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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漫画 陈亮作

编者按

在宝鸡方言中，反义字组成词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这种词

语的构成方式巧妙地将两个意义相反的字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

词语，生动地体现了宝鸡方言的独特魅力，也折射出宝鸡人对生活

的个性化体味和表达。本期，我们将一同探讨宝鸡方言中反义字组

成词的描述，感受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传达的寓意。

高低（ɡɑo di）        终究       本报记者 罗琴

“你今天高低得给我个说法，要

不然我就不走了。”“这本书我找了好

几天，高低找不到在哪。”在宝鸡话

中，高低这对反义词，作为一个词组，

被人们频繁地使用在日常对话中，强

调的是终究、一定。

高与低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是单

独使用，而在宝鸡方言中，高低组合

在一起，成了语气副词。比如，“他高

低要去那穷山沟里头，谁说都不听”。

这句话就表示他终究还是要去那个

地方，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不行。又

如，“这道题我想了半天，高低还是不

会做”。这些“高低”，表示的都是“终

究”或“到底”。

其实，“高低”表示“无论如何”

或“到底”“终究”等意思，这样的用

法在明末清初就出现过。在西周生

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里，就有

“你只说是那里见来，或是听见谁

说……就使一百千钱，我高低买一

套与你。”这里的“高低”一词，在句

子里并无实义，但表达了说话人坚

决的态度和意愿，强调不因其他的

条件而改变主意，相当于“必须”“一

定”的意思。

我市小学教师赵小利还提到，

“高低”这个词在方言中的使用，往往

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和态度，表达

出说话人的坚定、执着，甚至是有点

固执的决心。这种用法与普通话中的

“无论如何”“非得”等词语意思相近，

但在表达上，“高低”更具有一种强烈

的地方韵味和情感色彩。

此外，“高低”有时还有选择和夸

张的意味。比如，“只有这两件衣服，

你高低选一件吧。”这里的“高低”就

表达了一种对比和选择的关系，相

当于普通话中的“总得”“至少”。又

如，“我今天发奖金了，高低得吃顿大

餐！”这里的“高低”就带有一种调侃

和夸张的语气，表示说话人无论如何

都要去吃一顿大餐。

贵贱（ɡui jiɑn）         千万       本报记者 巨侃

“‘贵’‘贱’

两 个 字 都 有

‘ 贝 ’字，‘ 贵 ’

把钱放脚底，视

钱如粪土，‘贱’

把钱放胸前，视

钱如命，古人对

金 钱 的 态 度，很

巧妙地折射在汉字

上。”5 月 15 日，宝

鸡教育学院退休教授张

智峰对记者谈起了西府人

常说的“贵贱”一词。

   张智峰说，“贵”“贱”这组

反义词的最早文献出处可追溯到

《周易》的《系辞上》第一章 ：“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

矣。”意思是说，天高贵，地低卑，乾

坤的关系得以确定。低与高呈现出

来，天地万物贵与贱的位置也就确

定了。贵贱除了指人地位的尊卑，还

指东西价值的高低，比如《红楼梦》

第四十八回里，想出门跟人学做生

意的薛蟠对薛姨妈说 ：“就是东西

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

他。”贵贱的第三个释义就是它的

方言意思 ：千万，无论如何，不管怎

样。比如咱陕西作家杜鹏程《保卫延

安》第二章 ：“他一口气跑了二十来

里，歇了脚，就爬到小河边，咕咕喝

了一肚子水，坐下来，贵贱也走不

动了。”这里贵贱表达的即“无论如

何”之意。

张教授说，西府方言特别是凤

翔话的口语里多用“贵贱”这个词，

西府地区的老人一般在劝诫、提醒

他人，特别是在表达一种绝对的否

定语气时，常常爱说“贵贱”两字。例

如“这药贵贱不要用凉水煎。”“你贵

贱甭理那个人，该是个骗子！”“回

去好好跟父母谈，贵贱别再做

傻事了！”“血的教训摆在

那儿，你们以后贵贱不敢超速开车

了。”“贵贱”在这种语气语境下，有

任何情况下绝对、千万不要怎样做

之意。

那么，“贵贱”和西府人常言的

另一个对比词“长短”，意思相近，有

啥区别？张教授说，“贵贱”算是中

性词，“长短”有情绪在内，好像有赌

气或开玩笑成分在内，具体区别得

联系各自的语境去品味。

长短（chɑnɡ duɑn）        好歹     本报记者 张琼

“‘长短’这话咱常说，有好歹、

千万、无论如何的意思，也有是非、好

坏、坏情况的意思。”5月 14日，在市

区石坝河生活的冯珍说，“长短”在宝

鸡方言中，并不是指物件的长和短，具

体意思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宝鸡话说“长短”表达无论如何、

千万的意思时，带有较强的语气。冯珍

举例，一天她有急事没法接孙子放学，

请邻居大姐帮忙接一下孩子。事后，为

了表示感谢，她拿了一袋自种的蔬菜

送给邻居。邻居大姐笑着说：“你长短

对了，顺带接娃的事，咱两个嘛，还客

气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你千万不

要这样子了，咱俩之间不需要客气。这

里的“长短”加强了热情语气，显示邻

里关系很要好，无须多礼。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长短”的

方言意思为无论如何。例如，在劝诫

或警告某人时，可能会说：“你长

短得注意点，别到时候出啥岔子。”这

里的“长短”加强了语气，提醒对方要

特别注意。

“长短”也有是非、好坏的意思，冯

珍举例说：“家庭聚餐时，我老伴经常

跟儿女说‘干好手上的活，少说别人长

短’。意思就是不要议论别人的是非、

评论他人的好坏。”这与“说长道短”的

意思一样。宝鸡人性格敦厚、实在、耿

直，尤其不喜在背后说人长短，故而

“不要说人长短”这句话在家庭教育中

频现。

我市“80 后”方

言爱好者陈峰说：

“长短也有好歹、坏

情况的意思。比如我

和伙计们去钓鱼，会相

互劝诫：‘别到水深、草

深的地方去钓鱼，万一有个

啥长短，划不来。’”可见，同样

的方言词语“长短”，在不同情况

下使用，语气和意思不尽相同。

来去（lɑi qi）          总归      本报记者 祝嘉

在 宝 鸡 方 言

中，“ 来 去 ”这 个

词 语 常 常 使 用，

其不仅表示“来”

和“ 去 ”，更 有“ 总

归”“反正”的意思。

例如，两口子拌

嘴，掰扯了半天，丈夫最

后说：“算了，我不说了，

来去都是你有理。”言下之

意是，承认争论已经无法改变

妻子的立场，同时表达出对争论结果

的被迫接受。这里的“来去”就传达了

一种“无论如何，结果都是这样”的意

味。在宝鸡话里，“去”常念作“qì”。

又如，小张去丈母娘家送东西，

被丈母娘留下吃午饭。丈母娘说：

“你来去要吃饭哩，就到我这儿吃了

再走。”言下之意是，小张无论在哪

吃午饭，总归是要吃的，不如就在家

吃吧。这里的“来去”不仅简化了语

言，还使得表达更加亲切。

我市退休语文教师李云丽说，

在宝鸡方言中，“来去”一方面体

现了选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调

了结果的必然性。李云丽举例说，

公园里，老王和老李下棋，几局之

后，老李要走，老王留他，说 ：“这

么着急回去，老伴又给你做好吃的

了？”老李回答 ：“能做啥好吃的？

来去就是面嘛！”李云丽解释，“来

去就是面”的意思是，老伴通常做

的就是各种面条，无论哪一样，都

跑不出面条这个大类。

另外，李云丽进一步表示，在强

调结果的单一性时，“来去”的语气

比“总归”“反正”等词语更为强烈和

明确。它不仅表达出一种对于结果

是怎样的必然性和确定感，还传递

出一种对事情发展的洞察和预判，

让人从客观和主观上都不得不接

受。老李所说的“来去就是面”，也暗

含着他虽然厌倦吃面条但别无选择

的无奈和妥协。

反义字组成词

感情色彩不一般
宝鸡话大俗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