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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分为借喻式和暗喻式，暗喻式又分为前喻式和后喻式。本文通过对广安方言比喻造词

的特点、广安方言比喻中喻体的来源和透视的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广安方言比喻词语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梳

理，来探析其中的造词理据，并且勾勒出广安方言中比喻造词的存在状况，从而在广安方言比喻造词中

窥见文化内涵以及民风民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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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phorical Word Formation in Guang’an dialect are divided into metonymy and metaphor, 
and metaphor is divided into pre-metonymy and post-metony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
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source of metaphor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etaphor in Guang’an 
dialect, so a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metaphor in Guang’an dialect, and outline the existence of 
metaphor in Guang’an dialect, so as to glimps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folk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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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四川广安方言是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属于西南官话的成渝小片。目前学术界对四川

广安方言的研究起步晚，数量少，还未成系统。广安方言语音研究得益于早期的方言调查，近几年在硕

士学位论文中有较多提及，广安方言的语法研究主要探讨方言的量词、语气词等，广安方言词汇的研究

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于广安方言的修辞研究还未见成果。笔者发现四川广安方言词语中的比喻造词十分

丰富。比喻造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造词法，并且其在汉语的应用中十分广泛。任学良先生在《汉语造词

法》[1] (1981)中首次提修辞学造词法，其中比喻造词是研究修辞造词一个重要的课题。比喻造词法受到

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大多集中在汉语普通话的造词法上，对于方言的研究比较薄

弱，所以对四川广安方言词语比喻造词的研究仍有非常广阔的空间。 
因此，本文以宋勇先生的《广安方言与民俗词典》[2]为基本语料，筛选出其中的比喻造词，在统计

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析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类型及其特点，并且立足于全面细致地考察广安方言比喻

造词，从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语言事实和实际运用出发，阐明比喻造词的造词理据与机制，深刻体会广

安方言比喻词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2.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类型 

四川广安方言中比喻词非常丰富，并且特点突出，具有研究价值，因此我们将对比喻造词进行分析，

把运用了比喻修辞的成分看作是喻体，直接指明事物本身或者反映事物性质和状态的成分看作是本体，

再根据喻体、本体是否出现，将四川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分为借喻式和暗喻式。根据喻体出现的位置，将

暗喻式分为前喻式和后喻式。具体的四川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类型见下表 1。 
 
Table 1. Types of figurative words in Guang’an Dialect of Sichuan Province 
表 1. 四川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类型 

类别 喻体类型 例数 百分比 例词 

借喻式 

植物类 4 1.49% 矮冬瓜、籽籽、花尖 

动物类 34 12.64% 白眼狼、烂滚龙、鸡眼儿 

人或人体类 6 2.23% 烂眼儿、地母儿、老杂毛 

自然物质或现象类 5 1.86% 漩儿、地包天、冒火 

食物类 2 0.74% 草包、贴心豆瓣 

器具类 16 5.95% 搞屎棒、天棒、砣子 

小计 67 24.91%  

暗喻式 前喻式 

植物类 18 6.69%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嘴 

动物类 30 11.15% 牛角虫、猪儿虫、水蛇腰 

人或人体类 4 1.49% 脚板苕、毛毛菜、大头菜 

自然物质或现象类 19 7.06% 太阳花、月亮田、影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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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暗喻式 

前喻式 

食物类 5 1.86% 糍粑心肠、豆腐渣脑壳 

事物类 8 2.97% 金钱草、血橙、包包白菜 

器具类 30 11.15% 莦箕背、扇子骨、夹夹虫 

其他 7 2.60% 胭脂红、飞快、儿菜 

小计 121 44.97%  

后喻式 

植物类 8 2.97% 撑花、鸡菌子、腰花儿 

动物类 17 6.32% 五爪龙、干黄鳝、檐老鼠儿 

人或人体类 7 2.60% 脚肚子、金娃娃、补疤 

自然物质或现象类 9 3.35% 眼流水、鱼泡儿、耳边风 

食物类 4 1.49% 烟锅巴、蜂糖、油光水滑 

器具类 31 11.52% 扒梳、挨黑枪、手笼子 

其他 5 1.86% 内八字、外八字、黄辣丁 

 小计 81 30.11%  

总计 269 ≈100%  

2.1. 借喻式 

借喻式作为比喻造词的一种，其含义指的是运用借喻的修辞手法创造的词语，它的本体不出现，喻

体的部分直接喻指本体，并且喻体中的每个语素不能单独表示这个词的整体含义，语素组合为一个整体

才能表达出这个比喻造词意义，这种造词方式，它是在运用比喻手法的句子中凝结出来的一个词语。杨

友在《长沙方言中的比喻造词》一文中指出“本体与喻体在形状、性质状态、动作、感知等方面存在着

相似点。”[3]通过笔者的分析，发现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本体与喻体大都在性质状态、形状、动作行为

和感知上的相似。 

2.1.1. 本体与喻体性质状态相似 
例如： 

(1) 矮冬瓜，形容个子矮小的人。用矮小的冬瓜喻指个子矮小的人，生动形象，富有画面感。 

(2) 半罐水，指头脑简单的人。喻指知道一点点学问却喜欢卖弄、显摆的人，与半罐水一样，装水不多却响叮当

的性质相似。广安俗语：“满灌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借此来表达对头脑简单人的暗讽，生动形象。海椒虫，

比喻能吃辣的人。用生长在辣椒中的虫子来喻指能吃辣的人，本体与喻体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 

除此之外，在广安方言中这类本体与喻体在性质与状态上相似的借喻式词语还有很多，如： 

(3) 干猴儿：形容干瘦的人。 

(4) 旱鸭儿：指不会游泳的人。 

(5) 花脸猫儿：称脸不干净的人，主要用于小孩。 

(6) 落巴狗儿：指排到最后，倒数第一的。 

(7) 闷笼：又指“闷沙罐”，不爱说话的人。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1664


秦双双 
 

 

DOI: 10.12677/ml.2023.1111664 4947 现代语言学 
 

(8) 母老虎：指个性凶悍的女人。 

(9) 撵脚狗儿：指小孩哭闹着要跟大人走人户。 

(10) 夜猫子：指晚上熬夜不睡觉的人。 

2.1.2. 本体与喻体形状相似 
例如： 

(11) 驼子：是指驼背的人。其与骆驼的驼峰形状相似，因此称为驼子。 

(12) 漩儿：指人头顶上头发形成的圈。像水流旋转形成的漩涡一样，人头顶的形状与漩涡相似。除此之外，这

类比喻造词还有很多。如： 

(13) 花尖：指前额头发微秃。(形状似花苞的尖头) 

(14) 砣子：指拳头。(形状似秤砣) 

(15) 倒拐子：指手部肘关节部位。(形状似倒立的拐杖) 

(16) 撑花：指雨伞。(伞打开之后，形状似花朵) 

(17) 马桶盖：指理发理出的一种发型。(形状似马桶盖) 

(18) 雪蛋子：指冰雹。(形状似蛋) 

2.1.3. 本体与喻体动作、行为相似 
例如： 

(19) 跟屁虫：指紧跟不放的追随者。其紧跟不放的行为和虫子一样令人感到厌烦，因此称为跟屁虫。 

(20) 打堆：指聚在一起看闹热。因人们聚在一起看热闹，人流围着的就像土堆，人们看热闹的动作就像是不断

隆起的土堆。除此之外，这类比喻造词还有很多。如：搞屎棒：专门捣蛋，胡搅蛮缠的人。 

(21) 打屁虫：学名“椿象”。因会释放出臭气体，故名。 

(22) 鸡爪疯：手指或脚趾抽搐，弯曲不直。 

2.1.4. 本体与喻体感知相似 
例如： 

(23) 牛高马大，像牛和马那样高大，用来形容人高大而无用，本体和喻体给人在视觉上的感知相似。 

(24) 火烟泡：指高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果穗上的黑霉真菌。一碰就有黑灰色的烟飞出，就像大火燃烧后的

黑烟，本体和喻体在感知上相似。后常指废物。此外还有： 

(25) 麻子：指脸上长满雀斑的人。 

(26) 籽籽：皮肤上的小疙瘩。 

(27) 贴心豆瓣，指信得过的心腹之人。 

在广安方言中借喻式造词运用非常广泛，通过笔者的统计，在《广安方言与民俗词典》中，借喻式

比喻造词一共有 67 例，占比喻造词总量的 24.91%。借喻式词语的喻体类型有植物类、动物类、人或人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11664


秦双双 
 

 

DOI: 10.12677/ml.2023.1111664 4948 现代语言学 
 

体类、自然物质或现象类、事物类和器物类多种，这些喻体大多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物体，通俗易懂，

形象生动，是广安人民生活智慧的结晶。 

2.2. 暗喻式 

暗喻式是指比喻造词的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根据本体事物的特点，选用与喻体具有相似点的某一

形象特征来修饰说明本体，暗喻式的比喻造词是由喻体和本体构成的合成词，根据喻体在词语中的不同

位置和排列顺序，暗喻式分为前喻式和后喻式。 

2.2.1. 前喻式 
前喻式是比喻造词的一种，根据喻体出现的位置来划分，喻体在本体的前面就称为前喻式。本体与

喻体的某些性状特征具有相似点和联系点，喻体对本体起修饰限制作用，通常情况下，本体反映出该词

的性质与属性。根据本体与喻体存在的相似点，广安方言的比喻造词的前喻式也可分为形状、性质状态

和感知相似。 
1) 本体与喻体的性质状态相似。 
例如： 

(28) 糯米老婆婆：指态度随和或软弱的老年妇女。糯米老头儿：指态度随和或软弱的老年男子。因为糯米口感

软糯，把糯米当做喻体，来比喻态度随和或软弱，利用喻体的性质与状态的相似点，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又如： 

(29) 狗牙根：一种贴着地皮生长的野草，根系发达(巴地草)。 

(30) 金钱草：农村常见野菜，可入药。 

(31) 嫩水竹：指幼竹。 

(32) 鸡血李：皮和肉呈紫红色的李子，个大味酸。 

(33) 铁甘蔗：吃起来较硬的甘蔗，难以咀嚼。(其性质像铁一样，非常坚硬) 

这些词语的喻体和本体在性质上的相似性，“狗牙根”把根比作狗牙，咬住就不放口的狗牙性质来

指其根系发达的野草，形象生动，风趣幽默。“金钱草”因为其可入药，在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像金

钱一样对人们很重要，因此得名。 
本体与喻体的形状相似。其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喻体在前，本体在后，喻体和本体在形状上相似。

例如： 

(34) 蒜头鼻子：指像蒜头一样的鼻子。螺蛳骨，指人的踝骨，其形状似螺蛳。 

除此之外，还有： 

(35) 锅巴铲儿：一种发型。(头发形状似锅铲) 

(36) 水桶腰：指粗腰。(指腰的形状似水桶) 

(37) 莦箕背儿：指略有点驼的背。(形状似炊具莦箕) 

(38) 扇子骨：像扇子一样的片骨。(形状似扇子) 

(39) 杨柳腰：指细长而腰部弯曲度大的身材。(形状似杨柳) 

(40) 脚板苕：指山药。(其形如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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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乌棒鱼：身体圆柱形，头扁，口大，有牙齿。(形状似棒子) 

(42) 棒菜：像棒子一样的蔬菜。(形状似棒子) 

(43) 大头菜：指芥菜。(形似大头) 

本体与喻体的感知相似。 
例如： 

(44) 斑斑云：指呈块状形的云彩。利用人的视觉与知觉，将块状的云比作斑块，本体与喻体在感知上相似，使

人们能够快速了解事物，认识其中的规律与生活经验。如民谚：“天上斑斑云，地上晒死人。”这类的比喻造词还

有： 

(45) 毛毛雨：绵绵不断的细雨。(喻体在触觉上与本体相似) 

(46) 草绿色：像青草一样绿而略黄的颜色。(喻体在视觉上与本体相似) 

(47) 猪肝色：像猪肝一样的颜色。(喻体在视觉上与本体相似) 

(48) 钩钩云：指如同钩子状的云。(喻体在视觉上与本体相似) 

(49) 沙卡卡的：形容食物像沙子一样。(喻体在触觉上与本体相似) 

(50) 鸡屎藤：一种藤蔓植物，有臭味，故名。(喻体在嗅觉上与本体相似) 

史锡尧先生在《名词比喻造词》中提到：“名词的比喻造词，喻体在前的很多，而本体在前的较少：

因为偏正结构的词，中心语是核心，附加语是修饰限制成分。也就是说，喻体带有描写性，在前，作‘偏’，

本体在后，更符合汉语偏正结构的词的一般规律。”[4]根据笔者的统计，前喻式在广安比喻词语中占据

了大部分，符合汉语词语的一般规律，它既形象生动又能让人一看便知其意义。 

2.2.2. 后喻式 
后喻式比喻造词的本体与喻体位置刚好相反，即本体在前，喻体在后，本体通常揭示出该词的类属，

喻体可以在形状、性质状态、特征等方面进行修饰和补充以此来完善说明本体。 
本体与喻体的性质状态相似。例如： 

(51) 雾罩：指大雾。其喻体在后，本体在前，雾弥漫在空中，形成的雾气像是罩子一样，其本体与喻体在性质

上具有相似点。这类词语还有： 

(52) 眼流水：指眼泪。 

(53) 牛蚊子：指牛虻。 

(54) 蒸笼：指用竹子编制的蒸食物的用具。 

(55) 后脑啄：后脑勺。 

本体与喻体的形状相似。例如： 

(56) 脸包儿：指脸颊。其本体在前，喻体在后，脸颊鼓起来的形状，与喻体“包”在形状上相似，因此称之为

“脸包儿”与之类似的比喻造词还有： 

(57) 脚肚子：指小腿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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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内八字：指走路时两脚向内呈“八字”。 

(59) 外八字：指走路时两脚向外呈“八字”。 

(60) 蚕泡儿：指桑葚。 

(61) 耳门心：指耳朵的中耳内的部分。 

(62) 后颈窝：指脖子与头交界的下凹处。 

本体与喻体的感知相似。例如： 

(63) 肥滚滚：肥而圆的样子。本体在前，喻体在后，“滚滚”修饰前面的本体，使得词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这种形容词类似的比喻词语还有： 

(64) 扒梳：指农村糊田坎的农具。(喻体在视觉上与本体相似) 

(65) 干虾虾：形容人或动物身体干瘦的样子。(喻体在视觉上与本体相似) 

通过笔者的统计，在《广安方言与民俗词典》中，暗喻式比喻造词一共 202 有例，占比喻造词总量

的 75.09%，占据比喻造词的大部分，其中前喻式有 121 例，占比喻造词总量的 44.98%，后喻式有 81 例，

占比喻造词总量的 30.11%。 

3.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特点 

《周易·系辞下》中记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利用身边的事物来造字

和造词。“中国人喜欢形象思维的思维特点反映在语言上便是汉语中有大量的比喻词语存在。”[5]比喻

词语在汉语方言中也同样有所体现。在广安方言比喻词语的名词占绝对优势，动词和形容词占比不多。

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3.1. 以三字词为主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大都是复合词，通常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其中至少有一个语素运

用了比喻的手法对其他语素进行修饰限定，使得词语变得生动形象。笔者通过初步的统计，发现广安方

言比喻造词的词长分布类型丰富，大多为三字词。其中，二字词有 75 个，占了 27.88%；三字词有 169
个，所占比率约占 62.83%；四字词有 17 个，所占比率约占 6.32%；长于四字词的字词有 7 个，所占比率

约占 2.97%。具体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音节分析见下表 2。 
 

Table 2. Syllable analysis of figurative words in Guang’an Dialect of Sichuan 
表 2. 四川广安方言比喻词语音节分析 

二字词 三字词 四字词 长于四字词 总计 

75 169 17 8 269 

27.88% 62.83% 6.32% 2.97% 100%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安方言比喻造词以三字词为主，占据比喻词语的绝对优势。在构词法上，

以偏正式的复合词为主，例如：“水桶腰、莦箕背、扇子骨”这些都是偏正式复合词，具有不对称的美。

在表达效果上，三字词简中寓繁，经济明快，形象生动，并且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这些三字格的比喻

词语大多源自广安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流传，这突出反映了广安方言比喻词语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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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安人民的表达需求，同时也符合语言的一般规律。 

3.2. 喻体类型丰富 

在广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常常利用特有的生活实践经验来认识和表达事物，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必不可少的会通过联想和想象来投影现实事物，用自己所熟悉的，并能够为大众了解的原有已认识

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来表达需求，从而创造出通俗易懂的词语。这些比喻造词的喻体来源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我们都知道名词性比喻造词越多，其喻体就越丰富。据笔者统计，广安方言比喻造词 269 个，

其中名词有 242 个，占比喻造词的 89.96%，可见广安方言比喻词语中名词占绝大部分，因此，其喻体种

类也非常丰富。根据统计，广安方言比喻词语喻体可分为植物类、动物类、人或人体类、自然物质与现

象类、事物类、器具类等，喻体类型多样。例如： 

(66) 杨柳腰：指细长而腰部弯曲度大的身材，喻体为杨柳。 

(67) 棉花耳朵：耳朵像棉花一样软，喻体为棉花。 

广安人常拿植物用来作比喻，这些植物常常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此外，广安方言在喻体的选择上，

更多是使用动物类。例如：干猴儿、旱鸭儿、黄眼狗、白眼狼、烂滚龙等等，这些动物与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总是带有感情色彩。广安人常用的喻体还有器物类，常以系列的形式出现，而且器物类作为喻

体时较为固定，如： 

(68) 天棒：指流氓，无法无天，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69) 武棒棒：练武之人。 

(70) 乌棒鱼：身体圆柱形，头扁，口大，有牙齿。 

(71) 棒菜：长得像棒子一样蔬菜。 

(72) 棒子骨：指猪大腿骨，里面骨油多，常用来熬骨头汤。 

(73) 棒棒面：又称“筷子面”，一种粗面条。 

这种比喻造词在用词上更偏向于选择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例如像生活用品或生产工具来作

为喻体去修饰和描写本体时，将喻体和本体两者之间的相似点联系起来，使得词语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广安方言中的比喻造词大部分都是运用具体的事物作为喻体，它们可以是某一事物的特征、人们生产生

活的用具、动植物等来联系与本体之间的相似点以此来概况抽象的概念，创造词语。此外，广安方言的

比喻造词的喻体还有一部分来源自人们的日常饮食，如：糯米老婆婆、糍粑心肠等等。由此可见，广安

方言比喻造词的喻体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使得广安方言生动活泼。 

3.3. 具有鲜明的色彩义 

“比喻造词最大的点就在于其构造的词往往具有鲜明的色彩义，表达事物形象生动，尤其是形象色

彩使人易于理解和记忆。”[6]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同样也具有丰富的形象色彩义。人们使用语言描述事物

的时候，通常会将自己所感受到的，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形象融入其中，使人们在表达交际的

时候能够见其词而晓其义，可感性较强，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例如： 

(74) “糍粑心肠”这个比喻词语选取了“糍粑”这一事物“软糯”的形象特征来形容“心肠”软。这是联系味

觉来理解造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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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血橙：果肉如血一样红的，香甜多汁，”人们依靠视觉感知，橙子的颜色像血一样，具有鲜明的画面感。 

在理解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出广安人民的具体形象思维特点和认知方式。从

广安方言的比喻造词中可看出人们的思维具有以具象表达抽象这一特点，如词语： 

(76) “滚开水”，用“滚”这一具体动作来表示水在沸腾的时候那个状态，将开水滚滚沸腾的样子表现得淋漓

尽致。 

除此之外，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色彩义还包括感情义，其中的中的褒贬义非常明显，可以看出广安

人对于事物的喜恶，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例如： 

(77) “狗脚叉叉：比喻写得不好的字。”狗这一动物在广安方言比喻造词中经常出现，如：黄眼狗、赖皮狗、

落巴狗等等，一般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 

4.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文化内涵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独特的魅力源自于其拥有特色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凝聚在语言修辞当中，使

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也被打上了特色的文化烙印，从广安方言中的比喻造词中我们

可以窥见广安地域文化，其中突出的有民俗文化和特色饮食文化。 

4.1. 民俗文化 

广安人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7]，在历代移民中，广安作为

入川的东大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碰撞出交流的火花，更多地表现出特有的兼容气度。广安人善于利

用语言来将发达的形象思维、想象能力和飘逸、深邃的思想内涵在比喻造词上体现出来，这些比喻词语

与广安民俗文化相结合。例如： 

(78) 龙灯，这一前喻式的比喻词语，“龙”为喻体，“灯”是本体。人们根据舞灯的形状似龙在飞舞，因此取

名为“龙灯”。广安龙灯分彩龙、火龙、草龙等。彩龙用竹篾、红布制作和装饰而成，小巧玲珑；火龙形态与彩龙

无异，但形体为彩龙五六倍，如与喷火结合，朵朵金华在火龙四周飞溅；犹如一条金龙在浪花中嬉戏，叫人久看不

厌；草龙用稻草扎制，长有数百米，重达几千斤，舞者百十人，煞是壮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风俗。 

(79) 玩龙：指人们排成长队，双手搭在前面的人肩上，跟随队伍一起舞动，队伍像一条龙一样。这种风俗活动

一般在广安邻水县流行。从广安方言比喻词语中，就能看到广安特有的民俗文化。 

4.2. 饮食文化 

广安作为古巴国、蜀国文化交流的核心地域，其饮食文化独具风味，既传承巴国美食之典范，又汇

集蜀国美食之精华，在川渝两地享誉一方。从广安方言的比喻造词中就能发现广安地区的饮食文化。例如： 

(80) 棒棒面，又称“筷子面”，一种粗面条。其形状比普通面条粗得多，广安人民为了能突出这一点，便用“棒

棒面”来比喻。还有 

(81) 龙须面：指一种细的面条，像龙须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饮食，也是运用了比喻造词，如： 

(82) 凉虾：是四川的一种特色美食，其做法是将糯米泡胀打成浆，在锅内煮成糊状，再用漏器过滤成虾状于凉

水中凝固，后拌以糖水即可食用。 

(83) 牛皮豆腐干：一种广安特产的豆制品，因维软如牛皮而得名。如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的牛皮豆腐干。 

(84) 叶儿粑：农家小吃，用糯米包甜馅心或鲜肉馅心，外裹鲜叶子，置旺火蒸。后呈叶子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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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广安方言比喻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安人民在饮食上的造词依旧可以让语言生动活泼，形

象生动，从中窥见广安的饮食文化特色。 

5. 结语 

笔者根据宋勇先生的《广安方言与民俗词典》这一书中收录的方言词语为主要语料，通过查找、筛

选，梳理出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再根据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来对广安方言比喻词语对进行归纳分类，总结

广安方言比喻造词的语言现象，通过分析得出广安方言比喻造词分为暗喻式和借喻式两类，并对广安方

言比喻造词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广安方言比喻造词以三字词为主，喻体类型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色

彩义等特点。同时从广安方言比喻造词中窥见到广安地方的民俗文化和饮食文化，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

广安人民的民俗生活与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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