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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方言作为我国七大方言之一，体现出东北地 区独特的自然文化及历史文化。以方言的分类 

为出发点，结合实例，可以看出东北方言在词汇、语句、民族文化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语言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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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最 

重要载体。东北方言是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以 

东北方言为代表的东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东北方言风趣幽默、言简意赅，在发 

音上十分接近普通话，在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 

等众多东北籍笑星的推广下，已被国内各省人民 

所接受并广泛应用。正像著名学者钱玄同所说： 

“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它们 自己发 

达，它们永远存在。”⋯东北方言在各种正式场合 

被引用，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发言人增添了风趣、亲 

民的语言效果。 

一

、方言的定义和分类 

第一 ，方言的定义。语言学界对于方言的定 

义，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方式。 

从广义的角度上，方言是“语言的分化” ；从狭 

义的方 面看，“因地而 异 的说话 方式 称为 方 

言” J。在英语中，方言称为“dialect”，源于希腊 

语 ，意为“话语、说话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方言 

主要与使用者相关” J，即方言是因语言使用者 

所在集团、地理位置或使用者性别、年龄的不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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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不同的语言形式。在汉语 中，方言即指 

“四方之言”。在古代，华夏民族以中央 自居，将 

自己看作“中”，把周边民族看作“外”，这些民族 

使用的语言就被称为“方言”。在《辞海》中，方言 

被定义为：“语言在某些地区的变体，是具备某种 

特点 的语 言 在声 音、词 汇、语 法 中变 化 的结 

果。”-5 J在英语中，方言往往可以表明说话人居住 

的地点，还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 

位。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在今天的英国，使 

用方言一般被当作是粗俗的表现。社会地位越高 

的人，就越少用，或根本不用方言；社会地位越低 

的人，就越偏向于或全部使用方言。”l6 J 

第二，方言的分类。一般来说，语言都是由标 

准语和方言两种形式构成，而标准语是以方言为 

基础，在政府的干预下形成的。对于方言的分类， 

则因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哈提姆和梅森 

把方言分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非)标准方言 

与个人方言；戴炜栋则把方言分为地域方言、社会 

方言、个人方言、种族方言、与性别和年龄相关的 

方言。二者的分类方式有些微不同，但共通之处 

是都认为方言可以按照地域、社会及个人来分类。 

地域方言是指由于语言使用者生活地区的不同而 

形成的方言，如广东方言、北京方言、东北方言等； 

社会方言是指由于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社会群体 

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语言习惯，如俚语 、行业用语 

等；个人方言则表现出个体使用语言时的独有特 

征。个人方言与社会方言及地域方言往往是相互 

关联的，我们常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个人方言判 

断出他的社会地位及居住地等信息。 

本文所研究的东北方言，从地理上特指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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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 

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与河北省北部承德 

市、秦皇岛市等地区的通用语言，亦可指东北地区 

的某些特定汉语。方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特定 

场合里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东北 

方言具备较为完整的语言体系，其简洁、生动、形 

象的语言特点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特 

别吻合。“东北官话区包括黑龙江全省、吉林全 

省、辽宁省大部分地区，还有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十 

个市、县、旗，共一百七十二个市、县、旗” ，虽然 

使用范围相当广，不过东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 

和句法等方面还是保持着非常高的一致性。本文 

即拟就东北方言的语言及文化特点作简要的论述。 

二、东北方言的词汇特点 

对句子进行语意解释和语法分析，通常以词 

为基本单位。东北方言词汇非常有特点，词义浅 

显易懂。由于使用东北方言的小品和影视剧等文 

艺作品的传播和流行，一些东北方言词汇引发大 

家的关注甚至争相模仿。其语音色彩极为浓厚， 

构词形式也别具特色；某些词语表意丰富，朗朗上 

口，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和鲜活的生命力。 

第一，语音特点。东北方言的语音特点比较 

突出，是其地方色彩的重要标志之一。东北人说 

话非常直接、干脆，没有南方话的温润，也不同于 

北京话的婉转。东北方言词汇的发音形式不是简 

单呆板的，而是灵活多变的。东北方言呈现出泼 

辣、诙谐的特点及丰富多彩的效果也正是源于这 

种灵活多变的语音特点。 

先看双音节词语。东北方言作为现代汉语的 

地域分支，其中很多词汇具有相当明显的多音节 

倾向。在大量的双音节词语中，重音往往落在第 
一 音节上，第二音节则为轻音。如果将此类词语 

的两个音节拆分开来 ，就无法准确表达词语的含 

义。例如，‘ 磕碜”(音 chen)是一个既可以作 

为形容词也可以作为动词的实词。根据《现代汉 

语词典》，磕碜作为形容词，表示“难看、丑陋”的 

意思。而作为动词，有“丑化别人，使 ⋯⋯出丑” 

的意思 ：表示人或物的代词可以直接加在后面，例 

如“你磕碜谁呢”，用来指责让自己出丑和难堪的 

人；“我得好好磕碜磕碜他”，则表示要羞辱某人 

令他感到难堪。“磕碜”的首字声母“k”是送气清 

塞音，第二音节则为轻声，充分表达了讲话者对 

“磕碜”这种行为的明确态度。具有同样表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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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还有“乌涂”(wn tu)、“闹腾”(nCto teng)、“憋 

屈”(bi舀qu)等。此类词语在发音上，延长 了音 

节，强化了词语的表现力。 

再看双声叠韵词。在东北方言中有大量的双 

声叠韵词，此类词节奏鲜明，有韵律美，也很有力 

量，可以产生非常好的艺术效果。如“磨磨叽叽” 

除了表达“说”的含义之外，还包含“没完没了地 

纠缠”“动作迟缓 、拖延”的意思。因为其独特的 

音韵效果，再配合肢体语言，“磨磨叽叽”要比“磨 

叽”表意程度更深，表达上也更有力度。同类词 

汇还有“鼓鼓丘丘”“Ⅱ{导嘹瑟瑟”“咋咋呼呼”等。 

第二，表意特点。东北方言尤其是 口语词汇 

表意准确、词义丰富，形式灵活、意境独特，且能与 

话语环境浑然成为一体。例如，“秃噜”指拧东西 

时因松动无法拧紧，或者手握绳索类的东西没有 

握住向下滑动，也可指做事情中途失败 ，因主客观 

原因使事情无法进行。“秃噜”还可以与“反帐” 

组合成“秃噜反帐”，表示一个人做事不能坚持到 

底，没有主见。又如，“作妖儿”的意思介于“磨 

人”“挑事”和“不消停”之问，还有 “不愿安静” 

“不耐烦”的意思。东北话中常说一个人不听劝 

阻去做无法预料后果的事情是“作妖儿”；说一个 

吵闹不休的人是在“作妖儿”；那些突破传统、打 

破常规的人也被说成是“作妖儿”。 

第三，结构特点。东北方言中“零碎”很多， 

词根前后经常带上词缀，这是个特别显著的特征。 

这些词缀的使用，使得表意更加丰富、生动，增强 

了语言的表达效果。例如“啦吧唧”和“巴拉”都 

是并无实际意义的音节，被放在单音节或双音= 

词语后组成新的语音形式，就强化了语音效果。 

像“酸啦吧唧”“傻啦吧唧”和“烦人巴拉”“缺德 

巴拉”。从感情色彩上说，“酸”“傻”和“烦人” 

“缺德”通常是贬义词 ，一般用来表示对某人或某 

事反感，或指责、辱骂他人；“啦吧唧”和“巴拉”本 

身毫无意义，放在后面却可以起到表示程度的作 

用，很像“十分”“特别”“非常”等副词，但这几个 

副词都起不到这种语言效果。 

三、东北方言的语句特点 

东北方言具有活泼俏皮、幽默风趣、直 白辛 

辣、寓意丰富的特点，很多语句可以直接反映出东 

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历史沿革和人民生 

活的变化。某些句子虽然简短，但却充满了情趣， 

可以神奇般地把对话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令双方 



都感到亲切和真诚。 

第一，短促有力的话语。东北方言语句的典 

型特点就是短却有力，常常一个字就能表达说话 

人的意思。如：“去不去?”“去!”；或者 “要不 

要?”“要 !”又如：饭店服务员看顾客快要吃完了， 

想问顾客还要不要继续吃，经常会这样问：“还吃 

不吃了?”“不吃了。”“撤 !”南方人经常觉得北方 

人讲话生硬、不礼貌，而话语简练、干脆正是东北 

方言的典型特点。再者，东北人讲话通常给人感 

觉底气足、嗓门大，听起来令人振奋。像有的农村 

地区的妇女站在家门口，大喊一句：“老儿，回家 

吃饭咯”，全村都能听得见。 

第二，妙语连珠的谚语与歇后语。东北方言 

中一些谚语和歇后语的使用往往会制造出妙趣横 

生的语言环境。谚语如“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 

风”“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巧舌头转不出腮帮子” 

等，时常耳闻。老东北人把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 

浓缩在这些谚语中，其中也蕴含着东北人民最朴 

素的生活观念。还有一些歇后语非常贴合生活， 

也是三言两语就能体现出生活智慧。比如“三九 

天穿 单褂 子——抖起 来 了”“萝 卜缨 子沾 凉 

水——咋呼起来 了”“瓜子里嗑出臭虫来——啥 

仁都有”等。往往一句话就能说中要害，还能制 

造出幽默的谈话气氛。 

第三，双重语义的问句。“吃不吃饭?”“喝不 

喝水?”“回不回家?”，这样的问句是东北人对话 

中经常出现的，是问对方是否要做某事。这类问 

句中，“是”与“否”双重语义并置。如果换成简单 

的反问句——“吃饭吗?”“喝水吗?”“回家吗?”， 

从语义和语气上就没有前者表达得更完备，而且 

前者也更能体现出东北人豪爽、直率的性格特点。 

四、东北方言的民族文化特点 

东北是一个汉、满、蒙、锡伯、朝鲜、达斡尔、赫 

哲、鄂温克、鄂伦春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 

间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东北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和语言习惯。正是这样特定的历史、地理、人文、 

经济等多种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东北方言，使其呈 

现出与其他方言相比截然不同的特色，并保留下 

无数反映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 

在东北方言的日常用语中，融人了众多来 自 

满语的词汇。比如：“哈喇”，指肉或油变质；“喇 

忽”，表示疏忽、马虎；“配”，有讥讽对方的意思， 

如“你也配?”“你配不配?”再如：“笨笨拉拉”中 

的“拉拉”在满语 中表示 “末尾”；“有一搭无一 

搭”中的“搭”在满语 中有“首领、头 目”的意思； 

“公子哥”里的“哥”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少爷”； 

“藏猫”中的“猫”在满语中是“树丛”的意思；“压 

马路”中的“压”在满语中有“行走”的意思。 

清代满族人主中原，但一部分人仍在东北地 

区谋生。随着满汉的合居、交融，居住在东北地区 

的汉族人开始学习满语，很多满族人也开始学习 

汉语。因此东北本地人对于东北方言中包含的满 

语词素，不用翻译就可以知道其表达的意思。比 

如，“光棍儿”的意思是“单身”；“装蒜”就是“装 

相”；“勒大脖子”其实指的是“勒索”；“大估景” 

可以被理解为“大约”。 

东北方言是我国七大方言之一，具有独特的 

魅力，展现出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和历史文 

化。东北方言的语言体系比较完整，它简洁、生 

动、形象，粗犷豪放而又幽默风趣，有着极强的生 

命力。东北话发音灵活多变、表意准确，句子简短 

却充满情趣，也吸收了大量源自于少数民族风俗 

文化的词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东北 

方言本身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语言的根基，是一 

种社会需要，也是一种情感，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 

和文化价值。而社会的进步、人口的迁徙，以及少 

数民族语言的融合与外来语的渗透，都对东北话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北人要走出东北，走向全 

国乃至世界，语言是扩大交际的根本手段。可以 

相信，东北方言会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 

语言文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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