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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汝州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中的郑曹片，儿化是汝州方言的一大特点，汝州方言中儿化音变现象十分广泛。

本文通过举例总结归纳了汝州方言中儿化词语的类型和结构，分析了汝州方言儿化的作用，归纳了汝州

方言儿化的主要特点。研究汝州方言的儿化音变现象对进一步了解汝州方言及汝州历史文化都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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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zhou dialect belongs to the zhengcao dialect of the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The retroflexion 
with the suffix “-er” is a major feature of the Ruzhou dialect, and the phenomenon of retroflexion 
with the suffix “-er” in the Ruzhou dialect is quite widespread. This paper, through examples, sums 
up and generalizes the typ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words with the suffix “-er” in the Ruzhou dialect,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the retroflexion with the suffix “-er” in the Ruzhou dialect,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troflexion with the suffix “-er” in the Ruzhou dialect. The study of 
the phenomenon of retroflexion with the suffix “-er” in the Ruzhou diale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Ruzhou dialect as well as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R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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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的中西部，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交界地带，北靠嵩山，南依伏

牛山，东与禹州市、郏县接壤，南与宝丰、鲁山毗邻，西与汝阳，伊川交界，北与登封相连[1]，境内总

面积约为 1573 平方千米，总人口约为 120 万。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中表示：“儿化是北方方言的

普遍特点”[2]。汝州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隶属中原官话中的郑曹片[3]。汝州方言的分布区域较为广

泛，即明清时期汝州直隶州区域周围(俗称老汝州)：以汝州市为中心遍及周边的宝丰、郏县、鲁山、汝阳、

嵩县等地。汝州方言的语音系统中共有 24 个声母、40 个韵母和 4 个声调。 
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中认为：“在普通话中，某些词在口语上往往要带上一个词尾‘儿’以表

示某种语意色彩或相关功能。作为词尾的‘儿’不自成音节，也并不是一个语素，只是词尾所在音节发

音时的一个伴随性的翘舌动作，这一语言现象叫‘儿化’”[4]。汝州方言的儿化和普通话的儿化基本一

致，也是在一个音节尾音上附加卷舌动作，使这个音节发生音变，有的韵音的韵腹带有卷舌动作，有的

失掉韵尾或增加无音 e 等，而用国标音标表示儿化的方法就是韵母后面加 r (表示卷舌动作)。 
汝州话的儿化音变具有区别词性和词义、表示细小、轻松和感情色彩的作用，在具体的语言交际中

是比较复杂的，具有其独特的特点。 

2. 汝州方言儿化词汇类型和结构 

根据儿化词的词类和儿化结构，汝州方言中的儿化词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2.1. 名词的儿化现象 

2.1.1. 名词后直接加“儿” 
这类儿化现象的数量很多，且名词的。 
例如：地名：小屯儿、留王店儿、曹庄儿、焦村儿、怪坡儿(景点) 
例句：俺家是小屯儿嘞。 
人名、动物名、植物名：桂英儿、爱莲儿、媛媛儿、军军儿、萍儿 
鸡儿、猪娃儿、虫蚁儿(鸟)、小狗儿、小龙儿(蛇)、 
梨花儿、桑树叶儿、花瓣儿、豌豆角儿、杏儿 
例句：这片儿花瓣儿是粉色的。 
称谓、称呼：外甥女儿、老头儿(老公)、大儿(叔)、婶儿、侄女儿、 
妮儿(女孩)、孩儿(男孩)、大娃儿(长子)、小儿里(小儿子)、老婆儿(老太太) 
例句：他侄女儿今年都小学毕业了。 
食品：韭苔儿、蒜薹儿、面条儿、饼干儿、枣儿 
例句：我去买一袋儿面条儿。 
生活用品：花瓶儿、碗儿、墩儿(椅子)、刀儿(小刀)、皮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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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小心点，别叫刀儿利住手喽。(别让刀把手划伤了。) 
时间、地点、方位词：夜儿(昨天)、破五儿(大年初五)、今儿(今天)、前儿(前天)、三十儿(除夕夜) 
公园儿、树荫儿、饭馆儿、外边儿、挨边儿 
例句：破五儿肯定要吃饺子呀！ 
人身体相关：胳膊肘儿、头顶儿、双眼皮儿、下巴颏儿、酒窝儿 
例句：小妮儿嘞酒窝儿真好看！ 
其它：窟窿儿、食儿(喂动物吃的东西)、天儿(天气)、水管儿、石子儿 
例句：这衣裳上烂了好些窟窿儿。 

2.1.2. 名词 + X + 儿 
例如：晌午头儿(中午)、晌午错儿(中午以后)、日头地儿(阳光下)、钟头儿(小时) 
例句：晌午头儿嘞不睡，在那儿弄啥嘞？ 

2.1.3. X + 名词 + 儿 
例如：不老盖儿(膝盖)、甜根儿(甘蔗)、肚末脐儿(肚脐眼)、小虫儿(麻雀)、大前儿(大前天)、雾蒙蒙

儿(小雨)、小孩儿、当门儿(客厅) 
例句：看，那棵梧桐树上有个小虫儿窝儿(麻雀窝)。 

2.1.4. 名词 + 儿 + 名词 + 儿 
例如：蛐儿蛐儿、花儿花儿、脚儿脚儿 
例句：嘘，有没有听见蛐儿蛐儿叫？ 

2.1.5. 名词去掉词尾 + 儿 
例如：明儿(明天)、清儿(早上)、好儿(吉日) 
例句：我明儿清儿上班，要早点起床。 

2.1.6. 量词 + 儿 
例如：个儿(个头)、块块儿、条儿(纸条)、根儿(植物末端)、场儿(聚会) 
例句：你来太晚了，人家场儿都散了。 

2.1.7. 其它结构 
只有口语读音，不清楚或还没有找到标准的书写形式。 
例如：he42la-er24 音同：合拉儿(犄角旮旯) 
zai42yi-er24 音同：在一儿(指今后的某一天) 
pi55tou42hao-er 音同：批头好儿(头发分界线) 
例句：我的钥匙找不着了，可能是掉哪个合拉儿了吧。 

2.2. 动词的儿化现象 

2.2.1. 动词 + 儿 
例如：知儿(知道)、咯吱儿(挠痒痒)、过门儿(出嫁)、作揖儿 
例句：你知儿不知儿明儿几儿？(你知不知道明天几月几号？) 

2.2.2. 动词 + X + 儿 
例如：睡一觉儿、踢毽儿(踢毽子)、滴星儿(刚下雨)、吭气儿(说话、吱声)、抓子儿(一种用石头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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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例句：我有事儿，你去跟小红玩抓子儿吧。 

2.2.3. X + 动词 + 儿 
例如：不忿儿(不服气)、没忖儿(心里没数) 
例句：我心里没忖儿，一直不敢去。 

2.3. 形容词的儿化现象 

2.3.1. 形容词 + 儿 
例如：得(dei)劲儿(舒服)、热乎儿、薄溜溜儿(形容东西很薄)、瘦气气儿(形容人很瘦弱) 
例句：这外套薄溜溜儿嘞，怕是到天黑些会冷。(这外套太薄了，怕是到晚上会冷。) 

2.3.2. 形容词(叠字) + 儿 
例如：凉凉儿、温温儿、好好儿、白白儿、直愣愣儿(模样端正) 
例句：这茶温温儿嘞，正好儿。 

2.3.3. 副词 + 形容词 + 儿 
例如：恁大儿(形容很小)、恁些儿(形容很少)、镇大儿(形容很小)、镇些儿(形容很少)、不大点儿(形

容很小) 
例句：你就吃了恁些儿东西，会能吃饱？ 

2.3.4. 动词 + 儿 
例如：烧包儿(形容人不踏实爱炫耀)、有样儿(形容人模样端正) 
例句：你看他骑着小摩托，还怪烧包儿嘞！ 

2.3.5. 形容词 + 名词 + 儿 
例如：光棍儿(形容有面子、风光)、光肚儿(形容没穿衣服的样子) 
例如：他几年不见，看起来怪光棍儿嘞！ 

2.4. 副词的儿化现象 

副词重叠 + 儿。 
例如：悄悄儿、慢慢儿、将将儿(刚才)，降降儿(勉强地)、趁早儿 
例句：时间还早，你慢慢儿写。 

2.5. 量词的儿化现象 

量词的儿化主要体现在量词短语的儿化上。 

2.5.1. 动词 + 儿 
例如：一捏儿(一小撮)、一攥儿(一把)、一骨堆(汝州方言中“蹲”的意思)儿(一小堆) 
例句：妈妈让我拿一攥儿蒜苗过来。 

2.5.2. 名词 + 儿 
例如：一星儿(一小点)、一疙瘩儿(一小团)、一牙儿(一块)、一骨爪儿(一串)、一嘟噜儿(一块) 
例句：弟弟拿了一疙瘩儿橡皮泥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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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词的儿化现象 

在北京口语中，“这儿”“那儿”等是最常见的代词儿化形式，汝州方言中的代词儿化形式也与其类

似，其中方位代词在汝州方言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 
例如：那儿、这儿、 
东头儿、西头儿、南头儿、北头儿、 
这北儿、那北儿 
例句：你去东头儿的摊儿上买几个馒头。 
除此之外，汝州方言的儿化现象还体现在部分疑问代词中。 
例如：几儿？(几月几日？) 
例句：妈，今儿几儿嘞？(今天是几月几日？) 

3. 汝州方言儿化作用 

3.1. 儿化和不儿化在意义上有差别的 

汝州方言中部分词语的儿化起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 

3.1.1. 多表小称含义 
例如：“小虫”指“小型昆虫”，“小虫儿”则指“麻雀”； 
“窟窿”指“大的洞穴”，“窟窿儿”指“小孔”； 
“恁些”表示“数量多”，“恁些儿”表示“数量少”； 
“镇高”表示“非常高”，“镇高儿”表示“非常矮”； 
“风”泛指刮风这种自然天气现象，“风儿”则特指比较惬意的微风。 

3.1.2. 意思完全改变 
例如：“虫蚁”指蚂蚁之类的昆虫，“虫蚁儿”指小鸟； 
“光棍”是名词，指单身汉，“光棍儿”是形容词，形容风光、有面子； 
“好”是形容词，指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好儿”是名词，指吉日。 

3.2. 儿化和不儿化在意义上无差别的 

3.2.1. 汝州方言中部分词语的儿化增加了其中表示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 
例如：“乖乖”是“宝贝”的意思，“乖乖儿”则在表示“宝贝”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几分心疼、怜爱

的含义，包含了亲昵、喜爱的感情色彩。 
“花儿花儿”“脚儿脚儿”“皮球儿”之类的词语一般用于对小孩说话，其中含有喜爱的意味。 

3.2.2. 表示轻松、幽默的语气 
例如：“得劲”表示舒适、惬意的意思：“这么坐得劲不得劲？”，“得劲儿”则多了一层轻松的含

义：“怪得劲儿嘞！” 

3.3. 必须儿化的 

儿化作为一种构词手段，不少书面语中的词只能在儿化后才能在汝州方言中使用，才能够做为词，

具有词义，“儿”作为其中重要的成词语素，去掉后，剩余的部分将不能成为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或者

表示其他含义，例如下列的词就是必须儿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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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名词  
夜儿(昨天)、花儿、口儿、蛐儿蛐儿、老头儿 

3.3.2. 动词  
咯吱儿(挠痒痒)、知儿(知道)、滴星儿(下雨)、抓子儿(一种用石头玩的游戏)、影住明儿(遮住光亮) 
例句：你别咯吱儿我了，太痒了。 

3.3.3. 形容词  
凉凉儿、温温儿 、胖胖儿、好好儿、长长儿 
例句：这衣裳长长儿嘞，刚好能盖住大腿。 

3.3.4. 副词  
将将儿、悄悄儿、慢慢儿、轻轻儿、快快儿 
例句：我将将儿才到外婆家。 

3.4. 儿化和不儿化意义区别不大，只在使用频率上有差别的 

这类词语不儿化与儿化形式在意义上基本相同，在汝州方言中，一般其儿化形式的使用频率更高。 
例如：油水——油水儿、开门——开门儿、白板——白板儿 

4. 汝州方言儿化特点 

4.1. 整体数量和类型较多，且适用范围广 

汝州方言中的儿化音变较多。口语中，一句话(不带语气助词)的最后一个字一般都儿化。《普通话水

平测试用儿化词语表》共收词 189 条。在本篇论文中不完全列举的汝州方言儿化词语就将近 200 个，且

词语结构多样，由此可见，较之普通话，汝州方言中的儿化词语数量更多。 
由第一部分中的汝州方言儿化词语类型和结构部分还可以看出，汝州方言的使用范围包括了动植物、

生活用品、天气、人体部位、称呼称谓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其适用范围之广。 

4.2. 儿化音节可以重叠 

这种形式的儿化词语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方便与小孩子交流，用叠词的两个音节同时儿化，带有亲

昵、可爱的意味。 
例如：蛐儿蛐儿、花儿花儿、脚儿脚儿、墩儿墩儿、泡儿泡儿 
例句：乖乖，来看这朵小花儿花儿好不好看呀？ 

4.3. 有的儿化词语是通过弱化或省去最后一个字，并在末尾儿化构成的 

普通话中，儿化韵母音变的结果可能伴随脱落现象，表现在韵尾、韵腹上，对韵头、声母无影响[5]。
而在汝州方言中，儿化伴随词语末尾字的弱化或脱落现象。其中多为表示时间的日期的词语，用儿化代

替指示词或名词“日”“天”等等。 
例如：生日——生儿、知道——知儿、后天——后儿、明天——明儿、今天——今儿、天气——天儿 

4.4. 不能类推 

在汝州方言中，儿化词语的构成是无法类推的。比如：“侄女”、“外甥女”、“外甥”之类的称谓

在汝州方言中通常被儿化为“侄女儿”、“外甥女儿”、“外甥儿”，但作为称谓的“闺女”儿化后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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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女儿”，其意思也发生了变化，泛指姑娘。再比如：“桃”、“杏”在汝州方言中一般被叫做“桃

儿”、“杏儿”，但“梨”却一般不儿化，只有在表示某个品种的梨时才会儿化，例如：沙梨儿、小香梨

儿等。 

5. 汝州方言中儿化现象的演变 

与老辈人的汝州方言相比年轻人口中汝州方言的儿化现象数量明显减少，其中很多年轻人开始用方

言词语的非儿化形式替代儿化形式，或直接用普通话的说法代替原来的儿化形式。例如： 
1) 你知儿不知儿今儿几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今儿几号？ 
2) 你头顶儿有东西——你头顶上有东西。 
从数量上看，汝州方言中的儿化数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且儿化词语的使用频率随着年龄的递减而

逐渐减少，不少汝州方言的儿化说法几乎只能在老辈人的口中才可以听到，例如：马几了儿(知了)、当门

儿(客厅)、梦星雨儿(小雨)等等。 
结合生活实际和对地区方言的变异现象了解和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普通话的渗透

不断增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年轻一辈人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也不断

增多，因而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对原有的老式汝州方言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方言的儿化现象渐变。 

6. 结语 

汝州方言的儿化现象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多儿化现象都极具口语特色。汝州方言儿化的结构

类型多样、数量众多、使用频率高、适用范围较为广泛，这也说明了儿化现象在汝州方言中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有了儿化，汝州方言才得以更加生动形象，也更富有生活和感情色彩。语言的发展从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历史的变迁，对汝州方言儿化现象的探究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汝州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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