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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有关拟声拟态词的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表达口感的拟声拟态词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本研究收集了104个与口感相关的拟声拟态词，并从形态、属性、语法以及音象征四个方面对

其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究中文拟声拟态词的特征。分析表明，在形态方面，二音节型的拟声拟态词数量

较多；在属性方面，表达听觉的词语数量最多，此外，“齿感”类的词汇位居第二，“软硬”类的词汇

位居第三，描述食物“硬”、“脆”口感的词汇占绝大多数；在语法功能方面，拟声拟态词多作定语，

同时也存在作状语等情况。最后，明确了各子音/母音所表达的不同的音象征意义，例如“a”常表达“引

人注目的、大的(声音/形状)”，“p, b”在表达口感时常与“破裂的、坚硬的、有嚼劲的、向周围扩散

的”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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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onomatopoeia has flourished in recent years, and onomatopoeia, which expresses 
food textur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everyday life.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104 onomatopoeic 
words related to food texture and analyzed them in terms of morphology, attributes, syntax, and 
sound symbo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morphologically, the number of disyllabic onomatop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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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is high. In terms of attributes, words that express the sense of hearing are the most numer-
ous. Additionally, words in the category of “teeth-feeling” come second, and those in the category 
of “softness/hardness” are in the third place. Words describing the “hard” and “crunchy” texture of 
food are predominant. Regarding grammatical function, onomatopoeic words are mostly used as 
attributives in oral expressions, but they are also used as adverbials at times.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words in terms of sound symbolism, clarifying the different sound symbolism mean-
ings expressed by each consonant/vowel. For example, the vowel “a” often expresses “striking, big 
(sound/shape)”, and the consonants “p, b”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cracked, hard, chewy, spread 
out” when expressing texture.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omatopoeic words related to food texture and their usage i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hese as-
pects can enrich our commun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sensory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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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拟声词是一种模拟声音的词汇，也被称为象声词、摹声词或状生词。例如，用“砰”来模拟关门的

声音、在日语中用“バタン”、在英语中用“bang”表示。而拟态词则是与声音无关，通过象征性的描

述来表现某种动作或状态，例如“热乎乎”、“滑溜溜”等 ABB 型的形容词被认为是拟态词的一种。在

语言学的研究中，通常将拟声词和拟态词统称为拟声拟态词，日语记作オノマトぺ，英语记作 onomatope 
[1]。拟声拟态词(onomatope)是词义和语音紧密结合的产物，比一般的词汇更加生动形象，能够给人带来

身临其境的感觉，川原(2021) [2]指出，拟声拟态词可以直接通过某些音素或音组直接引起人们的某种联

想，具有音象征的功能(sound symbolism)。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使用各种拟声拟态词来描述食物的特征和口感，然而，有关中文表达口感

的拟声拟态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收集中文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从形态、属性、语法以及音

象征方面进行分析，探究中文口感拟声拟态词的特征，这将为中文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拟声拟态词

提供参考，并丰富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2. 先行研究 

2.1. 有关拟声拟态词的研究 

拟声拟态词(onomatope)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词语的创造”。野口(1995) [3]认为中文原本是一种

具有拟声拟态词性质的语言。例如“牛、猫、鸦、鸡、蝇”等动物的名称就是来源于它们的叫声，而“蹦、

擦、溜、拍、吐”等一些动词也是由拟声词或者拟态词演变而来。这些词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

概念化、实词化，甚至有些词语的发音也产生了改变，词语与语音的鲜明对照关系渐渐被淡化。拟声拟

态词作为一种口语化的表达，其社会关心度较低，尤其在书面语中，有尽量规避使用拟声拟态词的倾向。

与日语相比，中文的拟声拟态词没有形成严格的体系，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与其他词汇在语音、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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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表记上的界限也十分模糊。然而，拟声拟态词能够直接地反映中国人的音感，是中文词汇中最自由、

最灵活的一部分。 
野口(1995) [3]指出中文中的拟声词(象声词)一般分为以下三类词汇：① 动物发出的声音——如

“哞”(牛的叫声)、“汪汪”(狗的叫声)、“啾啾”(小鸟或虫子的叫声)；② 人类发出的语言以外的声音

——如“哈哈”(笑声)、“啊嚏”(打喷嚏声)、“唧咕”(小声说话声)；③ 响声——如“咚”(敲鼓声)、
“呼呼”(风声)、“噼啪”(爆竹声)。这些拟声拟态词的形态如表 1 所示，大致可以分为一音节型、二音

节型和子音母音交替型三类。 
 
Table 1. The morphology of onomatopoeia 
表 1. 拟声词的基本形态 

一音节型 ① A 型——当、咚、呼、哗 
② AA 型——沙沙、汪汪、嗡嗡、呜呜 

二音节型 

③ AB 型——叭嗒、叮当、轰隆 
④ ABB 型——咕噜噜、哗啦啦、扑通通 
⑤ AAB 型——咚咚锵、嘀嘀哒、咕咕哒 
⑥ AABB 型——滴滴哒哒、丁丁当当、乒乒乓乓 
⑦ ABAB 型——咯吱咯吱、哗啦哗啦、吭哧吭哧 

子音母音交替型 
⑧ ABCD 型——叮铃当啷、嘀哩嘟噜、噼哩啪啦 
⑨ ABAC 型——哇哩哇啦 
⑩ ABCB 型——劈嗒啪嗒 

 

在中文语法中，虽然没有专门用语指称拟态词，但并不意味着中文中不存在拟态词。例如，“热乎

乎”、“滑溜溜”等 ABB 型的形容词被认为是拟态词的一种。此外，在书面语中的叠词、叠韵、双声词，

或者口语中重叠的部分中也包含了一些拟态词。中文里的拟声词与拟态词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拟声词

中也有很多词语被用作拟态词来表达。例如，“脸唰地红了”的“唰”、“太阳穴嘣嘣直跳”的“嘣嘣”

等拟声词在句子中被用作描述人物状态的拟态词。这种模糊的边界反映了拟声拟态词在中文中的灵活性

和多样性。 
此外，有关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种：① 作状语(例：她噗嗤地笑了)；②

作定语(例：火烧得更旺了，发出“劈利啪啦”的响声)；③ 作补语(例：风刮得呼呼的)；④ 作谓语(例：

大伙叽叽喳喳的，象一群小鸟在叫)；⑤ 作独立语(例：“砰”枪响了)。这些语法功能使得拟声拟态词在

句子中可以充当不同的角色，丰富了句子结构，增加了表达的灵活性[3]。 
近年来，有关拟声拟态词音象征性的讨论逐渐增多。田守(2008) [4]对比了日语与英语的拟声拟态词，

指出“反复”、“拨音”、“促音”所表达的音象征意义，日英之中存在共通点。并指出“日英之间这

种共通的音象征性很可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个别语言所特有的”。周(2022) [5]的研究表明，母语是

中文的日语学习者对 ABAB 型的拟声拟态词持有“反复、连续”的印象，但是对于“AB + 促音”、“AB 
+ り”、“AB + 拨音”这三种形态的拟声拟态词，没有和日本人同样的音象征印象。平田(2014) [6]进
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探讨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音象征性。首先，她以“有声子音和无声子音”作为实

验的刺激对象，结果显示，没有学习过日语的中国人和没有学习过中文的日本人，都可以将“有声子音”

与“黑(黑暗的)”，“无声子音”与“白(明亮的)”相对应。接着，她将中文音韵体系中存在但日语中没

有的“有气音和无气音”作为实验的刺激对象，结果显示，中国人可以将有气音和无气音与明暗进行对

应，日本人却无法进行类似的对应。这种非对称性表明，音象征的普遍性与母语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

且自身母语音韵体系中是否存在特定音素对于音象征的认知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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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声拟态词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要素，在日常对话、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

形象生动的描写能够让听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拟声拟态词在语言表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这样极其重要的语言要素，历来对它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拟声拟态词在语言学研究初期被认为研

究价值不高，可能是因为它给人一种幼稚、非正式、孩子气的感觉。此外，拟声拟态词所表达的意思通

俗易懂，多出现于非正式的口语表达中，因此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近年来，拟声拟

态词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尤其是日语的拟声拟态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研究体系。尽管如此，由于中文

里拟声拟态词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使用也较为局限，导致有关拟声拟态词的研究依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因此，对中文拟声拟态词的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重要的语言要

素，提升表达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2.2. 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研究 

早川等学者自 1999 年开始对日语中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进行了大量、深入地研究[7]。首先她对御

茶水大学烹饪学研究室的 31 名研究员进行自由回答式的问卷调查，并参考了词典和相关文献，经过讨论

与筛选，共收集到了 152 个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归纳为 62 个语群。然后，针对这 62 个语群的代表

词再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出了 53 个具有代表性的口感拟声拟态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以及对

食物的兴趣会影响对这些词汇的认知[7]。接着，在 2000 年，早川对收集到的 53 个口感拟声拟态词进行

进一步分析，明确了每个词语表达了食物的哪些特性，包括外观、气味、味道、温度、声音以及口感，

并明确了拟声拟态词能够联想到哪些食物的名称。研究发现，表达“口感”的拟声拟态词数量较多，而

表达“声音”的词语通常与“口感”的描述相伴而出[8]。2003 年，早川等研究者对日本的仙台、东京、

大阪、鹿儿岛四个地方的食品领域专家共计 116 人进行问卷调查，并补充收集了相关书籍和词典等资料。

最后，他们共计得到了日语中描写口感的词汇达 445 个。通过对这 445 个词语的分析，他们总结出日语

中有关口感的词汇有以下 4 个特征[9]。 

① 数量庞大。日语口感用语的最显著特征是数量庞大。早川等人通过相同的方法对其他语言的口感词汇进行

收集，得到了中文口感词汇 144 个，法语口感词汇 226 个，芬兰语口感词汇 71 个，由此可见日语口感用语的数量

之多。 

② 拟声拟态词多。445 个日语词汇中，70%都是拟声拟态词。 

③ 有关食物“粘性”的用语居多。例如收集到的词语中有“にちゃにちゃ(黏糊糊)”、“ねばねば(黏糊糊)”

等，“に”、“ね”开头的词语，多表现食物口感的粘性。早川推测这与日本食材的限制以及日本人的口味喜好有

很大的关联。日本人喜欢食用纳豆、山药等具有粘性的食物。 

④ 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早川等人在 2003 年收集到的词汇与 1964 年吉川收集的词语相比，出现了一些新词

汇。如“もちもち(粘粘的、糯糯的、柔软的)”、“ぷるぷる(颤动，形容果冻微微颤动的状态等)”、“ジューシー

(juicy，含水分多的)”等。其中，“もちもち”随着面包以及面条的流行而逐渐被推广，而“ぷるぷる”则是随着各

种胶状甜点的诞生而为人熟知。这些新词汇的出现与新食品的开发和普及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口味爱好的改变，有

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也在不断地更新演变，诞生了许多新的表达方式。 

早川(2004) [10]对中文口感词汇也进行了类似的收集和分析。她与其他学者对北京市、山西省(太原

市)、上海市、广东省(湛江市)四个地方从事食品研究的中国学生及教员合计 139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收

集到了有关口感的词语共计 144 个。从用语被列举的频率来看，有关“脆”、“硬”、“粘”、“韧”

的回答较多。在这 144 个词语中，拟声拟态词只有“粘乎乎”、“软绵绵”、“水渍渍”、“油汪汪”

这四个词汇。并且，由于中国地域广袤，虽然普通话得到了普及，但是方言依然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

其中有 18 个词语被认为是方言。这 18 个词语中的“噌”、“柴”、“艮”三个词语地域性极强，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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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山西两个北方城市的方言，被其他地域的人指出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词汇”。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早川等学者在拟声拟态词的研究上更多地集中于日语，而对于中文的拟声拟

态词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没有进行深入地分析。因此对中文里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进行收集、归纳和

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早川等人在拟声拟态词的收集过程中主要依赖食品领域的专家以及词典、

文献等书面材料，因此收集到的一些词汇可能并不常用。然而，拟声拟态词这种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且

口语化的语言要素，更应该从日常生活中进行收集。因此，本研究将主要以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综艺节目

及纪录片作为收集词语的主要材料，辅以词典和相关文献，对口感拟声拟态词进行归纳及深入地分析研

究，从而探究中文口感拟声拟态词的特征。 

3. 研究方法 

松本(1983) [11]对“口感”一词有如下的解释：“广义上来说，口感包含了味觉以及参与‘吃’这一

动作所调动的所有感官。不只是触觉、温觉这种在口中产生的感觉，视觉、嗅觉、听觉也包含在内。”

本文所指的“口感”将按照松本定义的“广义的口感”为基准，不局限于食物的味道，而是将能够展现

食物各方面特征的拟声拟态词作为分析的对象。 
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十分贴近日常生活的综艺《回家吃饭》以及备受国内观众喜爱，收视率极高

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作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来源。除此之外，我们还

使用《中文拟声词词典》(野口 1995) [3]作为补充资料，以便对拟声拟态词进行更全面的收集，并建立相

应的数据库。具体的分析资料如下所示。 

①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共 7 集(2012.5.14 首播)、《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共 7 集(2014.4.18 首播)、《舌尖

上的中国第三季》共 7 集(2018.2.19 首播) 

② 《回家吃饭》节选 179 集：2018.1.1-2.28、2019.3.1-3.29、2020.4.1-4.30、2021.5.1-5.31、2022.7.1-8.31、2023.5.1-6.30 

③ 《中文拟声拟态词词典》(野口 1995) [3] 

本研究以数据库作为分析资料，从形态、属性、语法功能和音象征四个方面对拟声拟态词进行分析。

在形态上的分析将参考野口(1995) [3]的方法，将词语分为“一音节型”、“二音节型”和“其他”三类。

在属性上的分类参考武藤(2015) [12]的方法，将拟声拟态词分为“触觉”、“味觉”、“听觉”、“视觉”

和“其他”五大类。其中，“触觉”进一步划分为“冷热”、“痛觉”和“口味”三类。在“口味”这

一类别中，再细分为“齿感(牙齿碰撞的咬劲)”、“软硬”、“舌感(触及舌头的感觉)”、“粘性”、“干

湿”和“弹性”六小类。具体的划分情况将在第四节中详细阐述。语法功能的分析参考野口(1995) [3]的
方法，将词语在句子中的功能分为作“状语”、“定语”、“补语”、“谓语”和“独立语”五种。最

后，对于音象征性的分析，将参考滨野(2016) [13]的研究。滨野(2016) [13]详细分析了声音与意义之间的

关系。具体而言，对于 CV 型拟声拟态词的子音，/p, b/表示在有张力的表面上撞击或破裂；/t, d/表示撞

击低张力的表面；/k, g/表示坚硬的表面、动作的轻重、紧绷、确定；/s, z/表示在没有阻力的表面上滑动、

液体、流体；/h/表示呼吸；/w/或无子音表示兴奋、激动；/m/表示抑郁。CV 型拟声拟态词的母音/i/被认

为表示线形、细长、高亢、紧张；/e/表示粗俗；/u/表示突出；/a/表示宽阔、平坦、广泛、突出；/o/表示

谨慎。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介绍了滨野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有关 CVCV 型拟声拟态词的音象征性不做

过多介绍。(C 表示母音、V 表示子音) 

4. 考察及分析 

本研究中，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到第三季，时长约 1050 分钟的美食纪录片中收集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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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的拟声拟态词共计 9 个，其中“热腾腾”是使用率最高的词，出现了 4 次，在三季节目中都有出现，

其他 8 个词汇的出现次数均为一次。另外，我们还从《回家吃饭》节目中抽取了 179 集、从时长约 3600
分钟的美食烹饪节目中，收集到了 79 个拟声拟态词，其中“沙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出现了 13 次，

“香喷喷”和“滋滋”各为 10 次，“Q 弹”为 9 次、“滋啦滋啦”和“刺刺啦啦”各为 6 次、“热气腾

腾”为 5 次，其余词汇的出现次数都少于 5 次。此外，我们还从《中文拟声词词典》中收集到了 29 个与

食物相关的拟声拟态词。 
综合这三种来源，我们总共获得 104 个与口感相关的拟声拟态词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形态、属性、

语法功能和音象征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形态上的分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Morphological categorization 
表 2. 形态分类 

一音节型 
(32 个) 

A：叭、嘣、哗、嚯、吱、嗞 
动词 + A：吸溜、喧腾 
AA：叭叭、嘣嘣、哒哒、嘎嘎、咯咯、咕咕、沙沙、吱吱、嗞嗞、滋滋 
名词 + AA：热气腾腾、香气腾腾、蒸汽腾腾 
AA + 形容词：嘎嘎香 
AAA：刺刺刺、吨吨吨、啪啪啪、唰唰唰、咔咔咔、滋滋滋 
A 的三次以上重复：刺刺刺刺刺、突突突突突、咂咂咂咂咂咂咂、啫啫啫啫啫 

二音节型 
(60 个) 

AB：啊呜、呲零、呲溜、刺啦、嘎嘣、嘎吱、咕嘟、咔嚓、咔哧、咔刺、吭哧、噼啪、咂吧、滋啦 
AB + 形容词：嘎吧脆、嘎嘣脆 
ABB：顶呱呱、红亮亮、红扑扑、红彤彤、滑溜溜、金灿灿、黏糊糊、热滚滚、热乎乎、热腾腾、 
软塌塌、甜丝丝、甜滋滋、乌沉沉、香喷喷、油汪汪 
ABAB：叭哒叭哒、叭唧吧唧、刺啦刺啦、嘎吧嘎吧、嘎嘣嘎嘣、嘎吱嘎吱、咯嘣咯嘣、咯吱咯吱、

咕咚咕咚、咕嘟咕嘟、咕噜咕噜、忽噜忽噜、哗啦哗啦、咔嚓咔嚓、咔吱咔吱、吭哧吭哧、 
吐噜吐噜、唏溜唏溜、滋啦滋啦 
ABABAB：咕嘟咕嘟咕嘟 
AABB：颤颤巍巍、刺刺啦啦、鼓鼓囊囊、红红火火、滑滑溜溜、噼噼啪啪、飘飘忽忽、滋滋啦啦 

其他 
(12 个) 

DuangDuang、DuangDuangDuang、KeliKeliKeli、Q、QQ 弹弹、Q 弹、呗儿脆、嘎呗儿、 
嘎呗儿嘎呗儿、噼哩啪啦、忒儿喽、唏哩呼噜 

 

从形态上来看，口感拟声拟态词总体分为三类，其中二音节型的拟声拟态词数量最多，共计 60 个，

约占总数的 58%。在二音节型中，ABAB 型的词数量最多，有 19 个，而 ABB 型的词次之，有 16 个。此

外，还有 14 个 AB 型的词，8 个 AABB 型的词，2 个 AB + 形容词型的词，以及 1 个 ABABAB 型的词，

总共有六种形态的二音节型拟声拟态词。一音节型的拟声拟态词有 32 个，占整体的约 31%，在一音节型

中，一音节二次重复型(即 AA 型)的拟声拟态词数量最多，有 10 个。一音节三次重复型(AAA 型)和 A 型

词各有 6 个，位居第二。此外，还有 4 个“A 的三次以上重复”型的词，3 个“名词 + AA 型”的词，2
个“动词 + A”型的词，以及 1 个“AA + 形容词”型的词，总共有七种形态的一音节型拟声拟态词。

最后，还有 12 个属于“其他”类的拟声拟态词。其中包含由外来语演变而来的词汇，如“Q 弹”、

“DuangDuang”等，共计 5 个。带儿化的 ABC 型及 ABC 反复型有 4 个，ABCD 型有 2 个。还有无法用

汉字记录的临时性拟声词“KeliKeliKeli”(形容菠萝沙冰中菠萝果肉的颗粒感，读作 kēli)，共计 1 个。 
综上所述，口感拟声拟态词的形态主要分为二音节型、一音节型和“其他”三类，其中二音节型的

数量最多，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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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ttribute categorization 
表 3. 属性分类 

触觉 

 
① 冷热 热滚滚、热乎乎、热气腾腾、热腾腾、蒸汽腾腾(5 个) 

② 痛觉 表达食物的辛辣(0 个) 

口味 

③ 齿感 呗儿脆、嘎吧脆、嘎吧嘎吧、嘎呗儿、嘎呗儿嘎呗儿、嘎嘣、嘎嘣脆、嘎嘣嘎嘣、嘎嘎、嘎吱、

嘎吱嘎吱、咯嘣咯嘣、咯咯、咯吱咯吱、咔嚓、咔嚓咔嚓、咔哧、咔刺、咔吱咔吱(19 个) 

④ 软硬 Keli KeliKeli、呗儿脆、嘎吧脆、嘎吧嘎吧、嘎嘣脆、嘎呗儿、嘎呗儿嘎呗儿、嘎嘣、嘎嘣脆、

嘎嘣嘎嘣、嘎嘎、嘎吱、嘎吱嘎吱、咯嘣咯嘣、咯咯、咯吱咯吱、软塌塌(17 个) 

⑤舌感 Keli KeliKeli、滑滑溜溜、滑溜溜、呲溜、沙沙、忒儿喽、吸溜(7 个) 

⑥粘性 滑滑溜溜、滑溜溜、呲溜、黏糊糊、忒儿喽(5 个) 

⑦干湿 黏糊糊(1 个) 

⑧弹性 Duang Duang、Duang DuangDuang、Q、QQ 弹弹、Q 弹、叭、嘣、嘣嘣(8 个) 

味觉 ⑨顶呱呱、嘎嘎香、甜丝丝、甜滋滋(4 个) 

听觉 

⑩ DuangDuang、DuangDuangDuang、Keli KeliKeli、啊呜、叭、叭叭、叭嗒叭嗒、叭唧叭唧、呗儿脆、嘣、

嘣嘣、呲零、呲溜、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啦啦、刺啦、刺啦刺啦、哒哒、吨吨吨、嘎吧脆、嘎吧嘎吧、

嘎呗儿、嘎呗儿嘎呗儿、嘎嘣、嘎嘣脆、嘎嘣嘎嘣、嘎嘎、嘎吱、嘎吱嘎吱、咯嘣咯嘣、咯咯、咯吱咯吱、

咕咚咕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咕、咕噜咕噜、忽噜忽噜、哗、哗啦哗啦、咔嚓、咔嚓咔嚓、

咔哧、咔刺、咔咔咔、咔吱咔吱、吭哧、吭哧吭哧、啪啪啪、噼哩啪啦、噼啪、噼噼啪啪、唰唰唰、忒儿喽、

突突突突突、吐噜吐噜、吸溜、唏哩呼噜、唏溜唏溜、咂吧、咂咂咂咂咂咂咂、啫啫啫啫啫、吱、吱吱、嗞、

嗞嗞、滋啦、滋啦滋啦、滋滋、滋滋啦啦、滋滋滋(73 个) 

视觉 ⑪ 颤颤巍巍、鼓鼓囊囊、红红火火、红亮亮、红扑扑、红彤彤、金灿灿、乌沉沉、喧腾、油汪汪(10 个) 

其他 ⑫ 嚯、飘飘忽忽、香喷喷、香气腾腾(4 个) 
 

从表 3 可以看出，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里，表示听觉的词最多，共有 73 个。这是因为拟声拟态词

是模仿声音或描述形态的词语，所以听觉词语数量位居首位是很容易理解的。与此同时，“视觉”类的

词语均为拟态词，用于形容食物外观的特点。此外，“③ 触觉–口味–齿感”类别的拟声拟态词有 19
个，位居第二，“④ 触觉–口味–软硬”类别的词语有 17 个，位居第三。无论是“齿感”还是“软硬”

类别，描述食物“硬”、“脆”口感的词语数量都远大于描述“软”口感的词语数量。这与早川(2004) [10]
的研究结果相似。早川指出，中文里有关食物的用语(不限于拟声拟态词，包括形容词)多与“脆”、“硬”、

“粘”、“韧”等相关，这与中国的传统食物中油炸和风干食品较多这一背景密切相关。从有关口感的

拟声拟态词中也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爽脆”、“酥脆”等这类食物十分喜爱，并且喜欢用拟声拟态

词来更加生动地描绘它们。 
 

Table 4. Grammatical categorization 
表 4. 语法分类 

语法成分 例句数 例句 

① 状语 55 肚子又饿，就咔嚓咔嚓地啃起甘蔗来。 

② 定语 126 (飘香豆豉锅)豆豉的香气加陈皮的清香，油汪汪的感觉，里面还有坚果的香，滋啦滋啦的声音。 

③ 补语 5 奶奶的嘴角紧紧抿着，听着男人们把酒咂得“吱吱”响。 

④ 谓语 6 (山西大烩菜)看到菜咕嘟着沸腾着，我真的都不忍心关火。 

⑤ 独立语 7 (烧饼出锅)见证美食的时刻，嚯，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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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声拟态词的语法功能，我们对电视节目和词典中收集到的 197 个例文进行分析，并归纳整理

得出如表 4 所示的结论。中文里有关口感的拟声拟态词多作为定语使用，通常后面会接续“响”、“声”，

或直接修饰名词。作状语时，常常接续“咬”、“啃”、“嚼”等动词。作独立语或谓语、补语的情况

较少，并且出现了像“嚯”这样的北京方言词语。 
最后，本稿将对口感拟声拟态词的音象征性进行讨论，具体分析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ound symbols 
表 5. 音象征性 

母音/子音  音象征性 例文 

母音 

单韵母 

a [a] 引人注目的、 
大的(声音/形状) 

1. 啊呜啊呜大吃起来，连一根鱼刺也不留。 
2. 嘴里嚼着黄瓜，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 

u [u] 
低沉的(声音)、 

(水汽)扩散的状态、 
液体沸腾的状态 

1. 叔叔的嘴发出连贯的吐噜吐噜的声音，像吮吸面条一样将大块的

肥肉吞下去。 
2. 热乎乎的稀豆粉。 
3. 德二郎在自斟自饮，咕嘟咕嘟地喝酒。 

i [i] 尖锐高亢的(声音) 1. 待客的饼已经在锅里滋滋响。 
2. 叭唧叭唧地嚼着肉，唏噜唏噜地喝着汤。 

鼻韵母 eng [ə] 环绕的、 
(动作)持续的 

1. 我妈妈每年都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 
2. 伴随着热气，饼真是香气腾腾啊。 
3. 嘎嘣嘎嘣地啃着骨头。 

子音 

唇 p [ph] 
b [p] 

破裂的、坚硬的、 
有嚼劲的、 
向周围扩散的 

1. 马蹄吃起来特别有口感，嚼起来嘎吧嘎吧。 
2. (土笋冻)满满的胶原蛋白，嘣嘣的。 
3. 脆皮五花肉，皮脆肉嫩，嚼在嘴里那一声声嘎嘣脆，让宅家一族

欲罢不能。 
4. 买一个香喷喷的梅花糕边走边吃。 

舌尖 

t [th] 
d [t] 液体(水汽)的状态 1. 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2. 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响。 

l [l] 流动性强的、 
顺滑的 

1. 叔叔的嘴发出连贯的吐噜吐噜的声音，像吮吸面条一样将大块的

肥肉吞下去。 
2. 我吃面是吐噜吐噜，我儿子吃起面来，哗啦哗啦。 
3. (西湖莼菜羹)口感滑嫩，滑滑溜溜的像果冻一样。 

zh [ʈʂ] 
ch [ʈʂʰ] 

坚硬的、尖锐、 
短暂的摩擦 

1. (肉饼蒸蛋)鸡蛋很滑爽，特别是嚼起来有榨菜的那种咯吱咯吱的。 
2. 这(梨)不是为了卖的。吭哧一口，自己吃上了。 

 sh [ʂ] 细小的摩擦 
1. 芋头沙沙的，糯糯的，淀粉含量很充分的口感。 
2. 蟹黄和鸭蛋黄的口感有点近似，吃起来都有那种软绵绵的、沙沙

的口感。 

舌端 z [ts] 
c [tsh] 顺滑的、水汽声 

1. (榆钱滑蛋炒虾仁)很“狡猾”的蛋，呲溜就钻到舌头里了，怎么

能这么滑，怎么能这么嫩。 
2. 待客的饼已经在锅里滋滋响。 

软口盖 k [kh] 
g [k] 

坚硬的、 
动作的用力 

1. 嚼着黄瓜，发出嘎嘣嘎嘣的响声。 
2. 肚子又饿，就咔嚓咔嚓地啃起甘蔗来。 

 h [x] 疏松多孔的、 
有空气感的 

1. 软乎乎的馒头。 
2. 腊味的香味特别绵长，远闻是飘飘忽忽那种感觉。 

(a 为拼音表记，[a]为国际音标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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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5 可以看出，各母音和子音表达了不同的音象征性。例如，拟声拟态词中“嘎”的母音“a ([a])”
表达了食物非常有嚼劲，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声音，而子音“g [k]”则表示食物“坚硬”且“动作的用

力”。值得注意的是，中文中“a ([a])”和“g ([k])”等音素的音象征功能与日语中“/a/([a])”和“/g/[g]”
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为将来更深入地展开中日音象征性的异同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了解各子音的音

象征性后，中文学习者在初次接触某个拟声拟态词时，可以通过音素推测词语大概的意思，从而对自身

的中文学习起到一定的帮助。这种了解也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拟声拟态词，使其在口语和写

作中更加生动地表达食物的口感和特征。因此，音象征性的研究为语言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并可以为跨文化语言学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对比和参考。 
综上所述，通过对拟声拟态词的形态、属性、语法功能和音象征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这些词语在描述口感方面的丰富表现，并且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和食物偏好。 

5. 结语 

拟声拟态词作为语言表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日常对话中扮演着润色和增加趣味性的重要角色。

然而，有关中文拟声拟态词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本文以最贴近生活的“食”为出发

点，对收集到的 104 个中文口感的拟声拟态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在形态方面，二音节型的拟声拟态词数量较多，其中 ABAB 型最多。其次，在属性方面，拟

声拟态词中表达听觉的词语最多，另外，描述“齿感”、“软硬”的词语也较多，尤其是描述食物“硬”、

“脆”口感的词汇占绝大多数，这与中国传统食物中的油炸和风干食品较多的背景相符合，也反映了中

国人对于“脆”、“硬”食物的喜好。第三，在语法功能方面，拟声拟态词主要作为定语使用，同时，

也存在一些拟声拟态词作状语、作独立语等情况。最后，在音象征方面，本文明确了各子音/母音所表达

的不同的音象征意义，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参考。希望这些研究结果能够帮助中文学

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拟声拟态词，增加他们中文表达的灵活性和生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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