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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式形容词:客家话与赣、湘方言的比较串

严修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提要 客家话有一种兀气式的形容词，其中 X 是无实际意义，但起着修饰单音形容词
作用的副词性前缀。 X 前缀用于强调时可以停延。类似的格式也见于与客家话地缘相迫的赣
语、湘语，而不见于吴语、粤语、闽语。本文推测赣语区是这类格式的发源地，随着宋末赣
地移民往外扩散到周边的区域。

关键词 副词性前缀、客家话、赣语、湘语、构词法

一客家话的个案
客家话有一种特殊的双音节形容词，第一个音节往往是词缀性质，并无实际意义，常常

也无明确的字源。现在以笔者的母语，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客家i舌坪舍点为例，做详尽

的调查，先罗列如r(标调值，调值与调类对应为阴平 35，阳平 11 ，上声 31，去声 55 ，阴

入 2，阳入 5):

1. 1 与触觉有关的

条目 释义反句中举例

阳11 笨(phun另) 很厚'"'"个书'好难读完。

2. n，au?'薄 很薄:但破个蔑~。

3. pia"烂 很烂:落哩雨'路~。

4. Gi011泛(pha的 很不结实:谷子~。

5. liu31滑 很光滑:路面，._ ，行路爱小心。

6. tciu"韧 很坚韧""'个板子'食。吾去。

7. piet'烂 很烂:落田里雨'路'"'" ，唔好行。

.本文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资助，也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基地项目"客家万言词汇深度调查" (09JDXM74001)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课题"龙川方言词汇研
究" (X3410004)的研究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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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et' ~Il 

9. mut 绵

10. mut'灰

11. tau?'湿

12. tau?'残(mut2)

13. tok'残

14. pat'没

15. pJk'塞

16. tak'结

17. kual{硬

18. kuak'硬

19. lai"粗

20. kuai"软-

21. lJ it'软

22.phdi松

23. pJk'煞

24. kul{摧

25. phut'嫩

26. ♀it'嫩

27. khut'爽

28. khuak';I:曹

29. khuak'酥

30. mut'酥

31.p035脸(nen'')

32. hO"烧

33. lak'滚

34. vat'冷

35. kuai"冷

36. in勺;*

1.2 与视觉有关的

条目

37. falJ 15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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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锋利:但眼?去'" ，一下就看出来。

很细碎:骨头炖哩唆久'都~哩。

吃起来戚觉很粉:芋子~，好食。

很湿:衫裤分雨i系哩~。

腐烂程度高:分雨泳。里~。

腐烂程度高.-个树头，无么个用。

腐烂程度高:树皮~。

阻塞严重:但戚冒哩'鼻公~。

很结实:地板钟得~。

很硬-个板子，唔好食。

很硬:天早好久，地喝晒去~。

很粗糙:手脚~。

身体很酸痛:一身都~，爱休息咯。

很软熟:板子-，老人也食得去。

很松，...，_，个石头，一榷就烂。

密封程度高:嚣子担得，....， ，打唔开。

很紧:索子绑得~。

很嫩:但做个豆腐-，十分精。

很嫩:青菜~个'好切。

很爽脆:牛百四十炒来几好食，-。

很干燥:樵-，女子烧。

很酥脆:正炒啊倒个番豆f二~。

很酥脆.，.....，个薯片'好香。

很软:柿子熟哩'只只都~个。

很热:但一身-，得病哩。

很烫:汤，...，_， ，爱小心食。

很冷:手冻去~。

很冷，..，_，个饭'食都唔下。

很凉:大树底下~。

待义'用例

很红:分人一骂，但面包~。



38. 阳t'乌 很黑:人都六十了'头颅毛还~。

39. len 黄 很黄 : 1é 面色'"'"' ，可能有病。

40. kau" 青 很青绿;但酒越食，面就越至~。

4 l. tcia 蓝 很蓝:潭水看起来'"'""好深啊。

42. phU1{白 很白:踏出来个米浙~。

43. va"光 很亮:屋子~。

44. liu31 光 很光滑:刨但一下'就会~。

45. pat'令 光滑、漂亮:介只细妹子生来~。

46. pat'画星 样子很显眼的样子:装头~。

47. kuk'浑 很浑浊:田里个水'"'"' ，鸭子寻过食。

48. fi1'赤 暗红包:屑个尿'"'""有热气。

49. tit' 圆 圆溜溜:今夜月光'"'""东十五哩。

50. tiu"5年 次数多:为了寻钱，但日日都踊去~。

5 l. tit'ij尔 转得很快:陀螺转得~。

52. pun晨 很杂乱:桌上个书唔好翻去~。

53. 阳tsj农 很浓密:竹"十_，根下应该有笋。

54. tshaut齐 很整齐:筷子顿去~。

55. talJ"显(♀ian丁 很明显:但个手筋~。

56. .talJ"鲜· 汤水很稀:汤'" ，料好少。

57. tak飞往 很准确:但打枪自民法好，瞄得~准。

58. kuak 圣b 走路很有力气:但行路还~。

59. tshUlJ"新 崭新:衫还~个'还着得。

60. tet'月巴 很胖:如人子'" ，得人惜。

6l. piet飞|士 很壮实:猪子会大，条条~。

62.sau913瘦 才民瘦:但个牛元人掌，蓄去~。

63. CiU31直 很直:山上个杉树条条都~。

64.ts093l平 很平:潮汕一带无么个山'一路都~。

65. liu31 长 很长:介条南蛇~。

66. 旧921暗 很黑暗:间肚里'" ，么个都看唔到。

67. tçhiok'暗 很黑暗:哪都-- ，看唔倒。

68. mut'融 很细碎:碗分人拌田里，....."一地泥都东析。

69. put'满 很满:两只袋子者~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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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与嗅党、昧党有夫的

条目 释义'用例

70. ta"苦 很苦:茶式浓， ~。

71. tiu55苦 很苦:药~，口吾好食。

72.Mum苦 很苦:药~，唔好食。

73. tau?当涩。剧。 很涩:柿子吉熟， ，..._，。

74. ♀i011淡 很淡:汤元味， ，..._，。

75. kuat'淡 很淡:汤无味， ，..._，。

76.phm31香 很香:馒头~。

77.phuq35臭 很臭:屎缸下~。

78. 阳。"使 愧气重~个菜碗好拿去洗哩。

79. vin" 腥 很腥:湖锹~，大家都唔食。

80. vit'月星(sialJ丁 杂味重:键头还~，言:克伶俐。

81. phUlJ"膝 膝味很重;羊肉唔加配料，~。

1.4 其他状态

条目 释义'用例

82. ♀i011茬(IJen") 很虚弱:但病去~，一身无力。

83. pak'抑(at') 内心很痛苦:我听了心下~。

84. ten" 重 很沉重:石头~，实在搬回吾动。

85. tet' 重 很沉重:石头~，实在搬唔动。

86. khut雪乐 (nak') 很开心:听到好消息， 1é心下~。

87. lau?'熟 很熟:老地方'我~。

88. pak当辄(tsau?') 很用功:但f故事~ ，来得彻个。

89. fak'生 很有生机:鱼子还~。

90. tuk' .qJ11 很驯服:牛分但教哩~。

91. kuk'兴(♀坦丁 很有兴政:但都，..._， ，好有兴味。

92.phin31轻 很轻:担子唔会重， ，..._，。

93. tçiok'静 很安静:屋子肚里-- ，无人。

94. t♀ iet' 日王 很热闹:昨哺墟日~ ，去人都唔得。

95. kuet'1í包 很饱:今都还，..._ , -i商都食唔下。

96. tau?'酵(n;:)u'') 很浑浊:加滴水'其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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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kuat'腻 很腻味:过年肉气多，食。里~。

98. khualJ飞云(fun'') 很晕:分1é搞去头颅~。

99. tok'离 (lai") 很没精神:但分人骂田里， ~。

100.kuk精 很精明:但个算盘~，算得好清楚。

101. mia"醉 大醉:但半夜食倒~正来转屋。

102. phalJ"雄 身体很健康:老阿伯七十四各'身体还~。

l03.ta。"稳 很稳:纸在壁上帖去~，撕唔下。

104. tok';t，店 (tiau1]丁 内心很笃定:但做事_，一样一样来。

105. tso1]"a贵 很晴朗:半只月来天时都~。

106. tau?'$免(me丁 很脏:手舞去_，快去洗伶俐来。

说明: u笔直、雪白、排红、蜡黄、寂静、滚烫、雪白、冰冷、墨绿、漆黑、笔直、僵硬……

这类，前乎有理据可考者，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都有一部分，本文暂不考虑这类。

一 XA 式形窑词的性质
2.1 XA 式形容词的程度与色彩

这类形容词本身含有一定程度的意味，不能再接受程度副词"十分、好、几、绝"的修
饰，如:

phU1]"白'十分白/*十分 phU1]3i白 ♀iu31直'好直/*好 piu31直

XA 与"很 A" 相比，两者之间还略有差别，因为除了程度意味，这类形容词还有点形

象意义，具有生动色彩。因此，以上列举的客家话虽然有"几，好，十分"等程度副词，但
是仍然存在大量的 XA 式的形容词。

2.2 XA 是词还是短语?X 是什么?
X 是定位的不成词的虚语素。出现在单音形容词的前边，不独立成词，意义比较虚，可

以看做是前缀。这种前缀语音形式多样， XA 构成一个表示程度加深的状态形容词。虽然

XA 大致相当于"很 A" ，可是因为前者是虚语素，且多不能随意替换，因此可看作是二种
附加式的构词而非短语。

一般情况下，客家话浊音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者当为送气音，口J是 X 有些是不符合
对应规律的，虽读阳调却不送气，如以下列举的不送气的阳平、阳入的音节:

X 为阳平，不送气:
阳"笨(Phun丁、 kuai"冷、 ten"重、 kau"青、阳911馒、 kuai"软、 piaH烂、 tçiu"韧、 U911显(çian") ，
hIaqH硬、 iauq12瘦、阳旷日音

X 为阳入，不送气:

kuat'淡、 tet'重、阳t'乌、 put'满、 kuk'精、 tok'掂(tiauI)")、 kuk'浑、 tit'圆、 tit'弥、 puts辑、
阳t'浓、阳k可11 、 tet5肥、 tau?'醒、 tok5离(la() ， pat'醒、 tak'准、 kuk'兴、 k~t'爽、 lak'液、
kuet5饱、 taut挽(me") 、 pat'令、 piet'烂、 kuak5硬、 kuak5劲、 piet'壮、 t♀iok'静、 tçiet'日王、

k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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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的意义空灵，且不-定符合语音历史对应，若着意去考证其语源是不着边际的。就其
地域上不断出现的歧异形式而言，它们不一定有古代文献的来源，而很有可能是后起的一些
不断更新的形式，是在浊音清化之后不断填补这些不合对应音节的空白所产生的。

2.3 XA 式形容词的 XA 之间的对应关系
XA 的搭配多数是各自成型，不可互相替换，但有部分存在一对多，多对一的情形。

一 X对多 A: taut: ~班，醒，~说; tak'准， tak'结; tok'珑， tok'离(lai")
多 X 对- A: tok'费、 tau?'质、 pat'攻: k11a92硬， kuak'硬: 阳831暗、 tç:hiok'日音

2.4 XA 式形容词的语法功能
音缀的添加，使得 XA 转化为状态形容词，在句中担当谓语、补语、定语。加上转指标

记"个"之后，也可以担当主语与宾语。
XA 式形容词相当句中谓语:

(1aut薄

pia11烂

XA 式形容词扫当句中走i吾 E

m11 笨(Phun拮)

tç: iull韧

XA 式形容词担当句中补语:

pok'煞

kUlJ'气全怪

2.5 XA 音节搭配的倾向

很薄:但破个蔑~。

很烂:落哩雨'路~。

很厚 -个书'好难读完。

很坚韧. ，...，.，个板子'食唔去。

密封程度高:嚣子扭得-'fT唔开。

很紧:索子绑得~。

上文说了，这类词缀一般没有实在含义，纯粹是一种衬托，那么其出现有无规律呢?有
没有语音组合上的限定与内在目标?如下尝试进行对比分析。

声调搭配

括号前数字是调类'括号内是调值。"/川///川//!"表示缺乏相应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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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的组合倾向分析:
X 与 A 之间，声调多数不同(只有一个例外 5+5: n，au?'薄)。
X 与 A 之间，声母多有不同，不出现双声(经检查发现…个例外: kuak5劲(kin"))
X 与 A 之间，韵母多有不同，不出现叠韵(经检查发现一个例外: kual)"硬)
以上组合表明，前后两个音节似乎有意使得符号组合复杂化，以便维持张力，用于达到

强调的效果。

前宇 X 这个音缀得到了强调还有其他方阳的佐证:
前字以阳入(调值为高短谓的 5)最多，占一半多。据朱晓农(2004)，高调适合表示强调。
坪舍客家方言前宇非入声可以延长，入声则可停顿:停顿和延长也是语言强调时常用的

手段。

可以加入衬字"古"，构成 "X 古 XA" 的格式: çiet'古。iet'利，也935古 fm(红。
形容词虽然意义实在，却往往在语音上弱化，这也是前缀得到强调的表现:在 X 是上

声 3 1.阴入 2 这两个比较低而短的调类时，若后字是可以延长升高的 35 阴平调或者高频短

促的 5 阳入短调，贝。后于变为轻声的 3，用于凸显前面表现强调色彩的 X。
liU31光(kOI)); > 30) 、 phun31松(SUI) 35 >丁、 phm31香(♀iOI) 35 >丁、 phidl轻(thal)35 > 30) 
liU31滑(vat'> 30) 、 phUl) 31 白(phak'>到)、♀ωiu正31直(仰ωh与;)t亡'>ν〉ρ3川O

lau凶l'熟(su此k'与〉丁、 fak2生(sal)35 >丁

据张少克(2004)，长沙方言的 XA 式，前缀强调，可以延长"延长‘bA 的'中‘b'

的读音， J.匾甫可以达到第二二音节‘A' 的两至三倍，甚至更长":长沙的这类前缀还可以变

为高调 55; 据熊正辉(1995)，南昌二苟言则可以叠加 X，构成 XXA 式:据谢留文(1998)，赣
南于都客家话的 XA 式也可以有 XXA 格式，通过音节重叠达到延时进而强化的效果。

2.6 前缀歧异多变
这似乎也与强调相关，涉及感觉词语，因而不稳定。一方面表现在单点上，前缀 X 的

语音形式比较多样，另外在地理上差异也比较大，即f更是同一方言内部要找到比较一致的对
应都比较难(参见 F文)。几卡平方公里范围内有比较一致的用法，大致相当于一个农村集 ilI

(吁场)的辐射范围。

汉语里，与强调有关的程度副词在地理上表现得歧异复杂。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

地图集)) (2008)语法卷 020 条:今天很热，汉语方言中"恨"的形式有"恨、挺、真、好、
好点、上好、野、诚、蛮、好多、交关、恶、怪、怪样、糊涂、危险、死人、吓农、实、是、
可、尽、顶、极、十分、特别、式、太、老、够、多、黑里、儿、当、介、 nma3、3ku"吕5 ， kal)正5盯3

近 4刊O 种。此外，"贼、倍儿、绝"也是大家熟知，现代校园还嫌不够，又出现 "N+形容词"，
"超+形容词"的组合，但并未收录在内的。

2.7 数量、范围
本文列举的客家话 XA 式形容词，超过百数，涉及范围比较广，多数与直观感觉相关。

但是井非所有的单音形容词都有 X 前缀与其措配，大致看来比较抽象的形容词比较少这类

搭配，如:大、细、紫、知、辣、久、远、阔、狭、高、奸、坏、奇、娇、懒、闲、健、乱、
暖、寒、渴、灵、急、真、假、快、慢、凶、恶、蠢、弯……。

目前湘方言单点报告这类格式出现的数量最多。《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等 1998)列出
了长沙方言 "bA 的"式 124 条，张小克(2004)曾调查归纳出 200 条。看来只有进行专项调
查，进行穷尽的搜集，才有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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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XA 的格式的进一步简化
兴宁、梅县、武平三地出现了简化迹象，即在众多的 "X" 前缀中选出一个相当于"很"

的程度副词，可以与任何一个单音形容词及双音形容词(XA 格式之外的那类)相配。据作者
调查，兴宁是 mak'，梅县是 kuat'，武平则是 1e?'，新丰、翁源则是 pa951，这类程度副词的
来源与"很、极、蛮、极、绝、死"等有实在含义的副词不同，但是简化以后，就相当于"很"，

即单纯表示程度，而形象色彩方面的修饰作用就淡化了。

三 其他客家话 XA 式形容词的分布

据目前了解，客家话很多地点都有这类 XA 式形容词，但各地并不统一，只在相对较小
的社会内统一。以下画" D" 者表示与前面列举的坪舍话相同。
闽西客家话:永定下洋z
据李小华(2006)，永定话带单音前缀 XA 式，如:滴苦、巴粗、寡瘦、娃光、碌滑、雪

白、丢酸、口kaγ软、 IDpia24:t~1、醋、微薄、固、喷腥、柿、焦红、口k山、扑白、
梆紧、律乌。"其前缀 X 是同音字，无具体的实义，仅用于表示程度极高"

根据刘泽民(2006)，瑞金话不少单音节形容词往往可附加→个前缀，这种前缀大多没有

确切的语义，无汉字可写，主要功能是把性质形容词变成状态形容词。在语法上，这类词可

以做谓语、定语和补语，不做状语。这类前缀列举如下(以数字来表示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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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fOIJ' : -红1;
口自?自-香;

口 ned:~黄;

口 mia' -乌;

|口 ωiu2
: -.....韧 1;

口 kui?剩-浊;

口 kha?自，-软(腿脚发软) ; 

口 nGOI:~ 高:

口 khe?" :-蒙(老眼昏花) ; 
口 ta?" :-腻(腻歪、发怵) ; 
口 ωγ-等(重) ; 

口I)，iu' -苦;

口 tçhiu' -绿;

口 çiue?' : -白，可能是"零"
口 mi?" -烂;
口 p01:~肿、~醉(眼皮浮肿)

口 iOl)' -♀ien'(清澈) ; 

口 ωi?' : -壮(肥胖或壮实) ; 

口 khui?民: -nOIJ'(短) ; 

口 phOl) , : -兴(兴高彩烈) ; 

口fi?' : -轻;
口 ta?" : -滑(溜滑)。

再如赣南安远县孔田客家话(发音人为魏慧斌)，有 50 余条 XA 式形容词:

Iva' 蜡(光l

kia"" i，之(空)

ma""ki~"(涩)

tiγ 滑

pi"青
ki~ 粗

ku~"laC(疲倦)
phgIJ51晕

i 薄
phBIJ" 臭

♀i651红

sei气炎

匾E
kuγ51 圆

hIaHj显

mia33暗

p~IJ55.t住
phgIJ"膝
kuv33硬

t8921新

mia33乌

pa33重

pin33冷

pi33软

P明白滚

k021融;
p~气军
liI15l甜

t~J3劲

kia3J蓝



kh'l("r曹
pi'l(直

phíau"轻
P033壮

kia33是

peqm 紧
mo 平

EE 
从以上画杠的部分来看，各地与前面列举的武平县坪舍的客家话只有少量的相近。也就

是说各个客家话之间，多数有 XA 格式的形容词，但是前宁的 X 是各地不统一的。据笔者
初步观察，地理上越接近的方言， X 的相似点就越多。

反映 19 世纪香港新界地区客家话的文献《启蒙浅学>>，也有部分用例，如:

拚吓笛石壁袒去'拚吓醉碎。(一百七六讲)

曦新笛鞋模都有得着'脚底唔使冷。(一百七八讲)

"醉碎"与"啪新"就是上面所说的 XA 式形容词。

四 其他方言 XA 式形容词的分布

XA 式形容词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范围:除了客家话之外还有湘语、赣语、内陆闽语、
西南官话等，看来主要是中部方言区的区域特征，而边缘的吴语、沿海间语、粤语则比较少
见。以往学界的调查研究，多数限于列举现象，很少进行比较研究。

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 (1995)把赣语南昌话的 XA 式形容词称为"前缀形容词"，如:

宣红 森黄 楠绿 tut紫 它，乌 它，黑 煞白

包，暗 莲香 h，>，t臭 pie42腥 揪酸 h::>γ苦 呵辣

丁成 刮淡 khie"涩揪韧 pa942硬 晓硬 也软

戌软 也烂 1::>1)咀清 飞滚 揪圆 j留尖 脱大

吞厚 SE42薄 吞重 飘轻 月兑高 世ieE1粗辣湿

tat2粘 j留滑 kiet2 紧 1::>1)42稀 蓬松 ie42烂 tshe勺t
kal) 42瘦 kien"1:建

笔者又调查了南昌人余颂辉先生，作如下补充:

(1)新例

pin42冷 t::>7' ~军 phOI) 42松 tsæt白 fi?5嫩 10"猛(长) phot满 h::>t睬

(2) 相同条目的另外的说法

ten4S光 khG842瘦 SC11软 10" 圆 肘。γ硬 阳。11软 len42黄 tæ?'斗士

根据颜森《黎川方言词典>> (1 995)，赣i吾黎川话的 XA 式形容词如:

触觉
tç;i~u"书n
kuei?' ì京
më一烂

ua 滚

♀ii3局
ua? 土完

kua 

自22 薄
nE53软
khuê气里

尖
埂
2千

H
m
3
吨

m

b
h
L
且

L
H

ly? 除=(钝)
pal)"硬
tat粘

ly"滑
khal) 13硬
"1)气青

ti"滑
nEmzz尖
fi22滚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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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tçi;m"~录 t♀i3U35蓝 thio22乌 thio?'乌 InE22 乌

h均"黄 3922青 hom22红 kh022 白 ku?')尾 1:>IJ"疏
viaqn光 kuIJ"圆

味觉、唤觉

pit臭 ka935苦 phu951 香 phu935蹂 phuqM 臭· phu935腥

t♀i ::lU丑酸 t♀ i::lU" ìÆ t♀im35甜 ka"成 t♀ia22淡 la气炎 kua"辣

其他状态形容的
ma22矮 t♀y?'矮 ma 旧 ku::li'?'短 k吨35瘦

tEmn重 tEps重 p:>?'脆 p"T腊 tçie"密

t:>?'烂 pa?';位 líIJ'3光滑

其中 "tQiguM韧、 kaIJ3S硬、 kuγ混、 p~3S臭、 tEm35重、 tEPS重" 6 条，与坪舍客家话还很

相似，尚不知是偶合还是早年客赣分化之前便共同拥有的。

黎川的这 61 个 XA 式形容词中，前字为 35 调阳平的有 21 个，前字为阳入的有 12 个，

前字为阴平低调的有 17 个，前子为高阵 53 的有 7 个。而前字为上声 44、阳去 13、阴入 3

的仅各有一例。前字以极端高调与1ß:;调为多， 44、 13 、 3 因为是调域中间的调值，或许因个
性不鲜明反而出现的数量很少。

另外，前后字双声相同的没有一个:前后字叠韵的很少见，只有 3 个例外。

颜森(1995)的"引论"第 17 页指出"升变音…又用于口昧、颜色等方面的形容词前面
来加强语气，表示‘恨'的意思，如:老长 1044 >"长1陈冷 peIJ22 > 351aIJ 44 1 口硬 p呵22>35硬南昌U字读

阴平" ;第 18 页指出"高变音……用在形容词前面加强语气，表示 6恨'的意思，如:口重
tep3 > 5 tshUIJ 22 1 口鲤 kU::li?'>怡旷|口臭 pi?' >5 tçhi::lU句。该词典列出了前加成分，并在每条 XA 词

注上"形容词前加成分，表示程度深"的字眼。

黎川的阳平(如: tçi::lU"蓝)、阳入塞音(如: t叩5重)读不送气的情形与客家话相似，也是
违背了客赣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的。

再如湘语长沙话，张小克(2004)一其列举了 200 条 XA 式的组合，如F摘取有关颜已与

味觉的两类，以资参考:

颜色:

红飞~的|通~的
青乌~的|溜~的
黄口 bnA""的|聋~的|口 bnA""的

绿飞~的|镜~的|攒~的|共~的|韭~的
黑口 m;:，-j-的|秘~的|口 mia-j-的|口 mie-j-的|殷~的|乌~的

白口 ka才~的|寡~的|聋~的|甚~的|军~的|刷~的

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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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口 p‘iai- 的|楚~的

成精~的|韵~的

酸纠~的|精~的

鲜选~的



木嘎~的|口 kua~~的 伊巴~的

甜秘~的|口 min-J~的|清~的 涩巳~的|口 pa~-的|口 kua~- 的

苦 口 lia-J-的!口 mia-J-的 1 口 mie-J-的|口旧时~的|口旧时~的|哇~的 1"岁~的

根据张文的描述，前缀的性质与上述列举的客赣方言相似:X 以语源不明的音缀为主，
"XA" 式的形容词语法功能以做谓语、定语、补语为主， X 音节可以延长，可以变为高调
来加强程度。所不同的是， "bA 的"是固定格式， bA 不太单独出现，而后缀"的"总是一

起出现。
湘语的 XA 之间的音韵搭配，与客赣方言相似，都是前字 X 与 A 之间尽量保持声韵上

的距离，基本不出现双声、叠韵的情形。

五 XA 式形容词的源流

在先秦文献中不曾见过 XA 式形容词，而且与中原汉语分化得比较久远的粤语、吴语、
沿海间语都没有这类格式。综合这些情况我们推测，这类 XA 格式的形容词应该产生于中古
汉语词汇的双音化之后，以江西为发源地，自宋代以后随着江西移民大规模的迁移而扩散到
今天的客家地区和湘语地区。相反的，若是假设这种格式先是在客家方言区或者湘语区乃至

内陆间语区产生，而倒过来影响赣语，那么是很难得到移民历实的支持的。
据生在者初步判断，这类 XA 式形容词前缀的语音形式与时间、空间因素密切相关的共同

创新有关，这可以用来判断方言属性与亲疏程度的指数。本文在此作一个假设:如果两者的
XA 式词语在达到某个百分比，那么空间距离是比较接近的。当然，这个参数的设定及假说
本身尚需更多材料的检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二定数量客、赣、湘方言进行详尽的分析比较，

检验 X 与 A 之间的音韵搭配规律，检验 X 的分布与方言亲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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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XAAdjective Words in Hakka, Gan and 
Xiang Dialects 

YANXiuhong 

Abstract There is a disyllable XA 硝ective form in Hakka dialects. The X is an adverb 
suffix which does not have actual meaning but can act as a modifier for the second monosyllabic 
adjective. The X has longer duration and can be stressed when emphasized. The Xiang, Gan, and 
Hakka dialects have that structure, but the coastal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Min, Yue, and Wu do 
not. By comparing with other dialects and check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ical emigr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Jiangxi province is the origin ofthese XA adjective words. 

Keywords adverb suffix, Hakka dialects, Gan dialects, Xiang dialects, 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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