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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言与普通话中“吃”隐喻的比较
胡星仪  邹秀佶通讯作者

遵义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要：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各类方言正逐渐淡出人们视野。鉴于此，国家倡导保护方言文化，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异同也

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概念隐喻理论，以从《新华字典（大字本）》（第 10 版）收集的普通话和从以《细说北

京话》、《红楼梦中的北京方言》和《平谷语》为代表的北京方言书籍、新闻报道、小说中收集的北京方言作为研究数据，收

集整理其中与“吃”相关的搭配，对“吃”隐喻进行识别和分类，从而对比分析北京方言和普通话中“吃”隐喻的异同。通过

分析得出，两者均将“吃”用作“依靠”、“吸收”、“耗费”、“遭受”、“承受”之意；但“吃”在普通话中有“消灭”

之意，而在北京方言中“吃”却可理解为“掌握”、“凭借”和“接受”。这些是由区域和国家整体之间语言政策、经济发展

与社会变迁、历史沿革与语言传承、文化、价值观念、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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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外，美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吃”作

为人类维持生命体征的必要活动，与其相关的隐喻表达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被频繁使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隐喻仅仅是一种

修辞手法。Lakoff 和 Johnson（1980）却认为，隐喻无处不在，

人们的语言、思维和行动中都包含了隐喻，人类的概念系统本

质上是隐喻的 [1]。

在普通话中，“吃”除去原义，还可延伸出其他诸多的含

义。人们在使用“吃”时常常会忽略其中的隐喻，并将其视为

固定表达。因此，本文将北京方言与普通话中“吃”隐喻进行

对比，旨在找到两者之间的异同，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1  普通话与北京方言中“吃”的隐喻
北京方言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 [2]，而普通话与北京

方言的关系要远超过与其他任何一种方言的关系 [3]，而现对普

通话的研究多依赖于对规范性权威字典中语料的收集和分析。

因此，本文基于《新华字典（大字本）》（第十版）和《细说

北京话》、《红楼梦中的北京方言》、《平谷语》等文献资料，

收集和整理了与“吃”相关的134个词条、65个例句。除去“吃”

的基本义，普通话和北京方言的词条可分别概括为6类和8类。

生活中，人们虽经常提及与“吃”相关的词语或词组，却很少

发现其中暗含隐喻，例如：

1.1  “吃”是消灭
（1）黑方的炮被吃了。

（2）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吃掉了敌军一个师。

该义仅出现在普通话中。“吃”是人类将食物放到口中嚼

碎咽下，再在人体中被消化吸收的过程。食物被人体吸收分解

后无法再还原或恢复，由此产生了“消灭”含义。该义多用在

下棋中，指棋子被消灭而无法在场继续游戏。军事中同样常用

此义，指军队被打败，如例（2），指我军打败了敌军一个师。

1.2  “吃”是依靠
（1）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差，现在已经开始吃瓦

片了。

食物的营养成分被人体充分吸收，并给人体提供动力与能

量，这一过程可以体现人体是“依靠”着“吃”来生活的。在

这层含义中，无论是施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普通话中的“靠

山吃山”指根据现有条件因地制宜），还是单单依仗别人，都

可归纳为“依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依靠”自己生存，而

后者是通过“依靠”别人或物来生存的。这一义在北京方言与

普通话中皆被使用，其后可跟的宾语在两者之中都很灵活。如

在北京方言里，例（2）中的“吃瓦片”就是隐喻“依靠收房

租生活”。

1.3  “吃”是吸收
（1）这块地不吃水。

（2）这种抹布特别好使，又吃水，又吃油。

在“吃”这个行为发生之后，食物到了人体内会被消化器

官分解与吸收，因此可以延伸出“吸收”这一含义。当这一义

应用于物体时，可以指物体对液体的吸收程度。如在普通话里，

例（1）中的“吃水”指“土地对于水的吸收程度弱”；而在

北京方言中，如例（2）中的“吃水”与“吃油”分别指抹布

吸收水和油的性能好。

1.4  “吃”是耗费
（1）他吃力地从书架上取下了那本厚厚的工具书。

（2）他吃劲地搬动着那个沉重的大箱子。

（3）我那孙子让人省心，在学习上他自个儿特吃心，每

天的作业都是在学校做完。

（4）写稿子是特别吃功夫的一件事儿。

在“吃”这个行为进行过后，食物会在数量上相应减少，

因此具有“耗费”之意。“耗费”既有对于精力的消耗，也有

对于时间的消耗。普通话中，“吃力”和“吃劲”等主要指消

耗精力。“耗费”在这里不仅指食物数量的减少，还指物质或

精神的损耗。如在北京方言中，“吃心”与“吃功夫”各指“费

心”和“费力”。

1.5  “吃”是遭受
（1）七岁的孩子竟然能写出这样好的诗，真令人吃惊。

（2）建委老苟财发大发了，来了个无期徒刑，据说，差

一点儿就吃黑枣儿。

“遭受”一义在普通话与北京方言中都较为常见，普遍表

达负面含义。世界上的食物千千万，人们所“吃”到的东西也

有所区别，有的美味可口，可也免不了有的食物难以下咽，导

致人体消化不良等负面状况的产生。在“吃”相关隐喻中，这

类情况可以被归纳为“遭受”。“吃”后搭配的字词不同，词

义也随之变化。在普通话中，看到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吃

惊”；而在北京话中，“吃黑枣儿”指“被枪毙”。因此，在

这里，“吃”还承载着一种被动接受的意味。

1.6  “吃”是承受
（1）他在这件事上很吃重。

（2）挨了一顿呲儿，有点吃不住劲。

“承受”和“遭受”在概念上有重合之处，都有面对负面

情况的意思。这一隐喻与人体的消化吸收有关，如果人体能够

吸收食物，那便是承受得住。但如果人体无法吸收该食物，或

者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乳糖不耐受），就是承受不住。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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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词中，“重”既有重量的意思，也有重任的意思。例句

中的“吃重”指“受器重而承担重任”。但在北京方言中，“吃”

后的宾语有更多选择，如例句中的“吃不住劲”指“承受不了”，

既可以指身体上承受不住，也可以指精神上无法承受。诸如此

类的搭配在普通话中并不常见。

1.7  “吃”是掌握
（1）这件事儿我可吃不准。你还是给赵总打个电话吧，

听听他的意见。

（2）他非常善于分析问题，总能吃得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该义仅在北京方言中出现。人类进食是一种生理需求，这

种需求只有在食物进入口中，被吸收，才能得到满足。因此，

只有食物完全地和人体结合在一起，人在生理上才有充实感[4]，

得到稳定、安心的感受。由此，“吃”也延伸出了“掌握”之

意。“掌握”的不仅仅是人体自己的生理状况，还能掌握事情

的发展情况、重点等。如例（1）中指“无法掌握事情的具体

内容”，例（2）中指“能掌握问题的关键”。“吃”作为“掌

握”一义使用时较其他“吃”隐喻搭配更加灵活。

1.8  “吃”是凭借
（1）杨洋这人吃势，你别听他说得好，想请他办事不送

礼根本没门儿！

该义仅在北京方言中出现。此义与“依靠”虽然很相似，

但其中也有很大的区别。“依靠”主要指施动者靠着其他人或

其他事物来获得某种好处，其中或是自己努力，或是依靠外力

白白获益，其成果全部归功于自己或外力；而“凭借”是指借

力，其中或多或少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并不完全归功于他人。

且“凭借”的对象不单单只有借“力”，还可以借“地位”、

借“金钱”等。例句中的“吃势”指“意思是接受送礼，并得

寸进尺的行为”。

1.9  “吃”是接受
（1）有些人在工作上总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优待，

就像他们有吃小灶的特权一样。

（2）他可是个正直的好官，吃请受贿这种事从来没找上

过他。

该义仅在北京方言中出现。在人需要或者想要进食的时候，

会主动进行选择。人选择“吃”某种食物，是主观上接受了食物。

况且人体吸收食物也是一种主动接受，所以“吃”也有“接受”

一义。“吃”后的字词也决定了这一短语的主要含义。如例（1）

中的“吃小灶”一词是指得到特殊待遇，拥有特权，而这份特

权不仅要别人给予，还需施动者主动接受。而“吃请受贿”更

是与施动者主动接受相关了，接受别人的邀请而谋取不当的利

益并不是出于逼迫，而出于自己的主观接纳。

2  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在北京方言和普通话中的“吃”隐喻

存在异同之处。两者在“吃”隐喻的使用上有5点相似，3处差异。

差异可以由以下原因引起：

一是国家语言政策原因。普通话的推广是基于国家统一语

言政策，旨在加强国家认同和促进跨地区交流。北京作为政治

中心，其方言自然成为普通话形成的重要参考。然而，为了确

保普通话的普遍性和中立性，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如一

部分“吃”隐喻会被简化或排除。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

语，高于口语 [5]，所以普通话与北京方言在“吃”的使用上产

生了差异。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原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北京作为经济中心，吸引了大量外来务

工人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促使语言向更加通用和标准化的

方向发展。因此，北京方言中的一些特定“吃”隐喻被边缘化了。

三是历史沿革与语言传承原因。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

的都城，致使北京话吸收了大量官话元素，这些历史时期的语

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在了北京方言中。而普通话在形成

过程中，为了实现全国通用，对这些历史遗留的方言特征进行

了筛选和调整，从而在“吃”隐喻的使用上产生了差异。

四是文化差异原因。北京方言中的“吃”隐喻往往反映了

北京地区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例如，北京人喜欢用“吃”

字来形象地描述各种生活状态。这些隐喻的使用与北京地区的

饮食文化、社会交往习惯密切相关。而普通话作为标准化语言，

其表达更倾向于普遍性和通用性，这导致了在“吃”隐喻的使

用上的差异。

五是价值观念差异。语言是价值观念的载体，北京方言中

的“吃”隐喻蕴含了北京地区居民对于生活、工作和社会关系

的独特看法。例如，“吃软不吃硬”体现了一种对柔性策略的

偏好，而普通话可能更倾向于表达直接和平等的价值观。这种

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语言的使用上表现为隐喻选择的不同。

六是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差异。北京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进而影响了语言的使用。

北方的冬季寒冷，人们更倾向于室内活动，这种生活方式可能

导致了北京方言中对“吃”字的频繁使用，以表达社交和生活

状态。而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其表达方式可能更倾向于

适应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交流需求。

综上所述，普通话与北京方言中“吃”隐喻的差异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吃”

隐喻在二者之间的差异。

3  结束语
普通话与方言是主与次的相互依赖。随着我国“推普”工

作的深入进行，普通话的地位日渐提高，即使如此，方言的作

用也不能被忽视。现代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吸收方

言来丰富自己的词汇系统，方言为现代汉语普通话体系的构建

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6]。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都是一个

民族的文化或者一种地域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的相互尊重也

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 [7]。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北京方言和普通话中“吃”均有“依靠”、“遭受”、“耗

费”、“吸收”、“承受”之意，而北京方言中“吃”还可作

“接受”、“掌握”、“凭借”之意。（2）“吃”一词在使

用上的差异是因语言政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历史沿革与

语言传承、文化、价值观念、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不同

导致的。诚然，本研究还存在着不足，收集的语料有限，还需

增加数据以丰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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