”，还没有从

形容词词组完全变为词，处于过渡阶段；例（31）中的

“瞎好”在句中作主语，例（32）至例（34）在句中作宾

语，分别指工作的苦累程度、人的品性、东西的品质

和事情的结果；例（35）中的“瞎好”在句中作宾语，偏

指“好”，“好”引申为别人的好意；例（36）中的“瞎好”

在句中作宾语，偏指“瞎”，“瞎”由其“坏”的意义引申

为不好的情况、危险。例（35）（36）二用法与“好歹”

完全相同。

2.2“瞎好”作为评注性副词

“瞎好”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在句中的位置较为

灵活，可以在句首、句中和句末；可以与“也”连用，构

成“瞎好（……）也……”结构，“也”在此结构中表强

调义，强调其后面的内容。从以上特点来看，它可以

归为评注性副词。[14]18它有两大义项：一是表让步、

劝说意，语气较弱，可以译为“不管好坏、将就、凑合、

稍微”；一是表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愿望，语气较强，

可以译为“无论如何、不论怎样、一定、务必”。[12]419，472

例如：

（37）瞎好有个房子住就不错咧，总比睡到街上

强。——《现汉方》[6]5448乌鲁木齐

（38）瞎好他也是你老大（老爸），咋能兀号价（那

样）说话呢？——勉县

（39）知道不咋（不怎么）合你心意，也荷（拿）上

吧，瞎好！——勉县

（40）——我不爱吃肉。

——你瞎好吃点吧！——绥德

（41）瞎好你得给我帮个忙，我实在莫办法

咧。——《现汉方》[6]5448乌鲁木齐

（42）来一趟不容易，（我们）瞎好在一起吃个饭

人的品性、思维、嗅觉、相貌等状况
糟糕 东西变坏 事情不成功

视觉丧失

无准备、无目的、无依据、无回报/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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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榆林

（43）我瞎好也要考到陕师大去。——勉县

（44）这搭（这里）学校太差了，我瞎好也要把她

送到城里念书去。——中原官话（澄城）

例（37）中的“瞎好”意为不管房子的好坏，至少

有个房子住，表让步语气；例（38）中的“瞎好”意为无

论“他”怎么样，也“是你老大”，不能那样说话，同时

表让步和劝说语气；例（39）中的“瞎好”意为不论东

西是否合心意，将就、凑合拿上，表劝说语气，除了后

置于句末，还可以放在“也”的前面；例（40）中的“瞎

好”意为不管怎样，稍微吃点肉，表劝说语气；例（41）

（42）中的“瞎好”意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务必，表

强烈的愿望；例（43）（44）中的“瞎好”意为无论如何、

一定，表坚定的决心。例（38）（41）（42）（44）中“瞎

好”的位置灵活，可以在主语前、主语后。

评注性副词“瞎好”在句法功能上具有述谓性与

灵活性，表义上具有传信与情态功能，语用上具有交

际与篇章衔接功能。[14]46-72所谓句法上的述谓性，就

是“瞎好”不同于限制副词只能做状语，它还可以在

句子中充当高层谓语，如例（44）后分句可以分析为

两层，低层是“把她送到城里念书去”，高层是“瞎好

也要把她送到城里念书去”。灵活性指它在句子中

位置的灵活性和评注的灵活性。位置的灵活性已见

上。评注范围上，“瞎好”既可以全幅评注，也可以半

幅评注，评注范围的灵活性与位置的灵活性密切相

关。例（37）（38）（39）（41）中的“瞎好”位于句子（分

句）主语前或句末，是对其所在句的命题和述题的整

体评注，而例（40）（42）（43）（44）中的“瞎好”则位于

主语后，作谓语的状语，是对所在句的述题的评注。

“瞎好”在表义上的传信功能主要体现在它的排

他性总括功能，其“不论好坏、不管怎样、无论如何”

的意义在下结论的同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不

由人辩驳。情态功能指传达出的主观性，对句子和

情境的态度，“瞎好”的使用，具有强调功能和委婉的

表达效果。如例（37）中，强调与睡大街相比，有房子

住的优越性；例（40）表达出说话者劝说听话者吃肉

的委婉语气；例（43）强调了“考到陕师大去”的坚定

决心。

语用方面，“瞎好”具有突出信息焦点的功能，在

表“无论如何、务必”时，“瞎好”常常重读，如例（41）

就强调了“你给我帮个忙”的必要性。其次，“瞎好”

主要用于陈述句和祈使句，表达委婉的劝说、强烈的

愿望或坚定的决心。如例（38）是说话者委婉劝说对

方不要那样说话；例（41）表达了说话者请求对方帮

忙的强烈愿望；例（44）表达了说话者一定要把“她”

送到城里去的坚定决心。还有，“瞎好”常与副词

“也”连用，加强强调作用，如例（38）（39）（43）（44）。

最后，“瞎好”不仅是句段的评注语，还是篇章的连接

语，它具有连接分句、组成复句的功能，[14]72如例（38）中

的“瞎好”就连接前后两个分句，组成了一个复句。勉

县方言“听了瞎好说两句嘛”“瞅（看）一下，瞎好来了

一趟”等句子都体现了“瞎好”的篇章衔接作用。

2.3“瞎好”的语法化

“瞎好”的语法化有词汇化和副词化两条路径。

“瞎好”一开始为形容词词组，结构关系松散，可

以插入并列连词“和”“连”“跟”而意义不发生变化。

如例（30）中的“瞎好”就处于形容词词组向性质名词

的过渡阶段，意为“好和坏”。随着词组“瞎好”的频

繁使用，“瞎”和“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二者共

同构成反义复合词，这时“瞎好”在功能上发生了转

类，成为性质名词。

“瞎好”的词汇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转喻

的方式转指上位概念，一种是通过其中一个成分语

义的失落形成偏义。[15]125反义联合短语的词汇化是

由于并列的反义形式概括化而转指它们的上位概

念。这就是转喻的一种形式。[16]116在概念整合时，通

常用事物容易理解或具有代表性的属性来遍指整个

属性范畴。“瞎”和“好”的上位概念是人和事物的性

质，好和坏也是其中比较容易理解、同时也比较典型

的性质，在转喻的过程中就用“瞎好”来指代人和事

物的整体性质。如例（31）至例（34）中，“瞎好”分别

指代工作的苦累程度、人的品性、东西的品质和事情

的结果。“瞎好”词汇化的另一条途径是语义的失

落。由于说话者表达的需要和语境的制约，比较反

义复合词的语义重心偏移向一方，另一方的语义逐

渐失落。作为性质名词，“瞎好”的词汇化程度还不

够高，所以语义偏移并不如“好歹”“是非”那样突出，

但也已发生了偏移，如例（35）中的“瞎好”偏向“好”，

引申为别人的好意；例（36）中的“瞎好”偏向“瞎”，引

申为不好的情况、危险。

“瞎好”的副词化体现在它由形容词词组演化为

评注性副词。在这一过程中，句法结构上的变化、认

知上的隐喻、语义上的泛化、语境上的吸收各个方面

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瞎好”的副词化。第一步是

结构形式上的变化，形容词词组“瞎好”开始出现在

状语的位置上，并在初始阶段常常与“也”连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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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好（……）也……”句式，意为“不管好和坏（……）

也……”“无论好和坏（……）也……”。随着使用频

率的增加和句中用法的简化，其副词性质已经基本

固定下来，“也”字可以省略，这时的“瞎好”意为“不

管好坏、无论好坏”，例（37）至例（40）中的“瞎好”即

处于这一阶段。认知和语义上，在隐喻机制的作用

下，评价人和事物性质的“瞎”和“好”逐渐抽象和泛

化，开始指代所有的情况，引申为“不管怎样、无论如

何”，如例（41）至例（44）。在语用上，“瞎好”由概念

义“好和坏”引申出两种情态义，表让步、劝说时，语

气较弱，如例（37）（39）；表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愿望

时，语气较强，有强调意，如例（41）（43）。两种语义

的形成也明显受到语境的影响。在情况不是很要

紧，可做可不做，但是说话者主观认为要做的语境

中，如例（38）（40），“瞎好”的语义就是“不管好坏、将

就、凑合、稍微”；在倾向于情况紧急，必做不可的语

境中，如例（41）（44），“瞎好”的语义为“无论如何、不

论怎样、一定、务必”。可见，“瞎好”所表语气的强弱

是同语境直接相关的。

3 结语
本文主要结合方言和方言语料从共时平面上对

北方方言中的“瞎”“瞎好”做了分析，发现其在语义、

语法和语用上的独特性、丰富性和系统性，考察其语

法化的规律。首先解决了“瞎”“黠”之辨，确认了

“瞎”的语义演变的范围，然后结合语料对“瞎”的语

义、语法功能及语用特点做了描写，并从意义隐喻和

语法隐喻角度探究其语法化。北方方言“瞎”以“失

去视觉，状况糟糕”为基本语义，通过意义隐喻引申

出一系列义项，这些义项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在

语法隐喻机制下，“瞎”完成了从行为动词到性质形

容词、预设否定副词的转换，语法类别转换的同时伴

随着语法功能的转换。“瞎好”作为比较反义联合词，

其语义指向具有多样性，可以指好和坏、好或坏。“瞎

好”作为评注性副词有两大义项：表让步、劝说意味

的“不管好坏、将就、凑合”和表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

愿望的“无论如何、不论怎样、一定、务必”。“瞎好”的

语法化有词汇化和副词化两条路径，词汇化主要通

过转喻和语义的失落完成，副词化则是句法结构变

化、认知隐喻、语义泛化、语境吸收共同作用的结果。

附注：本文写作得到了导师邢向东教授的悉心指导，该

文曾在首届中西南地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论坛上宣

读，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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