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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称”是汉语中独具特色的一个语言现象，汉语方言中的小称手段多种多样，常

见的如词缀（或称“语缀”）、儿化、音变、重叠等。虽然小称的典型功能是使得名词表

示的人或事物具有幼小、形体小等附加语义，但是汉语众多方言都存在小称手段扩散至

名词以外的语法范畴的现象，同时语义功能也突破了“称小”这一本义。 

本文综合考察若干方言点的小称现象（献县冀鲁官话、五华客家话、廉江粤语（林

华勇、马喆 2008）、汤溪吴语（曹志耘 2011）、汕头闽语（施其生 1997）等），发现小称

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向数量词、形容词、副词、动词等成分的扩散。其中五华客家话

的扩散最为广泛和全面（甚至到达动补结构的助词位置），并呈现出整齐的句法语义对

齐现象。而通过对比考察献县官话当今和清末文献《汉语入门》（戴遂良，1899）所录

近代情况，也可清晰看到小称的历时扩散过程。 

经综合分析，本文认为，汉语方言中的小称扩散现象符合 Rizzi (1997)、 Aboh 

(2004)、Isac & Kirk (2008)等主张的短语边界理论（Phrasal periphery theory）的

相关主张。名词的语缀投射入名词短语的左边界位置，并承载一定的附加语义功能，这

一投射也类推至其他短语类型，并同样获得相应的语义功能。另外，小称还可以从下层

边界移位到上层边界，获得高于词汇层次的短语乃至更高句法层次的用法。本文初步发

现小称的类推过程还呈现出类型学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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