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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方言副词“忒”的语义内涵

汤京普1，商 华2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重庆400047)

摘要：由于“忒”是一个方言副词，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该字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太多注意。

结合大量的语料，包括《红楼梦》中的语料、部分现代鲁南方言、徐州方言，从词的语义内涵、词

义和语境的关系角度重点分析方言副词“忒”。“忒”作为方言副词其语义内涵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表示程度过头，含有贬义、否定的情感倾向；一美表示程度恰如其分，合有赞赏、肯定的情感

倾向。“忒”不同的语义内涵限定了它不同的语义搭配。针对“忒”不同的语义内涵，如何正确

理解它所表达的感情倾向。语境便成了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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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忒”的语义内涵

“忒”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更也，从心弋

声¨1I。章炳麟在《新方言》中日：“今人谓过日

忒，如过长日忒长，过短日忒短”。本文所要论述

的是含有“太”之意的副词“忒”，而含有“变更”

意的动词“忒”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忒”字作为方言副词表示“太”之意，在北方

方言的大部分地区和吴方言中的部分地区被广泛

地应用拉J。副词可分为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

间副词、语气副词等等，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忒”

细分则应属于程度副词。作为程度副词的“忒”

主要修饰形容词、心理动词、能愿动词，当修饰这

些谓词性词语时“忒”要么表示程度很深(往往表

示肯定之意)；要么表示程度深得过了头(往往表

示否定之意)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倾向，很少有

表示中性的意思口1。在表示肯定性倾向时，“忒”

表示程度深得“恰如其分”，说话人大多含有赞

赏、赞叹的语意；在表示否定性倾向时，“忒”表示

深得过了头叫人难以接受，说话者大多持有批评、

指责、讽刺的语意。下面我们将“忒”不同的语义

内涵倾向分别加以说明：

(一)关于“忒”的否定性语义内涵——多用

于过分、指责

说话人在选择“忒”的否定性语义内涵时，往

往表达的是程度超过了必要的、合理的限度，含有

“过分”的意思，有的甚至带有指责、批评的语气。

从词语语义选择搭配的角度来看，能够互相组合

的词语之间必然存在着某一相同的语义特征才能

够有可能搭配。因此从说话人所要表达“不如

意”的情感语用角度出发，“忒”选择修饰的大多

是含有否定、贬义色彩的词语至少是表示不如意

情感色彩的词语。

此时当“忒”的否定性语义内涵与含有贬义

或不如意色彩的词语搭配时，表达的结果只能会

使贬义或不如意的情感色彩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

加深HJ。例如：

l、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

起，说道：“⋯⋯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作的是

什么有脸的好事!⋯⋯”(第十回)

2、那先生笑道：“⋯⋯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

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

(第十回)
，

3、见宝玉这个样子，因说道：“宝兄弟，你忒

婆婆妈妈的了。⋯⋯”(第十一回)

4、凤姐儿说道：“宝兄弟，别忒淘气了。”(第

十一回)

收稿日期：2008—05—06

作者简介：汤京普(1983一)，男，山东枣庄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万方数据



5、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嘻了～声，笑道：’

“你也忒胡闹了，可作什么来呢!”(第十九回)

6、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

矫揉造作了。⋯⋯”(第五十一回)

7、贾母笑道：“这么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宝

丫头了。⋯⋯”(第九十六回)

8、莺儿背地也说宝钗道：“姑娘忒性急了。”

(第九十八回)

9、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

爷忒糊涂，⋯⋯”(第一百零五回)

10、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

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第一百一十三

回)

11、做人不要忒狠了。

12、这人心眼儿忒坏了。

13、这个班的学生忒淘气了。

从上面的例句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忒+贬

义或不如意一程度加深的贬义或不如意

“忒”除了修饰含有贬义色彩和不如意情感

色彩的词语外，还有修饰含有褒义或肯定意义词

语的情况，但是“忒”并没有将其褒义或肯定意义

加深，而是使整个句子表达程度加深的贬义或不

如意的情感。此情况通常存在两种类型：

一种是直接修饰：“忒”直接修饰含有褒义或

肯定色彩的词语前。由于“忒”本身所具有的否

定性语义内涵，所以当它修饰含有褒义或肯定色

彩的词时，并没有将其褒义或肯定色彩程度加深，

而是使其具有了反方向的贬义或否定色彩，这一

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反语，但是这有一定的语境

要求。(关于“忒”的这一点，我们将在语义和语

境的关系中详细说明)例如：

l、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

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

了钱不算，还要我来操心，你怎么谢我?”【第四十

三回)

2、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倒

竖，说：“宝兄弟胆子忒大了。”(第一百零八回)

3、这人脑筋呆板，办事忒认真。

4、她长得忒俊了，会招惹麻烦的。

5、活儿干得忒紧了，谁受得了?

从上面的例句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忒+褒

义或肯定(特殊语境)_程度加深的贬义或否定

一种是问接组合：将“忒”放在用“不”或

“没”修饰的本身具有褒义或肯定色彩的词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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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前。“忒”对这样的否定短语(否定短语本身

已经具有了贬义或否定的倾向)加以程度修饰

时，同样会使其贬义或否定性倾向的意义更加加

深，这种特殊的格式同样也体现了“忒”的否定性

语义内涵。例如：

l、贾母听了，急得站起来，眼泪直流，说道：

“这件玉如何是丢得的!你们忒不懂事了，难道

老爷也是撂开手的不成!”(第九十五回)

2、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见宝玉神魂失所，心

下着忙，便说袭人道：“你们忒不留神，二爷犯了

病也不来回我。”(第一百一十五回)

3、贾琏答应了“是”，正要走出去，复转回来

回说道：“⋯⋯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忒没照应，

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第一百一十

七回)

4、你也忒不够意思了，这点儿小事还记在心

头。

5、这老头儿脾气犟，忒不明白事理。

6、邻家大娘说话忒没数，有时无意中就会得

罪人。 ．

从上面的例句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忒+不

(没)+褒义或肯定．+程度加深的贬义或否定

(二)关于“忒”的肯定性语义内涵——多用

于赞叹

此处我们要说的“忒”的肯定性语义内涵与

上面论述的否定性语义内涵恰恰相反，所以“忒”

所要选择的语义结构关系也是相反的。“忒”本

身所具有的肯定性语义内涵要求它所修饰的词语

多是褒义或含有肯定色彩的词语，说话人大都含

有褒义或肯定的感情倾向，大多用于感叹句，带有

强调和赞叹的语气，而且旬末常常加助词

“了¨引。例如：

l、刘翔的百米跨栏跑得忒快了1

2、这雨下得忒及时了1

3、这姐妹俩长得忒像了1

4、今天的饭菜做得忒好吃了!

从上面大量例旬中可以初步得出：忒+褒义

或肯定+了(助词)一褒义或肯定程度加深。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方言副词

“忒”的语义内涵修饰谓词性词语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忒”本身含有程度高的肯定的语义倾向，修

饰的词语大都含有褒义和肯定倾向，表明说话人

赞扬和肯定情感，常用于感叹句中；二是“忒”本

身含有程度过头的否定的语义倾向，一般指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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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常常修饰带有贬义和否定色彩的词语

(即使有些修饰的是褒义或含有肯定色彩的词

语，但是常常由于否定和语境的限制而最终含有

贬义或否定的感情倾向)，说话人一般持有贬义

或否定的感情倾向。

二、“忒”的语义和语境的关系

语境就是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一般分为

上下文语境和情境语境，情境语境又叫做社会现

实语境。词、短语、句子等在语流中出现时，它前

面或后面出现的其它语言单位都是它们的上下文

语境；情境语境则是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涉及

到的人或物、时间处所、社会环境以及听、说双方

表情、姿态、手势等等非语言因素。语境能够表现

出词义的选择性；能够使词义单一化；能够使词义

具体化，能够增加词义的临时性意义等等旧1。

“忒”跟含有褒义性或肯定性词语组合时，可能产

生两种完全相反的感情倾向：一是表示肯定性感

情倾向，二是表示否定性倾向的感情。针对同一

个句子(“忒”+褒义或肯定性)，我们应该如何把

握和理解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倾向和意图，这

就需要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共知并认可的话语前

提也就是潜在的语境。反之则有可能完全错误地

理解说话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感情倾向。例如：

l、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

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

了钱不算，还要我来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笑

道：“你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

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

了。”尤氏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

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二人又说了一

回方散。．(第四十三回)

2、贾母便说：“袭人，我素常知你明白，才把

宝玉交给你，怎么今儿带他园里去!他的病才好，

倘或撞着什么，又闹起来，这便怎么处?”袭人也

不敢分辩，只得低头不语。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

心里着实的吃惊。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说

道：“青天白日怕什么。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

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那里就撞着什么了

呢!”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倒

竖，说：“宝兄弟胆子忒大了。”(第一百零八回)

以上两段话均是含有“忒”的语段，其中第三

．十四回的“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只有结

合“尤氏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着

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才能看出尤氏说

的凤姐的“忒行大运了”其实指的并不一定是好

事，也就是“物极必反”的意思，自己对凤姐过生

日收了大量的钱财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并不好。

第一百零八回的凤姐说的“宝兄弟胆子忒大了”

也只有结合宝玉自己说的话“青天白日怕什么。

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

那里就撞着什么了呢!”才能看出凤姐说的话也

至少不是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是在喝多了酒头脑

不清醒的前提下作的傻事!

通过结合上下文语境我们就能一目了然地了

解“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宝兄弟胆子

忒大了”这两句话中真正所要表达的感情倾向。

在鲁南方言中夸奖或贬低某人经常会说“忒

牛了”这句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例如：

l、这么棘手的事你都能办成，你忒牛了!

(“忒”含有褒义、赞叹)

2、这么容易的事你都能办砸，你忒牛了!

(“忒”含有贬义、指责)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话语情

景清楚而明确的前提下，“忒”的褒义、肯定性语

义倾向或贬义、否定性语义倾向才能够真正的被

听话者所理解。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忒”

(“忒”+褒义或肯定性)这种类型的句子只能算

是歧义句了。

三、结语

综合上述例证，我们可以把“忒”的语义内涵

分为两类：一类表示程度过头，含有贬义、否定的

．情感倾向；一类表示程度恰如其分，含有赞赏、肯

定的情感。“忒”的不同的语义内涵限定了它的

语义搭配和褒贬倾向。针对“忒”不同的语义内

涵，如何正确理解它所表达的感情倾向，语境便成

了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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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inciple that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hat makes tIle cOllrg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aught on different levels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secretary．The necessity of the practice of this

methodology，which embodies in the layout of the can'／ca／am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contents．is consil}tent with the tar．

get of training students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ty．The coup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 freshmen should focus

On basic theory and fundament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7skills for their application of specialty．Th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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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ty and try to deepen and enlarge the teaching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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