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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matopoeia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 a semantic study 

Models of Onomatopoeia in Internet Children's Comics 

Abstract 

Language is a product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Onomatopoeia is one of the common human behavior in 

different cultures, as it is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tool that expresses real sounds 

related to humans, animals, natural phenomena, and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the 

sound of air, wind, water, and other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onomatopoeia has influenced the Chinese 

language. Onomatopoe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ylistic means in the 

creation of semantics,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children's cartoons, is 

rich in many onomatopoeia. 

Onomatopoeia is a word or phrase that combines form, sound, and 

meaning to mimic different sounds in the real world. Onomatopoeia is 

widespread in Internet Chinese children's cartoon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n appendix that includes the semantics of 

the most important onomatopoeia contained in children's cartoons on the 

Internet. The study relies on the semantic approach to show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 and its meaning.  

Keywords: language, onomatopoeia, cartoon, definition, Types. 

  دراسة دلالية -المحاكاة الصوتية في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نماذج من الرسوم الكاريكاتورية للأطفال على الشبكة العنكبوتية

 :ثلخص البحم  

 مًهمة للتواصل البشري. تعُدُّ الْمُحَاكَاةُ اللغة هي نتاج عملية التنمية المُجتمعية ووسيلة 

وتيَّة أحد الثقافاتِ المُختلفةِ، إذ إنها أداة لغوية مُهمة تعُبِّر  في الشائعة الإنساني السلوك ظواهر الصَّ

الأخرى، مثل:   الطبيعية، والمواد، والحيوان، والظواهر بالإنسان تعلقةعن الأصواتِ الحقيقية المُ 

  اح، وأوراق الشجر، والماء، والمعادن وغيرهم. والري صوت الهواء،

وتيَّة الْمُحَاكَاةُ  أثرت ،الإنترنت ظهور مع اللغة  على كبير   بشكل   وسائل الإنترنت في الصَّ

وتيَّ  الْمُحَاكَاةُ  تعد   .الصينية الد لالة،  إبداع في الأسلوبية ئلالوسا  أهم   من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لُّغَةُ  ةالصَّ

 الْمُحَاكَاةُ  ألفاظِ  من الصينية ولا سيما الرسوم الكاريكاتورية للأطفال بالعديد اللُّغَةُ  حيث تزخر

وتيَّة.  الصَّ

وتيَّة الْمُحَاكَاةُ   اكيى لتحُوالمعن والصوت عبارة تجمع بين الشكل أو عبارة عن كلمة الصَّ

وتيَّة المُتعلقة بالإنسان، والأشياء،  الْمُحَاكَاةُ الحقيقي. تنتشر  العالم في المُختلفة الأصوات الصَّ

 العنكبوتية  الشبكة على الصينية للأطفال الكاريكاتورية الرسوم فيبكثرة   والظواهر الطبيعية

 مُعينة. مشاعر أو لموقف بوصفها تقليدًا

وتيَّة اةُ ضم دلالات أهم ألفاظ الْمُحَاكَ لحَق يتقديم مُ يهدف البحث إلى  الرسوم   الواردة في الصَّ

المنهج الدلالي لبيان العلاقة تعتمد الدراسة على و .العنكبوتية الشبكة على للأطفال الكاريكاتورية

 ومدلوله.  الل فظ بين الطبيعية

وتيَّة الْمُحَاكَاةُ ، اللغ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تعريف، الأنواعاريكاتورية، ، الرسوم الكال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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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象声词的语义研究 

以网络儿童漫画中的象声词为例 

引言: 

本文主要以汉语象声词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网络儿童漫画中的

象声词。本文选取《好看漫画》网 2022 年的 340 幅儿童漫画为研究

对象。在本篇论文中，本人主要从几个方面对象声词进行分探讨。

本人先简单地阐述象声词的定义、历史和特征，然后介绍象声词的

类型，最终在附录上论述网络儿童漫画中某些象声词的语义运用。 

1. 汉语象声词的定义 

诸多中国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上对象声词作出各种的定义。 

1.1 象声词从语言学视角上的定义 

舒新城在《辞海》中给象声词这样的定义：“象声词是汉字的一

种造字方法，用意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字。象声词是擅长摹拟各种

声音。” (刘琼竹, 2001, 页 116) 请看例子（1）所示： 

 

图（1） 

例子（1）中的“呜”是象声词中的一个词，常用来形容哭声、风

声、汽笛声等，而这里被用来形容姑娘的哭声。 

1.2 象声词从词汇学视角上的定义 

刘琼竹在《象声词描写情态的修辞功能》中提出：“一切词语都

是音与义的结合体，事实上绝大多数象声词都有着为语言集团成员

共同理解的词汇意义。” (刘琼竹, 2001, 页 38) 请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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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2）中提到的象声词“唰”有两个义项：第一个义项表示物体

瞬息间摩擦而过发出的声音。第二个义项形容迅速的样子。 

1.3 象声词从符号学视角上的定义 

从刘芸在《现代汉语象生词的语言性质和运用特征》中的意见

看出，语言是一种由音义构成的符号。在此，象声词也是语言符号

中的一类。请再看图（3）所示： 

 

图（3） 

例子（3）中运用了两个象声词，第一个是“当”声，常用来形容

金属撞击的声音，这里则形容打击声。第二个是“嗷”声，常用来形

容哀号声。例子中，为了表示声音的延续，就把单词拉长。 

由此，本人可得到以下几点的结论： 

1- 在许多语法著作中，象声词有很多名称，如；“拟声词、状声词和

摹声词”等。在此，本文将以“象声词”为主要名称的。 

2- 虽然象声词是语音与意义的结合体，但它只取汉字的声音不取汉字

的意义。象声词是有实际意义的词类，因此，它属于实词。 

3- 象声词是一种语言符号，它有能指和所指：能指就是文字符号和音

响符号，而所指则是概念、意义和描写对象。 

4- 为了更好地解释象声词的定义，本人参考各大词典的定义以及

中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并依据前人的观点将象声词定义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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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声词就是用语音来模拟人、自然或事物的声音的一类词或

词组。整体上，象声词是由形音义构成的结合体。 

5- 象声词是漫画语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现代网络语言，尤其

是网络儿童漫画作品为了更好地表达儿童的感情和状态，往往

使用生动而形象的象声词。 

   

2. 汉语象声词的起源 

象声词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就引起中国国内外学者的

关注。在此基础上，本人将象声词的历史发展阶段分为以下三个阶

段，见插图（1）所示： 

 

下面。本人将对象声词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作简单的介绍。 

2.1 古代阶段：(1950 年以前) 

50 年代以前，语言学界只有少数几本注意到象声词的著作。古

代阶段的专著只注意到象声词的功能和结构。 

2.2 近代阶段：（自 60 年代至 90 年代） 

自 60 年代至 90 年代，，象声词逐步受到重大的重视，许多具

有代表性的专著提到象声词这一词类。 

2.3 现代阶段：（90 年代以后至今） 

90 年代以后至今，汉语界对象声词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研究人员从语法学、符号学、词汇学、语义学和认知学等对象生词

进行研究。至今学界对象声词的研究还在继续。 

根据以上的探究，本人可得到如下的结论： 

1- 在本人看来，象声词在古代阶段的研究处于萌芽期，古代阶段

是象声词的初步阶段。象声词在近代阶段的研究处于发展期。

象声词在现代阶段的研究则为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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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象声词产生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象声词的产生是人民心理和

社会交际的需要的结果。 

3. 汉语象声词的特征 

本文对象声词的特征做进一步的探讨。象声词具有如下的特征： 

3.1 语音特点 

徐冰若（2001 年）在《现代汉语象声词研究》中的意见可概括

为，象声词的音节一般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而组成的。象

声词采用具有和谐音节的语音形式。如图（4）的漫画： 

 

图（4） 

例（4）中的“叽叽”是鸟的叫声，“叽叽”是由声母“j”和韵母“i”和

声调“Jī”而构成。漫画上用象声词使漫画显得生动。 

3.2 强制性 

按照刘芸（2013 年）在《现代汉语象声词的语言性质和运用特

征》一文中的意见，象声词具有强制性。如：狗叫用 “汪汪”声来表

示，猫叫用“喵喵”声来表示，而不能相反。如漫画（5）所示： 

 

图（5） 

这张图（5）中的“汪汪” 是以狗吠叫的象声词，模拟狗叫声。 

3.3 一词多义 

鉴于李荣刚和江菡子（2013 年）在《元曲象声词的词义特点说

略》中的看法，一个象声可具有几个词义，就是说，一个象声词可

以描写不同的声音。如漫画（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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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象声词“呼呼” 一是个具有几个词义的象声词，“呼呼”原来描述

风声，而在这一例子（6）中，“呼呼”描述的则是鼾声。 

3.4 感情色彩 

赵爱武（2013 年）在《近代汉语象声词的修辞特征》中的观点

就是，象声词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象声词具有褒义和贬义等情感类

型。请看下列漫画（图 7、8 和 9）： 

图（7）         图（8）            图（9） 

图（7、8 和 9）中，象声词“嘻嘻、呵呵、嘿嘿”分别都表示笑

声，但它们的感情色彩有所不同，“嘻嘻”表示讽刺的笑声，“呵呵”

表示坦诚的笑声，而“嘿嘿”则表示阴冷的笑声。 

3.5 一音多词 

李荣刚和江菡子（2013 年）在《元曲象声词的词义特点说略》

中的意见就是，相同的声音可以用不同的象声词来描述，这样构成

一组象声词。如：“呼呼、萧萧、簌簌”都是描述风声的一组象声词

，这组象声词就用不同的词语来表现风声。 

从以上的内容，本人可作出以下几点归纳： 

1- 同形异义和一词异形分别是汉语象声词显著的特点。 

2- 象声词的使用中常带有褒贬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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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象声词在儿童漫画中的使用有其他作品类似的象声词特征。 

4. 汉语象声词的句法功能 

在研究各种参考文献和论文后，本人认为，儿童漫画作品中的

象声词在语法功能上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句法成分。见插图（2）： 

 

  4.1 象声词充当主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作句子的主语，如图（10 和 11）： 

       

图（10）                       图（11）                                        

在漫画（10 和 11）中，象声词“咚咚”和“轰隆”分别作句子的主

语。象声词“咚咚”一般形容碰撞声和兴奋。象声词 “轰隆” 形容爆炸

声、雷声和机器声等。 

  4.2 象声词充当谓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作谓语。请看下列漫画（图 12）: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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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画（12）中，“心脏怎么突然咯噔一下”一句中的象声词“咯

蹬” 作谓语中心，对主语所发出的声音直接进行描述。象声词“咯蹬”

这里用来形容心脏声。 

  4.3 象声词充当宾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以作宾语。请见漫画（图 13）: 

 
图（13） 

例子（图 13）中象声词“叮当”作动词“响”的宾语。象声词“叮当

”一般形容金属、瓷器、玉饰等撞击的声音。 

  4.4 象声词充当定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作名词的定语，作定语的象声词可

有两种结构形式：（象声词＋的＋名词）和（象声词＋“声”）。请

看如下漫画（14 和 15）所示： 

 
图（14）                     图（15） 

在漫画（14 和 15）中，象声词“滴滴”和“咕噜”分别作名词“声

音”和“响声”的定语。象声词“滴滴”常用以形容韵味的浓郁。象声词 

“咕噜” 形容大口喝水或东西滚动的声音。 

 4.5 象声词充当状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作状语，来修辞谓语，例如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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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从以上的例子（16）中可以看出，象声词“扑通”直接修饰动词成

分“跳出来”。这里象声词“扑通”用来形容心脏的声音。 

 4.6 象声词充当补语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可以在形容词和动词后面做补语成分。

请见漫画（17）所示： 

 
图（17） 

漫画（图 17）中的象声词“叮当”作动词“穷”的补语。象声词“叮当

”一般形容瓷器、金属和玉饰等撞击的声音。 

 4.7 象声词充当独立成分 

儿童漫画作品中的象声词多充当句子的独立成分，请看图（18）

： 

 
图（18） 

例子（18）中的象声词“哇”作独立成句， 形容哭声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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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总结如下的结论： 

1- 象声词具有较强的造句功能。象声词能在句子中做主语、谓语

、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以及独立成句。 

2- 本文所用的语料绝大部分检索自《好看漫画》网。在本文所统

计的儿童漫画作品中，涉及象声词的共有 340 条语料。其中，

虽然象声词能做各种句法成分，但在漫画作品中，象声词充当

独立成分的情况比较多，与此相反，象声词充当主语、谓语、

宾语、状语、定语和补语的情况比较少见。 

 

5. 汉语象声词的类型 

中国学术界的相关学者对象声词的基本类型进行了许多研究，他

们将象声词从不同的观点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论文的需要，并为

了使人们明晰各种象声词的类型和所含的内容，本人通过对象声词

研究的了解和学习认为，象声词可分为如下两大类，见插图（3）： 

 

 
（插图 3）：汉语象声词的类型 

  5.1 象声词按意义角度的类型 

按意义上的角度来说，象声词分为关于人、关于动物、关于自

然现象、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四类。 

       1) 关于人的象声词 

关于人的象声词分为：摹拟人的内部活动的象声词和摹拟人的

动作的象声词。汉语儿童漫画中有下列关于人的象声词：嗷嗷（喊

叫声）、咕咚（大口喝水声）、哇哇（小孩儿哭声、叫喊声）、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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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大口喝水声）、呱呱（小儿哭声）、哈（笑声）等等。请看如

图（19 和 20）： 

 

         图（19）                      图（20） 

下面两张图（19 和 20）中的象声词分别是关于人的。例 19 中

的“吸溜”一词模拟人动作的象声词，用来形容往嘴或鼻子里吸并发

出响声。例 20 中的“哼”一词则摹拟人的内部活动的象声词，形容呻

吟、低唱或吟哦。 

      2)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 

动物声像声词是指描摹由动物发出声音的像声词。动物的象声

词包括家畜类叫声和鸟禽类叫声两类。见图（21 和 22）： 

 

                    图（21）                                                  图（22） 

在画面（21）中写上的“泼刺” 一词属于家畜类叫声，“泼刺”形

容鱼在水里跳跃的声音。在画面（22）中写上的“吱” 一词则属于鸟

禽类叫声，“吱”形容鸟的叫声。 

     3)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 

自然现象类象声词主要是指模拟风、雨、雷、电、火和水等自

然现象。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如：“淙淙”（流水声）、“沙沙”（

雨、风声）和“萧萧”（风声）等。请看图（23 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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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图（24） 

上面图（23 和 24）中的象声词“轰隆”和“沙沙”分别是关于自然

现象的象声词。“轰隆”形容雷声。“沙沙”则形容雨声。 

     4)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 

事物类象声词是指摹拟各类器物发动的声音。关于事物的象声

词如：“铃铃”（铃声叮）、“笃笃”（敲门声）、“嗖”（车声）等。请

看漫画（图 25 和 26）： 

      
图（25）                 图（26） 

在图（25 和 26）中写上的“咚咚”和“嘭” 分别属于事物类的象声

词。“咚咚”一般形容碰撞声。“嘭”形容撞击发出的声音 

  5.2   象声词按形式结构角度的类型 

按照音节的数量，本人认为，象声词主要分成单音节、双音节

、三音节和四音节。 

1) 单音节象声词 

单音节象声词由一个音节构成，单音节象声词的重叠是（AA）

。汉语网络儿童漫画中单音节的像声词有：哈、捎、嗷、時、嗖、

咚、哐、嚓、噗、哗、嘎、嘭、嘡、刷、吱等。见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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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上图（27）的“咯”是由一个音节构成。“咯”指的是鸡叫声。 

2) 双音节像声词 

双音节象声词分为叠音式与非叠音式两种类型。重叠式象声词

（AA）是由两个相同的音节组成的，如：滴滴、哈哈、嘻嘻。非重

叠式象声词（AB）是由两个不同的音节构成的，如：叮当、叮铃、

咔嚓等。如图（28 和 29）所示： 

 
                  图（28）                                             图（29） 

图（28）的“鸣鸣”是重叠式象声词，由两个相同的音节组成的

，“鸣鸣” 泛指发出声响。图（29）的“吧唧”是非重叠式象声词，则

是由两个不同的音节构成的，“吧唧” 形容有双唇开合作响。 

3) 三音节像声词 

汉语象声词中常见的三音节像声词有这三种形式：AAB，ABB 

和 ABC。如：叮叮当、叮铃铃、咕隆冬等。请看图（30）： 

 

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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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30）的“哇卡卡”是三音节像声词，是由 ABB 形式而构成

。“哇卡卡”形容笑声，就是开心的意思。 

4) 四音节像声词 

四音节象声词由四个音节构成，主要有 AABB、ABAB、ABCD 三种形

式。如：叽叽咕咕、吧嗒吧嗒、叽里咕噜等。如图（31 和 32）： 

 
           图（31）      图（32） 

图（31 和 32）的“鼓鼓捣捣”和“呜哩哇啦”分别是由四个音节构

成。“鼓鼓捣捣”主要有 AABB 形式 ,形容心里嘀嘀咕咕。而“呜哩哇

啦”主要有 ABCD 形式 ,多形容喧嚷声或听不明白的话语。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考察，本人发现如下几点结论： 

1- 在汉语儿童漫画中，象声词按照结构形式可分为如下几类： 

A 结构----如：啪、咚、嗵、砰、聪等。 

AB 结构----如：盱噜，阿嚏，咯吱、咔嚓、吐哇等。 

ABB 结构----如：轰降降、呼噜嚕 、咕噜噜等。 

AAB 结构----如：咯咯哒、咚咚仓、叮叮当等。 

ABC 结构----如：噌噌噌、沙沙沙、咚咚咚等。 

AABB 结构----如：叽叽喳喳、叽叽咕咕、乒乒乓乓等。 

2- 汉语儿童漫画中，象声词按音节数量表现为如下，见表（1）： 

 单音节 

象声词 

双音节 

象声词 

三音节 

象声词 

四音节 

象声词 

数量 269 56 12 3 

比例 79% 16.4% 3.5% 0.8% 

通过表（1）中可以看出，，按照音节数量的分布，在汉语儿童

漫画中 2022 年总共有 340 个象声词。其中单音节有 269 个，占 79%

。双音节有 56 个，占 16.4%。三音节有 12 个，占 3.5%，四音节有



汉语象声词的语义研究: 以网络儿童漫画中的象声词为例 

 

Philology                                                                          Volume 79, January 2023 237 
 

3 个， 占 0.8%。由此可见，单音节象声词和双音节象声词的比例比

三音节象声词和四音节象声词的比例略高。 

3- 汉语儿童漫画中，象声词按语义分类表现为如下，见表（2）： 

 关于人的 

象声词 

关于事物的 

象声词 

关于动物的

象声词 

关于自然现象的

象声词 

数量 172 126 18 24 

比例 50.5% 37% 5.2% 7% 

观察表（2）可知，在 340 幅漫画中，有 172 幅属于关于人的象

声词，占全部样本的 50.5％；有 126 幅属于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占

全部样本的 37％；有 18 幅属于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占全部样本的

5.2％；有 24 幅属于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占全部样本的 7％。由

此得出，在汉语儿童漫画作品中，关于人和事物的象声词使用的频

率也会比其他类型都更高。 

6. 附录： 

本次研究抽取了《好看漫画》网 2022 年的 340 幅儿童漫作为内

容分析。按照象声词的语义和结构形式的分类，本人在下面的附录

中收集到与人、动物、自然现象和事物有关的最主要的象声词。 

序 象声词 类型 象声词的语义 

1.  Wū 
,呜 

关于人、动物和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哭声、风声、汽笛声 

2.  Áo
,嗷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哀号声 

3.  wú 
,唔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言语、哭等声 

4.  tì 
,嚏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打喷嚏的声音。 

5.  xū 
,嘘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用嘘声制止或驱逐 

6.  hū 
,呼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大声喊叫 

7.  xiū
,咻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喘气声 

8.  gé 
,嗝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人物打嗝 

9.  dí 
,嘀 

关于人的象声词-单音节 小声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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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ōu
,嗖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很快通过的声音 

11.  pā
,啪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枪声、掌声 

12.  guāng 
,咣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撞击振动的声音 

13.  shuā
,唰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物体快速擦过声音 

14.  téng 
,腾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鼓声、脚步声 

15.  bēng 
,嘣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东西跳动或爆裂声音 

16.  Dá 
,哒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马蹄、机枪的声音 

17.  miāo 
,喵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猫叫的声音 

18.  Wēng
,嗡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昆虫飞动的声音 

19.  Zhī 
,吱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单音节 小动物的叫声 

20.  dīng
,叮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单音节 水声 

21.  pū 
,噗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单音节 水、气挤出的声音 

22.  Lì
,沥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单音节 水声或风声 

23.  wa ǒu 
,哇呕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歌声 

24.  Ba jī 
,吧叽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有双唇开合作响 

25.  Hūchī 
,呼哧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哭声、气喘声 

26.  hēihēi
,嘿嘿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笑的狡诈 

27.  zā ba 
,咂吧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以两唇上下作声 

28.  jīgū 
,叽咕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轻声地说话 

29.  gū gū 
,咕咕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喝水声 

30.  Jī gū
,唧咕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小说话 

31.  Error! 关于人的象声词-双音节 大声连续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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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Zī zī 
,滋滋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在吃烧烤的时候发出

的脆响声音 

33.  kā bā
,咔吧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物体断裂的声音 

34.  tútú
,突突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跳动声 

35.  pā jī 
,啪唧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东西落地、撞击声 

36.  zhī ya 
,吱呀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物体摩擦声音 

37.  jī cā
,叽嚓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杂乱细碎的声音 

38.  Error!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器物撞击的声音 

39.  Error!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金属、瓷器等撞击 

40.  Error!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大声鸣叫 

41.  hǔ hǔ
,唬唬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猛兽吼 

42.  Jī ji
,叽叽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小鸟多叫 

43.  Error! 关于动物的象声词-双音节 马叫声 

44.  dīdā
,滴答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双音节 水滴落下 

45.  Error!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双音节 雷声 

46.  Error!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双音节 雷声、爆炸声 

47.  huālā 
,哗啦 

关于事和自然的象声词-双音节 撞击声或流水声 

48.  Error!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双音节 流水的声音 

49.  Hū hū
,呼呼 

关于自然现象的象声词-双音节 风声 

50.  Error! 关于事物的象声词-三音节 铃声的 

 

结语 

象声词无处不在，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象

声词是人类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以《好看漫画》网

中所收录的 340 幅儿童漫画中的象声词为研究对象。 

在本文中，本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象声词的定义进行介绍，再对

象声词的起源、特征和类型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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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本人得到如下的结论： 

1- 象声词作为漫画的符号语言，是儿童漫画画面必不可少的元素

。 

2- 象声词是由形音义构成的模拟人、自然或事物的声音的一类词

或词组。 

3- 在网络汉语儿童漫画中，关于人和事物的象声词是数量最大、

使用最广的象声词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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