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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早已指出；“五方之民，言语不同。’’隋陆法言《切韵

序》说：“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方言的存在是古已有之的现

象。兰州方言，俗称“兰州话’’，是兰州市本地居民说的方言(与兰州市毗邻

的白银市部分地区也说兰州话)，属北方方言(即“官话”)的兰银官话。它

与武威话、临夏话(即“河州话”)、临洮话、定西话、靖远话等方言相并列，

甘肃人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十分敏感。兰州方言根据市内县区村乡不同，又有

一定的内部方言差异。兰州方言以兰州市治所在地城关区的老派本地居民口

语为代表。

(一)

一种方言的形成与该方言区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商贸、战乱灾

异、移民流动等多种因素有关。

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是甘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为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位于甘肃省中部，属西北黄土高原，是全国地理几何中心。东连甘

肃省白银市，西接青海省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邻甘肃省定西地区，北

靠甘肃省武威地区。东经102。357至104。347，北纬35。347至37。07’，川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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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500米一"1550米。南北两山对峙，黄河自西向东纵贯市区，气候干燥温

和。全市辖五区三县：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永登

县、皋兰县、榆中县。总面积13085平方公里，1990年总人口228．71万。陇

海、兰新、兰包、兰青四条铁路干线经过市内，另有西兰、甘新、甘青、包

兰、甘川、兰郎(郎木寺)等公路线连接四方。兰州也是甘肃省的航空中心。

兰州历史悠久，已发现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多处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文化遗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榆

中县，属陇西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在今西固城一带设金城县。西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置金城郡，领县有六，其中金城、榆中、令居、

枝阳、浩空五县在今兰州市境。后世遂称兰州为“金城”。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年)置兰州，始有兰州之名。民国30年(1941年)成立兰州市政府。1949

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建立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自古以来战乱灾荒频繁，商贸发达，人口流动性较大。例如，汉武

帝为反击匈奴贵族侵扰，元狩二年(前121年)命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西进

千余里，大败匈奴，打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道路。遂使大批中原士民迁入兰州

及其以西地区进行生产和文化活动。东汉中期以后，河湟地区羌人反叛，安

帝永初元年(107年)、顺帝永和三年(138年)、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多

次大动兵戈，赵充国、马援皆大规模屯田河湟。由于战乱绵延，西汉末金城

郡有14．9万余人，顺帝时仅余1．8万人。东汉末，魏蜀之间争夺人口，迫使

甘肃人民迁徙关中、汉中、四川等地，遂使金城郡“户不满五百”(《三国志

·魏志·苏则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迭经丧乱，陇右河西相对安定，中土士民纷纷西

来。西秦鲜卑贵族乞伏国仁先祖从漠北徙居陇西。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

年)，乞伏国仁建西秦国，都苑川(在今兰州市榆中县境)，其弟乞伏乾归继

位后迁都金城，后又迁都苑川。乞伏乾归攻姚秦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徙

两万余户于苑川、袍罕(在今临夏)一带。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建国

46年的西秦被大夏国残部赫连定所灭。

唐开元天宝年间，“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

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卷360)。葱岭以西、西域各国称臣纳

贡来往于长安者不绝于途。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兰州，大中五年(851年)收

复归唐。

宋南渡之后，兰州开榷场，成了西夏、金、宋贸易中心，间有争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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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今兰州市永登县设庄浪茶马司，清改设茶马厅，专管以茶易马事宜。

元末甘肃饥荒严重，人民死亡流离，土地荒芜。明初在甘肃大规模移民

屯田，山西等地居民大量人甘。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甘肃人口锐减。雍正

初移兰州等地50余县农民赴敦煌开荒垦种。清廷在甘肃积极屯垦，吸引了大

量外省人来甘定居生产。乾隆三十年(1765年)甘肃人口达880余万，相当

于顺治初陕甘两省人口的三倍多。同治、光绪年间，河州回民两次起事，在

兰州西部今红古区、永登县一带战祸惨重，十室九空。平番县(今永登县)部

分回民徙居兰州白塔山山坡，取名“平番台”(今和平台)。

清末在兰州兴办现代工业，设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等企业。开办

甘肃劝工厂，生产玻璃、布匹、栽绒等产品，设立了窑街官金厂、官铁厂

(在王保保城)、洋蜡胰子厂(在白云观左侧)、官报书局等工厂，吸引了许多

外地工匠来兰工作，但随办随撤，人员也多流散。

民国时期，兰州多灾多难。民国9年(1920年)发生全省性地震，兰州、

靖远、会宁、隆德等地死伤人民30余万。民国17年(1928年)至民国18年

(1929年)，兰州旱灾，饿殍满地。“七·七"事变之后，国家工业重心转向西

南、西北后方。兰州出现了一批化工厂和机械制造厂，轻纺、卷烟、面粉等

工业也有很大发展。随着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国土沦陷，资金、货物西

进，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避难迁兰。兰州店号林立，商贸兴盛。山东、河

南、山西、陕西等地难民大量进入兰州。兰州人口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兰州

现代第一次移民高潮。兰州民国24年(1935年)9．8万人，至民国33年

(1944年)为17万人，增长近一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兰州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五六十

年代，兰炼、兰化、兰石、长风、504厂、永登水泥厂等大型现代化企业拔地

而起，兰州铁路局、中科院兰州分院、兰州大学等企事业单位林立金城，数

十万建设者和干部、科教人员从东北、山东、河南、上海、北京等地汇集兰

州。兰州人口1953年39．73万人，1959年123．36万人，6年内增加了83．63

万人，纯增2．1倍。这是兰州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兰州新建

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外省移人人口占优势，各单位的流行语言不是兰州

话，而是普通话。这无疑对兰州方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

对兰州一带方言的特点古人早有觉察。西汉扬雄(前53年～后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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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言及“秦陇"、“陇冀”(“冀”在今天水)、“西陇”等地方言词甚多，

其中不乏在今兰州方言中仍可找到根据者。东汉许慎(约58年～约147年)

《说文解字》及晋郭璞(276年一--324年)《方言注》中都曾提到“陇西”等地

的方言词。隋陆法言《切韵序》中所言的“秦陇则去声为人"一句话是当今

所见论述兰州一带古代方言声调特征的最早资料。

第一个将兰州方言词语加以收集解说而列入志书的是清末兰州人张国

常。张字敦五，光绪十八年(1892年)撰成《重修皋兰县志》三十卷。其中

“风俗”卷后附有“方言”一节，列兰州方言词语24条并对其语义和特殊读

音做了诠释。这24条方言词今天仍活跃在兰州居民口语中。民国甘肃学者慕

少堂(1875年～1948年)著《甘宁青恒言录》(手写本)，收兰州方言词语88

条，其中40条为成语、歇后语、谚语、歌谣；李鼎超民国18年(1929年)著

《陇右方言》、李恭民国37年(1948年)著《陇右方言发微》，所证方言词语

多为兰州方言所使用。他们都用传统训诂方式对所辑方言词语征引文献，探

求语源。

首次用现代语言学理论调查兰州方言音系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民国初

年所著法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方言字汇》中将兰州方言作为26个调查点

之一，标写了3000多例字的声韵拼式。高氏的记音成了后来学界研究兰州方

言音系的基础。从此兰州方言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1933年，罗

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用敦煌石室四种佛经残卷中的汉藏对音资料归纳、

构拟了包括今兰州地区在内的唐五代西北方言的声韵系统。由之可窥见唐五

代兰州方言的音系大椎，对研究现代兰州方言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三四十年

代，《新西北月刊》、《兰州杂志》等刊物发表了《兰州人口语中常见之合音》、

《甘语举例》等文章，开始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兰州方言的一些词语进

行描写和分类，同时涉及到了语法方面、语音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全面调查研究兰州方言的高潮时期。其代表

作是由兰州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写成的《兰州方言》。该文是一份翔实而

科学的方言调查报告，它全面系统地描写了兰州方言语音、语法、词汇三个

方面的特点，在语音方面开始研究连读变读，对轻声、减音、合音、同化、文

白异读等共时音变现象也作了较全面的发掘。这份报告资料充备，学术性强，

是研究兰州方言的经典性文献。

八十年代开始，兴起了研究兰州方言的新高潮。高葆泰、张文轩、刘伶、

张淑敏、何天祥、刘公望等人著文较多，总体特点是运用国内外语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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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理论和方法，侧重微观探讨，对语音、语法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考

察，注意发现前人未发现的特征与规则。在词汇研究上重视熟语的收集整理

并注意揭示其地域文化特征。

目前兰州方言的研究方兴未艾。语法的研究、“京兰话”，即新派兰州方

言的研究、兰州方言内部差异的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课题等待着更多的专家

去完成。

(三)

与普通话相比，兰州方言在语音方面存在着不少特点。普通话有22个声

母，兰州话有25个声母，多出z、pf、pf‘、v四个声母，少一个n声母，因

此实际多出了3个声母。z声母是浊擦音，与清擦音s相配对，其属字甚少。

13、1属于一个音位的两个自由变体，市区人听感迟钝而不分别，一般多发作

l，为一个声母。兰州方言也有t爷、t莘‘、S、乙四个声母，但与合口呼韵母相拼

时分别作pf、pf‘、f、v四声母。pf、pf‘为唇齿清塞擦音；v是唇齿浊擦音，

与唇齿清擦音f相配对。

兰州方言有32个韵母，比普通话韵母少4个。原因是a系鼻韵母韵尾无

前后之分，根一庚，因=英，魂一红，运=用，一般作前鼻音韵母on、in、uon、

yn。兰州方言韵母的其它一些明显特点是：

a系元音尾复合韵母的动程甚微，虽然不是标准的单元音韵母，但aide，

uai≈ue，au≈o，iau≈-io。

无论a系鼻韵母，还是a系鼻韵母，其韵尾n比之普通话韵尾不够到位，

但并未脱落。主要元音鼻化明显。

儿韵母不是舌尖卷舌元音，而是舌面后高不圆唇元音m，作后缀时不与

前一音节化合，自成音节，不发生儿化音变。

兰州方言有4个单字调，分别与普通话阴、阳、上、去4个调类相对应，

但古人声字的分派比较整齐：全浊归阳乎，次浊、清音归去声。四声调值与

普通话无一类相同。阴平为高半降调，阳平为高全降调，上声为半高平调，去

声为低中升调。连读时也有轻声和其它变调。两上声字相连，前字变阳平。去

声字居二字组首位时，多变为低平调。

兰州方言也有文白异读，字数比普通话的多。主要特点是部分中古见系

二等字的白读音声母呈舌根音，韵母为洪音。古代“破读”之类的别义共时

音变在兰州方言里有大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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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方言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法方面。

单音节常用名词都可重叠构成叠音名词。叠音名词加后缀“子”构成

“桌桌子、草草子”之类的贬义式，加后缀“儿”构成“门门儿、花花儿’’之

类的褒义式。后缀“子”非常活跃，带后缀“子”的名词数量远远多于普通

话。“尕”可作名词前缀。名词后缀比较丰富。“头”和“辰”做为名词后缀

构词能力很强。“头”可使一般动词名词化，“辰”可使一般贬义形容词名词

化。

单音形容词都可带叠音后缀表示具体细致的词汇意义和感情色彩。这种

叠音后缀十分丰富，几乎难以尽列，它们与前面的词根有着密切的派生关系。

带叠音后缀形容词的后面再加上后缀“儿”，附加有褒义色彩，如“花儿红丢

丢儿的”、“脸蛋圆墩墩儿的”、“水清亮亮儿的”等。 ．

物量词“个”使用范围很广，“个’’有使物量词抽象单一化的趋势。无论

物量词，还是动量词，只要是常用词，多有重叠形式，重叠形式后可带后缀

“儿"构成褒义式，带后缀“子”构成贬义式。有些常用量词还可带后缀

“儿”或“子”。这方面与名词的语法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人称代词有“那’’、“那们”或“他”、“他们”两套，前者为熟惯式，

后者为一般式。

复数助词“们"表复数，不光可加在人称代词和表人物的名词之后，还

可加在疑问代词“谁”与“树、牛、书、房子”之类的非人物名词之后，使

用范围比普通话广。

语气助词数量多，用法复杂。常见的有“哩(呢)、哩吗、煞、哩煞、着

Etch'3、蛮、嘉”等。或表陈述，或表疑问，或表祈使，或表惊叹，或置句末，

或置句首，或置句中，使用频率很高。在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中“哩”或

“哩吗”发挥着很大作用。

兰州方言在句法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很少用双宾语句，一般用把字句表达

双宾语句的内容，把字句使用频率高；被动句引进行为主动者介词不用

“被”，而用“叫"。

兰州方言词汇丰富多彩，本志所辑，难尽括其全部。熟语有四字格为主

的成语，三字格为主的惯用语，谐音、喻意两种类型的歇后语和大量形象生

动、含义隽永、凝炼上口的谚语。兰州方言的谚语从表达方式上可分为确认

式、建议式和讽刺式三种类型。兰州方言的熟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反

映兰州社会文化的镜子。



概 述 ·7·

兰州方言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我们权分为城区片、永登

东片、永登西片、红古片、榆中西片、榆中北片、榆中东片7个片。与城区

片差别最大的是红古片和榆中东片。红古片由于受接壤方言青海话和甘肃临

夏话的影响，声调系统方面有很大差别。榆中东片因受接壤方言定西话的影

响，声调系统与城区片迥别且带有古全浊仄声字读送气音的特点。城区片与

其它片的差异，声母方面主要表现在n、l混分、pf、pf‘有无上，韵母方面主

要表现在儿韵母的元音音值与是否有儿化现象上，声调方面则主要表现在某

些连读变调上。词汇方面也有差异，但数量不多，界限不够清楚。语法方面

的内部差异甚微，但在第三人称代词的熟惯式上有明显表现。

为了显示兰州方言的口语表达特点，本志第六篇选录了一些语料并为之

标写了读音。从这些举例性的资料中，现今和将来关注兰州方言的贤达君子

可窥见二十世纪末兰州话的一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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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

《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对晋国范宣子说：“昔秦人负恃其

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衣胄也，毋是

翦弃。⋯⋯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说明当时北方

诸戎语与华语有较大差别，难于直接交流。

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

当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

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说明当时各诸侯国不但经济、政治、服

饰有异，而且书写文字形体不一，说话声音也有方言之别。

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

秦置陇西郡，郡治狄道县。狄道县即今临洮县，与今兰州市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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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始皇结束了七国纷

争以来“文字异形”局面，实现了书面语言的统一。

。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

《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命蒙恬将兵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在今兰州市黄河南置榆中县，

属陇西郡。

汉武帝

元狩二年(前121年)在今兰州市黄河南新置金城县(治所在今西固城

一带)、勇士县(治所在今榆中县)，属陇西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

兰州市永登县置令居县，浩空县，属张掖郡。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

置金城郡，初设六县，后增为十三县，其中榆中、金城、枝阳、令居、浩

矗、允街六县在今兰州市境。

西汉末年

蜀郡成都人扬雄(前53年～后18年)著成汉语方言学第一部著作《方

言》。内记“凉州西南之间”、“雍凉之西郊”、“西陇”、“秦晋之西鄙自冀陇而

西”、“自关而西冀陇以往”等与今兰州切近地区的方言词百余条。其中一部

分犹存今兰州方言。

东汉安帝

建光元年(121年)许慎(约58年～约147年)著成《说文解字》。内记

“陇西”、“凉州"、“秦”、“西方"等与今兰州切近地区的方言词三十余条。其

中一部分今仍用于兰州话。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

复置凉州(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即公元213年省凉州入雍州)，辖金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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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东晋初

郭璞(276,---324年)作《方言注》，言及当时“陇右”、“关西”等与今兰

州切近地区方言词十数条。少数词今仍存兰州话中。

东晋

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前秦徙凉州治金城。孝武帝太元十年(385

年)西秦建立，在今兰州市榆中县苑川筑勇士城(也称苑川城)为都。金城

郡治榆中县。

北魏太武帝

神席三年(430年)吐谷浑攻占西秦金城郡，不设郡县，臣服于北魏。太

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吐谷浑西奔，今兰州地区归北魏。

南北朝后期

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著《家训》二十篇。其《音辞篇》说：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

其音沉浊而铫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

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

有深弊，不可具论。”兰州处山川深厚的北方地区。颜氏此论透露出了当时兰

州方言语音，词汇及社会阶层用语方面的一些特点。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

在今兰州市置兰州，领金城郡。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

陆法言著《切韵》五卷，自序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吴楚则时

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今兰州地区

时属秦陇地面。说明当时兰州方言与中原雅音的突出差别在声调方面，即把

许多去声字读作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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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

吐蕃攻陷兰州。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

张义潮平定瓜、伊、西、甘、肃、兰等十一州，兰州从吐蕃手中归唐，吐

蕃部族仍散居黄河南北。
。

宋仁宗景桔三年(1036年)

党项赵元昊击败吐蕃，攻占兰州地区。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

宋收复兰州，诏重置兰州。

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年)

金攻取兰州。

元世祖至元七年(1286年)

设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于甘州(今张掖市)，甘肃省始得其名，庄浪州(今

兰州市永登县)属之。设陕西行中书省于奉元路(今西安市)，兰州、金州

(在今兰州市榆中县)属之。

明太宗洪武二年(1369年)

明军攻取兰州，次年置兰州卫。

明建文帝元年(1399年)

明肃王朱模(朱元璋十四子)由甘州(今张掖市)移驻兰县(今兰州)。

肃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南京莅甘，扈从甚众。移兰时亦多相随。

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年)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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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

清朝平定兰州。

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

析陕西省置甘肃省，移甘肃巡抚驻兰州。

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

兰州人张国常撰成《重修皋兰县志》，其“风俗"卷附“方言”一节，列

释兰州方言词语二十余条。

民国2年(191 3年)

甘肃省废府存道，全省划分为七道。皋兰(今兰州市城区及其周边、今

皋兰县)、金县(今兰州市榆中县)属兰山道；平番县(今兰州市永登县与红

古区西北部)属甘凉道。

’

民国9年(1 920年)

甘肃大地震，兰州地区伤亡惨重。

民国15年(1 926年)

瑞典学者高本汉法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刊齐，首次用音标为三千多

例字标写了兰州方言的声韵拼式。

民国18年(1 929年)

甘肃大旱，兰州地区饿殍满地。武威学者李鼎超著《陇右方言》(初名

《武威方言》，因李唐之初武威属陇右道而改)，所证武威方言词大多也是兰州

方言词。

民国22年(1 933年)

罗常培著《唐五代西北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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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0年(1 941年)

7月1日正式成立兰州市政府。

民国后期

甘肃学者慕少堂(1875年"--'1948年)著《甘宁青恒言录》，列释兰州方

言词语八十余条。

民国37年(1 948年)

甘肃学者李恭著《陇右方言发微》，涉及兰州方言词语百余条。

1 94 9年

8月26日，兰州市解放。

1 95 9年

从1953年开始国家列兰州为重点建设地区。一大批大型企业科教单位迅

速建成。数十万科技文教卫生人员及干部工人从东北、山东、河南、上海、北

京等地移居兰州。市区人口比1953年纯增2倍多，兰州市区外地人口大幅度

超过本地居民。

1 9 6O年

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油印本《甘肃方言概况》问

世。

1 9 6 4年

兰州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兰州方言》在《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

第2期、1964年第1期连载完毕。这是第一份对兰州方言语音、词汇、语法

作系统描写的方言调查报告。

． 1 9 7 O年

3月25日，永登县、榆中县、皋兰县划入兰州市，正式实行市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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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4年

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盛裕教授至兰州调查方言，详细记录

了兰州方音，归纳出了兰州方言语音系统。

1 98 8年

张文轩《兰州方言中“下"的两种读音》在美国《中国语言学报》第16

卷第2期发表。本文第一次说明了兰州方言“下”作使动词时的读音与文白

读的关系，用词汇扩散理论作了解释。这是兰州人在外国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的第一篇研究兰州方言的学术论文。





方言 —-I二▲
————L—●-

·匕、

第一篇 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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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声韵调

兰州方言有25个声母，32个韵母，4个单字调，兹分节叙述于后。

第一节 声 母

兰州方言的25个声母及属字例字如次：

P布步别本P‘怕盘普坡 m门毛满木

pf主桌砖中 pf‘处吹春船

t到道夺灯t‘太同土踢 l兰路难努

ts糟在紫昨ts‘仓曹寸彩

t$招争展志 t§‘昌潮尺抽

tq精结九挤 tG‘秋旗全欠

k贵跪高滚 k‘开葵考看

0哀摇远用

f飞冯水拴v五味如软

s苏散扫随

§生诗少舌

G修休旋玄

x红化好虎

z娆

互日染肉人

其中。表示零声母，即在字音开头没有辅音作声母的声母。如上25个声

母除零声母外，都是按辅音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排列的。同一横行的发音

部位相同。P行的都是双唇音；Pf行的都是唇齿音；t行的都是舌尖中音，即

舌尖齿龈音；ts行的都是舌尖前音，即舌尖齿背音；t莘行的都是舌尖后音，即

舌尖硬腭音；tG行的都是舌面前音，即舌面硬腭音；k行的都是舌面后音，即

舌面软腭音。排在同一竖行的发音方法相同或相近。P行的都是清不送气塞音

或塞擦音，P‘行的都是清送气塞音或塞擦音，m行的是浊鼻音和浊边音，f行

的是清擦音，v行的是浊擦音。

pf、pf‘二声母是唇齿清塞擦音，前者不送气，后者送气，成配对关系。v

是唇齿浊擦音，与唇齿清擦音f相配对。pf、pf‘、v三声母不见于普通话，见

于西安话等方言。

l声母有l、n两个自由变体，一般多发作l。例如：男一兰，牛一刘，努

一鲁，女一吕。

z声母是舌尖前浊擦音，与舌尖清擦音s配对，普通话无此声母。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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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的定西方言里中古日母字多作Z声母，兰州方言里除作象声词外，只有两

个常用词。一是“娆”ZD。。，义为美好、惬意、舒服。二是口z1。。，义为淘气撒

娇或性格执拗。

tS、t莘‘、莘、乙四个舌尖后音声母比普通话的舌尖略前，即卷舌程度较小，

但不是舌叶音。

k、k‘、x三个舌面后音声母的舌位比普通话的略前。

o声母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凡普通话零声母合口呼字，兰州方言都作v

声母。o声母在开口呼韵母前略带浊擦音百，在齐齿呼韵母前略带半元音j，在

撮口呼韵母前略带半元音ll，但皆无别义作用，对此说话人感觉迟钝。

从下图1—27所显示的27个例字的宽带语图可看出兰州方言如上25个

声母的语音特征。

㈣
-_．I--．_-．1__山-．1---．Il|I j．_一，

图1疤pa53 图2爬P‘a51 图3妈m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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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抓pfa53 图5 口pf‘a¨(义为顺次剥下) 图6 法fal。

图7 娃va5l 图8 大tal3 图9 踏t‘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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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拉Ia53 图11 杂tsa5t

”巾Trr”P‘__下叩叩

图12擦ts‘a13

图13 洒Sfl“ 图14 口za5l(象声词) 图15 扎t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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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茶t莘‘a51

图19 家t西a5。

图17 沙$a。。 图18口Ka51(象声词)

图20 掐tG‘ial3 图21 夏ei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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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尕ka¨

◇’．㈨
■个叶『1—r吧叩叩”

{毒
●●

㈧

图25 安8n53

l⋯。’ilTllPj”㈡置1’ ’。’‘l⋯I⋯⋯ll。’I”jj}：⋯ ．’‘。I⋯
i

㈥ 簿
确 } i

．F

谶晒 ?7谬‰訾‘j j．；豁
㈣ 。!鼎 。舻“湖钆黼锄

池】Ii‘蝴蟠_

H i 《 娜 ．． ．”

吲

剽8鬻
L{：《 ．1：l ∞ ■‘ ， M’：．：o

iii；

⋯。．1⋯． ⋯．I⋯．I⋯^if．．．t⋯．I．^ ⋯。_。．。■j．．：一。。：．．。j～F。

图23卡k‘a“

图26油iou5l

图24 下xal3

r叩”rnl叩叩’_’下”∥“i-．．

图27 鱼Y5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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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韵 母

兰州方言的32个韵母及属字例字如次：

fl啊爬打拉 ia鸭家掐夏 ua花夸刮画

Y鹅德蛇客 uY多脱课活

ie野姐切灭 ye月靴脚略

￡哀来盖外 u￡快怪槐坏

3熬保桃老 ia要条小描

1资次思四 i衣比地急 u图初鲁固 Y雨锯取虚

．L支迟使日

山儿而耳二

ei飞水倍妹 uei堆雷随桂

OU欧丑收斗 iau油丘流救

fin安三含慢 ian烟闲减面 uan官团缓断 yan圆宣卷劝

on恩本登正 in音林井姓 uon孙魂董送 yn云军穷用

a习昂帮党浪 ia习秧良讲向 uarj光黄广矿

如上32个韵母是按四呼排列的。fl竖行属开口呼，ia竖行属齐齿呼，ua

竖行属合口呼，ye竖行属撮口呼。每一横行韵母韵腹相同，因韵头不同而形

成开齐合撮四呼相配关系。an、on二横行韵母四呼齐备，其余齐合撮三呼多

有零位。in、yn二韵母，从系统性和韵感上来说，当有韵腹a，因前高元音i、

Y和舌尖鼻辅音n的发音部位较近，常使a省而不显，故标作in、yn，但与ian、

yan不构成音位对立关系，所以仍当为on行的齐撮呼韵母。ie、ye二韵母从

系统性和韵感来说，当为Y横行的齐撮呼，因其韵腹Y受前高元音i、Y的影

响使舌位靠前而为e，使ie、ye二韵母单列一横行，目的在于强调这一分布特

征。下文我们依传统称开合二呼为洪音，齐撮二呼为细音。

￡横行韵母的￡是舌面前不圆唇半低元音，在实际发音中，时有细微动

程，可标作髭e，但与e不构成音位对立关系，说话人对二者区别感觉迟钝，常

见变体为e，故不标作把e，而标作￡。同样，a横行韵母的a是舌面后圆唇半

高元音，在实际发音中，时有细微动程，。可标作AO，但与3不构成音位对立

关系，说话人对二者区别感觉迟钝，常见变体为3，故不标作AO，而标作a。

W韵母是舌面后不圆唇高元音，与舌面后高圆唇元音u相配对，只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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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母相拼，其属字与普通话er韵母属字相同，但无lll化现象。

en横行韵母属字包括普通话en、er3二横行韵母属字，即在兰州方言中，

a系鼻尾韵母无前后之分，从字音说，根一耕，贫=平，滚一拱，运=用。鼻

尾n有时受声母或韵头影响也发作一r3，但不构成音位对立关系，且常见变体为

一n，所以不标一日而标一n。

an、en、or3三横行韵母中的韵腹时有鼻化音，但n、r3作为韵尾仍然存在。

说话人对外地失去鼻音尾的纯粹鼻化韵母听觉敏感，常以此而“递相笑非”。

从宽带语图上看，鼻韵尾也有明显表现(见图49—59)。我们依传统称此三横

行韵母为阳声韵，其余韵母为阴声韵。兰州方言韵母系统无入声韵。

从下图28—59所显示的32个韵母例字的宽带语图可看出兰州方言32

个韵母的语音特征。

图28 阿a53 图29 牙ia5l 图30 花xu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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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声 调

声调有单字调和连续变调之分，后者是前者的条件变体，属连读音变。本

节所言声调指单字调。兰州方言有4个声调，即4个调类。调类名称、调值

及所属例字如次：

1、阴平53方天初昏高猪低边安开粗偏

2、阳平51房甜除魂穷陈唐平云扶拔罚

3、上声 44粉短纸走古展草比有老暖五

4、去声 13盖帐正醉对变爱大近坐厚抱

调值是由字音的音高变化造成的。音高变化决定于声带颤动的频率。频

率的大小与音高的高低成正比关系。下面从“飞肥水睡”四字的发音在音高

仪上所显示的基频曲线可看出兰州方言声调的特点。这四个字在兰州方言中

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因声调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的差别而音异义别。

图60一63中最上边的曲线是振幅曲线，显示字音大小的变化。中间的曲

线是基频曲线，显示字音高低的变化，由其可直接看出该字发音调值。最下

面的直线是水平线，中间的空档显示字音的时长。

图60 飞fei53 图61 肥fe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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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水fei。4 图63 睡feil3

阴平字“飞”的基频曲线表明这是一个降调，高点基频为130赫兹，低

点基频为97赫兹。阳平字“肥”的基频曲线表明这也是一个降调(图中开头

向上的弯头其他声调中也会出现，不必考虑)，但其降的幅度比“飞”要大。

高点基频同“飞”一样，都是130赫兹，但低点基频为83赫兹，比“飞”低

15赫兹。这正是兰州方言中平分阴阳的语音学根据。由于兰州方言的阴平阳

平都是降调，所以外地人往往误认为是一个声调，但当地人听感敏锐，认为

飞≠肥，天≠甜，方≠房，猜≠裁，二者有明显语音差别。问其原因，多说

后字比前字要“重一些”。“重”显然指的是降得较低的语音特征。用五度音

高画调器向当地人做听辨实验，阴平字为53，阳平字为51，被听辨者认为

“最象”而认可。

上声字“水”的基频曲线表明，这是一个较高平而末端有降的调型，高

点基频为123赫兹，低点基频为102赫兹。用五度音高画调器向当地人做听

辨实验，44、442都能被认可，音高仪所显示的末端有降的语音特征在说话人

听觉上仍有反映，虽然它对判定上声调没有决定作用。在连读中，末端降的

特征不明显。为显示区别性特征，标上声调值为44。

去声字“睡”的基频曲线表明这是一个升调，低点基频107赫兹，高点

基频为124赫兹，起点低而且升的幅度不大，是一个低升调型。用五度画调

器向当地人做听辨实验，13被认为“最象”而得到认可。

从音位对立区别的角度来说，兰州方言单字调用“高、中、低、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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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六个特征就可得到区别并显示出相互音值间的异同点。为此我们可列矩

阵如图64。

＼刃
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征弋
高 + +

中 + + + +

低 + +

‘降 + +

升 +

平 +

图64 兰州方言单字调区别性特征矩阵

兰州方言单字调型的总体特征是有降，平、升三型，而无降升型。由于

降调有两个，外地人易谓兰州方言平声不分阴阳而为三声调。其实，与兰州

方言相邻的临夏方言、洮岷方言和定西方言单字调皆因平声不分阴阳而为三

个声调。兰州方言阴阳平共有“高、降"等特征，仅为“低"一特征所区别，

调值最为接近，也许再过多少年，兰州方言会走上相邻方言平声不分阴阳的

道路。另外，兰州方言因无降升型，调型比较平直，外地人听起来比较“生

硬"，这也是兰州人学习普通话不易学准第三声的一条原因。

为了比较直观地看出兰州方言单字调的调值走向，兹列“飞、肥、水、

睡"四字的窄带语图如图65—68。

兰州方言也有轻声，但轻声见于连读环境，当属连读音变，留待下章再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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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声韵调配合关系

第一节 声韵配合关系

兰州方言的25个声母和32个韵母配合关系如下表1。能配合(即拼合)

的或用一个常见字表示，或用空位表示。前者属“有音有字"现象，无须细

言。后者表示兰州方言音系虽然允许这种配合，即兰州方言存在这种字音，却

无汉字表示，所以叫做“有音无字"现象。有音无字的配合又分两种情况。一

种是该字音已能表示某词或某语素。例如，兰州方言中pia。。这一音节虽然无

字可表，但它可做为义为“随意贴上"的动词在口语中使用。另一种是该字

音除可做象声词外，尚不表其它的词或语素，这是音义结合过程中的“偶然

空缺"或“存留”，说不定某一日被说话人派上用场而作象声词之外的其它词

或语素使用。例如；兰州方言中tia。。这一音节既无字可表，又不能作象声词之

外的其它词或语素使用，只能“留任待用’’而已。 ·

不能配合的用一斜线表示。这指的是兰州方言音系不允许这种拼合，即

兰州方言音系中不存在这种字音。例如，兰州方言中没有mou(如普通话

“谋”的读音)这一字音。

通览“兰州方言声母韵母配合表”，声韵相配的系统性是很强的。配合条

件，对声母来说，首先是发音部位，其次是发音方法；对韵母来说，首先是

洪细四呼，其次是韵腹韵尾。具体言之：

1、双唇音声母不能与撮口呼相拼，也不能与合口呼中有韵头的韵母相拼。

双唇音声母可与开口呼、齐齿呼相拼，但不能与开口呼中的1、1、HI、OU

四韵母相拼，也不能与齐齿呼中的iau韵母相拼。rn声母是鼻音，与P、P‘二

塞音声母存在着发音方法上的差别，所以m不能与齐齿呼中的iar3韵母相拼

而显出了自己的特性。

2、唇齿音声母不能与细音相拼，可以跟洪音相拼，显得很整齐。但是，

唇齿音声母不能与开IZl呼中的a、1、1、HI、OU相拼，也不能与合121呼中的有

韵头韵母相拼，这又显得很整齐，而且与双唇音声母有很大一致性。

3、舌尖中音声母既可与洪音相拼，又可与细音相拼，但不能与开121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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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m、ei四韵母相拼，也不能与合El呼的ua、UE、uo习三韵母相拼。舌尖

中音声母中，l是边音，与塞音t、t‘发音方法不同，因此l与撮口呼韵母一一

相拼，t、t‘与撮口呼韵母均不相拼，显出了二者的差别。

4、舌尖前音声母不能与细音相拼，可与洪音相拼，显得很整齐。但是，

舌尖前音声母既不能与齐齿呼中的．L、m二韵母相拼，也不能与合口呼中的

UE；、uorj二韵母相拼。ts声母是不送气塞擦音，与送气塞擦音声母ts‘、擦音

声母S、Z发音方法不同，所以ts可与开口呼的ei韵母、合口呼的ua韵母相

拼，与ts‘、s、Z三声母显出了差别。Z声母是浊擦音，与塞擦音ts、ts‘及清

擦音s发音方法不同，因此独其不与开口呼的Y、e、an、ar3四韵母及合口呼

韵母相拼而显出了自己的特性。

5、舌尖后音声母不能与细音及合口呼韵母相拼，只可与开口呼韵母相拼，

显得最为集中。但是，舌尖后音声母不能与开口呼的1、m、ei三韵母相拼。

乙声母是浊擦音，与塞擦音t队t$‘及清擦音$发音方法不同，因此独其不与

开口呼的￡韵母相拼而显出了自己的特性。

6、舌面音声母不能与洪音相拼，能与细音韵母相拼，表现最为整齐。

7、舌根音声母刚好和舌面音声母相反，不能与细音相拼，可与洪音相拼，

处于互补状态。舌根音声母不能与开口呼中的1、．L、lll、ei四韵母相拼，仍

显得极为整齐。

8、零声母不能与合口呼相拼，可与细音及开口呼相拼。但是，零声母不

能与开口呼中的1、．L、ei三韵母相拼。

通览“兰州方言声母韵母配合表”，共有可供配合音节总数800个(一25

个声母×32个韵母)，其中：

1、不能配合的音节，即兰州方言音系不允许拼合的音节共467个。

2、可以配合的音节，即兰州方言音系允许拼合的音节共333个(=800

个--467个)。其中：

有音有字的共317个，有音无字的16个。有音有字的317个音节例字已

见表内，毋庸多说。有音无字的16个音节适如上说，皆可做象声词用，如pia。。

可表爆裂声，mia。。可表猫叫声。其中有6个除做象声词外，还可做其他词使

用。例如：

pia。。，动词，义为随意贴上：腿上～了一块膏药。

P‘iatt，形容词，义为扁平，多带叠音后缀：这房子～塌塌的。

t‘ial3，动词，义为把泥巴摔在墙上：和些泥～上。



声韵调配合关系·声韵配合关系

tiar313，重叠后做名词：“～～"，法师敲的一种羊皮鼓。

tsua。。，动词，“做啥”合音而成：你～着哩?

z1。。，形容词，义为小孩淘气：这娃娃～的很。

今尚纯做象声词的有mia、piar3、P‘iar3、tia、lia、t‘iar3、za、zou、zon、

互a这10个音节。

兰州方言中333个声韵配合音节对25个声母来说，分布不是均等的。若

平等分布，则每个声母约占有13个音节。各声母实际所占音节排序如下：

125个，t21个，021个，t‘20个，p16个，P‘16个，tsl6个，k16个，k‘16个，

x16个，m15个，s14个，ts‘13个，tGl2个，tG‘12个，G12个，t$9个，tp‘9个，

S9个，pf8个，pf‘8个，f8个，v8个，乏8个，z5个。

其中l声母所占数最高，Z所占数最低。平均数以上的12个，平均数以下

的13个。

按声母的发音部位来看，各类所占音节数目及百分比排序如表2。

裹2按声母发音部位所占音节情况

声母类别 舌尖中音 舌尖前音 舌根音 双唇音 舌面音 舌尖后音 唇齿音 。

音节数目 66个 48个 48个 47个 36个 35个 32个 21个

所占比例 19．8％ 14．4％ 14．4％ 14．1％ 10．8％ 10．5％ 9．6％ 6．3％

其中舌尖中音最多，零声母最少，舌尖前音、舌根音、双唇音较多，舌

面音、舌尖后音、唇齿音较少。

按声母的发音方法(暂不考虑送气特征)分类，各类所占音节数目及百

分比排序如表3。

衰3按声母发音方法所占音节情况

发音方法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边音 鼻音 。

音节数目 105个 87个 80个 25个 15个 21个

所占比例 31．5％ 26．1％ 24％ 7．5％ 4．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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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塞音最多，鼻音最少，而且有意思的是塞音多于塞擦音，塞擦音多

于擦音，排序正与一般音标表上的次序一致。

兰州方言333个声韵配合音节对32个韵母来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若

平均分布，则每个韵母约占有10个音节。各韵母实际所占音节排序如下；

a22个，0n22个，an21个，arj21个，y20个，e20个，a18个，u16个，oul5

个，ialO个，ielO个，ialO个，ilO个，ianlO个，inlO个，iarJ9个，ux9个，

uei9个，uan9个，uon9个，ei8个，iau6个，ye5个，y5个，yan5个，yn5个，

14个，t4个，ua4个，ue3个，uarj3个，llJl个。

其中a、on二韵母最多，m韵母最少。

按四呼来说，各呼所占音节及百分比如表4。

表4 四呼所占音节情况

四 呼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音节数目 176个 75个 62个 20个

所占比例 52．8％ 22．5％ 18．6％ 6％

其中开口呼最多，撮口呼最少。同样有意思的是多少排序正与开齐合撮

排列一致。开口呼所占音节比齐合撮三呼所占音节之和还要多一些，因此，开

口呼音节占绝对优势。

第二节 声韵与调的配合关系

兰州方言音系允许有333个声母、韵母相拼音节，可称之为333个声韵

音节。这333个声韵音节配之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可构成

1011个实际可读的音节(若不配声调，声韵音节实际上无法读出来)。如果每

个声韵音节都能和阴阳上去四声相配，就会有(333×4=)1332个可读音节。

但是，由于历史来源及音系本身的制约，有些声韵音节无法与每一声调相配。

兰州方言声韵音节与四声相配情况见表5“兰州方言声韵调配合表”(共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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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有音有字的可读音节用一常见字做代表，有音无字的可读音节用空

格表示。不可配合的音节，即兰州方言无此读音的声韵调相配音节，格内画

斜线表示。为节省表格，表内尽量不列声韵不能拼合的音节(即333个声韵

音节之外的音节)，无法避免而见于表内的径用“×"表示。

通览“兰州方言声韵调配合表”可知，333个声韵音节和阴阳上去四声可

供配合的音节共有(333×4=)1332个，其中不允许配合的共有321个，在

允许配合的1011个可读音节中，有音有字的共967个，有音无字的共44个。

有音无字的这些音节表内用空格表示，其用法在后面第五章“常用同音字

表"中逐一列出，故兹不赘叙。

声韵音节能否与阴阳上去四声相配，总体来说是有条件的。声母的条件

一是清浊，二是送气与不送气；韵母的条件是阴声韵，还是阳声韵。浊音声

母有5个：m、v、l、Z、五，除唇齿浊擦音声母v之外，其余4个浊音声母一

般不与阴平调配合，个别例外字(已见表内)不影响整体规律。不送气塞音、

塞擦音声母共有7个：P、pf、t、ts、ts、tQ、k。它们不能与阳声韵的阳平调

相配，例外只有一字“啖”tan。。，义为吃，用于粗俗场合；它们与阴声韵阳平

调的配合能力很差，相配数不多，而且都是古人声字。

声韵调相配的1011个可读音节中，若阴阳上去四声平均分配，则每一声

调占有(1011÷4≈)253个音节。实际各自所占音节数目及比例如表6。其

中去声音节最多，上声次之，阳平最少。阴平音节与上声音节基本相当。

表6各声调所占音节情况

声 调 去声 上声 阴平 阳平

音节数目 297个 257个 254个 203个

所占比例 29．4％ 25．4％ 25．1％ 20％

声韵调相配的1011个可读音节中，若各声母平均分配，则每一声母占有

(1011--25≈)41个音节。实际所占音节排序如下：170个，069个，t‘62个，

t59个，x58个，P‘50个，k48个，k‘45个，p44个，$44个，m42个，tq‘41

个，ts39个，t$38个，ts‘37个，s37个，t$‘34个，$32个，t$31个，f30个，

v30个，pf‘27个，pf21个，乙18个，z5个。浊边音l所占最多，浊擦音Z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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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最少。按声母发音部位来说，各类声母所占音节数目及比例如表7。其中舌

尖中音所占最多，零声母最少，舌根音、双唇音、舌面音所占较多，舌尖前

音、舌尖后音、唇齿音较少。与声韵配合音节中的情形相比，舌根音、舌尖

前音位次有变化，其余位次一致。

表7按发音部位各类声母所占可读音节情况

发音部位 舌尖中音 舌根音 双唇音 舌面音 舌尖前音舌尖后音 唇齿音 。

音节数目 191个 151个 136个 123个 118个 115个 108个 69个

所占比例 18．9％ 14．9％ 13．5 oA 12．1％ 11．7％ 11．4％ 10．7％ 6．9％

从声母发音方法来看，各类声母所占可读音节数目及比例如表8。其中送

气音与不送气音是对塞音和塞擦音的进一步分类。塞音所占音节最多，鼻音

最少，排序与声韵相配音节的情形完全一致。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所占可读音

节基本平衡。

表8按发音方法各类声母所占可读音节情况

发音方法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边音 鼻音 。 不送气音 送气音

音节数目 308个 268个 254个 70个 42个 69个 280个 296个

所占比例 30．5％ 26．5％ 25．1％ 6．9％ 4．2％ 6．8％ 48．6％ 51．4％

兰州方言声韵调相配的1011个可读音节中，各韵母若平均分配，则每一

韵母占有(1011÷32≈)32个音节。实际所占音节数目排序如下：an70个，

a68个，arj66个，a60个，e57个，an57个，u54个，Y53个，au41个，i38个，

ian35个，in34个，iarj32个，ie30个，ux30个，uan29个，uei25个，uan25

个，iarJ22个，ei21个，ia2 0个，y19个，ieul8个，yanl7个，U4个，ynl4

个，yell个，111个，ualO个，uarjlO个，ue7个，m3个。其中an韵母所占

最多，111最少，与声韵相配音节中的韵母所占音节排序有较大差异。

从四呼来看，各呼所占可读音节数目及比例如表9，其中开口呼所占最

多，撮口呼所占最少，以开齐合撮排序，且开口呼所占居一半以上，与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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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配音节中的情形一致。

表9按四呼各类韵母所占可读音节情况

四 呼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音节数目 531个 229个 190个 61个

所占比例 52．5％ 22．7％ 18．8％ 6％

从阴声韵和阳声韵来看，阴声韵占有可读音节622个，阳声韵占有389

个，前者占61％强，居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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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连读音变

音节与音节连读时，由于受前后语音成分的影响会发生语音变化，这种

现象称之为连读音变。常见的连读音变有儿化、轻声、连读变调、减音、合

音、同化等。兰州市区及大部分郊区口音儿后缀自成音节，无儿化韵，因此

本章只介绍儿化之外的几种音变。个别郊区方言片有儿化韵，留待第五篇说

明。

第一节 轻 声

轻声实际上是一种连读变调，但较之其它连读变调，有特殊性，所以有

必要单节叙述。

一、轻声的语音特征

兰州方言的轻声出现在两字组的后一字或多字组的后几字上，第一字不

做轻声。轻声的语音特征是音长较短，约为非轻声字音长的一半，音强(振

幅)比非轻声字的小，在听觉上是一个轻短模糊的声调。轻声的调值不受自

身单字调的制约，因首字的单字调值而变化，下图69—72是从音高仪上描绘

下来的四张有轻声的连读音变图。图中所显示的是“衫子、房子、种子、帐

子"四个常用名词的语音特性。前字单字调分属阴阳上去四声；后字“子"单

字调为上声，做名词后缀一般读轻声。‘

每图最下面的水平线间的空档显示字音音长，空档越大，字音越长。四

张图中后字“子"的音长比前字短，这是“子”作轻声的第一个明显语音特

征。每图最上面的粗曲线显示字音的音强变化，离水平线越高，振幅越大，字

音强度越大。四张图中“子"的音强都小于前字，这是“子”作轻声的第二

个明显语音特征。每张图中间的粗曲线显示字音的音高变化，离水平线越高，

频率越高，音高越大。四张图中前字音高变化造成的调型与单字调型基本一

致，后字“子"则失去了原上声调型，随前字单字调不同而呈不同调型。这

是“子”作轻声的第三个明显特征。“子”在阴平字“衫”后呈短而低降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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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平字“房”后呈短而低升调型，在上声字“种”后呈短而低降调型，在

去声字“帐"后呈短而高降调型。

图69 衫子阻n53ts]l 图70 房子farJsltsl2

图71种子plan“tsll 图72 帐子t$ar313．．1lts'13

从窄带语图上也可看出轻声的语音特征。兰州方言中“儿"作名词后缀

时一般也作轻声。-FN[]73—76所显示的是“花儿、虫儿、狗儿、被儿"这

四个名词(前一字有阴阳上去四声之别)的窄带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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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轻声的调值

语音学和音系学是有差异的。物理仪器上显示的音高曲线和基频走向与

说话人的听觉调值往往有很大距离。兰州方言的轻声主要表现在二字组的后

字上，其调值决定于前字的单字调。用五度画调器对当地说话人做听辨实验，

不难得出公认的轻声调值。二字组中阴平字后的轻声字在五度画调器上画促

短的21调或在1度点一下均能被当地说话人所认可，因此为了显示轻声音短

的特征，我们标阴平后的轻声调值为1。阳平字后的轻声字画促短的13调或

在2度点一下均能被当地说话人所认可，我们标阳平后的轻声调值为2。上声

后的轻声听感同阴平字后的轻声，因此也标为1。去声字后的轻声字画促短的

23调或在3度上点一下，均能被当地说话人所认可，因此标其调值为3。去声

字后有轻声时，该字也发生连读变调，由低升调变为低平调11。总之，从听辨

实验来看，当地说话人对轻声的音高变化拱度感觉比之单字调要迟钝一些，这

显然是对轻声字音长较小这一特征的反应。二字组轻声调值具有代表性，为下

文叙述方便，权称之为“轻声典型调值”。兰州方言轻声典型调值情况见表lo。

表10轻声典型调值

前字单字调 后字轻声调值 例 字

阴平53 1 衫子、花儿、哥哥、姑娘
阳平51 2 房子、虫儿、婆婆、学生
上声44 1 种子、狗儿、姐姐、老师

去声13—11 3 帐子、被儿、妹妹、舅母

兰州方言的轻声也出现在三字组中。根据听辨实验，第一字读原单字调；

第二字读轻声典型调值；第三字分两种情况：第一字单字调为阴平、上声、去

声时第三字轻声调值为1，第一字单字调为阳平时第三字轻声调值为3。三字

组中后两字为轻声时，第一字为去声，同二字组情形一样，也要变为低平调

11。兰州方言三字组轻声调值情况见表11。

表11三字组中的轻声调值

第一字单字调 第二字轻声调值 第三字轻声调值 例 字

阴平53 1 1 瓜瓜子、庄稼人

阳平51 2 3 门门子、贼娃子

上声44 1 1 碗碗子，老汉家

去声13—11 3 1 柜柜子、吊死鬼

下图77—80窄带语图所显示的是兰州方言三字组的轻声情况。



·52-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音系统

}
t’“’

{‘’酶
f··‘f’

，·．I

●

．．

图77瓜瓜子kua53kualtsll

‘警

。‘、o

●、

图78 门门子mon5lmon2tsl3

．．‘}L

●1

．J‘●●■■I

J■■■■●■■■■P



连读音变·轻声 ·53·

图79 碗碗子van44vanltsll

图80 柜柜子kueil3．．11kuei3ts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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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轻声的别义作用与出现环境

兰州方言的轻声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可以找出许多最小对立体，即声

母、韵母、单字调完全相同，只由轻声与非轻声的差别而造成意义不同的成

对词或词组，来说明这一点。例如：

背锅pei53kux53(动宾词组)≠背锅pei53kuxl(后字轻声。名词，驼背，

一种残疾人)

添水t‘ians。fei。。(动宾词组)≠天水t‘ian。。fei。(后字轻声。名词，甘肃

地名)

分水fons。fei。。(动宾词组)≠风水fon。。fei。(后字轻声。名词，堪舆或堪

舆家)

风头fon53t‘au51(偏正词组)≠分头fon53t‘aul(后字轻声。名词，男人

发型)

东西tuon53Gi53(联合词组，东面和西面)≠东西tuon53Gil(后字轻声。名

词，物品)

生活san53xuY51(生存活动)≠生活san51XUYl(后字轻声。名词，毛笔)

房前for351tg‘ian51(房子前面)≠房钱for351tG‘ian2(后字轻声。房租)

龙子luon。。ts]4。(龙的儿子)≠聋子luon。1tsl2(后字轻声。名词，耳聋的

人)

龙头luan5lt‘9u51(龙的头)≠笼头luan51t‘au2(后字轻声。名词，套在

牲口头上的束件)

古今ku4。tGin。。(古代和现代)≠古今ku44tGinl(后字轻声。名词，故

事)

理头li。。t‘au。l(动宾词组，理发)≠里头li。。t‘aul(后字轻声。方位词，

里面)

里面lit。mianl3(里子和面子)≠里面li。。mian。(后字轻声。方位词，里

头)

酒菜tGiau44ts‘￡13(酒和菜肴)≠韭菜tGiou44ts‘￡1(后字轻声。名词，蔬

菜名)

架子tGial3一11tsl44(512具，架势)≠胛子tGial3—1lts]3(后字轻声。名词，

肩膀)

对头tueil3一11t‘Ou51(正确)≠对头tueil3一llt‘au3(后字轻声。名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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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

会拧xueil3--ulin。1(能够拧)≠会宁xueil3．．11lin。(后字轻声。名词，甘肃

县名)

电价tianl3tGial3(电的价格)≠店家tianl3．1ltGia3(后字轻声。名词，开

店的老板)

隔墙kYl3．11tG‘iar351(隔一道墙)≠隔墙k￥13．11tG‘i。日3(后字轻声。名词，

分隔房间的墙)

兰州方言的轻声出现在一定环境之中。总括来说，有如下八个方面。

(一)名词或代词后缀“子、儿、头、客、匠、手、娃子、们、么”等一

般都读轻声。例如：

儿子uJ5ltsl2 缸子karJsstS『!ll

弹儿tanl3．．11U13 软儿(一种梨) van44D．1l

斧头fu44t‘Oul 说头(说的内容) fYl3一nt‘OU3

沆客(傻瓜)xoql扣11k‘Y3 脏腑客(胆大者)tsarj,sfuls—nk‘Ys

画匠xual3．11tGiorj3 泥水匠(泥瓦工)li51fei44tGialJl

高手(高水平的人) ko。。Sau。 拳棍手(会武术的人)

tG‘yan51kuonl3一ll莘aU3

狮娃子(小狮子) st53valtsll 寡娃子(傻子) kua44valts3_l

我们 vY44mortl 树们 fuls．1lmons

这们ts．L13—1lmon3 奈(那)们lanls—llmons

(二)单音节名词的重叠形式中第二音节读轻声，如果后面带有后缀

“子、儿”也读轻声。例如：

婶婶 S9n44Sanl 娃娃 vaslvaz

盅盅pfan53planl 窝窝VY53VYl

窗窗子 pf‘3刁53pf‘。日1tsl_1 凳凳子tonl3一ntanstsll

瓶瓶子P‘inslP‘in2ts3_3 水水子fei44feiltsll

盆盆儿P‘on51P‘on21113 眼眼儿ian44ianlllll

缝缝儿fonl3—1lfan3m1 筐筐儿k‘uar&3k‘uorjltux

(三)形容词叠音后缀一般读轻声，后面所带助词“的"也读轻声。例如：

灰楚楚的xuei53pf‘Hipf‘ultil 蓝茵茵的lanslinzinstil

酸几几的suan53tGiltGiltil 油奶奶的iausllezles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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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刮刮的 ie44kual kualtil

满野野的 man44ielieltil

(四)助词“的、着、了、吗

我的书 vY44tilfu53

走着看tsou44t$Y1k‘anl3

来了 le51b2

好吗XD44mal

听哩t‘in53lil

写煞(写吧!) Gix44Sal

(五)词或词组末表示方位的

一般读轻声。例如：

炕上 k‘o日13．．1l$a日3

底下ti44xal

家里tGia53lil

外边 v￡l卜11pian3

上面 Sa习13—11mian3

脑头(里头)la44t‘Oul

中间plan53t9ianl

(六)动词或形容词后做补语

个"等成分一般读轻声。例如：

听过t‘in53kuxl

拿去了(～两本子书)la51tG

103

抱上pal3一11莘。习3

站下 tSanl3一11xa3

抓住pfa53pful

擦掉ts‘a13。11t03

送给suanl3．11kx3

多下的个(多得很)tu953Xal

kxl

(七)亲属名称后表示第三人称

、哩

“上

的“

‘i2

t11

所属

慢踏踏的 ITlanl3—1lt‘aat‘altil

窄恰恰的 tSYl3—1ltG‘iaatG‘ial

、煞”等读轻声。例如：

跑的快P‘：)44til k‘UE：13

冻着(～受不住了)tuonl3．11tSY3

亮了liarjl3，11la3

吃了吗t莘‘113—1lla3mal

行哩gin51li2

好着哩煞(好吗?)XD44tSYllilSal

、下、里、边、面、头、间”等成分

火上xuy44Sa日1

地下til3一11xa3

壶里xu5lli2

里边li44planl

下面xal3一llmian3

前头t9‘ian5lt‘OU2

过、去、上、下、住、掉、给、下的

研究过ian5ltGioul3．11kux3

玩去van51t9‘i2

抬上t‘ESl莘3习2

请下tG‘in44xal

顶住tin44pful

哄掉了xuon44t01lal

给给kx44kxl

长下的个(长得很) tS‘arj51xa2ti3

kyl

关系的“的、的个”读轻声。例如：

。

点
长

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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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说了(他妈说了) ma53tilfxl3一llb3

丈人的个肘下了(他丈人牛起来了)tfior313—1l互an3tilkxlt{；ou44xallal

(／k)生活极常用的双音节词的后一音节常读轻声。例如：

过雨(雷阵雨) kuyl3—11Y3

柳树liou44ful

包谷p053kul

冬果 (一种梨)tuon53kuyl

茯茶ful3．11tS‘a3

叫驴(公驴)tGi013—1lly3

姑舅 ku53tGioul

胳膊kyl3．．1lpY3

手巾 爷au“t(：inl

楼房lou51far32

舒坦(舒服) fu53t‘anl

拉扯 la53ts‘Y1

黄河XUOl351xY2

牡丹mu44tanl

清油 t口‘in53ioul

核桃 xY5lt‘32

调和(调料)t‘i05lxuy2

母猪mu44pful

匠人tGiol313．．11&on3

干腿(小腿) kan53t‘ueil

皮鞋P‘islx￡2

城墙tfi‘on51tG‘ior32

稳当 yon44tot31

对付tueil3．1lfu3

第二节 非轻声性连读变调

上节介绍了兰州方言中的轻声。轻声是一种特殊的连读变调现象，本节

所要叙述的是一般的连读变调，即非轻声性的连读变调，下文从众径称连读

变调。这种连读变调的调值不以促短轻微为特点，具有单字调的正常音长和

音高，在听觉上呈现为其它调类的调值或新调类的调值。

一、环境与条件

兰州方言的连读变调表现在二字组连读环境中。条件有两条：某调类前

字因后字为轻声而发生变调，前字因后字为某调类而变调。总之，兰州方言

的连读变调皆以后字的声调为条件发生在前字身上。用五度画调器做听辨验

证，如下15种二字组不发生连读变调：

(一)“阴平一阴平"。例如：

新书 Gin53fu53

登山ton53莘an53

公私 kuon53s153

花开XUa53k‘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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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一阳平”。例如：

高楼 k053lau5l

修楼 oiou53lou51

(三)“阴平一上声”。例如：

钢水 korj53fei44

生火 San53xuY44

(四)“阴平一去声”。例如：

家电tgia53tianl3

开店 k‘ssatianl3

(五)“阴平一轻声”。例如：

哥哥ky53kxl

钉子tin53tsll

(六)“阳平一阴平”。例如：

红心xuon5lgin53

学工 Oye51kuon53

(七)“阳平一阳平”。例如：

红糖xuon51t‘or351

留学liou510ye51

(八)“阳平一上声”。例如：

河水Xy51fei44

传火pf‘uan51XUY44

(九)“阳平一去声"。例如：

甜味t‘ian5lveil3

传代ts‘uan5ltel3

(十)“阳平一轻声”。例如：

娘娘(姑母)liorj51liorj2

肠子tS‘orj51ts]2

(十一)“上声一阴平”。例如

山河 San53xY51

天蓝t‘ian53lan5l

加

心

toia53toian44

oinsaoior344

新旧 gin53toiou 13

心跳gin53t‘i013

飞的 fei53til

花生(一种植物食品)xua53$9nl

明清(两个朝代)

墙高 tO‘ia习51k053

liou51io习51

iarj51fei5l

牛马liou51ma44

床小pf‘orj51 oi044

名目 min51mul3

人瘦 乙an5ls9u13

xuon51ti2

xuol姗orjz

min51tO‘in53

减想

羊肥牛羊

的上红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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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xuY“tuei53

走私tsau44s153

(-I---)“上声一阳平"。例如：

好棋XD44tg‘i51

请神 tG‘in44san51

(十三)“上声一去声"。例如：

果汁kux44t吼13

走路tsau44lul3

(十四)“上声一轻声”。例如：

板板pan44panl

鸟儿li344m1

(十五)“去声一去声”。例如：

大会tal3xueil3

问路vanl3lul3

美苏(两国名) mei44SU53

酒香tgiau44eiorj53

马牛 ma44liau51

脸黄lian44xuorj5l

软硬 van44linl3

火大XUY44tal3

扁的pian44til

板颈(脖子)pan44tginl

意义

路窄

113113

lul3t$Y13

如上15种组合中，前字为阴平、阳平的10种组合由于阴平调和阳平调

都是降调，外地人听起来“阴平一阴平"组合与“阳平一阴平"组合差别不

大，“阴平一阳平"组合与“阳平一阳平”组合差别不大，“阴平一上声"组

合与“阳平一上声”组合差别不大，“阴平一去声"组合与“阳平一去声"组

合差别不大，“阴平一轻声”与“阳平一轻声”组合差别不大，但当地人对此

区别敏感，用最小对立体进行听辨实验，能够互相区分开。例如：

通车t‘uan53tS‘Y53≠铜车t‘uan51t莘‘Y53

方门 far353man5l≠房门 far351man5l

飞马fei53ma44≠肥马fei51ma44

风大fan53tal3≠坟大fan5ltal3

穿的pf‘an53til≠传的pf‘anslti2

图81—95显示的是如上15种组合的连读变调语图，为了说明阴、阳平之

别，特将其对立体相并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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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通车 t‘uon53tS‘Y53 图82铜车t‘uon51ts‘Y53

图83通红t‘uon53xuon5l 图84铜红t‘uon5lxuon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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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0-．一十_

图85通水t‘uon53fei“

图87通气t‘uon53tG‘i13

图86铜水t‘uon5lfei44

’
●

’I

●’

^

-

图88铜器t‘uon51tG‘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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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89通的t‘uon53til 图90铜的t‘uon51tiz

图91 好书x。“fu53 图92好棋X044tG‘i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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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好地XD¨til3

●

图94 好煞(好吧)xa“跚l

图95电报tianl3p013

．“11I

．．

．

，o

，

●．_=．、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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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方言连读变调发生在“上声一上声”、“去声一阴平”、“去声一阳

平”、“去声一上声”、“去声一轻声”这五种组合中。

二、上声连读变调

在“上声一上声"二字组合中，即两上声字连读时，前字由原来的次高

平调变为高降调，即由44变为51，后字不变。图96显示了这种变化在窄带

语图上的表现。由于发生这种连读变调，“上声一上声”组合与“阳平一上

声”组合相混不分。通过读听最小对立体进行听辨实验，当地说话人对此完

全认可。例如：

美好 mei44．5lXD44一煤好 mei5lx344

友好 iau44—5lxa44=油好 iau5lxa44

土改t‘U44—5lke44=涂改t‘USlke44

养狗 iarj44—5lkau44=洋狗 iorj51kau44

水土 fei44—5lt‘u44一肥土 fei5lt‘u44

虎口Xtl44．5lk‘ou44 2壶口xu51k‘Ou44

水果 fei44—5lkuY44=谁裹 fei51kuY44

海底Xi944—5lti44=鞋底XE；51ti44

起首tO‘i44_-51§au44=棋手 t9‘i515au44

马场 ma44—51ts‘orj44一麻厂 ma51t荸‘a日44

图97—98是读音混同的最小对立体“雨水”(下雨的水)和“鱼水”的

窄带语图。

三、去声连读变调

去声除在去声前不变调外，在阴平、阳平、上声、轻声前都要变调，由

原来的低升调变为低平调，即由13变为11。用五度画调器作听辨实验，当地

说话人对此完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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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好纸xa44-．51t§L4

图97 雨水y4卜51fei“

，

l

f

●

’一‘、二· ”争，‘

图98鱼水Yslfe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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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声一阴平”组合中，前字由低升调13变为低平调11。例如：

大风tal3—11fan53 罢休pal3—110iou53

问安vanl3—11an53 路宽lul3一llkuan53

(二)“去声一阳平’’组合中，前字由低升调13变为低平调11。例如：

热茶 7、Y13—11t莘‘a5l 富强 ful3-．11tG‘ial35l

问人 vonla—llz。on51 路长 lul3—11t莘‘。习5l

(三)“去声一上声”组合中，前字由低升调13变为低平调11。例如：

大海tal3—1lx￡44 粪土 fanl3—1lt‘U44

灭火miel3—1lXUY44 脚冷tgyYl3．1lIon44

(四)“去声一轻声”组合中，前字也由低升调13变为低平调11。例如：

蛋蛋tanl3—11tan3 绿的lul3—11ti3

叫住tgial3—11pfu3 道人tal3—117-,an3

图99—102用窄带语图显示了去声的这四种连读变调面貌。

E喜，．． ． oS*；、 ·!§二’一：

图99 电光 tianl3—．1lkuarj53 图100 电流tianl3一11liou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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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电表tianl3．11pia4。 图102 垫子tianl3．1ltsl 3

第三节 减音、增音、换音、合音

兰州方言在语流中存在着减音、增音、换音、合音之类的音变。这些音

变对当地说话人和听话人听感迟钝，一般意识不到该音变的发生。

一、减 音

在自然说话过程中有些音节的音素丢失而不发出来，这就是“减音"现

象。兰州话中如下减音比较明显：

名词“衣裳"的“裳”声母s往往丢失。例如：穿了个新衣裳($arj-斗

arjl)I快把衣裳(莘arjl一。习1)穿上!

介词“望"的声母v往往丢失。例如：望(val313一。日13)前头走l望(val313

一。习13)东看I不要望(val313一。日13)窄处挤1只想着望(val313一。日13)钱眼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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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方位名词“上”的声母莘往往丢失。例如：天上(fiar3-一。日·)飞着个飞机

l炕上(莘ar3。一3习。)坐着两个老汉I大门上(sar3z一。刁：)把对子贴上I把椅子上

(爷ar31一。习1)的土擦掉。

趋向动词“上"的声母莘也往往丢失。例如：倒上(§ar3s—a日s)一缸子水

I把毛背心穿上(莘ar3。一。日，)I工作找上(S。D。一。习，)了没有?I把眼睛蒙上

(fiat32一。习2)了I沟子(屁股)后头跟上(莘ar3l斗a日1)!

方位名词“里头"的“里”声母l往往丢失。例如：望炕里(1i。。一i。。)头

坐l外头是园子，里(1i。。一i。。)头是房子I墙里(1i。。一i。。)头藏下枪着哩l砂锅

里(Ii。。一i。。)头煮的是啥煞?

方位名词“底下”的“下"有时丢失声母x。例如：把鞋放到床底下(xa。

一a1)l瓶子底下(xal一a1)漏着哩。

表持续态的助词“着”声母tS有时也丢失。例如：睡着(t莘Y。一Y。)看书

对眼睛不好J抬着(tfix2一Y：)一根椽子。

动词“思想”(想)的“想”声母G有时丢失。例如：半夜里思想(Gioo。

一io习，)起北京的儿子来了l越思想(Gior3，一io日，)越难心。

“了”作时态助词时一定丢失韵头i。例如：听了(1ia。一lo。)三遍I昨个天

走了(1ial一lal)I见了(1ia3一b3)没有?I把那(他)吓坏了(1ia3一b3)。

“掉’’表示完成义而作动词补语时一定丢失韵头i。例如：跑掉(tia，一

t01)了I忘掉(tia3一t03)了I歪掉(ti01一t31)了l摘掉(tia2斗t02)了l丢不掉

(tia3·t03)I死不掉(tia3_ta3)。

方位名词“这面个"(这面)、“奈(那)面个"的“面"往往丢失韵头i。

例如：这面(mianl3一manl3)个是教室，奈面(mianl3一manl3)个是宿舍。

名词“缎小帽”(瓜皮帽)的“缎”韵母uan往往丢失韵头U。例如：缎

(tuanl3一tanl3)小帽上头有红疙瘩哩I小娃娃又戴缎(tuanl3一tanl3)小帽着哩。

名词“骨头”的“头”韵母OU往往丢失韵腹a(声母变成不送气音)。例

如：吃肉的吃肉、啃骨头(t‘Ou3一tu3)的啃骨头(t‘OU3一tu3)。

名词“兜肚儿”的“兜”韵母Ou往往丢失韵腹a。例如：做了个大红兜

(tOu53一tu53)肚儿I给娃娃把兜(tou53一tu53)肚儿穿上。

名词“箍漏锅’’(补锅匠)的“漏”韵母OH总要丢失韵腹a。例如：这几

年没有箍漏(10u13斗lul3)锅了。

名词“脬蛋子”(阴囊)的“蛋”韵母an往往丢失韵尾n。例如：娃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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脬蛋(tanl—tal)子肿着哩。

词组“扣痒痒”(搔痒)的“痒"韵母iar．1往往丢失韵尾r3。例如：快给

爷爷扣痒痒(iar．144iol31一ia“i01)。

时间名词“会子”(会儿，时候)的“会”韵母uei往往丢失韵腹和韵尾

ei。例如：这会(xueil3啼xul3)子了还没有下班I奈(那)会(xueil3一xul3)子

那(他)还没生下着哩。

方位名词“里头"的“里”有时整个音节也可丢失，词缀“头”仍读轻

声。例如：这几个娃娃(里)头哪一个上学了?J奈(那)一堆瓜(里)头没

有一个好瓜。

二、增 音

在自然说话过程中有些音节增加音素的现象叫作“增音”。兰州话中如下

增音比较明显：

名词“炉子"的“炉”韵母U往往增加韵腹a而变成复元音韵母。例如：

买了个炉(1u。1一lau。。)子l张师傅泥下的炉(1usl寸lau51)子利的很。

名词“亲戚”的“戚”韵母i往往增加韵尾n而变成鼻音韵母，这显然是

受前一音节“亲"的鼻韵母同化作用造成的。例如：我妈到段家滩转亲戚

(tO‘il—tG‘inl)去了l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亲戚(tO‘il斗tG‘inl)。

名词“新媳妇”的“媳"韵母i往往增加韵尾n而变成鼻音韵母，这显然

是受前一音节“新”的鼻韵母同化作用造成的。例如：李家八月十五要娶新

媳(oil一Ginl)妇哩。

名词“西红柿"的“西”韵母i往往增加韵尾n而变成鼻韵母，听起来

“西红柿’’成了“腥红柿"。这是受后一音节“红"的鼻韵母同化作用造成的。

形容词“细心"的“细"韵母往往增加韵尾n而变成鼻音韵母，这显然

是受后一音节“心”的鼻韵母同化作用造成的。例如：你细(oi-。-"oinls)心

看就知道这是个假货。
。

三、换 音

在自然说话过程中有些音节的音素被别的音素置换，这就是“换音”现

象。兰州话中如下换音比较明显：

名词“夜蝙蝠”(蝙蝠)的“蝠”声母f往往换成x。例如：夜蝙蝠(fu。

一xu，)是老鼠子变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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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字"的“取”韵母Y往往换成i。例如：请老师给娃娃取(tG‘Y。。一

tq‘i44)个官名。

“月”在“热月天"(天热季节)、“冷月天"(寒冷季节)、“夏月天"(夏

天)、“冬月天”(冬天)这些时间名词中韵头Y往往换为i。例如：热月(ye。

一ie。)天吃不下饭I庄稼人到冷月(ye。斗ie。)天就闲下了f兰州的夏月(ye。一

ie。)天不太热I这几年冬月(ye。一ie。)天不下雪。

动词“带累”(拖累别人，给别人造成麻烦)的“累”韵母uei往往换成

Y。例如：女婿是个瘫子，把姑娘带累(1uei。一ly。)坏了。

介词“朝”在名词“头”或“沟子”(屁股)前时，韵母。往往置换成OU，

这显然是受后一音节韵母OU的同化作用造成的。例如：朝(ts‘o。1一ts‘OU；。)

头打了一棒I朝(t莘‘3。。一t$‘OU。。)沟子蹦(使劲踢)给了一脚。

成语“心心念念”的“念”韵母ian往往换成ie。例如：小王心心念念

(1ianl3 lianl3斗liel3 liel3)要学开个汽车哩。

婚俗动词“坐对月”(新娘第二次回娘家，住的日子较长)的“对”韵母

uei往往换成uon。例如：新媳妇坐对(tueil3一tuanl3)月去了。

表示触动义的“动”韵母uon往往换成OU。例如：把花瓶不要动(tuen。。

一t9u13)，小心打翻给。

名词“灯笼”的“笼”韵母uon往往换成Ou。例如：门上挂了个红灯笼

(1uon。一lau，)I从前没有手电，一晚夕(晚上)出门打的是灯笼(1uon。一

loul)。

地名“阿干镇”、“阿干县”的“干”韵母an往往换为。日。例如：望阿干

(kan5s—ko日s。)镇的路不好走I走了个阿干(kan53斗ko习。。)县，买了个破砂锅

(zb曲唱词)。此音变可能与阿干镇出产缸有关。

名词“端午"(夏历五月初五)的“端"韵母uan往往换成润。例如：端

(tuan53斗t3日53)午快到了l过端(tuan53斗to习53)午要包粽子哩。

能愿动词“要”前加“不"时韵头i往往换成声母l。例如：不要(io。。一

131。)说了I不要(io，。一b1。)看不起穷人。

四、合 音

在自然说话过程中，两个音节合并为一个音节(一般是前一音节的声母

和后一音节的韵母拼合)的现象叫“合音”。兰州话中下列合音比较明显：

“厨房”二字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pf‘。习13(pf‘U51forjl3一pf‘。习13)。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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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抬到pf‘3习l。里去I一进大门右面个就是pf‘o习1。。

“做啥”二字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tsual3(tsul3sal3一tsual3)。例如：这

几天你tsual3着哩?I儿子到榆中tsual3去了?

形容词“自然”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tsanl3(ts313 Kanl3一tsanl3)。例如：

这是tsanl。的事I外甥要结婚，阿舅tsan。。要去一下。

“早上”二字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tsor344(ts044莘。日l—tso日44)。例如：今

tsorJ44我不上班去了l昨tsorj44下了些雨。

名词后缀“子”和方位名词“上”连说往往合成一个音节tsorj。。(tsl。。So习1。

斗tso习13)。例如：桌tsorjl3土落了一层I台tsorjl3晒的是包谷J毯tsorjl3铺了个单

子l埂tsorjl。栽的都是白杨树。

动词“吃"和趋向动词“上"连说往往合成一个音节t爷‘。习。。(t争‘．L。s S3】3。。

一t$‘3习13)。例如：快把这些馍馍t莘‘a习13 I早饭tS‘o日13了就走。

“就象”二字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tgiorJl3(t9ioul3GiorJl3---tGiorJl3)。例如：

这两个娃娃心疼(可爱)的很，tGior3。。是一对童男女(纸俑)I嘴撅的老高的，

tGiorj。。是把那(他)的钱儿该下了。

“昨晚’’二字连读往往合成一个音节tsuan44(tsuY51van44一tsuan44)。例如：

tsuan44头疼着没睡着I我们tsuan44夕看戏去了。

“给我”二字连说往往合为一个音节kuy44(ky44—5lvY“斗kuY。4)。例如；我

哥kuy。。买了一个水笔I这些钱儿kux。。哩吗不kux。。还说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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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异 读

“异读”指的是一字多音现象，具体可分为文白异读、别义异读，下文分

节说明。

第一节 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在现代汉语各方言中都有表现，至于哪些字有文白异读，则因

方言不同而不同。“文”即“文读”，指的是一个字(即一个语素)的传统读

书音或用于书面词语时的读音；“白”即“白读”，指的是一个字(即一个语

素)的日常说话音或用于常用词语时的读音。兹列兰州话常见文白异读字如

下：

臂 文读pi，。：手～l～膀。白读q)px，轻声：胳～。@pei。。：～膀(指

兄弟)。

蝙文读pian。。：～蝠。白读pie。。：夜～蝠(即“蝙蝠”)。

辨文读pian。。：--4Jfl 1分～。白读P‘ian，s：～来了I东南西北没～清。

拍 文读P‘Y。。：～手I～皮球，～打。白读P‘ie。。：把土～实I～～打打

(随意拍打)。

骗 文读P‘ian。。：欺～I～钱。白读P‘ie⋯～人I～家拐子(骗人的坏

蛋)。

没文读mxl3；～有l～见过。白读mu，。：～有I～见过。

矛文读mo。。：～盾I长～。白读mi051：～子l～尖子。

猫 文读mio。。：～儿I～抓老鼠。白读mD。。：～儿I～抓老鼠I～鬼神

(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猫变鬼祟)。

芒文读mar3。l：光～I锋～。白读vor3。。：麦～I长～麦子。

舂文读pf‘013．53：～粮l～米。白读Pf‘an44：～粮食l～米。

肉 文读vu。3：非～不饱。白读乏au。。：牛～I肥～。

尾 文读vei。。：～巴I马～l收～。白读i。。：～巴I马～(马尾巴的发线)。

炉文读lu。。：～子I火～。白读lau。。：～子I洋～子(铁皮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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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读lu⋯～指子(多长的一个指头)l五牛～马．七羊八谷。白读

liou⋯～个人l～斤面。

露 文读lu⋯暴～I～馅I～出来。白读lou⋯～马脚I～馅儿I大腿～出

来了。

贼文读tsY⋯盗～l～寇l乡原．德之～也。白读tsei⋯盗～I～寇l～

娃子(／b偷)I做～。

作文读tsuY⋯工～I～家。白读(做)tsu⋯～活I～事I～不成。

阶文读tsE；川～级I台～。白读toie⋯～级I台～。

皆文读ts￡。。：～大欢喜l四海之内～兄弟也。白读toie。。：～大欢喜。

解 文读tsi；。。：～放I～释。白读①k￡。。：～开l～板。@toie。。：～放|～决。

介 文读ts￡⋯一～书生l中～。白读toie⋯～绍I蒋～石。

芥文读tsE；⋯草～。白读k￡⋯～子(一种油料作物)I～末(一种有

辣味的调料)I刺～(蓟)。

界文读ts￡⋯世～l～说。白读toie⋯世～I～线。

戒文读tst；⋯～律I猪八～l君子有三～。白读①k￡⋯～指。@toie⋯

猪八～。

届

皱

住了。

塞

～子。

蟹

懈

偕

谐

械

赐

瘦

爪

蝉

扔

街

文读tst；⋯第一～l～别。白读toie⋯第一～I～别。

文读tsOu⋯～纹l～眉头。白读pf‘u⋯～～子(折皱，皱纹)I～

文读s￡⋯军事要～I～下曲。白读sY⋯把瓶子～住I软木～子l～

文读s￡⋯螃～。白读oiel3．螃～。

文读s￡⋯松～。白读oie⋯松～。

文读s￡⋯白头～老。白读Oie⋯白头～老。

文读s￡⋯和～。白读oiel3：和～。

文读se⋯机～。白读tGie⋯机～。

文读s1⋯～予I恩～l～福。白读ts‘1⋯恩～l天官～福。

文读SOU⋯胖～I一-lJ,。白读sau⋯胖～l～小。

文读ts3川～牙。白读pfa⋯～子I～～子I鸡～子I狼～子。

文读ts‘an51：寒～I～鸣。白读san⋯秋～。

文读Z,on。。：～垃圾I～掉。白读乏L。：把书～掉了。

文读toie⋯大～I～道。白读k￡川大～l～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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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teie⋯～秆I豆～。白渎k￡川豆～子。

文读tGye⋯三～形I牛～I墙～I豆～。白读kY⋯牛～I墙～子l豆

文读tgi⋯供～。白渎k×⋯～一本书I～上些l送～小王。

文读tc‘ia小．：桥头上设～I关～I头发～子。白渎k‘a⋯关～I～子

车太多。把路～住了。

文读tG‘ye⋯胆～。白读tG‘ie¨：胆～l～阵l～豁(害怕)。

文读t9‘ye⋯麻～I鸟～。白渎tG‘i。I．：～儿I麻～儿。

文读tG‘yel3：喜～。白渎tG‘ia⋯喜～。

文读tG‘io刚～钟I～一下。白读k‘3川～钟I～一下。

文读tG‘Y⋯来～I～不～。白渎tG‘i⋯来～I～不～。

文读tG‘ian刚～吝。白读k‘an孙：性格～的很。

文读tG‘ior3础：口～l胸～。白读k‘or3础：～子(胸腔)。

文读Gia⋯上～I～来I～银川。白读X8⋯上～I～来I～银川。

文读eia⋯～子I眼睛～了。白读xa¨：～子I眼睛～了I～的很(坏

鞋 文读Gie⋯球～l布～I～子。白渎XE⋯球～I布～。

血 文读eye⋯～液l流～I～淋淋的。白读Gie¨：流～l～淋淋的。

酵 文读Gi3⋯～母l发～。白读tGio∽：～子I～头子。

馅文读eianl3：～儿I～饼。白渎Gyan⋯～子。

鲜 文读Gian艄：新～。白读t；yan川新～l光～。

咸文读Gian⋯～菜l～的很。白读xan⋯～菜l～的很。

涎 文读(：ian⋯口～I垂～三尺。白读xan川～水。

寻 文读gyn⋯～找I～求。白读Gin⋯跟～I～着挨打。

项 文读Gior3⋯～羽l～链。白读xar3⋯～羽I～圈。

巷文读9iar3⋯～子I大街小～。白读xor3⋯～子I大街小～。

跨 文读k‘ua⋯～步I～过去I～门坎。白读tG‘ia⋯～过去I～门坎。

渴 文读k‘Y⋯饥～}口～I～了l～的很。白读k‘3日⋯～了I～的很。

核 文读XE；⋯～心I考～。白读XH⋯枣～子I杏～子I～～子。

虹 文渎xuon⋯彩～。白读kar3⋯天上出～了I东～I西～。

我 文读矾。：知～者谓～心忧I吾与～．不分明I～们的伟大祖国。白读

v¨。：～们I～和你I～的书。

秸角

。给卡融怯雀鹊敲去悭腔下瞎L

子

斛

很

～

邙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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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文读Y⋯饥～I肚子～。白渎vY⋯肚子～I～坏了。

耀文渎i3⋯照～l～眼。白渎乏o⋯～眼。

第二节 别义异读

一、声调别义

把①pa川～门I～守I～住路口子．一个一个的检查。

②pa小．：一～土．一～泥I两～子葱．三～子油菜l这几个人拉(结)

成了一～子。

⑧pa⋯～～子f车～I～柄I～书拿上。

背①pei川～了一背斗土l～娃娃l～了一身债I～沟子(鸡奸)。

②pei⋯脊～I～后乱说I～斗(～篓)I僻～l耳～I～善(倒霉)。

泼①p‘x川～辣I～的很。

②p‘Y⋯～水I～了一身。

漂①p‘i。⋯河里～着一根木头I～不起来．沉下去了I～亮。

②p‘i。⋯～白粉I把手巾放在水里～一下I把海带多～几遍．就不

成了。

铺①p‘U川～开f把毡～上I用砂子～路。

②p‘u⋯～子I京货～f山货～l～面l～柜。

磨OmY⋯～刀子I～洋工I～时节(时间)。

@my⋯一盘石～I水～l电～I～石I～面I～豆腐。

蒙@mon⋯把头～住f这个娃娃～(傻)着哩f姓～I～学礼(人名)。

@mant。：～古I内～古I外～古。

转①plan山。：把这封信～给他哥l～移I～送I～帐。

(奎)pfan⋯车轱辘不～了I～动J～圈圈I～灯(游灯会)I～亲戚I到西

安浪(游玩)了一～。

中(I)pfon川～国I～间I～等I～心I～央。

(窑)pfon。，I．考～了l枪没打～l～毒。

(L固pfon⋯～毒。

种(工)pfon小。：～子I优良品～l～类I这一～．那一～。

(④pfon⋯～庄稼l～麦子l播～I春～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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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①fu¨：～票子I～果子I～了两遍I～落。

②fu⋯报到的人～还差的远着哩I～儿l～目子I心中有～。

分①fon％：～家I～房子I～配I～开I～清楚I一～一厘l五～钱。

②fon⋯名～I本～l积极～子I糖～太大。

缝①fon⋯～衣裳I～口袋I把袖子～上。

②fon⋯墙上一条～子I见～插针。

瓦①va⋯～房I～刀I砖头～块。

②Va⋯～瓦(把瓦安砌在屋顶上)J一天～了三间房子上的瓦J琉璃

瓦不好～。

为①vei⋯事在人～I～人处事I大有作～I一分～二。

②vei⋯～大家出力I拉帐借债，～的是供儿子上学I～啥你爹没来?

打①ta⋯一～子十二个l半～铅笔。

②ta⋯～人I～仗I～骂I～(买)面I～发(信)I～(从)前个(前

天)起，就吃不下饭了。

倒 ①t3川～换I～贩I～手I～腾I～买卖I～股票I～胃。

②to⋯画儿挂～了I～顺不分l把水～掉I往缸里～面l这一下～平安

了。

肚①tu。。：羊～子手巾(毛巾)I猪～子比猪肠子好吃I一斤～子六块钱。

②tu⋯吃了个萝b．～子疼了一晚夕(夜)I～里没冷病．不怕吃

西瓜I腿～子转筋了。

钉①tirj川～子l洋～子l铁～子。

②tirJ⋯～鞋I～掌子I～箱子l～本子I把画儿～在墙上。

当 ①ta日川～家I～事l～了三年队长l想～年。

②t09⋯～铺l把房子～出去I上～。

挑①t‘io川～选l千百人里～不出来I～女婿I～工作。

②t‘io。。：～水I把门帘子～起来I左撇右～。

累①luei。4：积～I～计。

②luei⋯劳～I～的很。

难①lan⋯这个事情～办的很I面～见，话～说I～惹l困～。

②lan⋯遭了一场大～I遇到～了l受～l～中得救了l～心。

淋①lin⋯～湿。

②lin⋯～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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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liar3⋯天气～．把毛衣穿上J茶放～了I～面(一种面食)。

@liarj⋯饭太烫．～一下再吃。

笼@luan⋯～屉I～里有馍馍。

@luan⋯鸟儿～子I竹～子。

钻@tsuan⋯老鼠～到洞里了l洞太小．～不进去I～空子l～研I～(涉

入)到水里了。

@tsuan⋯在木头上～眼儿I～子l～头I～石I大一～(伪劣产品)。

撒①sa。。：地里～种子I～化肥I米～了一地I～(丢)掉了。

②sa⋯河里～网I～手不管f～拉族。
‘

臊①so川炕上尿下尿了．～的很l～气子(臊味)太大I～轰轰的。

②sa⋯害～I～事(倒霉事)I～子(肉羹)I搅～(扰乱)I～皮

(给人难堪)。

扫①so。。：～地I～炕I～院子I～干净了。

②s3⋯～帚I-帚星I～兴。

散@san。。：松～l油果炸的～的很I披头～发l～舒(自由畅快)I～文。

@sanⅢ～会I解～1分～I～步I～传单l给孙子们～年钱I把人～开

I～学(放学)。

丧O)sarj川～事I奔～I～棒(丧事上孝子拄的短棍)I--4L l哭～。

②sal3⋯～命I～气l～失。

炸①tsa⋯～油果I油～洋芋l把白菜开水里～(略煮)一下I～浆水。

②t$a⋯爆～l～山开路l瓦斯罐(煤气罐)～了。

正①t$an⋯～月、二月I～月初一。

②t§an⋯一个～县长，十个副县长I口音不～l改～错误I～南有一棵

枣树。

涨O)t爷arj。。：河里的水～了I斗价～了I火车票又～价了。

②tsarj⋯大豆越泡越～了I帐面上～出了两百块钱。

称①ts‘on川～呼I～了三斤米。

②t莘‘on⋯---,b如意I不相～。

盛①t莘‘on。。：仓子能～三斗粮食l房子太小，祖宗三代～不下了。

②san⋯旺～l家道～I～气凌人l茂～。

沙①§a川～子I～糖I砂地瓜又甜又～。

②sa⋯把米里的沙子～出来I～金子(淘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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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①莘3川～微l～～加上一点盐。

②So⋯～息．立正!

少 ①莘3¨：多～l～说话，多做事l～下了三个人l～数民族。

②53⋯～年I～儿渎物I～壮派。

食①乱⋯喂鸡的～完了l猪～(喂猪的食物)I鸽子～(喂鸽子的食

物)。

②n⋯粮～I甜～|～品|～堂。

扇 ①san⋯～扇子l～风点火I～饼(打耳光)。

②5an⋯鹅毛～I芭蕉～l～子I一～窗子l双～门。

任①Kon⋯姓～l～喜梅(人名)I～家庄。

②Z,on⋯～课老师I～命干部I上～l信～I担～。

假①tGia小．：真真～～I～药害死人I～文凭满天飞I头上戴的是～头发。

②tGia⋯学校七月十五号放～了l～期一个月I请了三天～。

结①tGie。。：～实I～～的(狠狠地)打给了一巴掌。

②t(：ie⋯树上～果子了I河里～冰了I～婚l～帐I～子(口吃者)。

教①tt；io⋯～书l～学I～会了I～不会。

②tGia⋯佛～|～门。

将 ①tGiarJ川～军I我～(刚)从西固回来l饭～(刚)够吃I～就。

②tGiarJ⋯大～I～给一军。

浆@tGiarj川～水(一种发酵制成的酸菜汁。是兰州人常用食品)I～

水面(调有“～水”的面条)。

②tGiar3⋯豆～I纸～I～布。

亲 ①t9‘in川两家子～的很I～热l～戚I娶～I～手。

②t9‘in⋯～家I对～家。

旋@Gyan。．：～转J鹰在天上～着哩I～风l～秀文(人名)。

②Gyan⋯～吃～做．不要叫剩下I麦子～黄～割掉。

相①Giarj川～亲～爱I互～帮助。

②giarJ⋯～貌l面～I～亲I～面I宰～。

膏①k3川～药。

②ka川牙～I药～子。

⑧k3⋯给车轱辘把油～上I～车(给车轮上油)I～油(上油)。

观①kuan⋯～看I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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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kuan⋯白云～l金天～(皆兰州道观名)。

冠①kuan川鸡～子l衣～不正。

②kuan⋯～军、亚军。

更@kan础：三～半夜f五～时天大亮了I～换。

②kan⋯～加I花儿开的～红了I学费要的～多了。

供@kuan川～书I～儿子上大学l粮草要的太多，～不起。

②kuan⋯把佛爷～在琴桌上I～品l上～l招～。

钢 ①kor3洲～铁l一把～刀l刃子上加～I～厂l兰～(兰州炼钢厂简

称)。
‘

@kor3⋯切刀老了．缸沿上～给几下。

空 ①k‘uan础：箱子是～的I～跑了一趟I～手不好张口。

②k‘uOrl⋯～下一个格子I～出一间房子留给工作组住I钻～子。

哈①xa川～～笑一场l～了一口气。

②xa¨：姓～I～维礼(人名)I～德f-1(香烟名)。

⑧xa⋯～萨克I献了一条～达。

华’①xua川繁～l精～l禧溢～堂。

②xua¨：～山I～家岭l～藏寺。

和①XUx⋯～气I家务不～I讲～I～唱I～泥I～面I～尚。

②xu×⋯把沙子、水泥～到一起l我～你同岁I头～药，二～药。

号①x3⋯～叫l干～(没有泪而大哭)。

②x3⋯暗～I吹～I挂～i～码I～令I用筷子在锅里～(拨划)一下。

糊①XU⋯～窗子I裱～I用纸～住。

②XU⋯米汤太～(稀饭太粘稠)l～～子(稀糊汤)I～登登的(很

糊稠的样子)I～涂。

要

咽

①

②

①

②

锄。：姓～I～秀琴(人名)I～求。

a⋯向家长～钱I～粮～款I～饭l重～I～好好学习。

an川～喉。

an⋯一口～下去I细嚼慢～I～气了(断气了)。

二、声母别义

遍①pian⋯昕了一～I研究了好多～了。

②p‘ian⋯普～I～地是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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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①man⋯～菁。

②van⋯瓜～l～路(迂回的路．与“捷路”相对)I从僻背处～

(绕道)着走。

术①pfu⋯白～I苍～。

②ful 3：不学无～。

达①ta⋯～到I发～l～标。

②t‘a⋯～家川(兰州地名，在西固区)I～朝寿(人名)。

单①tan川～数双数J～衣J～裤。

②san川姓～I～秀芳(人名)。

蜡①la⋯～月l～八。

②tsa⋯巴～神(除虫灾的神灵．面目狰狞)I巴～庙(供奉“巴～

神”的庙)。

禅①ts‘an⋯坐～l参～I～杖I～师。

②San⋯刘～(阿斗)I～让I～位。

系①tGi⋯把鞋带子～上l～口绳子(扎口袋绳)。

②Gi⋯～～子(连在物体上的短提绳)I～列l中文～l干～。

校①tGia⋯～场l东～场(在今南昌路兰州军区后勤部址)。

②Gia⋯学～I民～I我们的营长是少～。

三、韵母别义

大①ta⋯～小l～人I～树1年龄～l风刮的～I味道太～。

②tg⋯～夫I占山～王l～黄(中药)。

掉①t。⋯把书包丢～了l一桌饭吃～了两千块I火灭～了I水漏～了I茶

凉～了。

②tia⋯天上～下来三个石头{尾大不～。

了 ①b。。：吃～没有?}话说完～I买～两个西瓜l下雨～I狼来～。

②lia¨：～解l～事}一～百～I不得～I～不得I没完没～。

塑①Ski⋯泥～下的I～像。

②suY⋯～料。

宿①Giau⋯星～。

②Gy⋯～舍I住～I～命论。

员①yan⋯教职～工l～外I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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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yn⋯姓～l---tl,l习0(人名)。

四、声韵调别义

耙①p‘a川齿～l猪八戒的～子I～地(用齿耙整地)。

②pa⋯～(一种弄碎土块的农具．一块木板．下有木钉．人站上面，

牲畜牵引)l～地(用～整地)。

便①p‘ian。。：价钱～宜I～宜没好货。

②pian⋯方～I～利I大小～。

没①mY⋯～收赃物。

②mu⋯～有l～吃的I～意思。

抹①mY。。：胡画乱～f脸上～了一道灰。

(g)ma⋯～布I～桌子I洗锅～灶I把帽子～下来。

着@PlY⋯火点～了l睡～了I上不～天．下不～地。

②pfY⋯没～落I---JL(招数)。

③t§Y轻声：躺～看书I学～做事I趁热～吃I好好听～．我说罢再不说

了I你好～吗?

奘(!)pforj。。：把～木头挑出来I～亨亨的(粗奘难看的样子)。

②tsa日⋯唐玄～。

畜①Pf‘L11：I：～牲。

②I；y，。：～牧l牲～I～养。

传①pf‘an⋯～话I宣～l～经送宝l一～十．十～百。

(窑)pfan⋯水浒～l自～I给人写～。

重①pf‘on。，：～复l～说一遍J～名～姓。

(窑)pfon⋯轻～I～甸甸的l病～的很I～要。

尉@vei⋯高太～I～官、校官I少～、中～、上～。

②y⋯复姓～迟I～迟恭。

宕①ta习⋯跌～起伏I延～。

②t‘anl：l：～昌县(在陇南)。

驮①t‘uY⋯一匹马～一斗麦子l驴乏了．～不动了I给骡子～的太多了。

②tuY⋯驮了一～子果子I～子太重I～子里是羊毛。

调①t‘ia⋯饭里～醋I～料I～和(调料)I～解I～戏l～剂I协～I风～

雨顺。



·82· 兰州市j基·方青，玉·语音系统

②rio¨：～子l南腔北～I声～I～动I～度。

弹 O?t‘an州～弦子I从地上～起来l用指头～出去I眉脸(额头)上～给

了一下。

②lan¨：～儿I炮～I～弓I路不好．车上～(上下颤动)的很I机器响

的凶的很．把桌子上的果子都～(震颤)下来了。

哪①lu×⋯～吒三太子。

②la引：～一个人提的意见?I你要买～一本子书哩?

落①luY¨：崖头～(倾塌)下来了I后墙～掉了l车装的太满．货箱子

～下来了。

②luY¨：树上～了个恨吼(猫头鹰)I凤凰～架不如鸡I思想～后。

③la¨：脚疼着走不动．～到后头了I一个跟上一个．不要～队。

乐①lu乩；：快～f～呵呵的I寻欢作～。

②ye¨：音～I～器l奏～l～小莉(人名)。

参①Is‘anj。：～加I～考消息。

②sanⅫ：人～I党～l～苓白术散。

藏①ts‘ar3川把钱儿～到鞋里了I门背后～下J～丑。

②tsar3¨：西～}～民j煨～(点燃末香)。

尿①suei川儿娃子(男孩)的～能洗手I～憋了I～脬。

②li。¨：～了一脬尿(sueiⅫ)l小王有～床的毛病哩l～不出来了。

曾①ts‘on⋯～经当过保长。

②tsan碥：姓～l～子日：吾日三省吾身。

翟①ti⋯墨子名～。

②tsY⋯姓～I～家湾(地名．在榆中县)。

折①t莘Y川屈～I把竹棍子～断。

②§x。，：扁担压～了I把腰掼～了l买卖～本了I上战场～(牺牲)掉了。

⑧l莘Y¨：把几个小碟子里的剩菜～到一个碗里I～掇。

粘①tsan川用胶～板子l糨子不好，～不住l～胶布(化纤与棉花混纺布)。

②gan⋯糯米比大米～I棉花～成一疙瘩了I～不清(理不清)l～核子。

差 ①t$‘a孙：～了三分I手工太～I～错。

②t莘‘￡川出～f当～I拉～I～事。

车①t莘‘Y川～子l～轱辘。

②toy船：～马炮j马把～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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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①l莘a刚～令夕改|～不保夕。

②l莘‘3⋯～代I～拜I～鲜I大臣上～I大门～南。

长①t莘’。‰：～短l～面I手伸的太～l料子～出了两尺。

②t莘or3⋯～个子l～高了I～了个瘊子l～辈l县一。

石①sL．：～头I砂～I～育湖(人名)。

②tan¨：一～十斗l一～麦子合一千五百斤。

殖①§h；骨～重的很。

②t乱¨：养～l～民主义。

省①san¨：节～l～钱I到～上开会f甘肃～。

②gin⋯姓～I～家庄(地名)I吾日三～吾身。

降①9ior3⋯一物～一物I投～。

@tGioo⋯～级I交了钱就能～分录取。

区①t9‘Y洲城关～I～公所l～长。

②au川姓～I～根成(人名)。

圈①tG‘yan川铁---JL l画～儿l把地基～起来。

②tGyan⋯猪～I羊～I把猪～起来l～养。

强 ①tG‘ior3⋯～大l～硬I坚～I赵家的日子过的比李家～I姓～l～家

湾(在今白银市南)。

(@tGior3⋯～嘴I脾气太～I～板颈(执拗的人)。

行’@gin⋯～礼I～规程I这样做～I～走。

②xor3⋯粮～I银～I～情I干一～爱一～。

@xan⋯道‘一(道术、功夫)。

合①xY⋯～住I～不上眼I两口子～不来I～法。

②kY⋯十～一升l一共一升三～I一～麦子就是个一斤来重。

会①xuei⋯相～I～议I一～～(一会儿)时间l～做菜I不～当家。

②k‘UC⋯～计I财～。

恶①Y⋯善～不分l～人自有～报I～狠狠的I～霸。

②VU⋯厌～I憎～l可～。

还①xuan⋯李师傅借的钱～来了I好借的好～，再借时不难l夫妻双方

把家～。

②xan⋯～有一个字认不得I住院半个月了．～没检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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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常用同音字表

本表共收兰州方言常用字3588个，按兰州方言语音系统排列。先以韵母

为序．次以声母为序．再以声调为序。韵母先列阴声韵．后列阳声韵，具体

次序是：a、ia、ua、Y、uY、ie、ye、￡、UE：、3、ia、1、1、i、U、Y、Ⅲ、ei、

uel、au、IDU、an、lan，uan、yan、an、In、uon、yn、a日、loD，uorj。户剪
· · · ● ●—·-一

的次序是：P、P‘、m、pf、pf‘、f、v、t、t‘、l、ts、ts‘、s、Z、t莘、tts‘、爷、

乏、tg、ta‘、c、k、k‘、x、o。声调的次序是：阴平(53)、阳平(51)、上

声(44)、去声，(13)。有音无字者用“口”表示。为别字义．为明生僻用法，

字后括号内略加注释或举例以示。

一、a、ia、ua

第一节 阴声韵

pa。。 巴吧(～的一声)疤

pasl 爸拔

pa44 把(～守)

pa。。把(～儿I～门开开)八坝捌罢耙(～地)霸

P‘a。。帕(志(这)种布～的很)

P‘a。． 趴爬耙(～子)

P‘a13怕

ma53妈

masl 麻玛(～瑙)

mad4 马码

ma，。抹(～布I～桌子I～不下脸)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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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53抓

pfa小I爪(～子)

pf‘a。3．炊(～的一声)

pf‘a，，，口(撕剥)

pf‘a．。口(有意拖后)

fa53 唰

fa。．乏罚阀筏

fa4| 耍

fal3发法刷

哇挖

娃

瓦蛙

洼袜

嗒

达鞑(～子)打(～～子铅笔)

打

大答搭靼瘩±达继

踏沓(一～子报纸)达(～家川．地名，在西固IX)

他它她

拓(～写I～印)塔塌溻褐獭

啦拉垃

那(第三人称熟惯式)拿

哪喇(～nJk)

纳辣腊蜡喇(～嘛)落(丢三～四)邋

∞

刖

“

∽

昭

们

¨

¨

．舢．

．钆

．舢

船

引

¨

协

姐

Ⅶ

"

Ⅶ

．‰衄饥住

r

r

r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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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tsa5l 杂砸

tsal3 咂

ts‘a53 嚓

ts‘a13擦礤(～萝卜)

sa53口(～的一声)

sas，口(吆喝牲口后退声)

sa一一 洒撒(散落)

sa一。啥撒(放开)萨

zas，口(刺痛感：～的一下)

KSas。咋(～呼，吆喝作态)喳渣

Ksa．sl 炸(～鱼)闸铡栅(全用木板装修的粮库)

tsa。．。 柞咋(狠吃)诈(用权术使对方吐露真情)

t莘a T3炸(爆～)榨乍扎蚱诈(i化---)栅(～子，用石头垒起以固定木桩

的设施)眨

Ks‘a5。叉权差(～错)嚓(喀～一声)

t莘‘asl 茬茶搽查(～帐)碴(破～子)察

tS‘a44叉(～开)衩

tS‘at。插馇(～食)岔诧汊

Sa53

§a44

莘a13

kas3

ka5l

ka44

沙砂纱裟鲨

傻厦(～房)

杀煞(～气)

嘎(～的一声)

尕(小孩)

尕(小)口(～～。小孩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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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3口(逃跑)

k‘a53

k‘a¨

xa．53

xa，I，i

xal3

喀(～嚓一声)

卡(～车l～住了)

哈

口(～辣．油食变质后的一种怪味)

下(上～．坐～)瞎吓(～了一跳)

a53啊

a。。阿(～舅)啊(疑问语气词)

pia。。口(～了一张纸I～的一声)

p‘ia。。口(～子，一种烧水壶I那个人～的很)

t‘ia44口(～上一块泥)

tI；las3

tCla44

tGlal3

tG‘iad4

tG‘ial3

加家嘉

佳假(真～)贾

夹价甲驾架假(放～)嫁稼

卡(头发～子)

恰掐跨(白读)

gia53虾

Giasl 匣辖峡霞

Gial3下(～雨)夏

ia。3 丫(～头)鸦

ia。。 牙芽轧(门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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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44 亚哑雅

ial3 压押鸭

tsua。。口(“做啥”的合音：～着哩?)

kua53瓜呱(～～叫)

kua44剐寡

kual3刮挂卦

k‘ua53夸

k‘ua44垮胯

k‘ual3挎跨(文读)

花华哗(象声词)

滑铧

化划话画桦华(～山)

pY53玻波播

pY。． 白钹脖博膊薄

pY44簸

pY．。北百拨伯柏剥泼(活～)

P‘Y。3坡颇泼(～辣)

P‘Y51 婆

P‘Y．。拍泼(～水)破迫魄

mY51

mY44

mYl3

魔摹馍磨(～刀)模(～型)摸

抹(～药)

末沫麦莫磨(石～)脉默墨没(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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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了I看～了)镯(～子)浊

捉桌拙着(～落I～儿．下棋的招数)

口(～皮)

戳龊绰

勺佛硕

所缚

说

窝弱

口(～折了)

我(白读)

若卧握饿(白读)

tYl3得德

t‘Y13特

lY，。肋勒劣

tsY5I 则

sYl3塞

tSY53遮

t莘Ysl宅择泽摘蛰

tsY．4口(口音不正)者

tsYI。窄责(～任)哲折(～子)褶着(走～看)

t莘‘Y53车奢

确

矾．)。～。

引

¨

协

船

”

¨

”

一一

一Ⅳ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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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Y44 扯

t5‘Y．3册拆侧厕测策彻撤

$Y53赊

莘Y。，舌蛇折(打～了)

SY44 舍(～不得)赦

§Y．。色社虱舍(房～)设涉射啬骰涩瑟

乏Y44惹

乙Y13热

kY。。哥歌

kY。。口(～洁，令人十分满意的样子)给

kY．。个各格革疙隔割角(牛～)鸽阁嗝搁胳袼葛虼

k‘Y53苛

k‘Y。。可壳颏

k‘Y，。克客磕刻渴(文读)咳瞌

呵(～呼)何(姓～)

合河何(女rl---)盒荷核郝

贺黑喝鹤

俄

蛾鹅讹

我(文读)

恶额饿(文读)

多

夺铎

朵躲

0

●

3

船

引

¨

k

弘

矾

娼

趴

¨

¨

埘

叫

峪

列

剐

列

弘

矾

矾

翻

m

m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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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gl3驮(～子)剁堕惰掇

t‘uY53 托拖舵

t‘uY5l驮(～上)砣驼鸵

t‘uY．．妥

t‘u913话脱唾

tsuYs!

tsuX44

tsuYl3

ts‘UY53

ts‘u95l

ts‘UYl3

罗锣萝箩骡螺挪哪(～吒)

裸

洛落骆络烙酪乐(快～)糯摞

胙凿摔

左

作坐座胙怍(怕)撮

搓

矬

锉措错

su953唆梭

suY5l缩

suY4．琐锁索塑(～料)

SUYl3嗍嗦蓑

kux53锅

kuY44 果裹

kuYl3 国郭过

k‘uYss科扩括口(用细条打)棵颗窠

k‘uYl3课阔

l

4

3

5

4

}

X

Y

>．

U

U

U●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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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x53豁(～出去)

xuY。，活和(～气I～平I～棋)

XtlY¨ 火夥豁(亮～)惑

xuY，。禾货获祸藿或和(掺～I他～我)豁(～口)

pie51 别

pie。。口(小孩欲哭时嘴一闪一闪的动作)

pie，。鳖口(籽粒饱满)蝙(白读)

P‘ie。4撇(～开)

P‘ie，。撇(一～)拍(白读)骗(白读)

miel3 灭虐疟

爹

喱(狠吃)谍碟蝶喋叠

喋(撒娇)

跌

t‘ie4。口(躺下睡觉)

t‘iel3铁贴(～对子)帖

lie51 茶

lie。。口(故意躲避)

lie，。业列烈裂捏猎聂镊

tgie51 捷截

teie。4姐解(文读：～开)

tgie，。介杰沽节疥借接界桀械(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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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e53茄挈(～着一根椽子)

tG‘ie{4 且

tG‘ieI。切怯窃妾趄藉(～口)褊(～～子)

Gie53些

Gie5l 邪斜

Gie44 写

Giel3血(白读)协泻胁偕(白读)谐(白读)卸歇谢蟹(白读)泄

ie51 爷

ie44也野

iets叶页咽夜掖液腋噎

lyel3掠略

tGyes- 决诀绝(断～)掘蕨爵嚼

tGye。。绝(折而使之断)

tGye一。角(元～分)觉(发～)脚撅锾

tG‘ye51瘸

tG‘ye-s缺阙却确雀(文读)阕鹊(文读)

Gye53靴

Gye5l 学穴

Gye，。削薛雪血(文读)

yes3 日

ye，s约月钥乐(～器)岳悦阅越药

四、￡、HE；

p￡44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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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败拜

P‘￡5l

P‘￡13

m￡5l

ra944

m￡13

排牌

派

埋

买

迈卖

pfc 53口(自满状)

pf‘￡53揣(～上)

Pf‘e44揣(～摸)

f￡53衰

f￡。。摔甩

f￡13帅率

Vg。。歪(不正，脾气大)

v￡13外

t￡53呆呔

t￡44 歹

tm，。大(～王)代待贷袋(文读)带怠戴

t‘e。。苔(舌～)胎态薹

t‘￡51 台抬

t‘￡13太汰泰

l￡sl 来

I￡44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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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赖奈耐

tSEs。灾哉栽皆(文读)阶(文读)

tse44宰载(一年半～)

tsE-。在再戒(文读)界(文读)疥(文读)芥(文读)

猜

才材财裁

采彩睬

菜蔡

腮

口(小孩调皮)

赛械(文读)偕(文读)谐(文读)．蟹(文读)

斋(吃～l～了一口)

债寨

莘￡44 筛

§￡13 晒

ke53

k￡44

k￡13

k‘e53

k‘￡¨

差(～使)

柴

踩

街(白读)该

改解(白读：～开)

芥(白读)盖概

开揩楷凯铠

慨

5

5

4

I

z

；

卜

‰‰‰‰

聃引"

‰‰

‰k■

∥∥∥∥

‰蹶溉

啦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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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鞋

海口(踢：～给了一脚)

害骇亥

哎哀挨(～在一起)

挨(～打)崖

矮碍

艾爱

kue53乖(小孩听话)

kue44 拐

kuel3怪

k‘u￡44块会(～计)刽

k‘u￡13快筷

xu￡5 T 怀淮槐

XUE：13坏

五、3、io

pa。。包苞胞褒鲍

pa44保饱宝

pa，。报刨(～平)抱豹暴爆雹

P‘。53

P‘351

P‘a44

P‘a13

ma．53

ma5,

泡

刨

跑

泡

(虚而不实)

(～洋芋)袍炮(～制)

(灯～l～在水里)炮(大～)

口(猜：～一下)

毛矛(文读)茅猫(白读)锚

l

4

3

‰

瓯

自

昭

引

¨

¨

X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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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44 卯铆

mo．。茂冒帽贸貌

刀叨(～～)

导岛捣倒(墙～了)祷

到倒(～水)盗道稻掉(烧～了I黄～了)

涛掏滔韬

洮逃桃陶淘

讨叨(～扰)

套

劳捞痨牢挠

老脑恼瑙

涝闹口(拖，曳)

ts053遭糟

ts044早枣

tsol3皂灶造

ts‘a53操

ts‘a。，曹槽口(不结实)

ts‘344 草

ts‘a13燥糙躁

s3。。搔骚臊(～轰轰的)

SD。4扫(～地)嫂

sal3扫(～帚)臊(害～)

za51 娆(美，舒服)

珏

¨

婚

孤

孤

m

现

引

¨

”

鲫

州

鲫

‰‰‰b

鲫

川

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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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莘as。 召招昭朝(～夕)钊肇(～祸)诏(～书)

tSo¨ 爪(～牙)找

tSal3 照兆赵罩

t§‘353抄钞超耖(～地)

t§‘asl 巢朝(～廷)潮

t§‘o¨ 吵炒

t莘‘313朝(～～嘴)

莘a53

莘05’

莘幽4

S013

乏051

乙044

乏013

ka53

ka44

kal3

k‘353

k‘a44

k‘a13

X053

X：)si

X044

X013

捎梢稍筲(木～)烧

绍口(傻)

少(多～)

少(～年)哨潲(雨往东～)

饶

挠绕

耀(自读：～眼)

高羔膏(～药)

糕搞稿膏(牙～)

告膏(～上些油)

敲(白读)口(挨饿)

考烤

铐靠

蒿薅

毫豪壕嚎耗(～油)

好(～坏)

号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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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 熬

a¨ 袄

a，。傲鏊奥澳

pio。。标彪膘镖

pi044表婊裱

P‘ia53漂飘鳔

P‘i05l瓢嫖

P‘i044漂(～亮)

P‘i313漂(～白)票

mio。，苗(蒜～子l桌腿子太～了)描瞄猫(文读)

mi044秒

mi013妙庙

ti3。。刁叼碉雕貂口(夺)鸾

ti。．。吊铞钓调(～动)掉(～下来I尾大不～)

挑(～担子)

条笤调(～和)

挑(～刺I～帘子)

跳萑(灰～菜)

li3。， 疗聊僚獠潦缭辽

lia¨ 了(～解)鸟燎(～毛)

Ii3，。料撂镣尿

toio。。交郊胶蛟跤浇娇教(～书)焦蕉狡椒

toi044饺绞铰搅

toi3．。 叫轿觉(睡～)校(～对)较教(～员)酵(自读)窖

3

1

4

3

5

5

4

，

a

0

3

3}：●l

‘

‘

‘

‘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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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3s。敲(文读)劁缲(～边JL)邀

tG‘i3sI 乔侨养桥鞒翘(板～了)跷(～子)瞧樵

tG‘i3小． 巧雀(白渎)鹊(白渎)悄(～～地)

tG‘i3I。俏窍翘(～尾巴)撬

6ias。消宵逍硝销霄萧潇箫

Gio¨ 小晓 ，

giat。孝哮笑效校(学～)鞘(刀～子)

ia53妖要(～求)腰幺(～二三)肴淆

i3。，尧姚窑谣摇遥

i3¨ 咬舀

i3·s要(～钱l重～)鹞勒(高～子)

六、1、1、山

tsl。。姿资噬滋

tsl．．子籽姊紫

tsl 13 自字

ts‘1∞刺(象声词)口(～学．逃学)

ts‘1s。词祠瓷磁辞雌

ts‘1。。此跳(踩)

ts‘1，s次伺(～候)刺赐(白读)

私司丝咝思斯撕

死

四寺似饲肆厕(茅～)赐(文读)

z1。．口(淘气．顽皮)



常用同音字表·阴声韵 ·101·

t§t。。之芝支吱(象声词)枝肢只(一～鸡)知蜘址

t叽。． 直值

t莘．L川止只(，～有)纸指(～示)

t乱．。 旨织栀汁指(～头)脂执植侄职致志痣帜秩制质治痔置稚至智

k。哧嗤鸱(～雀子)痴

L。 池驰迟持匙呲(～牙)

L．赤齿耻翅

．L．。 尺吃

叽。。尸师狮诗

爷Ll 石S～头)时拾实食(鸡～)蚀

S1。。 屎使驶史

乱，。 湿十什识士失矢世氏示市柿式试势事饰视是适逝释食(粮～I～

堂)室施(措～，～化肥)

乏．L。。扔(白读)

乏．L，3 日

山5l 儿而

Ⅲ44 尔耳

山13 二贰

七、i、U、Y

pi。3 展卑

pi。， 鼻

pi。。 比妣秕

pil。逼笔币必毖闭毕蓖篦痹敝弊壁璧备鞴毙被

P‘i。。批披匹譬霹

P‘i。， 皮疲枇琵啤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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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劈屁

咪(笑～～)

迷谜眉弥糜(～子)縻觅

米

泌(分～)秘密蜜媚

低

狄笛敌递棣的(众矢之～)

抵底

地弟第帝滴

梯

提啼蹄题堤

体嚏

屉剃涕替踢剔惕

厘离篱梨犁黎狸粒尼泥

礼李里娌理你鲤

力历厉励砺立吏丽利俐痢例隶栗詈璃逆腻溺

几(～乎)讥叽饥机鸡基箕肌技妓迹

急集极

几(～个)己挤

积缉(通～)激及级吉即疾蒺嫉脊纪给(供～)戟计记忌系(～裤

带)际季剂济既鲫继寄祭寂冀

tG‘i。3欺凄期

tG‘is， 妻戚齐祈芪奇歧其棋麒奇骑旗畦

tG‘i。。 企启起岂

比比

嘁嘶毗毗

‰‰‰‰

‰‰‰‰

‰‰‰

‰‰‰‰



常用同音字表·阴声韵 ·j03·

tG‘i．。七柒沏漆缉(～鞋口)气汽泣契砌器迄去(白读)

西。。西牺t西希稀溪犀熙

Gi51 席

Gi。。 洗玺喜禧

Gi，。吸昔惜析息熄锡习袭戏系(派～)细隙徙

i。。衣依医

i。， 夷姨胰移遗疑亿忆疫役译驿溢

i。。椅乙已以倚

i，。一壹揖仪义议艺易益宜谊意懿

pu{4 补堡

pu．。不布步部簿捕阜(水～合，地名)

P‘U。3铺(～上)噗

p‘u5l葡蒲

p‘U。。仆朴圃普谱脯甫

P‘U．。扑铺(～子)瀑曝

模谋牟

母拇某亩牡口(估算)

木沐目苜睦牧募墓幕暮慕穆

pfu。。朱珠株蛛诸猪

pfu5l妯轴

pfu。。主煮粥

pfu．。住助贮驻柱蛀祝著铸(文读)筑注触帚竹烛嘱术(白～)

pf‘u。。初杵(插：～进去)

pf‘u。。除锄厨橱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音系统

pf‘U制础褚杵(～子)处(～理)鼠

pf‘u¨ 出处(～所)畜(～牲)矗皱(白读)

书抒纾舒枢梳疏蔬输侠夫麸敷驸

熟赎扶俘浮孵

暑薯曙蜀数(～三遍)缶否釜辅府腑腐

叔淑殊属术(技～)述戍束树竖恕庶数(～子)墅伏茯袱符服辐福

父赴付附负妇埠复腹覆副幅富傅咐蝠(文读)

乌呜污巫诬梧侮舞误儒乳辱

吴蜈

吾五伍午武捂

屋恶(厌～)无杌物戊务雾如孺入褥肉(文读)

都嘟

毒独读

肚(～子．动物的胃)堵赌

杜肚(腹)妒度渡镀蠹牍犊

图涂途徒屠

土吐

秃突兔

卢芦炉(文读)虏辘奴驽

卤鲁努

陆录绿禄碌辂赂鹿麓路露(～水)六(文读)怒

租

卒阻

祖

足做

组

(白读)

‰

蛔

¨

m

％

引

¨

”

毗

毗

m

矾

¨

他

‰

％

‰

‰

ⅢⅢ删一

㈣刚ⅢⅢ

洳舢山

⋯㈨⋯

妙渺缈刚



常用同音字表·阴声韵

ts‘Us3粗

ts‘U5I 簇(围聚)

ts‘u13促醋族

SU53苏酥

su，。俗诉肃素嗉速塑(泥～)

ku。。咕姑孤箍

ku。。古股鼓臌估

ku．。轱骨谷估(～衣)故固顾雇辜

k‘U。。枯骷苦

k‘u．。哭窟库裤酷

tGY53

tGysi

tGY44

tGyl3

tG‘Y53

tG‘Y51

tG‘Y4．

乎呼忽

糊狐弧胡葫湖壶核(白读)斛

虎琥互

户护蝠(白读)糊(浓)

驴

吕侣铝女捋

旅律虑滤率(效～)

居车(～马炮)拘驹

局

举

橘巨拒句具剧据锯聚菊

区驱曲(弯～)屈蛆

渠瞿

取娶苣

蛔

蛔

‰

m

钉

“

”

姒

飘

瓢

剐-三v-兰v-呈v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音系统

tc‘Y．。去(文读)曲(歌～I酒～子)趣

Gy。。 虚墟嘘需

Gy5l 徐

Gy44许

Gy，。 旭序叙畜(～牧)蓄绪续絮婿宿(住～．～舍)蓿须粟

Y。， 迂淤瘀余鱼渔盂愚俞榆虞裕

Y。。与(给～)羽雨语

Y，。 于玉欲域预喻御娱誉育郁吁与(参～)狱愉遇慰

杯碑背(～起来)

贝背(脊～)褙悖倍焙辈臂(～膀)

P‘ei53呸胚醅

P‘ei。1 陪培赔

P‘eil3佩配

mei。．玫梅霉媒煤

mei44每美

meil3妹昧寐

pfei53追锥

pfeil3 坠缀

pf‘ei53吹炊

pf‘ei。， 垂捶锤槌

fei。。 飞非妃痱

fei51 肥谁



常用同音字表·阴声韵 ·107·

fei¨ 匪水

fei。。肺废税睡费瑞

vei。。危威微畏伟伪锐

vei。。 围违为(作～)桅卫维惟口(坐而前行)

vei。。煨苇纬委尾(文读)蕊猬

vei，。为(～了)未味位喂胃谓渭魏

tsei51 贼

tuels3

tuell3

t‘uei53

t‘uei44

t‘ueil3

堆

对兑队

推

腿

退蜕

luei51 雷擂

luei44 累(积～)垒

lueil3累(劳～)‘泪类内

tsuel44

tsuell3

嘴

最醉罪

ts‘uei53崔摧

ts‘ueil3脆淬瘁粹翠

sueis3 尿虽

suei5l 隋随

suei。。荽髓岁碎祟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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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ei。。 归龟规轨

kuei44 鬼诡

kueil3柜贵桂跪鳜

k‘uei53 亏盔

k‘uei51 逵馗魁葵

k‘ueil3愧溃

xuels3

xuel5i

xuel44

xuell3

灰挥辉徽

回茴

悔毁

汇会桧(秦～)绘讳贿慧惠碛

九、au、iOU

tou53

tOu 44

toul3

t‘OU53

t‘OU51

t‘9U13

兜

斗(升～)抖陡

斗(战～)豆逗痘窦

偷

头投

透

lau。．楼耧炉(白读：～子)

lOU44 搂

laul3 陋漏露(～面)

tsou53

tsou44

tsoul3

邹

走

奏绉皱揍骤

ts‘Oul3凑



常用同音字表·阴声韵

sau53 搜嗖馊

sau¨口(游窜感．痒)叟

8DUl3．嗽漱瘦(文读)

舟州洲周昼

肘

咒纣

抽口(搀扶)

仇绸筹愁稠酬

丑瞅

臭

收售

手守首

寿受授兽瘦(白读)

柔揉糅鞣

肉(白读)

勾沟钩购构

苟狗枸(～杞子)垢

够媾

k‘aus3抠

k‘OU51口(罩：～住)

k‘Ou44 口

k‘OUl3扣寇叩

xau53 鼻句(～病)

XOU5l 侯喉猴瘊

默

舭

=．：

U

U

U

U

$

●

$

湛

3

3

4

3

u

u

u

a

a

a

9

k

‰

k

b

山

b

h

h

a

a

a

。

。

。

。

山

山

Ⅲ

乱

孔

孔

孔

¨

～～～

咖咖咖咖

‰龇龇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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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

后厚候

Ou53欧鸥

Ou44呕偶藕沤(久泡)

tiou53丢

liou。，刘留榴瘤流琉硫牛

liau44柳纽扭绺

lioul3六(白读)馏遛溜

teiou53纠赳鸠揪啾

t9iau44九久灸韭酒

tgioul3旧舅究就

tg‘iou53丘邱秋揪球

tg‘iou51求

giaus3休修羞

Giau44朽

giau，。秀绣锈袖臭(文读)宿(星～)囚

iau。。优忧悠幽游尤

iausl 由邮油蚰

iou44友有

iou，。又右桔幼釉诱柚宥



常用同音字表·阳声韵

——、an、ian、uan、yan

pan。。扳班斑癍般搬颁

panll板版

pan，。办半伴拌绊扮瓣

P‘an53潘

P‘an5l攀盘磐

P‘an．。判泮叛畔盼襻

第二节 阳声韵

man51 蛮馒瞒

man44满

manl3幔慢漫镘(～墙)

pfan53专砖

plan44转(周～)

plan，。转(～动)传(自～)赚撰篆

pf‘an53川穿

Pf‘an5l传(～说)船椽

Pf‘an44喘

Pf‘anl3串钏篡(～位)

fan。。帆番幡翻拴

fan51 凡矾烦繁

fan44反返

fan，。犯范饭贩泛闩涮

vans3弯湾剜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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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完玩顽

碗挽晚绾软阮

万腕蔓

丹担(～水)单耽

啖

胆掸

石(～斗升)担(～子)淡弹(炮～)蛋

贪摊滩瘫

坛昙谈弹(～琴)潭檀痰谭

坦毯

叹炭探

兰拦栏蓝篮男南楠难(困～)

览揽懒

烂滥难(遭～)

簪

攒

赞溅口(籽粒饱满)

ts‘an53参餐惨

ts‘an5l 残蚕

ts‘anl3孱(～头)

三叁

伞散(～煤)

散(分～)

t§an。3沾毡粘(～贴)詹瞻

～～～

‰薹；‰‰

‰‰‰‰

‰‰‰

～～～

3

4

3

5

4

1

n

n

n

a

a

a

S

S

S



常用同音字表·阳声韵 ·113·

斩展

战站颤蘸盏占(～领)暂

掺搀

禅(～杖)蝉(文读)馋缠

产铲

绽(～开)

山杉衫珊扇(动词)膻疝单(姓)

蝉(白读)

闪陕

苫(～上)扇(～子)骟善鳝蟮

粘(～的很)

染然燃冉

干杆肝竿甘柑

杆秆赶擀敢感

干(～事)

看(监视)龛悭(白读)

坎砍刊

槛(f-1～)看(～见)

憨涎(白读)

含函韩寒咸(白读：盐太～)还(～要做)

喊

汉汗(血～)旱焊

an53安氨鞍

an44酮

¨

协

n

n

n

n

3

●

o

3

¨

¨

讨

¨

婚

m．

毗

m

昭

叭

¨

”

～～

咖咖咖咖

陬脚阻m

‰～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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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l3按岸案暗

边编鞭

扁匾

变便(方～)遍(念了两～)辨辩辫

偏犏

便(～宜)

片(电影～子)谝

篇骗片(把木头～开)蝙(文读)遍(～地)

绵棉眠

免勉

面

掂颠巅癫

典点踮

电佃店惦垫奠殿碘

天添

田甜填

舔

忝

连莲帘联廉镰年鲇

脸捻撵碾

炼链裢练念怜

尖奸坚间肩艰监兼犍(～牛)煎笺

拣茧柬俭捡减碱剪简检剑

见涧饯贱践建健毽腱键荐渐箭件

一～‰

‰‰‰‰

．㈣．嘶．㈣

‰m‰

．童：．呱．岫．㈣

‰‰‰

．峨．～．～

．～．～．～

m舳汹汹

．蚕一一

．～．～．～

‰～‰‰

‰．～．一

．一．一．～



常用同音字表·阳声韵 ·115·

tG‘ian。。千仟迁钎签牵铅谦鸽骞歼钳悭(文读)

tG‘ian51前钱乾(～坤)潜

tG‘ian¨浅

tG‘ianl3欠纤(扯～)歉

}
Gian。。仙先掀锨鲜(文读)

Gian。， 闲贤弦咸(文读：盐～)衔嫌

Gianl4 显险

clan．s现县限线宪陷馅(文读)羡献

Jan。。 烟焉腌淹

ianst 延蜒筵严言研岩沿(～着)盐颜阎檐

ian44掩衍魇餍眼演

ian，。厌砚咽谚艳宴验雁焰酽燕

tHan53端

tHan44 短

tHanl3段缎椴煅锻断

t‘uan51 团抟

luan51 峦孪鸾恋

luan44卵暖

luanl3乱

tsuan53钻(～洞)

tsuan44纂(妇女发髻：～～子)

tsuanl3钻(～子)

口(～猪，豪猪)

攒(往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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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anl3窜蹿

SUan53

suanl3

酸

蒜算

kuanss关观(～看)官棺冠(衣～)鳏

kuanIl-I 馆管

kuant。观(道～)贯掼惯冠(～军)灌罐

k‘uans3

k‘uan，¨

xuan53 欢

xuan5I 还(归～)环

xuan 4I 缓

xuan．。幻换唤痪涣宦患

lyan5l 挛

lyan小I 敛(收～)殓

tGyan5l

tGyan,14

tGyanl3

tG‘yan53

tG‘yan51

tC‘yan44

tG‘yanl3

Gyan,‘3

9yan．sl

捐

卷(～起来)

卷(～子)倦圈(猪～I～住)绢眷

圈(铁～l～起来)

权全泉拳蜷颧

犬

劝

喧暄鲜(白读)

玄悬旋漩宣

宽款



常用同音字表·阳声韵 ·117·

gyan44选癣

gyanl3楦馅(白读)磺

yan53冤

yan。。 元园员原圆援源袁猿辕缘

yan44远

yanl3怨院愿

二、on、in、uon、yn

pon船锛崩嘣绷蹦

pan44本

panl3奔笨泵

P‘on53喷烹砰

P‘on。。 盆朋棚鹏彭膨蓬篷

P‘an44捧

P‘anl3碰

mon53懵(～住了)焖噱朦

man5l 门虻萌盟蒙

man44 猛

mon，。 闷口(水里浸泡)孟梦

pfon。。谆中(中间)忠钟终盅

pfon44准肿种(～子)

pfonl。 中(考～了)种(～地)众重(轻～)仲

pf‘on。。春椿充冲(～茶)

pf‘on。。 纯唇莼醇虫重(～复)崇

pf‘on44蠢宠

pf‘onl3冲(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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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53

fan51

fan44

fanl3

van．53

Vansl

van44

vanl3

tans3

ton44

tanl3

t‘an53

t‘an51

t‘anl3

lan51

lan44

lanl3

tsan53

tson44

tsonl3

分

坟

粉

分

(～开)纷焚丰风枫疯封峰烽锋蜂讽

冯缝(～上)逢

(本～)份奋愤粪缝(～子)凤奉俸顺舜瞬

温瘟嗡翁

文纹蚊闻戎绒茸仍

稳

问璺瓮闰润

灯登噔

等戥

掩邓凳澄瞪镫

士通鐾

疼腾誊藤滕

口(～一会儿：等一会儿)

棱能

冷

愣

曾(姓～)增憎

怎

赠

ts‘on53噌

ts‘on51 层曾(～经)

san53僧



常用同音字表·阳声韵

tSons3

t争on44

tSanl3

t$‘on53

tS‘onsl

tS‘on44

tS‘anl3

莘on53

San51

San44

Sanl3

乙onsi

互0n44

互an na

kan53

kon44

kanl3

k‘ons3

k‘on“

k‘onl3

Xons3

xonsl

xon44

xani3

贞侦针珍真砧斟诊疹正(～月)征争睁蒸

枕整

阵振震镇挣正(斜～)证政郑

抻称(～呼I～米)撑

臣辰晨尘沉陈呈丞成诚城盛(～饭)程承橙筝

碜逞(娇纵)

衬称(～心)趁秤乘

申伸呻绅身参(人～)深升生牲笙甥声森

神绳

沈审婶哂省(～市)慎

甚葚渗疹圣胜盛(茂～)剩肾

人任(姓～)仁

忍扔(文读)

刃纫韧认任(～务)饪

根跟哏更(三～半夜)庚耕羹粳

埂耿

更(～加)艮(八卦之一)

坑吭铿

肯啃垦恳

措

亨哼

恒衡

很狠

恨艮(盯：～了一眼)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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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3 恩

丙宾滨镔冰兵

柄秉饼禀

殡鬓并病

贫频平评坪苹萍屏瓶

品凭

拼(～凑l～命)

民名铭明鸣

皿抿敏

命

丁叮盯钉(～子)疔

顶鼎

订钉(～楔子)定

厅

亭

挺

停

听亭(～子)廷庭艇

(均等)、

(～止)

邻林临磷鳞麟淋(～湿)霖铃零龄灵陵菱绫宁拧凝

领檩岭

另令赁淋(～醋)硬

巾斤今金津筋禁(～不住)襟茎泾经京惊荆精旌晶睛

仅紧锦井阱颈景警境

尽进近劲晋禁(～止)净竞竞镜靖静敬

-

I
k

：

属

．曼洒m

毗

m

m

∞

¨

”

耻

毗

毗

m

引

¨

博

毗

m

m

●

。

。

．U

．U

．n

n

n

n

气

气

气

气

n

n

n

．H

．H

．H

p

p

p

m

m

m

．兰．皇．兰

r

r

r∥

‰‰‰

坶蟾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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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n。。钦侵亲(～兄弟)青清蜻轻氢卿

t9‘in。． 琴秦禽擒勤情晴芹

tG‘in44寝请

tG‘inl。 庆亲(～家)磬

Gin。。心辛锌欣新薪星猩腥

oins，刑形型行(～走)兴(～旺)寻(

讲n。。省(反～I姓～)醒擤

9in。。信兴(高～)杏幸性姓讯迅艮(注

ins。因姻阴荫音殷尹英莺婴樱鹦鹰缨淫

in。， 银寅迎茔莹萤营萦盈蝇赢

in。。引蚓隐绝饮(～酒)影

in，。 印饮(～马)应

白读)

视：～了半天。)

tuon。。敦墩瞰蹲东冬

tuon。。盹趸(①整～子。②搞乱：～下了一摊子)董懂

tuonl3盾炖顿动冻洞吨

t‘uons3吞通桶

t‘uon5l 同桐童铜屯豚瞳

t‘uon44统桶筒痛

luon。，龙聋笼(～屉)隆农浓脓

luon“笼(鸟～子)陇垄拢

luonl3弄嫩

尊遵樽鳟宗棕踪鬃

总

纵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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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ons3皴匆葱囱聪

ts‘uon5l 存村从丛

ts‘uonl3寸

suon53孙松嵩

suon51辰

suon44损笋讼

suonl3颂宋送诵

kuon。。工功攻弓躬公供(～书)宫恭

kuon44 滚磙拱

kuonl3棍共供(～奉)贡

空(～虚)崆

坤昆捆孔恐

困空(～子)控

xuons3昏婚荤轰烘

xuon。，魂红虹(文读)鸿宏洪馄

xuon44哄

xuont3混横

lyn51 抡仑伦轮

lynl3论

tGyn53军均钧君

tGynl3菌俊峻浚骏

tG‘yn。1群裙穷琼倾顷

tG‘yn44 口(闷蒸：～洋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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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ns。勋熏凶匈汹胸兄

Gyn。．旬寻(文读)巡循雄熊

Gynl3马tll011殉

yn53 拥壅臃

yns， 云匀荣融蓉容镕溶

yn。。永咏勇涌

ynl3晕运韵熨用

三、or3、ior3、u：)r3

par353邦帮梆

POt344绑榜

pot013棒蚌

P‘。刁53膀(浮肿)

P‘3日5l旁螃

P‘a日13胖

mot3s，忙盲氓茫芒(文读)

mar344莽蟒

pfor353庄桩妆装

plot344奘(粗～)

pfar313壮状

pf‘o日s3疮窗

pf‘。习51 床

pf‘。日44 闯创

pf‘a习13撞

far353方芳双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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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妨房

仿访纺爽口(个子缩短：人老了，个子～了)

放

汪

亡芒(白读)王

网枉辋往(来～)妄

旺忘望

当(～家)裆

党

当(上～)挡档荡

汤

唐塘搪溏(～心子)糖堂膛棠

淌躺

烫趟

郎榔狼琅廊

囊攮馕(猛吃)

浪朗熊

赃脏(不洁)臧

脏(内～)葬藏(西～)

ts‘。弛3仓苍沧舱

ts‘3习51藏(收～)

sol353丧(婚～)桑

sat344搡嗓

sat313丧(～失)

‰砜‰

嘶嘶咖嘶

啡嘶啡

‰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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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章彰獐樟

长(生～)涨(水～)掌砗

丈仗杖帐胀涨(泡～了)障

昌猖娼

长(～短)场(打～)尝偿常嫦

厂场(会～)敞氅

畅唱

伤商墒

晌赏

上尚绱垧

瓤

嚷口(～踏，踩踏)

让壤酿禳

kor3。。 冈刚纲桐钢缸罡岗

kor3。。口(～了一身油)

kor3，。港钢(把刀～一下)口(～土)虹(白读)杠

k‘or3。3康糠腔(白读)

k‘or351扛(～长工)抗慷

k‘a习，。炕渴(白读)

xoOs3夯口(往前挤)

xor3sl行(～家)绗杭航

xor3。。 巷(白读)项(白读)沉(呆傻)

a习53肮昂

∞

¨

”

珧冰m功

o

。

o

订

。

o

D

D

D

3

a

a

a

k

k

k

拈

孔

孤

a

0

a

‘

‘

‘

‘

m_

mu

mu

H．

H．

H-

莘S$

莘莘沈．莘

D

o

o

矗矗X

跳～蚴

咖咖咖咖

‰龇‰

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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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rJ。， 良粮凉(天～)梁粱娘

liarj44两辆

liar3，。亮晾(～晒)凉(茶太烫了，

tGiorj。a江豇将(～来)浆姜僵缰疆

tgiar344讲奖桨蒋

tgior313匠降(下～)将(～帅)酱

tG‘iax353枪腔(文读)

tG‘iar351强(～大)墙祥详翔

tg‘ior344抢炝(～葱花)

tG‘iar313呛

giarj。。乡相(～互)厢湘箱香镶襄

giar351 降(～服)

giarj4。享响饷想

giarj，3向相(～貌)象像橡

iorj53央殃秧鸯

iarj。，扬杨羊洋阳口(白痴：那人～

iarj44仰养氧痒

iar313样漾

kuor353光

kuar344广

kuarjl3桄逛

k‘uorj53匡哐框筐眶

k‘uarj51狂

k‘uarjl3旷矿况

～给下了再喝)量谅

强(～嘴)糨

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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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orJ53荒慌

xuor3。， 皇凰隍唣惶湟煌蝗黄簧

xu013“ 谎恍

xuarJl3晃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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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普通话音系的对应关系

兰州方言与普通话的音系异同实际上是兰州话与北京话的音系异同。二者都

属北方方言，在音系上大同而小异。二者都从古汉语发展而来，其同也好，异也好．

都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兹将兰州话声韵调系统与北京话声韵调系统的异同及对应

关系加以说明。北京话的读音以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为准。

第一节 声母对应关系

为便总体比较兰州话和北京话各自声母系统的音位与格局，先列“兰州

话声母与北京话声母对照表”如下。兰州话共有25个声母，北京话共有22个

声母，21个声母为共有。很明显，二者声母系统基本上是一致的。从音位数

目上来说，差异在于兰州话比北京话多pf、pf‘、v、z四个声母，少一个n声

母。从声母属字方面来说，有4种对应关系：

舌 尖 舌 面潦 双唇 唇 齿 零声母
刖 后 前 后(舌根)

蠢卷≮ 兰州 北京兰州 北京兰州 北京兰州 北京兰州北京 兰州 北京兰州 北京

塞 不送气 p p t t k k o o

清 音 送 气 P‘ P‘ t‘ t‘ k‘ k‘

塞 不送气 pf ts ts t$ t5 te tG

擦

音 音 送 气 pf‘ tS‘ tS‘ t莘‘ tS‘ tC‘ tC‘

f f S S 爷 S C C X X

擦 音
V Z 乙 五

浊
鼻 音 m m n

音
边 音 l l

(一)有14个声母不但与北京话所共有，而且属字是一对一的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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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话声母的属字也就是北京话该声母的属字，当然有个别例外字：

例外字(后面括号内的音标
兰州话 北京话 例 字

是北京话声母，下表同)

p— p一 疤薄比补背包班帮本病

P‘—— P‘一 怕坡皮铺胚跑盼胖碰平 避鄙婢遍(～地)痹庇鳔傍(p一)

m— m一 马馍米木煤毛满忙门名 虐疟(n一)

t·—— t‘—— 大得地毒刀斗单党灯东

t‘一 t‘一 踏替土掏偷滩天淌疼铜 堤(t一)

ts‘—— ts‘—— 杂则紫租在早走钻脏尊 皱绉(t莘一)．溅(tc一)．怂(s一)

tS‘一 ts‘一 擦次醋脆才草凑窜仓寸 族躁(ts一)．皲(tc一)

S— S一 洒死素缩赛扫搜散桑僧 啥(莘一)，漱(莘一)

tG。—— tC一 家九鸡锯脚尖卷江俊紧

歼藉(～口)赫(～～子)(tc一)，祥
tC‘一 tC‘一 掐求七区缺钱全枪青穷

详翔(c一)

C— C一 夏西笑秀写先悬想心熊 囚鞘(tO‘一)，宿(住～)肃(s一)

街解(～开，～板)芥(荆～，～

k— k．—— 尕个鼓高给狗赶缸根滚 子)角(牛～，墙～)，粳(tc一)，虹

(x一)

k‘一 k‘一 垮客苦烤口看宽炕坑捆 巩(k一)，敲悭(tq‘一)

下(非使动用法)吓瞎鞋巷项咸(盐
X— X一 哈河虎海壕猴喊夯恨红

～)涎(c一)

(二)有两个声母虽然与北京话所共有，但其属字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

是一对二的关系，即该声母的属字在北京话中分属两个声母，当然其分属是

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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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话北京话 条件 例字 例外字

f一 北京话f声母字 法发富福费翻房粉坟风 所(s一)，瑞(乏一)
f—

$一 合口呼字 耍刷说书树帅水拴双顺

l一 中古来母字 辣李鹿来雷楼兰梁弄龙
硬业(o一)，谬(m

I— 一)

n。一 中古泥娘母字 拿你努女奶男年娘林脓

(三)有5个声母虽然与北京话所共有，但其属字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其

属字在北京话中只是该声母属字的一部分：

兰州话北京话 条件 例 字 例外 字

tS— tS一 开口呼字 扎纸者斋找周站张振蒸 择泽责暂(ts一)

册策测侧厕岑(ts‘一)，
t莘‘一 t$‘一 开口呼字 插吃车柴炒绸铲肠陈城

筝(t莘一)

S— S一 开口呼字 沙十舍晒少手山上神剩 森涩瑟啬色(s一)

乙一 乏一 开口呼字 日热惹绕柔染瓤人忍认 酿(n一)

o— o一 非合口字 爱熬暗恩烟羊鱼远用 荣融容溶镕蓉(乙一)

(四)有4个声母为北京话所无，其属字与北京话声母的对应关系是：

兰州话 北京话 条 件 例 字 例外 字

pf～ t罩一 合口呼字 抓镯煮锥砖转庄装钟膻 触(t5‘一)

撞帚(t§一)，鼠(爷一)，
pf‘一 t$‘一 合口呼字 软戳初揣吹传喘疮窗春

篡(ts‘)

o一 合口呼字 挖娃我五歪魏弯忘文嗡 饿(o一，开口呼)
V

乏一 合口呼字 如儒辱人软锐闰摇弱绒 仍(五一，开口呼)

Z一 三一 个别字 娆口z3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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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韵母对应关系

从下面“兰州话韵母与北京话韵母对照表”，可对兰州话韵母系统与北京

话韵母系统之间的异同有一个总体认识。兰州话有32个韵母，北京话有37个

韵母。兰州话无圆唇单元音韵母o；an、in、tlOrl、yn与鲫、i习、u日、y习混为

一组，基本上表现为前一组。这样，就比北京话少了5个韵母：

j＼旁 兰州 话 北京话韵＼
母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7，z I U y 7，z l U y

山 er

●

纯 Y le UY ye Y le ye

兀 o Uo

●

音 a la Ua a la Ua

韵 e Ue al UaI

母 a la aU laU

●

el Uel eI Uel

aU IaU aU IaU

an lan Uan Y’an an lan Uan Yan

鼻
● ●立
mrj ua习 a日 IaD uarj目 3习

尾
韵 an ln Uan yn

●

母 an In Uan yn
●

a日 I习 urj yrj

从韵母属字来说，具有下列4种对应关系：

(一)有14个韵母是一对一的关系，即兰州话某韵母的属字也就是北京

话对应韵母的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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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字(后面括号内的音标是
兰州话 北京话 例 字

北京话韵母．下表同)

一1 —1 姿资咨子籽姊紫自字滓

一z —t 芝纸支枝织知执直侄指

一l —l 比劈米地题力急气洗一 眉媚备鞴被(--ei)．去(--y)

一y —y 女吕居驹区娶婿续鱼雨 宿(住～)肃(--U)

一山 一er 儿而耳尔饵二贰

一le —le 别撇灭列捏借切写野爷 虐疟血(--ye)．迫拍(一Y)

一ye ‘——ye 略掠绝蕨撅缺学雪阅月 脚角(三～)嚼药(--iau)

一la —la 家驾架掐恰夏匣峡牙压 跨(--ua)

一a —aU 包跑毛到套脑老澡草熬

一10 一IaU 膘鳔苗刁挑鸟叫巧小要 矛(白读)(--au)

一laU —laU 丢牛刘九秋求修锈油右

一lan —Ian 边偏棉店甜连见前闲严

。——Yan ‘——Yan 捐卷泉劝喧癣楦袁远院 馅敛殓(--ian)

一Ia日 。——1at3 粮量娘姜枪抢香想养样

(二)有6个韵母也是一对一的关系，但北京话对应声母字的属字只是该

韵母属字的一部分：

兰州话 北京话 属字范围 例 字 例 外字

非t莘、t$‘、莘、乏、o五声母 多拖挪左错锁国扩火 科课棵颗和
一UY —UO

字 祸 禾乐(一Y)

瓜寡刮谤垮挎胯花滑
一Ua —Ua 非t$、ts‘、爷、o四声母字

画

乖拐怪快筷块怀会
一Ue —Ual 非t莘、t莘‘、莘、o四声母字

(～计)槐坏

斗搂走搜肘抽收肉狗
一aU —aU 非m、f二声母字 漱(一u)

呕

非t§、t莘‘、§、互、o五声母 短断团栾乱暖官款欢
一Uan —Uan 恋(--ian)

字 换

光广逛筐旷矿荒皇谎
‘——uorj 1——uarJ 非t莘、t5‘、莘、o四声母字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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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n韵母的属字是一对二的关系，即兰州话in韵母的属字在北京话中

分属in、i日两个韵母：

兰州话 北京话 例 字 例 外 字

—ln 宾贫民林金进勤心阴印 迅讯寻孕(--yn)
一In

一lD 冰平明钉定听经请醒影

(四)有11个韵母的属字是一对二或一对三、四的关系，即兰州话某韵

母的属字在北京话中分属两个或三四个韵母，但北京话对应韵母中有些韵母

的属字不是整体性的，而只是其属字的一部分：

兰州话北京话 属字范围 例 字 例 外 字

—U 整体 不谱母服猪书屋土鲁哭
绿(--y)．做浊(--uo)，

堡(--a11)，模(--o)
一U

一aU m、f二声母字 谋某牟侔眸浮缶否 轴妯帚(--ou)

瞎下(非使动词)吓
—a 整体 拔爬骂发大踏拉砸擦哈

(一ia)
一a

t§、t$‘、莘、0四声旨
一Ua 抓爪墅砍刷耍挖娃瓦袜

母字

白百柏伯掰拍麦脉宅摘

窄择拆色塞(--ai)．薄

剥勺芍郝(--au)，北肋
—Y 整体 得特则折车设社歌克赫

黑(--e1)，虱(-1)．劣

～Y (--ie)，剖(一au)，物

(一u)

一。 整体 波博拨坡婆破泼摸馍佛

t莘、t$‘、晷、互、0五
一Uo 桌捉戳龊说朔弱若我窝

声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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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话北京话 属字范围 例 字 例 外 字

一aI 整体 摆牌买带台奶来改开害 崖(--ia)。街鞋(--ie)

一￡ t莘、t莘‘、争、o四声
一Ual 拽揣衰甩摔蟀率帅歪外

母字

—el 整体 碑悲醅陪配煤美妹飞肺 彼鄙丕坯陛(--i)

一et t拳、t§‘、§、乏、o五
一Uel 追锥锤槌水睡瑞锐威喂

声母字

jE t莘、t莘‘、s、乏、o
—Uel 对退醉最摧脆碎贵亏灰

五声母字
——UeI

——eI 1、n二声母字 累雷擂檑垒磊儡泪类内

—an 整体 板盘漫饭蛋三扇感汗安

一an
t§、tS‘、莘、三、D五

一Uan 专砖穿船拴闩软阮弯碗 舂(--urj)
声母字

—an 整体 本盆门坟掩针身忍根恩 粳(--i习)

t莘、t§‘、§、互、o五
一Uan 准谆春纯顺舜润闰温问

声母字
an

一a刁 整体 绷捧梦风灯藤能牲增耕

t§、t莘‘、互、o四声
‘——ux3 中钟种冲虫崇充戎绒嗡

母字

j仁t§、t$‘、§、乙、o
—Uan 五声母字，非1声 蹲炖吞滚磙棍捆困昏魂 横(--or3)

一Uan 母字

j乍t§、t$‘、莘、互、o
’——ur3 东同农龙粽葱送攻孔红

五声母字

荣容榕蓉溶镕融(一
—yn 整体 军君俊群裙熏巡云匀晕

ur3)

一yn 1声母字 仑抡伦沦轮论纶一Uan

一yD 整体 炯穷琼凶胸兄雄拥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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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话北京话 属字范围 例 字 例 外 字

。——aD 整体 帮旁忙方党唐浪钢炕夯 渴(一Y)，巷(一ia刁)

a日
t莘、t莘‘、争、0四声

一ua日 庄装窗床疮双霜汪网望
母字

上述韵母属字对应关系中的参差性主要是由兰州话比北京话多出pf、

pf‘、v三个韵母，少了a】3、i习、u日、y日四个韵母造成的，当然也与兰州话声

韵配合中不容许唇音声母和OU韵母相拼等因素有关。

第三节 声调对应关系

兰州话与北京话都有四个单字调调类，都名之为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都没有入声调类，但其每一调类的调值(高低升降的实际念法)皆不相

同，每一调类的属字也有参差。

兰州话声调与北京话声调对应关系及其调值差异如次：

∑愚 兰 州 话 北京话

阴平 高半降调，53，、l 高平调，55．]

阳平 高全降调，51，、J 中升调，35，1

上声 半高平调，44，-1 降升调，214。、J

去声 低中升调，13，／{ 高降调，51，、J

兰州话各声调属字与北京话对应声调属字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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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音 北京音
例 字 例外字(括号内的调类是北京话的声调)

声 调 声 调

阴平 阴平 天空飞机风车开 廷庭亭球华游盈违缘(阳平)，彼丙腐否讽挺艇

关新生 诊疹址沼史辱乳狡轨乙尹舞委(～论)伟伪(上

声)，舵鲍鳔态录召诏差(～错)称(～心)售

弱锐间(～接，离～)购括扩亚悟误畏(去声)

阳平 阳平 牛羊红糖摇劳乏 攀猫峰锋堤捞缩诛妻区宣(阴平)，辅允(上

绵甜 声)，爸觅踏粒涝恋绍抗耗异译疫役亿忆(去

声)

上声 上声 水火手眼减免美 播篇猜舂筛摔扔佳侵须枯棵颗昆坤欧(阴平)，仆

丑两可 囊(～括)笼然燃(阳平)，埠阜簸(～箕)漂

(～亮)辆抹(～墙)载(～重)翅赤创赦慎剑

块互会(～计)控碍亦恙(去声)

去声 去声 路线树木叫骂错 八逼剥拨鳖劈扑拍泼谜(猜～)发逢搭塌滴跌踢

对快慢 秃脱托捏勒溜糙擦塞扎(～花，驻～)脂汁织摘

桌捉粥吃拆出杀湿失虱殊刷说绩激击积夹曲(酒

～)七切缺掐息惜吸需须削郭鸽割刮哭豁(～

口)黑瞎一压鸭押噎应(～该)屋(阴平)，伯

雹符服幅辐福伏答得德停怜责足族俗札植执职

侄哲折(～子)哲竹烛浊乘十识集脊(～梁)及

笈级杰洁节结吉极疾菊桔觉(～悟)习锡协隔阁

格国横(～竖)宜延无如(阳平)．笔捕百柏北

漂(～白)法属挡塔帖铁旅瞩者窄盏帚尺矢脊给

(供～)甲脚角雪血骨谷港晃(上声)

很明显．兰州话去声调属字比北京话去声调属字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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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

中古音是以《广韵》为代表的隋唐音系。《广韵》是《切韵》的增订本，

因此，中古音也就是《切韵》音系。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语音异同基本上

都可从中古音找到分合变化的根据。兰州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存在着严整的

对应性，这种历时的对应性实际上就是历史渊源关系。本章所言中古音系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1

年)为依据，属字例字与例外字也以该表列字为限。

第一节 声母来源

中古音有“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娘)、

来、知、彻、澄、精、清、从、心、邪、庄、初、崇、生、章、昌、船、书、

禅、日、见、溪、群、疑、影、晓、匣、以(喻四)、云(喻三)”40个声母，

兰州方言24个声母，其衍承关系及其属字情况如次：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p 帮母 整体 波跛(～足)簸播巴芭疤把霸坝爸补布 玻怖泊扳

饰贝拜摆蓖蔽闭箅(～子)杯辈背碑卑 (滂母)，阜

彼俾臂悲鄙比秕褒保堡宝报包胞饱豹爆 (水～合，地

膘标表彪贬禀扮八班斑颁扳板版鞭编变 名)(奉母)
， 别(区～)鳖边蝙扁匾遍(一～)憋般

搬半绊钵拨彬宾槟殡鬓笔毕必奔锛本透

不帮榜谤博邦绑剥驳崩北冰逼百柏伯迸

(～裂)擘(～开)檗(黄～)兵丙秉柄

碧饼饼(合～)璧壁卜

并母 仄声字 薄(～荷)耙(～地)部簿步捕罢败敝

弊币蹩陛倍背(～诵)焙被备鼻篦抱暴

范(～小鸡)鲍饱瓣办拔辨(文读)辩

汴便CY～)别(离～)辫伴拌钹弼笨

勃饽傍薄泊棒蚌(海～)雹白帛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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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P‘ 滂母 整体 颇坡玻(～璃)破怕帕铺普浦沛派批胚 谱庇辔痹遍

坯配披丕屁泡抛炮(枪～)飘漂票剖品
(普～。～

地)迫(帮

盼攀篇偏骗片撇潘拚判泼匹喷滂胖朴烹 母)，佩叛婢

拍魄聘僻姘(～头)拼劈扑仆(～倒) 避辟鳔辨
(～不清)傍

并母 平声字 婆爬琶杷蒲菩脯排牌簿(筏)培陪赔裴 闻仆(～人)

皮疲脾琵枇袍跑刨瓢嫖便(～宜)盘贫
曝瀑(～布)

(并母仄

频盆旁螃庞朋凭彭膨棚平坪评瓶屏(围 声)，甫脯
(非母)，捧～)萍篷蓬
(敷母)

m 明母 整体 魔磨摩麻嘛蟆(蛤～)妈马码骂模摹暮 秘泌(帮

慕募埋买卖迈迷米谜梅枚玫媒煤每妹昧 母)。芒(文

縻(～子)糜(～烂)铩(竹～)弥靡 读)(微母)，

眉楣霉美媚寐毛冒帽茅猫卯貌苗描藐渺 杳(～无音

秒庙妙某亩牡母拇茂贸谋矛抹(～布)蛮 信)(影母)

慢绵棉免勉娩缅渑面灭眠凝瞒馒满漫幔

末沫抹(涂～)闽民悯敏抿密蜜门闷没

忙芒(Ic读)茫莽蟒莫膜幕寞摸墨默虻

(～子)盲猛孟陌萌麦脉鸣明盟皿命名铭

觅蒙懵木梦目穆牧

pf 知母 猪著(显～)诛蛛株拄驻诖缀追转中竹 赚(澄母开合口字
筑冢 口仄声)，储

江摄开口字 桩桌卓琢啄涿 (澄母合口

庄母 合口字 墅(～髻) 平声)。抓爪

宕江二摄开口 (～子)(庄

字
庄装壮捉 母效摄开

章母 诸煮朱殊珠主注蛀铸赘锥专砖拙准终众 口)，触(昌
合口字

祝粥钟锺盅种腥烛嘱 母)

宕摄开口入声

字
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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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澄母 箸柱住坠篆传(～记)术(白～)仲逐
合口仄声字

轴重(轻～)

江摄开口仄声 撞浊

字

宕摄开口入声 着(睡～，附～)

字

合口仄声字 助挥(拽)撰

崇母 宕江二摄开口 状镯

仄声字

pf‘ 彻母 合口字 褚椿畜(～牲)宠 帚(章母)，

江摄开口字 戳
鼠舂(～米)

初母 合口字 初楚揣
(书母)，垂

纯醇(禅母)
宕江二摄开口

字
疮闯创窗

昌母 合口字 处杵吹炊川穿喘串春蠢出充衙

宕摄开口人声 绰(宽～)

字

澄母 合口平声字 除厨槌锤传(宣～)椽虫重(～复)

崇母 合口平声字 锄雏崇

宕摄开口平声 床

字

船母 合口平声字 船唇

f 非母 整体 夫肤府腑俯付傅废非飞匪疥否富法藩反 枢(昌母)

贩发分粉粪奋方肪傲放风枫疯讽福幅蝠

(文读)复腹封

敷母 整体 敷俘孵麸抚赴讣肺妃费副泛翻番芬纷徘

芳妨纺仿彷访丰覆峰蜂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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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奉母 整体 符扶芙父釜腐辅附吠肥翡浮妇负阜(文

读)复凡帆范犯乏烦藩矾繁饭伐筏罚焚

蛟愤忿份佛房防冯凤服伏逢缝奉俸

合口字 耍梳疏蔬所数衰摔帅闩拴涮刷率(～

生母 领)蟀
宕江二摄开口 霜孀爽双朔

字

书母 合口字 书舒暑黍庶恕输戍税水说舜叔束

合口字 署薯殊竖树睡瑞谁纯熟淑蜀属

禅母
宕摄开口人声 勺芍

字

船母 合口仄声字 顺术述赎

V 微母 无巫诬武舞侮鹉务雾微尾未味晚挽万蔓 戊芒(麦～)

整体 袜文纹蚊闻吻刎问璺物勿亡芒(自读)网 (明母)．仍

辋忘妄望 (曾摄日母

日母 合口字 如汝儒乳擂芮蕊软润闰戎绒茸冗辱褥 开口)，我饿

深宕二摄开口 入若弱 (疑母开

入声字 口)。阮(疑

疑母
母山摄合口

合口一二等字 卧瓦吴蜈吾梧五伍午误悟桅外玩顽
三等)，歪

止摄合口三等 危伪魏 (晓母)，完

字 丸皖(匣母)

影母 倭踱窝蛙洼乌污坞恶(可～)煨豌剜碗
合口一二等字

腕挖弯湾温瘟稳汪瓮屋沃

止宕二摄合口

三等字
萎委威畏慰(又音)枉

江摄开口字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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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蟹止宕三摄合
云母 卫为位违围伟苇纬胃谓蝈王往旺

口字

蟹止二摄合口
以母 锐维惟唯

字

t 端母 整体 多朵躲剁都堵赌肚妒呆戴带低底抵帝堆 贷(透母)，

对刀叨祷岛倒到刁貂雕钓吊兜斗抖陡门 屯饨(定母

丢耽答搭檐胆掂点店跌丹单(～独)掸 平声)，爹

旦颠典端短断锻掇敦(～厚)墩顿砘当 (知母)，瞪

党登灯等凳镫得德打丁钉疔顶鼎订的滴 (澄母)，蹲

嫡东董懂冻栋冬笃督 (从母)，呆

(疑母)

定母 仄声字 大驮(～子)惰稞杜肚度渡镀待怠殆代

袋(文读)大(～夫，～黄)弟第递队

兑地道稻盗导棹调(～子，～动)豆逗

淡叠碟牒蝶谍诞但弹{-T-～)蛋达电殿

奠佃垫断段缎椴夺囤沌盾钝遁荡宕铎邓

澄(～水)锭(一～墨)定笛敌狄籴动

洞独读牍犊毒

t‘ 透母 整体 拖他妥椭唾(～沫)土吐(～痰)兔胎 堤(端母)，

台(天～)态贷太泰梯体替涕剃屉推腿 舵袋(口～)

退蜕滔掏讨套挑跳(趟)粜偷透贪探踏 藿(灰～菜)

揭坍毯塔榻塌溻添忝舔桥帖贴滩摊坦炭 沓(一～纸)

叹獭(水～)天铁脱吞汤倘躺烫趟i毛托 达(～川，地

忒听厅汀踢剔通炳桶捅痛秃统 名)突宕(～

昌，县名)特

定母 平声字 驼驮(动词)徒屠途涂图薹苔抬桃逃淘 艇挺(定母

陶萄涛条调(～和)头投潭谭谈痰甜耘 仄声)

坛弹(～琴)田填团豚臀堂棠蝶唐糖塘

腾誊藤疼亭停廷庭蜒同铜桐筒童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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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I 泥(娘) 整体 挪哪那糯拿奴努怒女乃耐奈奶泥内尼腻

母 你脑恼闹尿(动词)纽扭纳聂镊念茶赁

难捺碾年撵捏暖嫩囊曩诺娘攘能匿宁佞

溺农脓浓

来母 整体 罗锣箩骡螺脶(手指纹)裸瘰摞(摞起

来)卢炉芦鸬鲁橹虏滴路赂露鹭庐驴吕
鸟(端母)，

旅虑滤缕屡来赖癞例厉励犁黎礼丽隶雷 谬(明母)，

儡累离篱璃荔梨履利痢厘狸李里理鲤吏 脸(见母)。

垒类泪劳捞唠牢老涝燎疗聊辽撩寥了嘹
倪拟牛业孽

料耧篓漏陋流刘留榴硫琉柳溜馏廖拉蓝
虐疟凝硬逆

篮览揽榄滥缆腊蜡廉镰策敛殓猎林淋临
(疑母)，蔫

檩立笠粒兰拦栏懒烂辣痢连联辇列烈裂
(花～)(影

怜莲练炼鸾卵乱捋恋劣邻鳞磷吝栗论杏
母)

伦沦轮律率(效～)郎廊狼螂朗浪落烙

骆酪洛络乐(快～)良凉量粮梁粱两亮

谅辆略掠楞肋勒陵凌菱力冷领岭令灵零

铃伶拎翎另历笼聋拢弄鹿禄隆六陆龙陇

垅绿镓

ts 精母 一等字 左佐租祖组做灾栽宰载再最遭糟早枣蚤 遵(精母臻

澡躁灶走奏簪赞潢钻纂攒尊卒脏髀葬作 摄三等)，溅

(精母山摄
曾增憎则梭鬃总糊宗综

三等)，撮

(清母)，阻
止通二摄三等 紫资姿咨姊兹滋子梓嘴醉蹴纵足 (庄母合
字 口)，皆(又

音)阶(又

从母 仄声一等字 坐座在载(满～)罪皂造杂藏(西～)腋 音)戒(又

凿昨柞赠贼 音)(见母)，

止摄仄声三等 自字
解(～放，又

音)(匣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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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庄母 止流深三摄开 辎滓邹皱(文读)绉簪

口三等字

流摄开口仄声
崇母 骤

字

ts‘ 清母 一等字 搓锉粗醋措错猜彩探菜蔡催崔操草糙溃 脆(清母蟹

参惨餐灿擦汆窜村忖寸猝仓苍蹭聪勿葱 摄三等)，皴

囱 (清母臻摄

止通二摄三等 雌此刺次翠从(～容)促 三等)．族

字 (从母仄

从母 平声一等字 矬才材财裁曹槽蚕惭残存藏(隐～)曾 声)，辞词祠

(～经)层从 (邪母)

平声止通二摄 疵瓷慈磁从(跟～)

三等字

S 心母 一等字 蓑梭唆锁琐苏酥素诉塑嗉腮鳃赛碎骚臊 笋榫(心母

扫嫂叟嗽三散撒萨酸算蒜孙损逊桑丧嗓 臻摄三等)，

搡索送速鬈宋 嵩肃(心母

蟹止二摄三等 岁厮撕赐私死四肆司丝思伺髓虽绥 通摄三等)，

字 洒缩(生母

邪母 止通二摄三等
似祀巳寺嗣饲随遂隧穗松诵颂讼俗

非流摄字)。

字 谐(文读)解

初母 止摄开口字 厕(茅～) (姓)蟹(文

读)械(文

生母 流摄字 搜飕馊蓖(～集)漱 读)(匣母)

Z 日母 个别开口字 娆

t莘 知母 开口字(江摄 知蜘智致置罩朝(～夕)肘昼站制粘

除外) (～贴)展哲蜇珍镇张长(生～)涨帐胀

徵摘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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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庄母 开口字止流深 渣诈榨炸(～弹)斋债笊斩蘸眨盏札榛 侦栅(～栏)

宕四摄除外) 臻窄争睁责 (彻母)，暂

(从母)植殖

章母 开口字(宕摄 遮者蔗制支枝肢栀纸只脂旨指至之芝止 (繁～)(禅

入声除外) 趾址志诘痣昭招沼照诏周舟州洲咒瞻占 母)

估摺褶针斟扰执汁毡战颤折浙真诊疹振

震质章樟掌障瘴蒸拯证症织职正整政堡

炙

澄母 仄声开口字 滞雉稚痔治坠榴赵兆召纣宙站蛰绽(破

(宕摄入声除 ～)阵蛭秩丈仗杖直值泽择宅郑掷
外，江摄除

外)

崇母 仄声开口字 乍助寨闸炸(用油～)栈铡

(止流江三摄

除外)

tS‘ 彻母 开口字(江摄 痴耽、超抽丑彻拘趁畅饬撑尝拆逞畜(～ 辙(澄母开

除外) 牲)宠 口仄声)，剿

初母 开口字(止宕 叉权差(～别)岔钗差(出～)抄炒吵 (精母)。侧

江三摄除外) 插铲察衬测策册 筝(庄母)，

昌母 开口字 车扯侈嗤齿Jli魁臭(香～)昌菖厂唱倡称 产(生母)，

秤赤斥尺 乘(船母)，

澄母 开口平声字 茶搽除厨池驰迟持朝(～代)潮绸稠筹 奢翅(书

沉缠陈尘长肠场惩橙呈程虫重(～复) 母)，吃(溪

开口平声字 母)

崇母 (止宕二摄除 茬豺柴巢愁谗馋岑

外)

禅母 开口平声字 匙仇酬蟾蝉(文读)禅(参～)辰晨

(假止效三摄 (文读)臣常尝偿承丞成城诚盛(～不

除外)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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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S 生母 开口字(流宕 沙纱厦(～房)筛晒师狮使史驶梢捎稍 珊(心母)，

江三摄除外) 杉衫森参渗涩山产杀删疝瑟虱色啬生牲 瘦(生母流

笙甥省(～长．节～) 摄开口)，傻

(生母合

书母 开口字 奢赊拾赦舍誓逝施豕尸矢屎诗始试烧少
口)，蝉(白

收手首守兽陕闪深沈审婶湿越扇设身申
读)晨(白

读)裳(衣
伸失室商伤尝晌升胜识式饰声圣通释

～)(禅母开

口平声)

船母 开口字 蛇射麝示葚舌神实绳剩食蚀

禅母 开口仄声字 社誓逝是氏视嗜市恃侍绍邵受寿授售涉

(宕摄入声除 甚十单(姓)禅折(打～)肾慎上尚殖

外) (骨～)盛(茂～)石

假止效三摄开
佘时韶

口平声字

止摄开口字
崇母 士仕柿事

(止摄除外)

乏 日母 开口字(止摄 惹饶扰绕柔揉染冉壬任红然燃热人仁忍 挠粘(～的

除外，深宕二 刃认韧日瓤穰攘嚷读扔 很，～乎

摄入声字除 乎)酿(泥

外) 母)，肉(日

母合口)，耀

(白读)(以

母)

tG 精母 三四等字(止 姐借祭际挤济焦蕉揪髻酒尖浸煎剪箭笺 擎鲸(群母

通二摄除外) 荐节津值进晋俊将浆蒋奖桨酱将爵即鲫 三等平声)．

精晶睛井积跻脊绩 船茎迥(匣

从母 仄声三四等字 聚荠剂就捷集辑践贱饯截绝尽疾匠嚼静 母)，指(以

(止摄除外) 靖净籍藉(狼～)寂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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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见母 三等字(蟹止 居车(～马炮)举据锯拘驹俱矩句寄饥

宕通四摄合口 肌几冀基己纪记畿机讥既骄娇鸠阄纠九

舒声除外) 久韭灸救究检剑劫今金禁襟锦急级给

(供～)犍建揭于{!}眷卷绢厥愿(脾气～)

巾紧吉斤筋谨劲均钧橘君军疆僵蓝礓缰

姜脚镬京荆惊境景警敬竞镜戟颈劲菊掬

四等字(蟹摄
鸡稽计继系(～腰)髻浇缴(上～)侥

叫兼搛(～菜)挟(～菜)肩坚茧趼见
合口除外)

结洁决诀经径击激

开口二等字 家加痂嘉稼假贾驾架嫁稼价皆(又音)阶

(梗摄除外)． (又音)介(又音)界(又音)芥(又

江摄部分字 音)届(又音)戒(又音)佳街(文

读)解(文读)交郊骖教绞狡铰搅较酵

窖觉(睡～)减夹袂监锚甲胛艰问简奸

谏涧江豇讲降(下～)觉(～悟)角

(文读)饺

群母 仄声字(止摄 巨拒距具惟技妓忌轿臼舅咎旧柩俭妗及

合口除外) 件杰键健腱圈(猪～)倦掘仅近窘菌郡

倔强(脾气～)极兢剧局

tC‘ 清母 三四等字 且笪蛆趋取娶趣妻砌锹缲悄俏秋靴答妾 歼雀(精

侵寝缉迁浅千切亲七漆枪鹊清请青蜻戚 母)．藉襦

从母 平声三四等字 (～口)(从
(止通二摄除 齐脐樵瞧潜钱前全泉秦墙情晴 母仄声三
外)

溪母 三等字(蟹止
等)，详祥

宕三摄合口除
去区驱企器弃欺起杞气汽丘欠怯钦泣遣 (邪母)，畦

外)
圈(圆～)劝乞屈羌欲卿庆轻倾顷麴曲 讫(见母)，

跨(白读)

四等字(蟹摄 (溪母合

合口除外)
启契窍谦歉牵犬缺磬

口)，邀(影

母)，铅(以效咸江三摄二
敲(文读)巧鹪恰掐嵌腔(文读)确攉 母)

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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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群母 平声字(止宕 茄渠瞿奇骑岐祁鳍其棋期(时～)旗祈

二摄合口除 乔侨桥荞轿术球仇(姓)钳琴禽擒乾

外) (～坤)拳权颧勤芹群裙强琼穷

C 心母 三等字(蟹止 泻卸絮须需消宵霄硝销小笑鞘修羞秀绣 玺徙(心母

二摄除外) 宿(星～)锈心仙鲜癣线薛泄宣选雪辛 止摄三等)．

新薪信讯悉膝苟迅戌恤相箱厢湘襄镶想 饷(书母)．

削息熄媳省(反～)性姓惜昔宿(～ 续(邪母通

舍)粟 摄三等)．懈

四等字 西犀洗细婿萧箫先屑楔星腥醒锡析 (文读)(见

邪母 三等字(止通 邪斜谢徐序叙绪续囚泅袖寻习袭涎(文
母)．墟溪

(溪母)．瞎
二摄除外) 读)羡旋镟旬循巡殉席夕

(文读)(晓

晓母 三四等字(止 靴虚许吁牺戏嬉熙喜希稀嚣晓休朽险胁 母山摄开口

宕二摄除外) 吸轩掀宪献歇娥显喧楦血衅欣熏勋薰训 二等)

香乡享响向兴馨兄畜(～牧)蓄胸凶兕

假效二摄开口
嘏吓(～一跳．又音)孝

二等字

匣母 四等字 奚兮系携嫌协贤弦现玄悬县眩穴形型形

陉荥

开口二等字 霞瑕遐下(文读)夏暇谐(又音)鞋

(文读)解(姓)(又音)蟹(又音)械

(又音)淆(又音)效校(学～)成馘

(文读)陷馅狭峡洽(又音)衔匣闲限辖

降(～伏)学项(文读)巷(文读)行

(～为，品～)杏幸

通摄合口三等
云母 熊雄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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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声母 声母

k 见母 一等字 歇哥个过锅戈果裹姑孤箍古估股鼓故固 共(群母通

锢雇顾该改概溉盖丐高膏羔糕稿告勾钩 摄合口三

沟狗苟够构购勾感合(升～)鸽甘柑敢 等)．虹(自

橄干肝竿乾(～湿)棹稃擀赶割葛官棺 读)汞(匣

观冠管馆贯灌滚棍骨冈岗刚纲缸各阁搁 母)

胳光广桄郭国公蚣工功攻贡毂谷

合口二等字 瓜蜗寡剐乖怪拐挂卦鳏关惯刮虢

止摄合口三等
规诡龟轨癸归鬼贵

字

宕通合口二摄
逛弓躬宫恭供拱

三等舒声字

蟹摄合口三四
鳜圭闺桂

等字

梗摄开口二等

字
更粳庚羹哽埂格耕耿革隔

蟹江二摄开口 稽(白读)芥(白读)戒(～指。白

部分二等字 读)街(白读)解(～开。自读)杠港

虹(白读)角(牛～．白读)

群母 止摄合口三等 跪柜

仄声字

k‘ 溪母 一等字 可科窠棵颗课枯苦库袂开凯慨盔魁傀块 会(～计)刽

考烤靠犒抠口叩扣寇堪龛坎勘磕看刊渴 愧括昆昆矿

宽款阔垦恳纲困窟康糠慷抗炕旷廓扩肯
巩(见母)．

恐(溪母通
刻克空孔控哭酷 摄合口三

等)，敲(白

读)(溪母效
假蟹梗三摄二 谤垮跨(文读)揩楷蒯块快坑客 摄二等)，腔

等字 (白读)(溪

蟹止宕三摄合 奎亏窥匡筐眶
母江摄二

等)
口三四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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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止宕二摄合口
群母 逵葵狂

三等平声字

X 晓母 一等字 荷(薄～)火夥货呼虎浒海灰贿悔晦蒿 蝠(白读)

薅好耗吼喝(～水)憨喊鼾罕汉喝(～ (非母)．恢

采)欢唤焕豁昏婚忽郝荒慌谎霍藿劐黑
(溪母)．涎

(白读)(邪
烘哄 母)．秽(影

母)．搬(晓
二等字(假效

花化瞎(白读)夯亨赫吓(又音)轰掏
母开口二

二摄开口除 等)，荤(晓

外)
(～出去) 母臻摄合口

三等)．下

(白读)鞋
止摄合口三等

麾毁挥辉徽纬 (白读)咸
字 C盐～．白

匣母 一等字 河何荷C～花)贺和禾祸胡湖狐壶乎瓠
读)嘏(～

蟆)项(白
户涫互护孩亥害回茴汇溃(～脓)会 读)巷(白

(开～，～不～)绘豪壕毫号浩侯喉猴瘊 读)衡核(果

后厚候含函撼憾合盒酣寒韩旱汗镡翰桓
～)(匣母开

缓换活痕很恨魂馄浑混核行(～列)航
口二等)．惠
慧(匣母四

杭鹤黄簧皇蝗晃恒弘或惑红洪鸿虹(文 等)．最(云

读)月斛 母)

华铧划(～船)桦怀槐淮坏画话幻滑猾
合口二等字

(狡～)还环患宦横宏获割

。 影母 开口字(江摄 阿鸦丫桠哑亚哀埃爱蔼挨矮隘缢臀倚椅 讹(疑母合
伊医衣依袄懊奥坳妖腰要么吆欧瓯呕殴 口三等)，萤

除外) 沤怄忧优幽幼庵暗鸭押压淹阉魇厌酶音 肴淆(又音)
阴饮荫窨揖安鞍按案轧(～下了)晏堰 (匣母)．慰
烟燕嗪宴噎恩因姻洇印乙一殷隐髋恶 (云母止摄
(善～)央秧殃约应鹰忆亿抑莺鹦樱扼轭 合口字)
英影映婴缨益

合口三四等字
(止宕二摄除 於淤迂冤宛怒渊熨郁雍痈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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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声母 声母
属字范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疑母 开口字 蛾鹅俄牙芽衙雅碍艾涯崖捱(～打)艺

刈疑沂毅熬傲鏊咬尧藕偶_l：{{验严俨酽吟

岸眼颜雁谚言研砚银昂鄂仰嵌岳乐(音

～)额迎

遇山通三摄合 鱼渔语御虞娱遇寓元原源愿月玉狱

口三等字

云母 蟹止宕通四摄 于盂雨宇禹羽芋矣尤邮有友又右格炎焉

(喻三) 合口以外字 圆员院袁辕园援远越日粤云韵运晕域荣

永泳谅

以母 蟹止二摄合口 耶舔也野夜余馀与誉预豫榆逾愉愈喻裕

(喻四) 以外字 移易夷姨肄饴已以异摇谣窑姚自耀(文

读)鹞由油游猎悠酉莠诱柚釉盐阎答艳

焰蘖页淫延筵渲拽缘沿奄悦阅寅引逸匀

允尹羊洋杨扬疡养痒样药钥跃蝇孕翼盈

赢亦译液腋营茔颖疫役融育容蓉镕庸勇

涌用欲浴

日母 止摄开口字 儿尔二贰而耳饵

第二节 韵母来源

中古音有206韵，四声分韵。平上去相承之韵实质上只有声调差别，而

无韵母之别。举平以赅上去则为94韵。析之以开合等第，据《方言调查字

表》．实有136个韵母：歌开一(“歌韵开口一等”的简写，下同此例)、歌

开三、戈合一、戈合三(以上果摄)．麻开二、麻开三、麻合二(以上假摄)，

模合一、鱼合三、虞合三(以上遇摄)．哈开一、泰开一，皆开二、佳开二、

夹开二、祭开三、废开三、齐开四、灰合一、泰合一、皆合二、佳合二、央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韵母来源 ·151·

合二、祭合三、废合三、齐合四(以上蟹摄)．支开三、脂开三、之开三、微

开三、支合三、脂合三、微合三(以上止摄)．豪开一、肴开二、宵开三、萧

开三、萧开四(以上效摄)．侯开一、尤开三、幽开三(以上流摄)．覃合一、

合合一、淡开一、盍开一、咸开二、洽开二、衔开二、狎开二、盐开三、叶

开三、严开三、业开三、添开四、帖开四、丸合三、乏合三(以上咸摄)．侵

开三、缉开三(以上深摄)．寒开一、曷开一、山开二、黠开二、删开二、锫

开二、仙开三、薛开三、元开三、月开三、先开四、屑开四、桓合一、末合

一、山合二、黠合二、删合二、锫合二、仙合三、薛合三、元合三、月合三、

先合四、屑合四(以上山摄)．痕开一、真(臻)开三、质(栉)开三、殷开

三、迄开三、魂合一、没合一、谆合三、术合三、文合三、物合三(以上臻

摄)，唐开一、铎开一、阳开三、药开三、唐合一、铎合一、阳合三、药合三

(以上宕摄)，江开二、觉开二(以上江摄)，登开一、德开一、蒸开三、职开

三、登合一、职合三(以上曾摄)．庚开二、陌开二、耕开二、麦开二、庚开

三、陌开三、清开三、昔开三、青开四、锡开四．梗合二、陌合二、耕合二、

麦合二、庚合三、清合三、昔合三、青合四(以上梗摄)，东合一、屋合一，

冬合一、沃合一、东合三、屋合三、锺合三、烛合三(以上通摄)。兹列兰州

方言32个韵母与中古音136个韵母间的衍承关系如下，例字与例外字皆以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所列字为限。

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字 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a 麻开二 唇舌齿字 巴芭疤把霸坝爸怕爬琶杷耙麻

嘛蟆妈马码骂拿茶搽查渣诈榨

炸(～弹)叉权差(～别)岔

茬乍沙纱洒厦(～房)

麻合二 齿音、疑影母字 髦(～髻)傻耍瓦蛙洼

佳合二 影母字 蛙

合开一 齿音字 答搭踏揭沓纳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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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 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盍开一 舌音字 塔榻塌溻腊蜡 他大哪那(歌

开一舌头
洽开二 舌齿字 割眨插闸炸(用油～)

音)．阿(～

乏合三 唇音字 法乏 舅)(歌开一

喉音)．下
曷开一 舌齿字 獭达捺辣擦萨 (白读)。嘏

(～蟆)(麻开
黠开二 唇齿牙字 八拔抹(～布)札察杀

一喉音)。罢

锫开二 齿音字 铡(～刀) (佳开二)。抓

(肴开二齿
黠合二 影母字 挖

音)，瞎(白

锫合二 齿音字 刷 读)(锫开二

喉音)，打
月合三 唇音字 发伐筏罚袜 (庚开二)

la 麻开二 牙喉字 家加痂嘉俅假贾(姓)架驾嫁 佳涯(佳开

稼价牙芽衙雅嘏吓霞瑕遐下 二)．挟(～

(文读。使动词)夏暇鸦丫桠哑 菜) (帖开

亚 四)

洽开二 牙喉字 夹袂恰掐狭峡洽

狎开二 牙喉字 甲胛匣鸭押压

黠开二 喉音字 轧(被车～)

锫开二 喉音字 瞎(文读)辖

Ua 麻合二 牙喉(疑影母字 瓜蜗寡剐诱垮跨花化华铧桦

除外)字

佳合二 部分字 挂卦画

央合二 喉音字 话

黠合二 匣母字 滑猾

锫合二 见母字 刮

麦合二 匣母部分字 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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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Y 歌开一 牙喉字 歌哥个可蛾鹅俄荷河何贺阿 我饿(歌开一

(～胶) 牙音)戈讹卧

戈合一 唇音、影母字 波菠跛簸颇坡玻破婆薄(～
(戈合一牙

音)所(鱼合
荷)魔磨摩馍倭蹯窝

=TF肯音)模

麻开三 照三、日母字 遮者蔗车(～马)扯蛇射麝奢 (～范)摹

赊拾赦舍余社惹 (～仿)剖

(侯开一唇
合开一 牙喉字 合(升～)鸽喝(～酒)合盒

音)，勃饽没

盍开一 牙音字 磕 (沉～)(没合

葵开三 照三字 摺褶摄涉 一)射(昔开

三)
缉开三 舌上、照二字 蛰(惊～)涩

曷开一 牙喉字 割葛渴喝(吆～)

薛开三 舌上、照三、日 哲蜇彻彻辙折浙舌设热

母字

末合一 唇音字 钵拨泼钹沫抹(涂～)

薛合三 照三、来母字 拙说劣

质(栉)开
照二字 瑟虱

物合三 唇音敷奉母字 狒佛

铎开一 唇牙喉字 博泊薄(～厚)莫膜寞摸各阁

搁胳鄂郝鹤恶(gi-～)

舌上、照三、日
药开三 着(睡～)酌绰勺芍若弱

母字

药合三 唇音字 缚

觉开二 舌齿、帮影母字 桌卓琢啄涿(～县)截浊捉镯

朔剥驳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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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Y 德开一 整体 北墨默得德忒特肋勒则塞刻克

黑

职开三 照二字 侧测色啬

陌开二 整体 百柏伯迫(文读)魄白帛陌拆

泽宅窄格客额赫

麦开二 整体 擘檗麦脉摘责策册革隔核(审

～)扼轭

UY 歌开一 舌齿字 多拖驼驮舵挪罗锣搓左佐 措错(模合

戈合一 舌齿牙喉字(疑 朵躲剁妥椭唾惰稞哕糯骡螺脶 一)

影母字除外) 裸瘰摞锉矬坐座蓑梭唆锁琐过

锅果裹科窠棵颗课火夥货和禾

祸

末合一 舌齿牙喉字 掇脱夺撮括阔豁活

i毛托铎诺落烙骆酪洛络乐作错
铎开一 舌齿字

凿昨索

铎合一 整体 郭廓扩霍藿劐镬

德合一 整体 国或惑

陌合二 整体 虢

麦合二 部分字 獾

屋合三 照二字 缩

le 戈开三 整体 茄(～子)

麻开三 齿头、舌上、喻 姐借且笪(斜)藉(～故)褊

四字 些写泻卸邪斜谢爹耶舔也野夜

皆开二 牙喉部分字 皆阶介界芥(文读)疥届谐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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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藁开三 齿头、喉音、泥 蝙(白读)

来母字
接妾捷藁页聂镊猎 (先开四)，血

(白读)(屑合
业开三 整体 劫怯业胁

四)，虐疟

帖开四 整体 跌帖贴叠碟牒蝶谍茶协 (药开三)，拍

薛开三 唇音、齿头、牙
别鳖灭薛泄杰孽拽列烈裂

(白读)(陌开

喉字，来母字 一)，液腋

月开三 整体 揭歇娥 (昔开三)

屑开四 整体 憋撇铁捏节切截楔结洁噎

ye 薛合三 齿头、喉音字 绝雪悦阅

月合三 牙喉字 厥愿掘月越日粤

屑合四 整体 决诀缺血(文读)穴

物合三 牙音部分字 掘倔(～强)

药开三 齿头、牙喉音字， 爵雀(文读)鹊(文读)嚼削

来母字 脚却约药钥略掠

药合三 牙音字 锂

觉开二 喉牙(影母除 觉(知～)角(文读)礁攉嵌

外)字 岳乐(音～)学

￡ 哈开一 整体 戴胎台态贷苔抬待怠殆代袋乃 外(泰合一牙

耐来灾栽宰载再猜彩探睬菜才 音)，戒(文

材财裁在腮赛该改概溉开凯慨 读。皆开二牙

呆碍海孩亥哀埃爱 音)，歪(佳

泰开一 舌齿牙喉字 带太泰大(～夫，～黄)奈赖
合二)，筛

(支开三)，瘌
癞蔡盖丐艾害蔼

癞(曷开一)

皆开二 唇音、照二字，牙 拜排斋豺稽芥(白读)揩楷骇

喉部分字 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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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 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佳开二 整体 摆派牌簿卖卖奶债钗差(出

～)柴筛晒街(白读)解(白

读)懈崖捱鞋(白读)解

(姓)蟹矮隘

夹开二 整体 败迈寨

支合三 照二字 揣

脂合三 照二字 衰摔帅

术合三 照二字 率(～领)蟀

U￡ 皆合二 整体 乖怪蒯怀槐淮坏 块(灰合一牙

音)，会(～
央合二 牙音字 快筷 计)刽(泰合

佳合二 部分字 拐歪 一牙音)

3 豪开一 整体 褒保宝报袍抱暴箍(～小鸡)毛 猫(宵开三唇

冒帽刀叨祷岛倒到滔掏讨套桃 音)，耀(白

逃淘陶萄涛道稻盗导脑恼劳捞 读)(宵开三

牢唠老涝遭糟早枣蚤澡躁灶糙 喉音)，巢

曹槽皂造骚臊扫嫂高膏篙羔糕 (宵开三)，掉

稿告考犒熬鏊蒿薅好耗豪壕毫 (丢～，忘

号浩 ～)，了(吃

～，见～)

肴开二 唇舌齿、影母字 包胞饱豹爆泡抛炮跑刨鲍饱茅 (萧开四)，茂

猫卯貌铙挠闹罩棹找笊抄钞炒 贸(侯开一唇

吵巢梢捎稍坳 音)，矛(文

读)(尤开三

唇音)，雀
宵开三 舌上、齿音字 朝超潮赵兆召昭招沼照诏烧少 (白读)鹊

韶绍邵饶扰绕 (白读)(药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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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13 肴开二 牙喉字(影母字 交郊腭教绞狡铰搅校较酵窖敲 矛(白读)

除外) (文读)咬孝肴淆效 (尤开三唇

音 )， 廖

(姓)(尤开三

宵开三 唇牙喉、齿头、来 膘檩表飘漂票瓢嫖鳔苗描渺秒 来母)，彪

母字 庙妙焦蕉椒锹缲悄俏樵瞧消宵 (幽开三唇

霄硝销小笑鞘骄娇矫乔侨桥养 音)，踞(药

轿嚣妖邀腰要摇谣窑排舀耀 开三)，饺

(文读)鹞 (～子)(觉开

萧开四 整体 刁豹雕鸟钓书桃跳粜条调掉 二)

(～下来)藿(灰～)尿(动

词)聊辽撩寥了(～结)料萧

箫浇缴侥叫窍尧晓吆杏(～无

音信)

1 支开三 齿头字 紫雌此刺疵厮撕赐

脂开三 齿头字 资姿咨姊次瓷自私死四肆

之开三 齿头，庄初母字 兹滋子梓慈磁字司丝思伺辞词

祠似祀巳寺嗣饲辎滓厕(茅

～)

z 祭开三 舌上、照三字 滞制世势誓逝 扔(白读)

支开三 舌上、照三字 知蜘智池驰支枝肢栀纸只侈施 (蒸开三)，吃

豕翅匙是氏豉 (锡开四)

脂开三 舌上、正齿字 致迟雉雅师狮脂旨指至示尸屁

矢屎视嗜

之开三 舌上、正齿崇生 置痴靴持痔治之芝止趾址志诘

母字 痣嗤齿诗始试时市恃侍士仕柿

事使史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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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缉开三 照三字 执汁湿十什拾

质(栉)开 舌上、照三、日 蛭秩质实失室日
= 母字

职开三 舌上、照三字 饬直值织职食蚀识式饰殖植

昔开三 舌上、照三字 掷蔓炙赤斥尺遁释石

I 祭开三 唇舌、齿头、牙 蔽敝币蹩例厉励祭际艺 玺徙(支开三

音字 齿头音)，季

(脂合三)
废开三 整体 刈

齐开四 整体 蓖闭箅批迷米谜低堤底抵帝梯

体替涕剃屉题提蹄啼弟第递泥

犁黎礼丽隶挤济妻砌齐脐荠剂

西栖犀洗细鸡稽计继系髻溪启

契倪奚兮缢臀

齐合四 匣母平声字 携畦

支开三 唇舌牙喉字 卑俾披譬皮疲脾被避离篱璃荔

寄奇骑岐技妓宜仪蚁谊义议牺

戏倚椅移易

脂开三 唇舌牙喉字 鄙比秕秘泌庇瘅屁琵枇备鼻篦

眉楣媚地尼梨履利痢饥肌几冀

器弃祁鳍伊夷姨肆

之开三 舌牙喉字 你厘狸李里理鲤史基己纪记欺

起杞其棋期旗忌疑拟嬉熙喜医

意矣饴已以异

微开三 整体 畿机讥饥既岂气汽祈沂毅希稀

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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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缉开三 齿头、牙喉、来 缉集习袭急级给(供～)泣及

母字 吸揖立笠粒

质(栉)开 唇音、齿头、牙 笔毕必匹弼密蜜七漆疾悉膝吉
=

喉、来母字 乙一逸栗

迄开三 整体 讫乞

职开三 唇音、齿头、牙 逼即鲫息熄媳极忆德抑翼匿力

喉字、泥来母字

陌开三 整体 碧戟剧屐逆

昔开三 唇音、齿头、喉 璧僻闻积跻脊籍藉(狼～)惜

音字 昔席夕益亦译易

锡开四 整体 壁劈觅的滴嫡踢剔笛敌狄籴溺

历绩戚寂锡析击激

昔合三 整体 疫役

U 模合一 整体 补谱布怖铺普浦怖蒲菩部簿步

捕埠模(～子，～样)暮慕墓

募都堵赌肚妒土吐兔徒屠途涂

图杜度渡镀奴努怒卢炉芦鸬鲁

橹虏卤路赂露鹭租祖组做粗醋

苏酥素诉塑嗉姑孤箍古估牯股

鼓故固锢雇顾枯苦库袂吴蜈吾

梧五伍午误悟呼虎浒胡湖狐壶

乎瓠户沪互护乌污坞恶(可

～)

鱼合三 舌上、正齿、日 猪著(显～)褚除储箸阻初楚

母字 础锄助梳疏蔬诸煮处杵书舒暑

黍庶恕署薯如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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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 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虞合三 唇音，舌上、正 夫肤府腑俯甫脯斧付赋傅敷俘 庐(鱼合三来

齿、目母字 孵麸抚赴讣符扶美父釜腐辅附 母字)，帚

无巫诬武舞侮鹉务雾诛蛛株拄 (尤开三正齿

驻诖厨柱住鹪数朱殊珠主注蛀 音)幕(铎开

铸枢输戍输殊竖树儒乳擂 --)，椟(觉

侯开一 唇音字 某亩牡母拇戊 开二)

尤开三 唇音字 否富副浮妇负阜复谋

缉开三 日母字 人

不没(～有)突卒猝骨窟杌忽
没合一 整体

核(果～)

术合三 舌上、照三字 术(自～)出术(艺～)述

物合三 微母字 物勿

屋合一 整体 卜tl',fl"曝瀑木秃独读牍犊鹿禄

族速谷斛屋

沃合一 整体 笃督毒酷沃

屋合三 唇舌、齿头、照 福幅蝠复腹覆服伏目穆牧陆竹

三字 筑畜(～牲)逐轴肃祝粥叔熟

淑

烛合三 齿音、来母字 足促粟烛嘱触赎束蜀属辱褥

绿铩

y 鱼合三 齿头、牙喉、泥 蛆絮徐序叙绪居车(～马炮)举

来母字 据锯墟去(文读)渠巨拒距鱼

渔语御虚嘘许於淤余馀与誉预

豫女驴吕旅虑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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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虞合三 齿头、牙喉、来 趋取娶趣聚须需续拘驹俱矩句

母字 区驱瞿具催愚虞娱遇寓吁迂于

盂雨宇禹羽芋榆逾愉喻裕缕屡

婿(齐开四)，
术合三 齿头、牙音、来 戌恤橘律率(效～) 宿(屋合三齿

母字
头音)，俗续

物合三 牙音部分字 屈
(烛合三齿头

职合三 整体 域 音)

菊掬麴(洒～)畜(～牧)蓄屋合三 牙喉字
郁育

烛合三 牙喉字 曲(～折，歌～)局玉狱欲浴

m 支开三 El母字 儿尔

脂开三 日母字 二贰

之开三 日母字 而耳饵

el 泰开一 唇音字 贝沛 陛(齐开四)，

灰合一 唇音字，疑影母 杯辈背胚坯配培陪赔裴倍佩焙 碑彼臂(～

字 梅枚媒煤每妹昧桅煨 膀)(开支三

唇音)，悲辔

祭合三 舌上、照三、日 缀赘税芮卫锐 丕霉美寐(脂

喻母字 开三唇音)，

贼(德开一)废合三 唇音字 废肺吠

支合三 照三，日疑影云 吹炊睡瑞垂蕊危伪萎委为

母字

脂合三 舌上、照三、以 追槌锤坠锥水谁位维惟唯

母字

微合三 唇音、疑影云母 非飞匪痹妃费肥翡微尾未味魏

字 威畏慰违围伟苇纬胃谓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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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 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Uel 灰合一 舌齿牙喉字(疑 堆对推腿退队内雷儡累催崔罪 秽(废合三影

影母字除外) 碎盔魁恢傀灰贿悔晦回茴汇溃 母)，羹(微

合三云母)

泰合一 整体(疑母字除 蜕兑最桧会(开～，～不～)绘

外)

祭合三 齿头、牙音字 脆岁鱼厥

齐合四 牙音、匣母去声 圭闺桂奎惠慧

字

支合三 齿头、牙喉字 嘴髓随规诡亏窥跪麾毁累

(疑影云三母字

除外)、来母字

脂合三 齿头、牙音、来 醉翠虽绥粹遂隧穗龟轨癸愧逵

母字 葵拒垒类泪

微合三 牙喉字(疑影云 归鬼贵挥辉徽讳

三母字除外)

aU 侯开一 非唇音字 兜斗抖陡阳偷透头投豆逗楼搂

耧篓漏陋走奏凑叟嗽勾钩沟狗

苟麴构购抠口叩扣寇藕偶吼侯

喉猴瘊后厚候欧瓯呕殴沤怄

尤开三 舌上、正齿、日 肘昼抽丑绸稠筹纣宙邹撅皱

母字 (文读)绉瞅愁骤搜飕馊瘦漱周

舟州洲咒醌臭(香～)收手首

守兽仇酬受寿授售柔揉

屋合三 日母字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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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laU 尤开三 齿头、牙喉、泥 揪酒秋辙就修羞秀绣宿(星 六(屋合三)

来母字 ～)锈囚泅袖鸠阄纠九久韭灸

救究丘求球仇(姓)臼舅咎旧

柩牛休朽嗅忧优尤邮有友又右

袷由油游犹悠酉莠诱柚釉纽扭

流刘留榴硫琉柳溜馏

幽开三 整体 谬纠(～正)幽幼

an 覃开一 整体 耽贪探潭谭南男簪参惨蚕感堪 赚(咸开二舌

龛坎砍勘含函撼憾庵暗 上音)，尴

谈开一 整体 搪胆坍毯谈痰淡蓝篮览揽榄滥
(～尬)馘

(白读)(咸开
缆惭暂三甘柑敢橄憨喊

二牙喉音)，

咸开二 舌齿字 站斩蘸谗馋杉 粘(～牙，白

读)(咸开三衔开二 齿音字 搀衫
来母)，溅

盐开三 舌上，照三、日 沾粘(～贴)瞻占陕闪蟾染冉
(～一身水)

母字
涎(白读)

(仙开三齿头凡合三 唇音字 凡帆范犯泛
音)，攒(积

～，～钱)
寒开一 整体 丹单掸旦滩摊坦炭叹檀坛弹诞 (桓合一齿

但蛋难兰拦栏懒烂赞潢餐灿残 音)，完丸皖
珊散伞干肝竿乾(～湿)稃擀 (桓合一匣
赶斡看刊岸罕汉寒韩旱汗镡翰 母)，阮(元
安鞍按案 合三)，春

山开二 唇舌齿字 扮盼瓣办绽(破～)盏铲山产 (锺合三)

删开二 唇齿字 班斑颁扳板版攀蛮慢栈删疝

仙开三 舌上、照三、日 展缠毡战颤遭扇蝉禅善膳单

母字 (姓)然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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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桓合一 唇音、疑影母字 般搬半绊潘判盘伴拌叛瞒馒满

漫幔玩豌剜碗腕

山合二 疑母字 顽

删合二 齿音、影母字 篡撰闩拴涮弯湾

仙合三 舌上、照三、日 转传椽篆专砖川穿喘串船软

母字

元合三 唇音字 藩反贩翻番烦矾繁饭晚挽万蔓

lan 咸开二 牙喉字 减鹪咸喊(文读)陷馅(文读) 沿铅充(仙合

衔开二 牙喉字 监锚嵌鼹衔冉监 三以母)，县

盐开三 齿头、牙喉、来 尖歼签潜渐检脸钳俭验险淹阉
(先合四)

母字 掩魇厌炎盐阎笞艳焰粘(～米，

文读)廉镰廉敛殓

严开三 牙喉字 剑欠严俨酽酶

添开四 整体 掂点店添舔桥甜拈念兼搛谦嫌

山开二 牙喉字 艰间简柬拣眼闲限

删开二 牙喉字 奸谏涧颜雁晏

仙开三 唇舌、齿头、牙 鞭编变篇偏骗便辨辩汴绵棉免

喉字 勉娩缅面碾连联辇煎剪箭迁浅

钱践贱饯仙鲜线涎(文读)羡

遣乾(～坤)虔掮犍件谚蔫焉

延筵演

犍建键健腱言掀宪献蔫(花
元开三． 整体

萎)堰

先开四 整体 边蝙(文读)扁匾遍片辫眠麴

颠典天田填电殿奠佃垫年撵怜

莲练铼楝笺千前先肩坚茧趼见

牵研砚显贤弦现烟燕嗓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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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Uan 桓合一 舌齿牙喉字(影 端短断锻团段缎椴暖鸾卵乱钻

母字除外) 纂汆窜酸算蒜官棺观冠管贯灌

宽款欢唤焕桓缓换

山合二 牙喉字 鳏幻

删合二 牙喉字 关惯还环患宦

仙合三 来母字 恋

yan 仙合三 齿头、牙喉字 全泉宣选旋镟掩眷卷绢圈拳权 癣(仙开三齿

颧倦圆员院缘捐 头音)，轩

元合三 牙喉字 劝券元原源愿喧楦冤宛怨袁辕
(元开三)

园援远

先合四 整体(牙喉字) 犬玄悬眩渊

an 侵开三 舌上、正齿、日 沉岑森参(人～)渗针斟枕葚 掩(魂合一舌

母字 深沈审婶甚壬任红 头音)，盟

(庚开三)，熵
痕开一 整体 跟根恳垦痕很恨恩

(东合一舌

真(臻)开 舌上、正齿、日 珍镇趁阵尘陈臻榛衬真诊疹振 音)
= 母字 震神身申伸辰晨臣肾慎人仁忍

刃认轫

魂合一 唇音、影母字 奔锛本透喷盆笨门闷温瘟稳

谆合三 舌上、正齿、日 椿肫准春蠢唇顺舜纯醇润闰

母字

文合三 唇音字 分粉粪奋芬纷焚坟愤忿份文纹

蚊闻吻刎问璺

登开一 整体 崩朋登灯等凳镫腾誊藤疼邓澄

(～水)能楞曾增憎蹭层赠僧肯

恒



·j66·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音系统

续 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蒸开三 舌上、正齿、日 徵(～求)澄惩橙瞪蒸拯证症

母字 称秤乘绳剩升胜承丞仍扔(文

读)

庚开二 整体 烹彭膨虻猛孟冷撑掌生牲笙甥

省(～长，节～)更粳庚羹哽

埂梗亨衡

耕开二 唇舌齿牙字 迸棚萌橙(～子)争筝睁耕耿

清开三 舌上、照三字 贞侦逞呈郑正征整政声圣成城

诚盛

东合一 唇音、影母字 篷蓬蒙懵饔

东合三 唇音、舌上、正 风枫疯讽丰冯凤梦中忠虫仲崇

齿、日母字 终众充戎绒

锺合三 唇音、舌上、正 封峰蜂锋捧逢缝奉俸冢宠重钟

齿、日母字 盅种膻衙茸冗

ln 侵开三 唇音、齿头、牙 禀品浸侵寝心寻今金禁襟锦钦 拼(～命)

喉、来母字 琴禽擒妗吟音阴饮荫窨淫林淋 (桓合一)，迅

临檩赁 (谆合三齿头

真(臻)开 唇音、齿头、牙 彬宾槟殡鬓贫频闽民悯敏抿津 音)，尹(谆

喉、来母字 进晋亲秦尽辛新薪信讯巾紧仅 合三喉音)，

银衅因姻洇印寅引邻鳞烧吝 硬行(～为，

品～)杏(文殷开三 牙喉字 斤筋谨劲勤芹近欣殷隐
读) (梗开

蒸开三 唇牙喉、来母字 冰凭凝兴应鹰蝇陵凌菱 二)

耕开二 喉音字 茎幸莺鹦樱

庚开三 整体 兵丙秉柄平坪评病鸣明皿命京

荆惊境景警敬竟镜卿庆擎鲸竞

迎英影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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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清开三 唇音、齿头、牙 饼名精井性颈婴轻盈领饼聘名

喉、来母字 精晶睛清请情晴静靖净省(姓，

反～)性姓颈劲轻婴缨盈赢领

岑令

青开四 整体 姘瓶萍屏韭铭丁钉疔顶鼎订听

厅汀亭停廷庭蜓艇挺锭(一～

墨)定宁佞灵零铃伶翎另青蜻

星腥醒经径经磬馨形型刑陉

清合三 喉音字 营茔颖

青合四 部分字 萤荥

Uan 魂合一 舌齿牙喉(来影 墩盾嫩论尊寸滚困婚混敦墩顿 吞(痕开一)，

母除外)字 屯豚饨臀囤沌钝遁村忖存蹲孙 遵皴笋榫(谆

损逊昆棍坤纲困昏魂馄浑 合三齿头

音)，荤(文

登合一 整体 弘 合三喉音)，

庚合二 喉音字 横 翁(东合影

母)
耕合二‘ 整体 轰掏(～出去)宏

东合一 舌齿牙喉(影母 东董懂冻栋通桶捅同铜桐筒童

除外)字 瞳动洞笼聋拢弄樱鬃总糍聪匆

葱囱丛送公蚣工功攻贡空孔控

烘哄红洪鸿虹(文读)汞

冬合一 整体 冬统农脓宗综鬏宋

东合三 来母、见母字 隆弓躬官

锤合三 齿头、牙音、来 踪纵从怂松诵颂讼恭供拱巩恐

母字 共浓龙陇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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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韵母

yn 魂合一 来母字 论嵛 孕(蒸开三)

谆合三 齿头、牙喉、来 俊苟漕旬循巡殉均钧窘菌匀允

母字 伦沦轮

文合三 牙喉字 君军群裙郡熏勋薰训熨云韵运

晕

庚合三 整体 兄荣永泳谅

清合三 牙音字 倾顷琼

青合四 部分字 迥

东合三 群喻母字 穷熊雄融

锺合三 喉音字 胸凶兕雍痈拥壤容蓉镕庸勇涌

用

。日 唐开一 整体 帮榜谤滂旁螃傍忙芒茫莽蟒当 盲(庚开--)，

党汤倘躺烫趟堂棠螳唐糖塘荡 醺(阳开三泥

宕囊曩郎廓狼朗浪赃葬仓苍藏 母)

腋桑丧嗓搡冈岗刚纲钢缸康糠

慷抗炕昂行(～列)航杭髋

阳开三 舌上、正齿、日 张长涨帐胀畅肠场丈仗杖庄装

母字 壮疮闯创状霜孀爽章樟掌障瘴

昌菖厂唱倡商伤赏晌常尝裳偿

上尚瓤穰垠攘嚷

唐合一 影母字 汪

阳合三 唇音、影云母字 方肪傲放芳妨纺仿彷访房防亡

芒网辋妄忘望枉王往旺

江开二 唇舌齿字、牙喉 邦绑胖庞棒蚌攘桩撞窗双扛港

部分字 虹(白读)腔(白读)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声调来源

续表

兰州

韵母
中古韵母 属 字范 围 常 用 字 例外字

Ia日 阳开三 齿头、牙喉、娘 将浆蒋奖桨酱枪抢墙匠相箱席

来母字 湘襄镶想详祥象像橡疆僵营礓

缰姜羌强仰香乡享响向央秧殃

羊洋杨阳扬疡养痒样娘良凉量

粮梁粱两亮谅辆

江开二 牙喉部分字 江豇讲降腔(文读)

ua习 唐合一 整体(影母字除 光广桄旷荒慌谎黄簧皇蝗晃

外)

阳合三 牙喉(影喻母除 逛匡筐眶狂况

外)字

庚合二 牙音字 矿

第三节 声调来源

中古音有4个调类：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简称平、上、去、入。兹

列兰州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类与中古平上去入四声之间的衍

承关系如下。常用字与例外字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

表》(修订本)列字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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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阴平 平声 清音字 多拖搓歌哥队阿(～胶，～舅)波菠 妈奚兮瓢

颇坡玻梭锅科窠棵倭窝巴芭疤查渣 蚕铅蹲鲸

叉权差(～别)家加痂嘉像嘏鸦丫桠 亭廷庭蜓

些遮车奢赊鬓瓜蜗夸花蛙铺(～设) (平声浊

都租粗苏酥姑孤箍呼乌污蛆猪初诸 音)，抚凯

书舒居车(～马炮)墟虚嘘於夫肤敷 楷体傀彼

俘孵麸趋诛蛛株朱殊珠枢输拘驹俱 几(茶～)

区驱吁呆灾栽该开哀埃斋皆陪稽揩 滓纪轨匪

挨钗差(出～)佳街蓖批低梯妻西桉 袄狡漂(～

犀鸡稽溪杯胚坯堆推催崔盔魁恢来 起来)沼矫

乖歪蛙碑卑披斯厮撕知蜘支枝肢牺 侥否纠橄

悲丕资姿咨私师狮尸饥肌伊兹滋司 (～榄)贬

丝思痴辎之芝嗤诗基欺嬉熙医几(～ 寝柬遣宛

乎)机讥希稀衣依吹炊规亏窥麾萎虽 垦诊疹倘

绥追衰锥龟非飞妃归挥辉徽威褒刀 慷拯耿丙

叨滔掏遭糟操骚臊高膏羔蒿薅包胞 逞鼎捅冢

泡抛抓抄钞梢捎交效腭教敲坳膘棵 拥舞侮乳

飘焦蕉椒锹缲消宵霄硝销朝(～夕) 尹颖舵倚

超昭招烧骄娇嚣妖邀腰要(～求)刁 技妓鲍诞

貂雕挑(～选)萧箫浇吆兜勾钩沟抠 艇锭迥(上

欧瓯揪秋靴修羞抽邹j取搜飕馊周舟 声)，爸帕

州洲收鸠阄纠丘休忧优彪丢幽耽贪 诈慨(慷

簪参堪龛庵担坍三甘柑憨杉尴鹪衫 ～)碍缢佩

监嵌尖歼签沾粘(～贴)瞻淹阉酶掂 吠智辔异

添兼搛侵心针斟深今金禁(～不住) 艺愧癖(～

襟钦音阴丹单滩摊餐珊干肝竿干(～ 子)讳畏稍

湿)鼾安鞍山艰间(中～)班斑颁扳 漂(～亮)

删奸鞭编篇偏煎迁仙鲜(新～)毡翘 召诏戊勾

扇(动词)轩掀蔫边颠天笺千先肩 (～当)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声调来源 ·J刃·

续表

兰州 中古

声调 声调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坚牵烟般搬潘端钻(动词)汆(～丸 偶沤(～

子)酸官棺观(～察)冠宽欢豌剜鳏 麻)怄昼宙

拴关弯湾宣专砖川穿圈(圆～)藩翻 柩鉴监焰

番喧冤吞跟根恩彬宾槟津亲辛新薪 盐(酶)浸

珍榛臻真身申伸娠巾因姻斤筋欣殷
荫(房子～

钵喷敦墩尊村孙昆坤昏婚温瘟遵皴
的很)但灿

绽(破～)
苟椿春均钧分(～开)芬纷君军熏勋

疝汴膳单
薰荤帮滂当汤脏仓巷桑丧(婚～)冈 (姓)禅谚

刚钢纲缸康糠髋将(～来)浆枪相 建(～设)

(～互)箱厢湘张庄装疮霜孀章樟商 障瘴(～

伤疆僵萤礓缰姜羌香乡央秧殃光荒 气)迸听

慌汪方肪芳妨匡筐眶邦桩窗双江扛 (～任)经

豇腔崩登灯曾增憎僧冰徵(～求)蒸
(～纬)饔

称(～面)升鹰烹撑生牲笙更(～换，
讽仲(去

五～)粳庚羹坑亨争筝睁耕莺鹦樱兵
声)，恰挖

卒忽屈博
京荆惊卿英精晶睛清贞侦正(～月) 托廓扩驳

征声轻婴缨丁钉(～子)疔听厅汀青 壳忆亿赫

蜻星腥经馨兄东通梭鬃聪匆葱囱公 堡赤斥锡

蚣工功攻烘翁冬宗鬈风枫疯丰嵩中 沃缩(人声

忠终充弓躬宫封峰锋蜂跛从(～容) 清音)，拉

钟镱盅冲恭供(～书)胸凶兕雍痈 摸弱跃辱

(入声次

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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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阳平 平声 浊音字 驼驮(动词)挪罗锣蛾鹅俄河何荷婆 蹯淤迂堤

魔磨(～刀)摩馍骡螺脶(手指文) 搀镶渊(平

哕矬讹和禾爬琶杷麻癖蟆拿茶搽茬 声清音)，

查牙衙霞瑕遐嘏邪斜蛇佘(姓)耶舔 浒(水～)

华铧蒲菩(～萨)脯模摹徒屠途涂图 杞岂杳(～

奴庐炉芦鸬吴蜈梧胡湖狐壶乎瓠驴 无音信)惨

徐除储锄渠鱼渔余馀符扶芙巫诬厨 坦(～克)

雏儒瞿愚虞盂榆逾台苔抬束才材财 罕顷裸卤

裁呆排埋豺牌柴崖捱鞋迷题提蹄啼 逾(病～)

泥犁黎齐脐倪培陪赔裴梅枚媒煤雷 靡鲤拟篓

桅回茴怀槐淮畦携皮疲脾糜糜弥铩 览榄俨厦

离篱璃池驰匙儿宜移琵批眉楣尼梨 (～f-1)沪

瓷迟祁夷姨厘狸慈磁辞词祠持时而 骇(上声)，

其棋期旗疑饴祈沂随垂危为(作～) 暇蔗鹭(～

槌锤谁逵葵维惟肥微违围袍毛桃逃 鸶)趋芋裕

淘陶萄涛劳捞牢唠曹槽熬豪壕毫号 替递卫离

(呼～)刨茅猫饶挠巢肴淆嫖苗描猫 (～开)豉

樵瞧朝潮韶饶乔侨桥荞摇谣窑姚条 (豆～)庇

调(～和)聊辽寥尧头投楼搂耧侯喉 鼻毅(～

猴瘊浮谋矛流刘留榴硫琉绸稠筹愁 力)伪隧涝

仇酬柔揉求球仇(姓)牛尤邮由油游 耗疗憾缆

猎悠潭谭南男含函谈痰蓝篮酣谗馋 玩恋眩抗

咸崩衔粘(～米)廉镰簇潜蟾钳炎盐 (去声)，踏

阎答严甜拈嫌凡帆林淋临寻岑任 挟(～菜)

(姓)琴禽擒吟淫)l{云坛弹(～琴)难 急察轧(门

(～易)兰拦栏残寒韩闲颜便(～ 缝里～下

宜)绵棉连联钱涎缠蝉禅乾(～坤) 了)别(区

虔犍(～为县)焉延筵言眠田填年怜 ～)漆室泊

莲前研贤弦盘瞒馒团鸾完丸顽还环 (梁山～)

全泉旋传椽船拳权颧圆员缘沿捐烦 郝爵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声调来源 ·173·

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藩矾繁元原源袁辕园援玄悬贫频邻 霍朔则檗

鳞傥秦陈尘神辰晨臣人仁银寅勤芹 摘栅滴嫡

盆门豚臀嵛存魂馄浑伦沦轮旬循巡 笃督麴曲

唇纯醇匀焚坟文纹蚊闻群裙云旁螃 (～调，～

忙芒茫堂棠螳唐糖囊郎廊狼藏(隐 折)(人声

～)行(银～)航杭髋娘良凉粮梁粱 清音)，恭

墙详祥床常尝瓤穰强羊洋杨阳扬黄 笠粒译觅

簧皇蝗房防狂王降(～伏)朋腾腾藤 疫役(入声

疼能楞曾层恒陵凌菱惩橙绳承丞仍 次浊)

凝蝇弘彭膨盲虻行(～为)衡棚萌茎

平坪评擎迎名情晴呈程成城诚盈赢

瓶萍宁灵零铃伶形型荥篷蓬蒙同铜

桐童笼聋丛红洪鸿虹(文读)农脓冯

隆虫戎绒穷熊雄融缝龙从重(～复)

茸容蓉镕庸

入声 全浊字 杂合盒闸炸(用油～)狭峡匣捷叠碟

牒蝶谍乏集蛰拾(～起来)达拔铡辖

别(离别)舌折(打～了)截钹夺活

滑猾绝伐(北～)筏罚穴实勃饽核佛

薄泊镀凿昨嚼着(睡～)勺芍浊镯学

贼直值食极白帛泽择宅阅籍藉(狼

～)席夕石笛敌狄籴独斛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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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声调 声调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上声 上声 清音字， 左可跛簸朵妥椭锁琐果裹颗火夥把 他蓑枯筛

煨(～火)次浊字 (一把)洒假贾哑姐且写者扯拾傻耍
雌摔糕刊

寡剐垮补谱浦堵赌肚(猪～)土吐祖 拼(～命)

组古估(～计)股鼓苦虎褚阻楚所煮 昌菖吾跑

处(相处)杵暑鼠黍举许府腑甫脯斧
燎然燃桓

蝙凭筒(平

取娶拄数(动词)主矩宰载彩揉改海 声)， 簸

摆解矮底抵挤洗腿悔拐紫此玺徙纸 (～箕)乍

厦(～房)
只侈企倚椅鄙比秕美姊死屎矢子梓 亚赦吐(呕

耻使史驶止齿始己起喜几(～个)嘴 ～)舍(宿

～)至块
揣诡毁委水鬼保堡宝岛倒(打～)讨 (～子，一

早枣蚤澡草扫(～地)嫂稿考好(～ ～糖)豫屡

载(～重，坏)饱爪找炒吵绞搅搞表剿悄小少
满～)晦会

(多少)鸟缴晓斗抖陡走叟狗苟口吼 (～计)刽

呕欧酒肘丑瞅帚舰手首守九久韭灸 蒯避翅弃

朽感坎砍胆毯敢喊斩减陕闪检脸俭
饵纬娟绕

(～线)谬

掩魇点舔禀品枕审婶锦掸坦(平～) 梅(～笔)

散(松～)伞稗擀赶盏铲产简拣板版
枕(动词)

窨(地～
剪浅癣展扁匾典茧趼显短攒(积～) 子)片勒辆

管馆款碗选转(～送)喘播反犬垦啃 畅(～快)

紧谨隐本损滚细稳笱榫准蠢粉榜党
创倡饷孕

柄泳谅(去

躺嗓蒋奖抢想长(生～)涨闯爽掌厂 声)，辅俭

尝晌(～午)享响广谎傲纺仿彷枉讲 缓皖很囤

(上声全
等肯打省(～长，节～)埂秉境景警 浊)。甲妾

影饼井请省(姓，反～)整劲顶醒董 涩撇撮括

匹(一～
懂桶总孔哄捧宠种(～子)膻拱巩恐，

布，两～

哪我马码雅惹也野瓦努鲁橹虏卤五 马)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声调来源 ·j75·

续表

兰州 中古

声调 声调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伍午女吕汝语与武鹉缕雨禹羽乃买 索雀(白

奶米礼每儡尔美履你李里理耳矣已 读)鹊(白

以累(～积)蕊垒唯尾苇伟脑恼老卯
读)朴饺
(～子)卜

咬藐渺秒燎扰绕舀了(～结)嘹某亩 酷腹粥(人

牡母拇搂藕偶纽扭柳有友酉莠揽歙 声清音)，

染冉檀懒眼免勉娩缅渑碾辇演撵满
洽掘突(～

然)缚仆曝

暖软晚挽阮远悯敏抿忍引允吻刎莽 (入声全

蟒曩两壤嚷仰养痒网辋往攘猛冷皿 浊)，甲抹
(涂～)亦

领岑永懵拢陇垅冗甬勇涌 (人声次
浊)

去声 去声 整体 大驮(～子)那佐个饿荷贺破薄(～ 戈洼须籁

荷)磨(～面，石～)剁唾(～沫) 栀施(～化

糯(～米)摞(～起来)锉座过课卧 肥)脂占

货和(～田)霸把(～柄)坝怕耙 (～I-)看

(～地)骂榨炸(爆～)岔假(放 (～守)犍

～)架驾嫁稼价吓下夏借笪(斜)藉 (～子)燕

(～故)棉(～～子)泻卸射麝夜跨 (姓)闩洇

瓦(动词)化华(～山)桦(～树) 奔襄夯胜

布饰铺(～子)怖步捕埠暮慕墓募妒 (～任)兴

兔度渡镀怒路赂露做作醋措错素诉 (～旺)应

塑嗉故固锢雇顾误悟护瓠恶(可～) (～当)甥

虑滤絮著箸助处(～长)庶恕署(专 纵(～横)

～)薯据锯去御誉(名～)预付赋傅 划(～船)

赴讣附务雾续驻诖住数(～目)注蛀 姨庐(～

铸戍输树句具惺遇寓喻戴态贷代袋 山)如无殊

耐再菜赛概溉咳爱贝沛带太泰大(～ 娱于愉骇

夫，～黄)奈赖癞蔡盖丐(乞～)艾 谐涯仪跳

害蔼拜介界芥尬疥届戒派卖债晒懈 囚泅渐壬

隘败迈寨蔽敝弊币蹩例厉励祭际滞 痕屯饨论

制世势誓逝刈闭算谜帝涕剃屉第丽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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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隶济砌剂细婿计继系髻契臀辈背(脊 量(～长

～，～诵)焙妹昧对退队内累(劳 短)庞乘

～)碎块(一～钱)溃蜕兑最外会 (～车，～

(～议，不～)绘怪坏挂卦画快筷话 除)盛(～

脆岁缀赘税芮鳜锐废肺秽桂惠慧臂 不下)停横

被荔刺赐寄渲义议戏易秘泌痹屁备 虹(白读)

篦媚寐地腻利痢次自四肆致稚至示 逢浓(平

视嗜二贰冀器肄吏字伺寺嗣饲置治 声)，贿旨

厕(茅～)事志诘痣试侍记忌意既气 址髓祷懊

毅累(连～)睡瑞为(～什么)类泪 剖叩(～

醉翠粹遂穗坠帅季柜位费翡未味贵 头)饮(～

魏慰胃谓橐报暴范冒帽到倒(～水) 酒)纂(编

套盗导躁灶糙扫(～帚)告膏(～ ～)挡(阻

油)靠犒傲鏊好(喜～)奥懊豹爆炮 ～)港矿

(枪～)泡铯貌闹罩教(～他去)校 (上声清

较酵窖觉(睡～)孝效票庙妙俏笑鞘 音)旅擂

照少(～年)邵轿要(重～)耀鹞钓 (～进去)

吊跳粜掉调(音～，～动)尿(动 宇逾(～

词)料叫窍茂贸斗(～争)透豆逗漏 好)蚁诱

陋奏凑嗽够构购扣寇候富副复溜馏 (上声次

廖就秀宿(星～)锈袖皱绉骤瘦漱 浊)， 沓

(～口)咒臭(香～)兽寿授售救究 (一～纸)

旧嗅又右事占柚釉幼探勘暗担(～子) 涉协辑(编

滥暂站蘸陷馅殓验厌艳剑欠酽店念 ～)习袭十

歉泛赁渗任红禁妗饮(～马)旦(元 什及辙杰

～)炭叹弹(～头)蛋难(患～)散 伐(～木，

干(～活)看岸汗镡翰按案扮盼瓣办 讨～)恨弼

间(～断)慢栈谏雁晏变骗便(方 疾蛭秩突

～)面箭溅贱饯线羡战颤扇(～子) (～击)术

建(～议)健宪献堰遍面电殿奠佃垫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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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练炼楝荐见砚现燕嗪宴半绊判泮漫 术述倔鹤

幔断锻段缎椴乱钻(～子)窜算蒜贯 雹特蚀殖

灌罐观冠(～军)唤焕换腕幻篡涮惯 植剧射寂

患宦旋(～吃～做)镟转(～圈)传 获童IJ瀑(～

(自～)串眷卷绢倦院贩饭万蔓劝愿 布)读牍犊

楦怨县恨鬓吝进晋亲(～家)信讯镇 族(入声全

趁阵衬振震慎刃认仅衅印劲透喷(～ 浊)

嚏)闷顿拖钝遁嫩论寸逊棍困俊迅溶

殉顺舜润闰粪奋份(一份)问璺郡训

熨颉运晕谤傍当(～铺)烫趟宕浪葬

藏(西～)脯丧钢(把刀～一下)杠

炕酿亮谅量酱将(大～)匠相帐胀畅

(～家巷)壮状瘴(乌烟～气)唱尚

上让向样桄(一～线)旷逛况旺胖撞

双(～～，指双胞胎)降(下～)虹

(白读)巷凳镫邓澄(⋯)蹭赠
瞪证症称(相～)秤(一榫～)剩胜

(～败)凝兴(高～)应(～对)孟

(桌～子)更(～加)硬行(～

为)病命敬竞镜庆兢映饼聘令净性姓

郑正(端～)政圣盛劲钉(动词)订

定宁(～可)佞另径磬横冻栋痛洞弄

梭送贡控空(～缺)哄(起～)统宋

凤梦中(～奖)众铳(～子)嗅俸缝

(一条～)纵诵颂讼种(～草)供

(～奉)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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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兰州 中古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声调 声调

上声 全浊字 惰稞坐祸下夏社部簿杜肚(～母脐)

户序叙绪芋巨拒父釜腐聚柱竖待怠

殆在亥罢解(姓)蟹陛弟倍罪汇被是

氏似祀巳痔士仕柿市恃跪抱道稻皂

造浩后厚妇负阜纣受臼舅咎淡船范

犯葚旱限辨辩践善件键辫伴拌断撰

篆圈(猪～)尽近笨沌盾混窘菌愤忿

荡丈仗杖上强(脾气～)晃棒蚌项杏

幸静靖蓝动汞奉重(轻～)

入声 清音字，次 答揭合(升～)鸽喝(～酒)塔榻塌

浊字 溻磕扎(用针～)眨插夹袂掐胛鸭押

压接摺褶摄劫怯胁跌帖法缉执汁湿

级泣给(供～)吸揖獭擦撒(～手)

萨割葛渴喝(～采)八札杀瞎鳖薛泄

哲蜇彻搠折(～断)淅设孽揭歇虫歇憋

铁节切屑楔结洁噎钵拨泼掇脱阔豁

刷刮雪拙说发袜厥愿(脾气～)决诀

缺血笔毕必七悉膝瑟虱质失吉乙一

讫乞不没猝骨窟戌恤率蟀出橘佛话

作错各阁搁胳(～臂)恶(善～)雀

(文读)鹊(文读)削酌绰脚谷15约郭

藿劐(用刀～开)镘(～头)剥桌卓

琢涿戳捉觉角确榷握北得德忒塞刻

克黑逼即鲫息熄媳饬侧测色啬织职

识式饰抑百柏伯迫拍魄拆(～开)窄

格客啉(恐～)擘责策册革隔柜轭碧

戟璧僻积脊跻惜昔炙尺逦释



与中古音系的渊源关系·声调来源 ·179·

续表

兰州 中古

声调 声调
属字范围 常 见 字 例外字

益壁劈的踢剔绩戚寂析击激虢扑仆

秃速毂谷哭屋福幅蝠复覆肃宿竹筑

畜(～牲)祝叔菊畜(～牧)蓄郁足

促粟俗续烛嘱触束蜀属，纳腊蜡聂镊

蹑猎蕹页业立人捺辣癞抹(～布)灭

列袭烈热孽拽蔑捏末沫劣悦阅袜月

越日粤密蜜栗日逸没杌律率(效～)

物勿莫膜幕寞诺落烙骆酪洛络乐(快

～)鄂略掠若虐疟药钥嵌岳乐(音

～)墨默肋勒匿力翼域陌额麦脉逆易

(交～)液腋溺历木鹿禄目穆牧六陆

肉育绿镓褥玉狱欲浴





方言 一I_▲．——■L▲
J匕、

第二篇 方言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兰州方言属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

所以在词汇方面与普通话基本上是一致的。本篇所列兰州方言词汇或在形式、

意义上与普通话的对应词语有差别，或在普通话中不使用、不常用，由之可

以看出兰州方言词汇的特殊性与丰富性。本篇所辑兰州方言词汇先以词性分

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虚词”(参酌传统归类，兹将代词、数量词、

副词、象声词、介词、连词、助词归人虚词)四章，每章再按词意或功能分

节立目以次。划分词类，向来苦难。本篇重在收列，非作细致语法研究，只

求大概归类，藉便查阅而已。若一词多类或一词多义，一般随类随义而列，不

忌重出。有些词条，实为非成语性固定词组，将之酌情收入，会有利于后来

者了解兰州方言词语全貌。为便理解，有些词条释文后酌加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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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 词

第一节 天地时空

一、天文

天爷t‘ian53 iel神化的上天。

热头 乙Y13—11 t‘Ou2 太阳。

星宿9in。。西au。星星：天阴着哩，一个～也看不到。

三星san。。Gin，参宿，耀眼的三颗星星连成一线。六十年代前农民以其

位置判定夜晚时间。也叫“福禄寿三星”。

亮明星liorj。。一，。min。Ginl 也叫“启明星”，即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六

十年代前农民常以其位置判定天亮时间。

扫帚星S013一11 pf‘U44 ginl彗星。

贼星tsei5l 9in2流星。

瓦碴云va44 tsal yn51一道白、一道蓝的云。

云头yn。。t‘OU51 云飘动时代表方向的部分。

黄风xuorj5l fon53夹杂尘土的大风。

旋风Gyan51 fanl旋涡形的风。

干风kan。。fon。热风，易使庄稼干死。

脏风tsorj。。fon。俗谓使人嘴眼歪斜的风。

条雨t‘i051 y。。不刮风的中雨。

过雨kuxl3—11 y44雷阵雨。

哑过雨 ia44 kuYl3．1l Y44 不打雷的阵雨。

白雨pY51 Y2冰雹。

蛋蛋子tanl3 tanl3—1l ts3_3同上“白雨”。

冷子len44 ts]2同上“白雨”。

廊檐水lorj51 ian2 fei4。从屋檐上流下的雨水。

山水San。。fei。。山沟洪水，多夹杂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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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kar313彩虹。

单虹tan53 kor31雨后出现的一条彩虹。

双虹fat353 kar3l雨后出现的两条彩虹。

黑霜xy。。一，。fo日。。形成冻灾的晚霜：四月八有～哩。

雪片片子Oyel3—11 P‘ian44 p‘ianl tsll较大雪片。

雪疹疹子 Oyel3．11 tSan53 tSanl tsll 雪粒，即“霰”。

麻影子ma。。in。tsl。黄昏时间愈来愈暗的余晖：快些个走，～下来了。

二、地理

地势ti。。一，。搴．L。地面：～上有水哩l～太小，盖不下房子。

阴山 in53 Sanl 山的北坡。

阳山 iar351 san2 山的南坡。

山洼洼 §an53 val3训va3 山坳：～里住着两家人。

阴洼in5。val山的北坡坳地。

阳洼iarj51 Va2 山的南坡坳地。

草山ts‘a44 sanl 长草的山。

干山 kan53$anl 不长草的山。

浅山tO‘ian44莘anl接近川区的山。

二阴地区llll3—1l in53 til3—11 tO‘Y3海拔2000多米且多雨的山区。

山卡卡 San53 tO‘ial3—11 tO‘ia3 紧挨的两山之间。

山卡拉flan53 tO‘ial3．．1l la3同上“山卡卡"。

山圪拉san53 kxl3 lal3 山里。有贬义。

梁liarj。。山梁：七道子～f白土～l又是一道～。

梁梁liar351 liar32小山梁：山～l土～。

梁梁子liorj51 liar32 tsl3小山梁，有轻视义。

冒鼓顶mal。一。1 ku。4 tin。。馒头形的山包，疑为“蘑菇顶"的音变。

壑岘xuyl3 oianl3两山之间的壑口。

岔t莘‘a。s岔口，两山之间的平地：青岗～l高家～。

坡坡P‘Y53 P‘Y1 比较小的坡。

慢坡子 manl3一11 P‘￥53 tsll 比较平缓且较长的坡。

趄坡子 tG‘iel3—11 P‘Y53 tsll 有一定倾斜度且较短的坡。

陡坡子tou‘4 P‘Y53 tsll 比较陡峻的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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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沟kau53 kaul小沟：水～l山～。

砂沟Sa；。kau。流山洪的砂石沟道：大～。

沟沟岔岔kau53 kaul t§‘a13—11 t莘‘a3山沟纵横交错之地。

洞洞tuanl3一11 tuan3较小的洞。

库沱k‘u，p。。t‘uy。 ①山间低洼处聚集的水池。②在低洼处聚集的水

面。

窟泉k‘u。。tG‘yanl。雨水冲蚀形成的不规则形洞穴。

窝窝vY53 vYl 小坑：树～I水～l山～。

跌窝子tiel3—11 vY53 tsll 低洼的地方。

窝沱 vY53 t‘uYl 下陷的小坑。

坎坎k‘an44 k‘anl 比较低的坎。

崖头 ￡；。t‘Ou。①崖的上端：～上长了一棵榆树I～倒了。②黄河岸边泥

沙形成的断面。

崖坎子￡5l k‘an44 tsll较低的崖。

弯弯van53 vanl较小的“弯”。

坪P‘in。。高而平坦的地势，多为河边四级阶地：伏龙～I晏家～。

台t‘￡。， 同上“坪”：柴家～I平安～。

川Pf‘arl。。 沿河平地，是最易耕地居人之地：达家～l水～l上～I下～。

林窠lin51 k‘uY2 森林。

滩t‘an。。河中陆地。兰州段黄河中有许多“滩”，今已与市区相连：大

～I马～I雁～I张苏～I段家～I营门～。

埽台 sa。。．。。t‘e3人工用石料砌成的黄河堤岸。

河沿边 xY5l ian2 plan3 河边。

河沿上 xY51 ian2爷3习3 河岸上。

大河ta。。．．11xY51 ①黄河。②主河道。

汉河子 tS‘a13—11 xY3 tSll 河的小支流。

冰茬子pins3 t§‘a。tsl。水边结上的薄冰：还没立冬，碗里有～了。

冰溜子pinss liau。a一11 tsl。地面上形成的薄冰层，不易行走。

麻腐ma。。fuz①河中飘流的成团冰珠。②麻籽仁。

冰桥pin。。tG‘ia。 黄河封冻自然形成的厚层冰面，人车可在上面通行。

封冻形成时称“冰桥站住了"。

东川tuan53 pf‘anl 东梢门以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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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 ei。。pf‘an， 西梢f-1(今解放f-I)以西的地区，包括七里河、西固。

三、方位

上面个S。D．。．¨mian。kx， 上面：条桌～摆的全是酒瓶子l～(指上

级)还没发话(下指示)。

下面个xal3．1l mian3 kxl 下面。

脑头b44 t‘DUl 最里面：往～坐。

脑里b。。li， 同上“脑头”。

夕I、前v￡13+11 tG‘ian3夕}、头。

高头ko。。t‘Ou． 高大物体的上面：房子～放的是麦草。

上半个So日，。．1l pan。kx． 上边部分：树的～干掉了。

下半个xa．。一11 pan。kx，下边部分：门的～还没油。

左半个tsuY。。pan，kxl 左边部分：楼的～是办公室。

右半个iou，。．11 pan。kx， 右边部分：身子的～风打下了。

心心Gin。。9in， 中心，正中间：城～I花～。

亭当中t‘in51 to日。。pfanl 正中间：～坐的是县长。

边里pian。3 lil旁边：往～站。

底里ti。。li， 容器内部的最下边：箱子～压下着三百块钱哩I坛子～有

水哩。

跟跟前kon。。kon。。tG‘ian， 很近，紧挨的地方：李老师的家就在学校～

哩。

半个里panl3．11 kx3 lil跟前。

尖尖tGian53 tGianl尖子：针～l树～l山～。

顶顶tin44 tinl 顶子。

浮头儿fu，。t‘OH。l山2堆积物的最上表部：～放的是好果子。

浮头子ful3 t‘Ou51 tsl2，同上“浮头儿”。

半中腰pan，。．．¨pfon。。io。。 高大物的中间部分：山的～I楼的～l白杨

树的～。

底底ti。。ti。底子：箱子～I～放的是钱儿。

团落落t‘uansl luxl3+11 lux3周围，四周：院子～是白杨树。

满面子man44 mianl3．1l ts]3 四面八方，到处；～飞的是树叶子。

满城四关man44 t莘‘ansl s113一11 kuan44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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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耢kY，。b，。角落：～里立着一根椽子。

背阴洼pei。。in。。va， 不见阳光的地方：～里都是雪。

阳洼角耢ior3s1 va，3 kgl3 1013向阳避风的地方。

睡梦底里feil3．11 man3 ti。。lil 睡梦中：～见到奶奶了。

阳间世上iorj5l tGian2莘113川莘。强人间，活人世界。

四下里s113 Xfll3．1l li3 四面八方，到处：～不见一个人。

偏山洼P‘ian。。san。。va，。偏僻地方：蹲在～里谝闲传着哩。

上席§3日l。．．¨t；i。 宴席上最上面的席位。

对门子tueil3 man5I ts]2对门儿。

对把子tueil3 pal3川ts]3对面：～是白塔山。

对过子tueil 3 kuYl3一11 ts'l 3 同上“对把子”。

四、时间

麻麻亮儿ma51 ma2 lior313’11 ua3黎明时候：～就走了。

赶早 kan44州ts044 大清早。

赶赶早上 kan44—51 kan44 tsa44莘3日1 同上“赶早”。

早星tsa44 ginl 早晨。

热头一竿子高了 乏Y13’11 t‘OU3 i13 kan53 ts]1 ka53 lal 上午九时左右：～，

儿子还没起来。

晌午莘。m。vu， ①中午：庄稼人～不睡觉。②午饭：学生吃～来了。

后晌xatl，。一¨S3日。①午饭至晚饭中间的时间。②午饭至晚饭中间的加

餐：匠人该吃～饭了。

后晌会xaul 3．11莘3m xueil 同上“晌午”①。

擦黑儿ts‘a13 xYl3'11 LLl3黄昏时候。

擦麻儿tS‘a13 ma51 LlJ2同上“擦黑儿”。

麻影子下来的时节ma51 in2 ts]3 xal3圳l￡3 til吼51 tgie2‘天快黑的时候。

参见上“麻影子”。

一天价i．。t‘ian。。t6ia， 白天时间：～在外头跑着不知道进门的。

晚夕 van44 ginl3晚上，夜间。

一晚夕i．。van。。gin，。整夜：～不睡觉．一天价(大白天)睡着不起来。

一晚上i13 van44 s3刁1 同上“一晚夕”。

黑天半夜 xYl3．+11 t‘ian53 panl3n川ie3夜晚时间：～外头不要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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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会panl3川ie3 xueil半夜里。

今个tOin53 kYI 今天。

今个天tGin53 kYl t‘ianl 同上“今个”。

昨个tsuY 5l kx2昨天。

昨个天tsuY5I kY2 tian3 同上“昨个”。

前个tO‘iansl kx2前天。

前个天tO‘ian51 kY 2 t‘ian3 同上“前个”。

现前个Oianl3 toian51 ky2大前天。

明个rain5I kY2明天。

明个天min51 kY2 t‘ian3 同上“明个”。

后个XOUmlI kx3后天。

后个天 xau陆’11 kY 3 t‘ianl 同上“后个”。

外后个 VEl3+1l XOU3 kYl 大后天。

大外后个tal3 VE：mll XDLl3 kYl 同上“外后个”。

春上pf‘ons3 s3习- 春天：～不下雨，麦子种不上。

春头上pf‘on53 t‘au51莘。勺2初春：～下了一场大雪。

夏月天 oial3．1l ie3 t‘ianl 夏天。

热月天乏Y卅ll ie。t‘ian。 盛夏时候：造化不好，死在～

冬月天tuon53 iel t‘ianl冬天。

冷月天 Ion44 iel t‘ianf 同上“冬月天”。

三伏天san5。fu-t‘ian，初伏、中伏、末伏时期，正是天

伏里天ful3+11 li3 t‘ianl 同上“三伏天”。

伏里fu，。．，，li。 同上“伏里天”。

九里toiiju44 lil 冬至至立春期间：～没落一场雪。

十冬腊月 莘．L13一11 tuon53 lal3—1I ye3 严冬时候。

半间panl3．11 tOian3月份中间：二月～I三月～。

大尽tal3．1I toin3农历大月，共30天。

小尽oio。。toinl农历小月，共29天。

今年个toin53 lianl kY，今年。

年时lian51§t2去年。

年时个lian。，S．L：kx。 同上“年时”。

前年个tO‘ian51 lian2 kY3 前年。

了。

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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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年tal3 tg‘ian51 lian2前年的前一年。

大前年个tal 3 te‘ian51 lian2 kx 3同上“大前年”。

去年个：tG‘Y1 3川lian3 kYl去年。

明年个min51 lian2 kx3明年。

后年个XOUl 3．11 lian2 kx 3后年。

外后年v￡13．11 XOU3 lianl 后年的明年。

大外后年tal3 v￡1 3圳XOtl3 lianl 同上“外后年”。

时节S1。．tGie：时候：～还没到。

光阴 kuorj。。in， ①时间：～不饶人。②生活、生计：～过不下去了。⑧

钱：这两天没～了。

半天pan，。一¨t‘ian。。较长的一段时间，有厌烦意：～做不出～顿饭来。

半大天pan"11 ta3 t‘ian53好长时间：～没说话l走了～。

半大十天panl 3．11 ta3 s1协+11 t‘ian53 同上“半大天”。

半大会panl 3—11 ta3 xueil 3 同上“半大天”。

一会会儿i1 3 xueil 3’11 xuei3山1 不长～会儿。

一大会i1 3 ta倍圳xuei3同上“一会会儿”。

一大寐会 i13 tal 3 meil3．11 xuei3 良久，较长的一段时间：走了～了。

贾t6ia。。现在：～的(现在的)袜子不耐穿l～就走。

浪里1013卅¨li。正在火候时节：大暑时节瓜到～了I将(刚)说到～就

不说了。

半浪里pan，。log．。．¨li。正中间：对象谈到～了I学上到～停下了。

第二节 植 物

一、粮棉油麻烟作物

青粮食tG‘inss liorJt S1， 尚未完全成熟，籽粒色绿的粮食。

夏田 Gials．¨t‘ian。夏收的粮食作物。

秋田tg‘iouss t‘ian。 秋收的粮食作物：今年的夏田旱掉了，～成下了

(丰收了)。

麦子myl3．11 tsl3小麦。

北山麦子p￥1。一11 san。my，。川tsl。 六十年代前秦王川一带所产旱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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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头小麦。因面精韧而饮誉兰州市场。

芽麦子ia5，myl3．11 tsl2生了芽的小麦。

和尚头XUY。．s3习：t‘ou。一种老品种小麦，耐旱，穗发红，无芒，面粉

极精。
”

玉麦子yu，。my卅¨ts]。莜麦。穗叶秆极似燕麦，粒无皮壳。

荞皮tG‘ia。．P‘i：荞麦的皮壳，适于装枕头。

圆豆子yan51 tou2 tsl3豌豆。

大豆tal3—11 tou3蚕豆。

扁豆子pian44 tOul tsll扁豆。

和田xuYm¨t‘ian。小麦与扁豆混植混收物，有抗旱肥田作用：水地

里种的麦子，旱地里种的是～。

黄豆xuar351 tau2大豆，肾脏形，主要用来做豆腐。

毛豆ma51 tau2黄豆的青豆角，可煮食。

黑豆子xY，。tou协．¨ts]。黄豆(大豆)的一种，皮黑，可磨豆腐、生豆

芽。

包谷p3。。ku． 玉米。五十年代开始大面积种植。

包谷棒棒子 p353 kul Pal313一11 par33 tsll 玉米棒子。

包谷心心子 pa。。ku，百n。。Ginl ts]l 玉米棒子脱粒后的部分。

糜子mi。．ts]：一种秋粮，即古人所说的“黍”，耐旱．穗头呈冕旒形。

糜谷mi。，ku，。 糜子、谷子的总称：今年夏田晒掉了，～丰收了。

洋芋iar3。，Y51 马铃薯。

红苕xuon5l莘32甘薯。

棉花骨都子mian51 xua2 kul3．．11 tu3 ts]1 棉花花苞。

菜籽tS‘￡”¨ts)。。油菜籽。一种油料作物，阔叶，黄花，粒似小米。

麻籽ma。，ts]：大麻籽粒，可炒食，可榨油。

麻秆子ma。，kan：tsl。大麻剥麻后的空心秆，色白，松脆，易燃。

绿烟lu，川．ian。。一种烟草，叶大，深绿色，麦收后栽植。

黄烟xuar351 ian2与上“绿烟”近似的一种烟草。

水烟fei。。ian， 用上“绿烟”、“黄烟”加工的一种烟丝，兰州特产。

米莲子mi。。lian，tsa，罂粟籽，粒极小，似小米，可食。

二、瓜果蔬菜

瓜瓜子kua。。kua．tsl． 西瓜、哈密瓜之外的各种小香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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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菜san。。ts‘￡．。未成熟的甜瓜，有时也径称“菜”。

菜瓜子ts‘￡，。kua。。tsl， 甜瓜长至蛋大时，有意剪除下的青瓜，可食。

码码子ma44 mal tsll 刚结下的小瓜蛋。

醉瓜tsuei．。．¨kua。一种表面有不规则突纹的甜瓜，麻绿色，有酒香

味，兰州特产。

籽瓜tsl。。kua， 专门用来掏取大板黑瓜籽的一种甜瓜，瓜瓤呈白色或

黄色，略甜，俗谓性热可治咳嗽等病。

籽瓜子tsl44 kual tsll 同上“籽瓜"。

果子kux44 tsll苹果和梨的通称。

跌果tie，。一¨kux。。 熟透或风吹自落地上的苹果或梨。

柴果子ts‘￡51 kux2 tsl3没有成熟的梨。

金妈妈tGin。。ma53 mal 一种呈金黄色的杏子。

离核子li。，XLI。tsl。 核与肉不连的杏子或桃子。

粘核子 Kan。。XU：tsl。 核与肉紧密相连的杏子或桃子。

．甜核子tian。，XU：tsl。①甜仁杏子。②甜杏仁。

苦核子k‘Li。。xu、tsl、①苦仁杏子。②苦杏仁。

杏皮子xinl3．11 P‘i3 tsll 晒干的杏肉。

杏核子xinl3—11 XU3 tsll 杏核。

杏仁子xinl3—11 Kan51 tsll 杏仁。

绵苹果mian。，P‘in：kux。一种老品种苹果，青白色，扁圆，沙绵，微

甜，已不多见。

旱苹果xan44 P‘in5l kux2同上“绵苹果”。

沙果子sa。。kux。。tsl，一种红白相间的老品种小苹果，味沙甜。

红货xuan51 XtlYl3苹果类的泛称。

绿货lul 3 xuYl3梨类的泛称。

花麻枣儿xua53 ma51 tsa44山l 红绿相间色的嫩枣。

干枣儿kans3 tsZ)44 uJl 成熟后晒干的大枣。

沙枣子莘a53 tsa44 tsll 沙枣树的果实。

枣核子tsa44 XUl tsal枣核。

桑果子sa953 kuxl tsll桑葚。

毛栗子 ma51 lil3．11 tsl3 栗子。

小核桃 Gia44 xY 51 t‘a2 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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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榛子 masl tsan2 tsl3 同上“小核桃”。

菜蔬ts‘￡13_．1l fu3蔬菜。

瓢儿菜P‘ia。。山．ts‘￡． 油菜的一种．叶墨绿有皱纹。

莲花菜lian。．xuaz ts‘e。甘蓝。一种卷心圆球的常见蔬菜，外地人叫

“莲花白”、“洋白菜”。

辣角子la。。川kx。ts3。 晒干的长辣椒。

长辣子t莘‘3‰lal3川tsl3长辣椒。

灯笼辣子ton53 luanl la协+11 tsl3圆形大辣椒。

尕辣子ka53 lal3_+11 tsl3小长辣椒。

线辣子 Gian．。la"1l ts'l。一种细长小辣椒，昧辣，油性大。

洋柿子iarjsl n13．11 tsl3西红柿。

刀豆ta。。tau， 一种老品种豆角，战刀形，长10厘米左右，做菜时要抽

去背脊筋丝。

水萝卜 fei。。lux，pu，一种早产小圆球形白色萝卜。

且莲t9‘ie。。lianl 苤蓝，即球茎甘蓝。

洋姜iarj。．teiar3。。菊芋。一种块状根茎，肉质白细，味平，用于酶制咸

菜。

地蒌子ti．。一¨lou。tsq． 僵石蚕。一种螺丝状根茎，质味同上“洋姜”，

用于酶制咸菜。

笋子suon44 tsl_l 莴笋。

羊角葱 iarj。，ka2 ts‘uan。。经复栽后春头挖出的黄绿相间的新葱。

葱秧子ts‘uon53 iarJl tsql未经复栽的毛葱。

蒜骨都suanl 3．11 ku3 tul 大蒜头。

蒜瓣子suanl3 panl3．．1l tsl3大蒜瓣儿。

蒜辫子suan，。pian卅11 tsl。大蒜收获后辫成的辫子，一般一辫有50

头蒜。

蒜苗子suanl3—11 mia51 tsl2蒜苗，北京人叫“青蒜”。

蒜薹suan。。t‘￡， 大蒜的花莛，北京人叫“蒜苗儿”。

韭薹子tgiou44 t‘e1 tsll韭菜的花莛。

苦豆子k‘U。。tou，tsa， 一种食用植物。形似苜蓿，茎干揉搓晒干粉碎成

细末，卷在馍中色绿味香。

头发菜t‘au。，fa：ts‘￡，。一种在荒山地表产的黑色线形藻类植物，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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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菜”，因与“发财”谐音而走俏，是甘肃特产。

地达菜til3—1。ta。1 ts‘￡，。地钱。形似木耳的一种藻类植物，黑色，雨后

易拣，生在荒山草滩。

苣苣菜tG‘Y。。tG‘Y．ts‘e．。 野生荼菜，味苦．是度荒野菜。

三、花草树木

花花子xua53 xual tsll花，带有轻视义。

花骨都XHa53 kul tul花苞。

海纳 xe44 lal 凤仙花。

指甲草t5t13．11 tGia44 ts‘a44 同上“海纳”。

荷包花xY。，pa。XUa。 荷包牡丹。一种花形像荷包的多年生草本花，茎

40厘米左右。

福气花fu，。tG‘i，。．¨xLIa。 蜀葵。一种高茎草本花卉，花叶层层而上，易

成活。

打碗花ta。。一。，van。。xua， 打破碗碗花。类似牵牛花，俗谓摘此花者易

打破碗。其草为“苦子蔓”。

六月菊lianl 3 yeI 3 tGyl3夏日开的菊花。

九月菊tGiau44 yel 3 tGyl3 晚秋开的菊花。

灯盏花tons3 t≤；anl XUfl53 一种金黄色草本小花，花瓣晒干碾粉用来卷

馍。

马莲花ma44 lianl xual马兰花。

干草花kan。。ts‘。。xua， 一种黄色无叶野草小花，看起来没有水份。

万年黄vanl3 lian51 xuar351 同上“干草花”。

馒头花man51 t‘ou2 xHa3狼毒花。

暴秧子pa，。一¨iar3。．ts]。夏收后种植的燕麦或豆类作物，不成熟，茎叶

收割做饲草用。

辣辣la，。la．。独心菜。一种有细白根茎的小野草，春天小孩掘其根茎

吃，味辣。

姜辣辣tGial3。。la，。一¨la。大叶独心菜。一种宽叶野草，叶辣可食。学名

“大叶独心菜”。

甘甘草kan。。kan。ts‘。。。甘草。味甜，中药。甘肃特产。

灰条xuei。。t‘ia、 一种阔叶野草，嫩叶可做菜，籽可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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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盖ts‘1，。川k￡。刺儿菜，蓟的一种，可入药。

黄花郎xuorJ5I gufl2 lor33蒲公英。

猪耳朵pfu。。山。。tug， 车前草。籽为中药“车前子”，嫩叶可做菜。

独独扫帚tu。，tu2 sa倍．¨pf‘U。扫帚草。藜科地肤。一种尖叶塔形野草，

高可达2米许。嫩叶可做菜。秋后黄干可做扫帚。

扫帚菜s313+11 pf‘U3 ts‘￡13同上“独独扫帚”。

马莲ma。。lian。 马兰，叶柔韧，做草纸的原料，农家多用之系菜把。

咸麻Oian。。ma：荨麻。一种茎有细毛的野草。触及后烧灼难忍。

苦子蔓 k‘U。。tsl，van，。打破碗碗花的枝株名。蔓生。

谷莠子ku。。iou，。圳tsl。 一种穗像谷穗的野草，牛羊喜吃。抽穗前和谷

苗很难分辨。

野核桃 ie44 X91 t‘aul 苍耳。

旱蓬xan，。．¨P‘on。． 一种耐旱蓬草，可以烧结成块状碱，俗称“蓬

灰”。

灰蓬xuei53 P‘onl同上“旱蓬”。

刺棵子ts‘1协，¨k‘uY。。tsl，①野生枸杞。②泛指带刺小灌木。

刺颗颗ts‘．113．．1l k‘uY44 k‘uYl 野生枸杞红果。

猫儿刺 mo。，山：ts‘1；。棘豆的一种，耐旱野生多刺灌木。

黏黏刺 Z,an。1 Z,an2 ts‘1，。野生植物，果球布满针钩．易黏人衣。

． 榆钱子Y51 tO‘ian2 ts33榆钱，可食。

高田 ko。。t‘ian． 果树、梨树之类经济树木的统称。

四、体件通名

穗子suei，。．．¨tsl。禾类的穗头：麦子(小麦)～l大麦～I青稞～I燕麦

～l包谷～l谷～I糜～。

穗穗子sueil3—1l suei3 tsll 同上“穗子”，有轻视义。

麦穗头头子 mYl3．11 suei3 t‘au5I t‘au2 tsl3 麦穗。

谷穗头头子kul3．1l suei3 t‘ou51 t‘Ou2 ts33谷穗。

把把子pa，。一，，pa。ts3， 果实的柄；果子～l苹果～I冬果～I西瓜～I南

瓜～。

瓤瓤儿z,or3。1乏3习2 tlJ3瓤儿，有喜爱义。

瓤瓤子 z,or351 z,or32 tsl3瓤儿．有轻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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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口 乏3铂k‘Ou：甜瓜瓤儿的成色：～好了没有在皮子上。

秆秆kan．。kanl植物茎秆。

叶叶iel3．1l ie3 叶子。

梢子S。珠。tsl． 树木的末梢：白杨树～I柳树～。

根根kon53 konI植物根。

秧秧ia953 i3日l 秧。

衣子i船tsl， 麦谷打碾脱粒后的皮壳．可作牲口饲料，和泥时也可用。

按品种可分为“麦～”、“谷～”等。

豆秸子tOu，。川k￡。tsl． 豆子打碾脱粒后的破碎茎秆，可作饲料。

芽子ia。。tsl。植物的芽：冰草～l树～。

树栽子fu。。tse。。tsl． 栽植杨柳之类易活树木的树枝。春天未展叶时，

砍取径约5厘米左右的枝条，截做1．5米左右长，直立埋进树坑30厘米左右，

填土踏实。浇足水．当年可发芽抽条。

栽子ts￡5l ts32同上“树栽子”。

种。

第三节 动 物

一、家畜家禽

大牲口tal3_+11 sans3 k‘aul 家畜中的骡马。

骒骡k‘tlY协'11 lux 3母骡。

马骡ma。。luY．母马与公驴交配后生下的骡子。

驴骡ly。，luY：母驴与公马交配后生下的骡子。

骡驹子luY51 tGy2 tsl3幼龄骡子。

皱鼻骡子pf‘u。。pi．1ux。，tsll 一种矮小的骡种，不好调养。

土黄骡子tu44 xuar3。1 luY51 ts]2毛色为黄白色的骡子，是一种耐力骡

脚骡tGye、。川lux。一种负重善走的骡子，走长途可驮100公斤。

马儿ma。．LlJ， 马，有亲昵义。

儿马 山51 ma2公马。

骒马 k‘uYl 3．11 ma44 母马。

骟马sanl3+1l ma44 阉割后的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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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子ma¨toyl tsll幼龄马。

臊马s3。。ma， 专门用来配种的公马。

走马tsou。．吲ma：经人调教专做乘骑的马，不走自然步．跨步小．行

速高。骑者平稳舒适。

辕马yan。，ma。驾在车辕中掌握方向的马。

梢马p．。，¨ma。驾在辕前用力牵引的马。

驴驴子ly。，ly：tsl。驴．有轻视义。

叫驴toial3川ly3公驴。

草驴ts‘o¨lyl母驴。

骟驴荸an，。⋯ly，阉割后的公驴。

驴驹子ly51 toy2 tsl 3幼龄驴。

臊牛s053 lioul公牛。

脬牛P‘353 liaul同上“臊牛”。

乳牛VU44 lioul母牛。

犍牛toians3 lioul 阉割后的公牛。

骆驼羔羔子lmf№11 t‘uY3 ka53 k01 tsql

骆驼儿儿子lmc 13-'ll t‘uY3 tU51山2 tsq3

肉鞍子Z,oul3 an53 tsll驼峰。

脚猪tOyel3．．11 pfu3公猪。

牙猪ia。，pfu2阉割后的公猪。

奶劁l￡。。tG‘ial 未断奶即阉割的母猪。

跑劁子pa44 tG‘ial tsll 阉割未果的猪，

壳郎子k‘Y53 lag．tsll架子猪。

猪娃子pfu53 val tsll幼龄猪。

年猪lian。，pfuz准备过年宰杀的猪。

幼龄骆驼。

同上“骆驼羔羔子”。

因其喜乱窜寻偶而得名。

臊羊8D。。iag． 留做种羊的公羊，因其肉味特臊而得名。

羝羊ti．。iag． 同上“臊羊”，因有粗大弯角善抵而得名。

羊羔子ia51 k02 tsq3幼龄羊。

羯羊toie，。．．¨iarj。从小阉割后的公绵羊．其肉鲜美。

尕尾巴羊ka44+51 i¨pal iorjl 一种小尾绵羊。

据招toyl3 lyl3山羊。

据招羔子toyl3 lyl3 kas3 tsll幼龄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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臊胡so。。XU。 留种未阉的公山羊。

羯子tGie，。+11 tsl。从小阉割的公山羊。

冰碴据粥pin。。ts‘a，tGy，。ly，。初冬的山羊，其肉鲜美。

奶据柳l￡。。tey．3．¨ly。一种用来产奶的山羊。

站羊t爷anl3_+11 i3D3在家喂养的羊。

牙狗iasl kau2公狗。

草狗ts‘044删kou44母狗。

狗娃子keu44 val tsll 幼龄狗。

板凳狗pan。4 t091 kou。4一种腿较短的家养小狗。

跟羊狗kon。3 io日51 kou。4 随羊群御狼的狗。

女猫儿ly44 m01山1母猫。

猫娃子m05l val ts]l幼龄猫。

狸猫儿li。。m3：山。狸猫，一种性猛有条纹的猫。

兔娃子t‘u。。va，ts]，①兔子。②幼龄兔。

鸡娃子tGi53 val tsql幼龄鸡。

楦鸡I；yan，。．¨tGi53 阉割了的公鸡。

耢窝鸡13，。一¨v￥。s tei， 停止下蛋，坐卧在窝里等待孵小鸡的母鸡。

照窝鸡 ts013—11 vY53 t百l 同上“耢窝鸡”。

松鸡子suon53 tGil ts]1 食用的小鸡。

固固头ku．。．”ku。t‘aul 头上有一撮毛的一种母鸡。

普鸽P‘t144 kYl 鸽子。

二、野兽野禽

狼虫虎豹b弧pf‘on5l xu44 p313 泛指各种凶猛野兽。

狮娃子Sk3 VIll tsll 幼龄狮子。

艾叶豹￡13．11 ie3 p313灰色豹子。

狼娃子b日51 va2 tsl3幼龄狼。

豺狗子t§‘￡51 kou2 tsl3豺狼。

野狐ie44 XUl 狐狸。

野狐子ie44 Xtll ts]1 同上“野狐”。

野狐JLJL子ie44 XUl山s1山2 ts]3幼龄狐。

鹿羔子 lul3—11 k344 tsll 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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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子oior353 ts3I麝。

猴儿XOtl5I LlJ2猴子。

狗熊 kou44 oynI熊。

蹿猪ts‘Uall53 pfuI猪獾。

瞎老xam⋯b。中华鼢鼠。一种肥大的田鼠，眼小尾短，肉可食。

哈喇xa。．1al 同上“瞎老”。

据劳；猫toyl3 lyl3 n-l；)51 松鼠。

夜蝙蝠iel3 piem’ll XU3蝙蝠。

鸟儿lia¨uJ。 非猛禽类的鸟。

JIJL子uJ5l山2 tsl3幼鸟。

雏雏子pf‘U5l pf‘u2 ts3。同上“JLJI,子”。

喜鹊哥Gi。。tG‘ial kYl 喜鹊。

老哇b44 val 乌鸦。

红嘴鸦儿xuons．tsuei。t ia。。山． 乌鸦的一种．喙红色．喜刨食下播的种

籽。

雀儿tG‘io。。山．①麻雀。②笼养小鸟。

麻鹩子ma。，lio：ts'l。朱雀。一种貌似麻雀的笼养善鸣小鸟。

仙鹤 Oian53 x×l 鹤。

咕咕登ku。。kul ton． 斑鸠，像其叫声，与“斑鸠”通用。

张勾t§a日。。kou，布谷鸟，像其叫声。

中勾pfan53 koul同上“张勾”。

卜卜吃pu船pu。。t莘‘1．。 戴胜鸟，象其叫声。

咕噜雁kus3 lul ianl3大雁。

鹦哥 in53 kY． 鹦鹉。

嘎拉鸡ka，。la加¨toi。石鸡。一种土黄色的野鸡，比鸽子略大，成群

觅食．象其声而得名，产于甘肃、青海一带。

恨吼xonl3．11 XOU4。猫头鹰，俗谓鸣声不祥。

鸱雀子t莘‘．L。。tG‘i。。。ts3． 一种形似猫头鹰的小鸟，食鼠．夜鸣，叫声

与猫头鹰差别很大，俗亦谓鸣声不祥。可作詈语指人。

鸽虎kY肿．．XU。。砭。一种捕食鸽子的猛禽。

鹞鹰io阶。。in。。鸢。在天空盘旋．捕捉鸡的猛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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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蚊蝇虫鱼

长腿蚊子t莘‘o狮t‘uei2 vansl tslz腿子较长、毒性大的一种蚊子。

绿头苍蝇lu协-lj t‘ou。ts‘orj。。in， 绿头硕体的母苍蝇，飞时发出“嗡

嗡”声音。

蝇蝇子in。，in2 tsl。不叮人的小蝇蚊。

灯蝇子ton53 inl tsll 扑灯蛾。

狗蝇子kau。。in，tsl， 寄生在狗身上的一种蚊蝇，驼色。

蜂儿fan53山1 蜜蜂。

野蜂儿ie44 fans3山1野蜜蜂。

叮子tin53 tsll 马蜂。

虻赞man，。tsan．。牛虻，追逐人畜吸血叮肤的一种昆虫，比苍蝇体大。

蚊赞van51 tsanl 3同上“虻赞”。

叶蝶子iel3 t‘iel3—11 tsl3蝴蝶。

春官pf‘on53 kuanl蜻蜓。

秋蝉tG‘iau。。San， 螽斯，也叫蝈蝈。一种善鸣昆虫，一般捕来装在用

麦秆编的小笼饲养，喜食瓜类花朵。

蛐蛐 tG‘Y53 tG‘Y1 蟋蟀。

错翅子ts‘uYl3一11 tS‘t53 tsll 同上“蛐蛐”。

夹夹板tGial 3—1l tGia3 pan44蝗虫。

单单哥tan53 tanlkYl蚱蜢。

跳蚂蚱t‘i01 3 ma44 t$a1蚂蚱。

虼蚤kxl3 ts013跳蚤。

壁虱pil3．1l莘Y3臭虫。

蛆儿tG‘y53山1 蛆虫。

蜜虫mil3．11 pf‘an3蚜虫。

软虫van44 pf‘onl 毛虫。

油勃勒 iau51 pYl3．11 lY 3 蛴螬。

虫虫子pf‘an51 pf‘an2 tsl3小虫子。

蚰蜒iau51 ian2蜈蚣。

钱串子tC‘ian51 pf‘anl3．11 tsl。形似篦子的一种多脚小虫。

鞋底板XE5l ti2 pan44潮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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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虫P‘i。，P‘a：Pf‘on。一种院落屋内常见甲虫，黑色，多足，喜潮，

宽约1厘米，长约两厘米，踩死后有强烈臭味。

．新新妇oin53 oinl ful红蜘蛛。

剪子股toian。。tsl．ku。。一种黑色、剪子形尾巴、长约1厘米的小虫子。

蛛蛛pfu53 pful 蜘蛛。
’

蚕儿ts‘an53山1 蚕。

姑姑娘ku53 kul liarj51 蚕蛹。

蚕籽儿ts‘an53 tsl44山1蚕卵。

土狗子t‘U44 kaul ts]1蝼蛄。

瓜瓜牛kua53 kual liau51蜗牛。

屎爬牛sL4 p‘a1 liaul蜣螂。

癞呱呱lel3 kua53 kual癞蛤蟆。

蛤蟆骨都子 xY51 ma2 kul3—1l tu3 ts]1 蝌蚪。

蛇雏子莘￥。．pf‘u2 tsl。①小爬虫。②小蛇。

蛐蟮tO‘Y53 sanl3 蚯蚓。

长虫t§‘o孤Pf‘on2蛇。

七寸子tO‘i13 ts‘uanl3．．11 tsl3一种形体短小的毒蛇。

大头蝎虎子tal3．+11 t‘Ou3 oiel 3．+11 XU44 tslj 蜥蜴。

鱼籽儿Y51 tsl2Ⅲ3鱼卵。

鸽子鱼kx，。．¨ts]。Y， 黄河产的一种鱼，味鲜美。学名北方铜鱼。

金片子toin。。P‘ian。。tsl， 黄河产的一种鱼，色黄味美。学名刺鲍。

面鱼mian．。．¨Y。黄河所产鱼，上下颌有四根肉须，体表有黏液。大者

可达十来斤。学名鲶。

海蚌子x￡44 parjl tsll 蚌蛤。

四、肢体名称(与人体部件同名者不列，参看后第四节“八’’)

角kx．。角：牛～I羊～I鹿～。

膀子parj。。tsll翅膀：鸡儿～I喜鹊～I苍蝇～。

前胛tO‘ian。，toia：猪羊前腿到腰窝间部分。

尾巴 i。。pa， 尾巴：羊～I老虎～I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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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 物

一、家人亲属

先人Gian。。Kan， ①统指已故的祖宗。②专指高祖父的父母或高祖父

的诸父诸母。

祖太爷tsu44 t‘￡13—11 ie3 高祖父。

祖太太tsu44 t‘￡13—11 t‘￡3 高祖母。

太爷t‘￡，。．¨ie。 曾祖父。依行称“大太爷”、“二太爷”、“三太爷”等。

太太t‘￡1。一11 t‘￡。 曾祖母。依曾祖父行称“大太太”、“二太太”、“三太

太”等。

老爹 b。。tie。。 父亲。近年流行，多用于旁称或背称：你～退休了没有?

I我～住院了。面称时带有撒娇意味。

老妈la。。ma。。母亲。近年流行，用法同上“老爹”。

新妈gin。。ma，继母。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用“妈”或“姨”。

大妈ta，。一¨ma。 父有几个妻子，依所娶先后称“大妈”、“二妈”等。

娘老子liag。，la。。ts3． 父母亲：～为儿女把心操烂了。

老汉们b。。xan，men， ①父母亲。用于旁称或背称。②泛指老年人。

儿娃子LlJ51 va2 ts]3男孩。

后人XDU．。一¨7_,an。儿子。用于旁称或背称：那(他)的～当兵去了。

学生gye。，san。对别人儿子的尊称：你的三个～都有出息。

爷父ie。，fu．。父子：～两个都牛的很。可加“们”为“爷父们”：～都

不识字。“爷父们”也可统指男子汉。

孙娃子suan53 Val tsll男孙。

家孙子tGia53 suan53 ts31 儿子的儿子或女儿。

外孙子VEl3 suan53 tsll 女儿的儿子或女儿。

菜根子ts‘￡．。kan。。ts'l， 外孙子，有揶揄味，据一则民间故事而来。谚

谓“外孙子，不抵个菜根子。"

跨代k‘ua。。tel3孙子的孙子。

底溜娃子tils．¨liau．。va。，tsl2最小的儿子。一般指尚在孩童时期的最

d,JL子。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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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ci．。fu．。年轻时的妻子。用于旁称或背称。

婆娘P‘Y。．1iar3：①妻子。用于旁称或背称，使用时有显示大男子气意

味。②泛指已婚妇女。

老婆子la．．P‘Y，tsl， ①中老年时的妻子。②泛指中老年妇女。

家里的toia。。li．ti，妻子。用于旁称或背称。

屋里的vu．。一¨li。ti， 妻子。用于旁称或背称。

家小toia。。Gi3．①妻子。“失家小”指妻亡。“办家小”指续娶妻子。②

妻子儿女：把～接来了。

掌柜的t§arj。。kuei，。一¨ti。①丈夫。用于旁称或背称：我们的～到西古

城去了。②当家人。③店铺老板。

男人lan；．Zion：①丈夫。用于旁称或背称。②泛指男子。

他爹t‘a．。tie。。丈夫。有儿女者用。

你爹li．。tie。。丈夫。面对儿女时用。

媳妇子Gi，。fu，。．¨ts]s儿媳妇。用于旁称或背称：～坐娘家去了。面

称一般用名。

童养媳妇子t‘uon5l iarj44 oil3 ful3—11 tsl3童养媳。

阿伯子a，。pY。。tsl，丈夫的哥哥。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用“哥”或

“大哥”、。二哥"之类。

新姐gin53 toiel嫂子。回民使用。

兄弟OYn。。ti． 弟弟：我～上中学了。依年龄旁称或背称“大兄弟"、

。二兄弟"、“尕兄弟”等。

兄弟媳妇Oyn。。ti．oi。。fu，。弟弟的妻子。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以名或

“那婶婶”(意为孩子他婶婶)。

弟兄til3州Oyn3统称兄弟：～三个人都工作了。

姊妹tsl．。mei。既可指姐妹，也可指兄弟姐妹，据语境而别义。

隔山弟兄kx。。．¨器an。。tit。．．11 Oyn。异父同母兄弟。用于旁称或背称，面

称同亲兄弟。

大大tal川1 ta3伯父。

妈(去声)妈mal3．”ma3伯母。

爸爸pa。，pa。①叔父。②年轻人称父用。

堂姊妹t‘a习。，tsl．．mei， 既可指叔伯姐妹，也可指叔伯兄弟姐妹，据语

境而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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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堂tG‘in。。t‘or3。，指同祖父的堂兄弟、堂姊妹关系。

党家子torJ。。tGia，ts]， 同宗族的人：～之间又打起来了。用于旁称或背

称。

一家子i，。tGia。。ts'l。①一家人。②同姓的人。

外爷VE，。．¨ie。外祖父。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用“爷爷”。

外奶奶VE．。le。。le，外祖母。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用“奶奶”。

阿舅 a13 tGioul 3舅父。

上姑舅 §3习．。ku。。tGiou， 表兄弟中属于舅舅家的一方，一般在解释亲

属关系时使用。

下姑舅xa，。ku。。tGiou， 表兄弟中属于姑姑家的一方，一般在解释亲属

关系时使用。

娘娘lior351 lior32姑母。

姑爹ku53 tiel姑夫。

姨娘i，。liar3，。①姨母。②对兄弟的岳母或嫂子、弟媳的母亲、姐妹的

公婆的面称。

两姨liar3。。i， 姨表兄弟姐妹，一般用于旁称或背称。

丈人爸tSor3，。一¨Ken。pa。。①岳父。用于旁称或背称，面称“爹”或随

儿女称“爷”、“爷爷”。②岳父的兄弟。用法同①。

下家 Gia，。．+¨tGia。 女儿的对象：姑娘快三十了，还没找下～。

主儿家pfu44 LLll tgial 同上“下家”。

新女婿gin53 ly44 Gyl新郎。

招女婿 tSa53 ly44 9y1 赘婿。

上门女婿S3日1 3—11 man51 ly44 GYl 同上“招女婿”。

新新妇gin。。gin。fu。新娘子。当是“新媳妇”的音变。

挑担t‘i044 tanl 连襟。

舅爷tciou，。．．，，ie。父亲或母亲的舅舅。

舅奶tGiou，。．11 le3父亲或母亲的舅母。

外舅爷VEl 3 tgioul3—1l ie3母亲的舅舅。

外舅母VEl 3 tGioul3．11 mu3母亲的舅母。

干大kan53 tal义父。

干亲kan。。tG‘in． 非亲缘关系而结拜成的亲眷。

婆婆家p‘Y51 P‘Y2 tGia3婆家，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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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理peil3—1l li。．辈分：讲～I～不合适。

二、乡谊友好

对门子tueil3圳monsl tsl3对门邻居。

隔壁子kYl3．1l pi3 ts31 隔壁邻居。

隔壁邻舍 kYl3．11 pi3 lin。1 sY2 同上“隔壁子”。

乡里乡亲 oior353 lil 0ior35。tO‘inl 泛称同乡，不用于称呼：我们～的，有

话好说。

张奶t莘or3。。l￡， 对非宗族、非亲属老年妇女的称呼，可依其夫姓称。王

奶”、“李奶”等。

张妈妈tSor3s。ma．。．¨ma。对非宗族、非亲属邻里中长辈妇女的称呼，

可依其夫姓称“王妈妈”、“李妈妈”等。

砸心锤锤tsa51 oin53 pf‘ei53 pf‘eil 最相信、最受宠信的人。

打心锤锤ta44 gin53 pf‘ei51 pf‘ei2 同上“砸心锤锤”。

哥儿们kY。。LLi．mon。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关系甚密的男性朋友。七十年

代开始使用。

铁哥们t‘ie．。．¨kY。。mon， 关系极为牢固的义气朋友。八十年代开始

使用。

三、行业身份

师傅sk。fu，①私塾的老师：我～是个老秀才。②学徒的老师。③对

陌生人的尊称，近二十年使用。

娃娃头儿V851 va2 t‘Ousl ILl2对小学老师的蔑称。

学生娃 Oye5l莘anl val 学生。

麦客子my．。．11 k‘Y。tsl， 收麦时打短工的农民。

筏客子fa。．k‘Y，。州tsls放运木筏或扳运皮筏的人。

金客toins3 k‘Yl掏金的人。

水客子fei。。k‘Y3 tsll卖水为生的人。

尿客suei。。k‘Y． 对在城市掏运粪便人的蔑称。

拾大粪的莘k，ta，。．．¨fon。ti。 专门走家串户掏厕所积肥的人。

羊户丈ior35l XU2 tSor33长期牧羊的人。

放羊娃for3mll ior351 va2青少年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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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户tl；yel3 XUl3赶牲口运载人、物的人。

车户 t§‘Y。。XU， 赶大车的。“户”疑为“夫”的音变。

汽车夫tG‘i陆．1l ts‘Y。。fu， 开汽车的司机。三十年代开始使用。

屠家t‘u13．11 t(：ia3 屠户。

肉架子Z；oul3 t(：ial 3+11 tsl3 出售大肉的摊主。

好家xo，。．．¨teia。对一种技艺特别爱好的人。

骟匠Sanl3．1l tGi3刁3 阉骟牲口的人。

毡匠 t5an53 tei3t31 擀制毛毡的人。

有钱汉iou44 tG‘ianl xanl 富户。

穷人家 tG‘yn51乙an2 teia3 贫苦人家。

硕家娃子fY。，tGia。va。tsl。 ①财大气粗的人。②能力强的人。

东客tuon53 k‘x，结亲时男方的客人。

西客Gi。。k‘Y， 娶亲时女方家来的客人。

伴儿pan，。一¨山。伙伴：出门要找上个～。

锅婆子kux。。P‘Y．tsl， 做饭的女佣人。旧社会使用。

拿事la。，§t，。①磨坊、油坊的经理。②大型皮货筏子上的总头目。

媒婆子mei。．P‘Y：tsl。做媒的女人。五十年代后被“介绍人”取代。

娶亲奶奶tG‘Y。。tg‘in。。l￡。。le， 娶亲时男方家派出陪接新娘的妇女，一

般要儿女双全者。

送亲奶奶 suonl3．11 to；‘in。。l￡4。le， 娶亲时女方家派出陪送新娘的妇

女，一般要儿女双全者。

支客t§．L。。k‘Y。请来应酬客人、向客人敬酒劝菜的人。

匠人t∞o日13—1l Kon3 匠工。

把式pa。。乱， 技艺水平高的人，如车夫、演员中的能手都可称“把

式”。

掌尺tSorj。4 t§‘t1 木工中画线设计的师傅。

掌铁匠t§orJ44 t‘iel3-+1l tGioql 钉马掌的匠工。

镔铁匠pin。3 t‘iel3．11 tei。rj3 打制铁皮做器具的匠工。

碗儿匠van44Ⅲ1 tgiar31 钉补瓷器的工匠。

箍漏锅ku44 lul kux53钉补锅的工匠。

待诏tie，。．¨tsa。。理发员。五十年代前使用。源于清初“薤发会”推行

时，执行人持有“留发不留头”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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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的t‘i13 t‘OU5l ti2 同上“待诏”。

锥鞋的pfei53 x￡51 ti2修鞋匠。

大工tats．¨kuons。有手艺的工匠。与“小工”相对而言。这是确定工

钱的大界线。

小工oia。t kuonl①工匠的助手。②做粗活的劳力。

下手 gal3．1l Sau44工匠的助手。

连手lians．§9u。。经常在一起合作干活的伙伴：我的～还没来。

徒弟娃t‘U51 ti2 va3学徒。

诱子iou-s．．¨ts]。专f-i引诱别人上当的人。

相公oiard，。．．”kuana①商店的学徒。五十年代以前使用。②戏剧中的

年轻公子。

相公娃oior313—11 kuan3 val 同上“相公”。

摆摊摊的pe44 t‘an53 t‘anl til 摆货摊的小贩。

货郎子XU—s一¨lar3。ts]。手摇小鼓，肩挑两个货箱，走乡串户出售针头

线脑的小贩。

牙子iast ts]z 市场买卖中介人。五十年代前使用。

中人pfon53 7-,anl契约上的见证人。

戏娃子 oi伊¨va。ts]， 唱戏的演员。五十年代前使用。

遛子liou，。．．1l ts'13秦腔角色中的须生。

白眼窝子pYs，ian。。vY。。tsa， ①戏中的丑角。②戏中的奸臣。③奸臣，

坏蛋。

丢丑的tiou53 ts‘Ou44 til 戏中的丑角。

武把子 vu44．5l pa44 tsll 戏中的武生。

耍把戏的fa。。一。，pa．。oi，ti．①杂剧演员。②杂剧团。

大头喜娃tal3—11 t‘Ousl oi。。va， 兰州社火角色，头戴面具，光头笑面。

大头罗汉戏柳翠tal3—11 t‘Ou51 lux5l xanl3豳3．”liau44 ts‘ueil3 兰州社

伙二角色。“大头罗汉"为头戴面具的笑面和尚，“柳翠”，也叫“柳柳翠”，为

一少女。所演故事情节为后者进香时前者调戏，后者聪明伶俐，使前者行为

不但未果，反而跌了一跤。

疯婆娘fans。P‘0-liarjt 兰州社火角色，男性扮演中年妇女，手拿苕帚

与簸箕，出各种怪相逗人发笑。配角为一年老男丑，手擎“膏药望子”灯。祈

盼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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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娃子kua。。va，tsl， 兰州社火角色，男性青年，脸涂黑色，右手牵毛

驴，上骑一老妇(人称“寡娃子的妈”)，左手拿一红萝b，不时伸向观众，逗

人发笑。

船姑娘Pf‘uan。，ku。liog。社火角色，跑旱船的姑娘，七十年代前由男

人装扮。

社头 sY．。t‘OU。． 社火会的负责人。“社火头儿”的简称。

耍猴儿的fa。。XOU。．Ⅲ：ti。 在街头驯猴做戏的人，一般都是河南人。

卖当的 me．。tog，。一．．ti。 街头表演气功以聚众售药的。其药多假冒品，

故叫“～’’。

说书的fY，。一¨fu。。ti． 说评书的，讲历史演义故事的。

拉洋片的la。。iog。，P‘ian：ti。 “洋片”(见后“第十节”“四”)的操作

人。

道姑子t013 ku53 ts31 女道士。

阴阳 in。。iog， 不出家的道士，为人丧事诵经追亡。

青衣僧 tG‘in。。i．son， 汉传佛教和尚，因着青衫而得名。

黄喇嘛xuorj。，la：ma。 藏传佛教黄教派和尚，因着黄袈裟而得名。

姑姑子kus3 kul ts]l 尼姑。

蛮婆子man。，P‘Y。ts]。永登县柳树乡薛家弯村(永登人称为“西坪”)

人世代供奉“桃花娘娘”，穿着异常，每年农闲出外为人算命禳灾，其妇女人

称“蛮婆子”。

师公子母t。。kuon。tsl。 手敲羊皮鼓跳神的青年男巫。

师婆子sk3 P‘Y1 ts]1 巫婆。

神替子san。，t‘i13一11 tsa3装神灵附体的跳神男巫。

先生Oian。。san．①中医。②旧社会店铺字号的会计。⑧丧事上请来写

讣闻、祭文、对联并记事的念书人。

花儿先生xua5。Ⅲ．oian。。§an， 1日社会专门种牛痘的医生。

骗家拐子P‘iel3．1l toia3 ku￡44 ts31大骗子。

骗子手P‘ianl3．11 tsl3 Saul 骗子。

死狗流魂 s144—51 kou44 liou51 xuon51 不务正业的浪荡鬼。

赌博箍碌子tu。。pY，ku。。lu，tsll 赌棍，精于赌博的人。

箍碌子ku53 lu，ts3， 同上“赌博箍碌子”。

卖包包子的 mel3 po。3 p01 ts3l til 销售大烟之类毒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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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娃子tsei5l va2 tsl3小偷。

绺娃子lieu。。val ts]l掏腰包的小偷。

三只手san53 tsll Sou44小偷。

要饭的 ial3 fanl3．1l ti3 乞丐。

要要吃io，。io．。．11 tS‘-1．。乞丐。一般儿童使用。

讨吃t‘a。。ts‘1，乞丐。有厌恶感情色彩。

掏嘴子t‘053 tsuei44 tsll 同上“讨吃”。

内官子lueil3 kuan44 ts]1 太监。

班头子pan53 t‘oul tsll衙门中的差役。

刀斧手ta。。fu，Sou， ①刽子手，法场上行刑砍头的人。②心狠手毒的

人。

账主子tSal313 pfu44 ts'11 讨帐的人。

大拿tam¨la。， 一把手，总负责人。八十年代开始使用。

头儿t‘ou。．Ⅲ：负责人，领导。七十年代开始使用。

头头子t‘ou。，t‘ou。ts]。负责人，领导。带有轻慢义。七十年代开始使

用。

拳挂子tO‘yan51 kual3-+11 ts]3精通武术的人。
’

武把式VLi44 pal 5．L1 同上“拳挂子”。

拳棒手tO‘yan51 parj2 Sou3会武术又好挑衅的人。

棒棒队par3。。Pal3，。tueil3腰挎一尺长的木棒的民兵。六十年代末至七

十年代前期使用。

四、贤愚不肖

能行人 Ionl3 gin51互an2 心灵手巧的人。

有心人iou。。gin；，Z,on， ①善于观察事物并总结经验的人。②细心人。

③有恩不忘报的人。

快心人k‘u￡13．11 oin3 Z,onl 乐于助人的热心人。

直肠子ts．1．。，ts‘a习。ts'l。直心快语、不拐弯抹角的人。

直扛子tn。，karjm¨tsl。直来直去、性格梗直的人。

直筒子 tsl5，t‘uan2 ts'13 同上“直扛子”。

尖死猴儿toian53 s144 XOtl51 LLl2特别机灵的人。

把家姑儿pa。。toia。。ku。。山， 善于往家里拢财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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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蛋蛋子pon44乱1 tanl3 tanl3．1l tsl3很有本事的人。

本事蛋蛋儿pon44 S．L1 tanl 3 tanl3．11山3 同上“本事蛋蛋子”。

画儿上画下的XU813．1l山3 So习1 xual 3．1l xa3 til 特别漂亮的女人。

刁婆ti3s3 P‘Y1 蛮横凶恶的妇女。

牙岔ia。，t莘‘a，。爱说刻薄话的人。

碴碴t§‘8。，ts‘a。①快嘴利舌的女人。②老母猪。

死狗sq_。4卅1 kou。。赖皮，无赖。

冒刀 mDl3．11 t053 冒失鬼。

烂脏lan，。tsorj，。①某一方面有突出缺陷的人。②质量很差。

光棍kuau。。kuonl 无所顾忌的泼皮。

排风P‘￡。，fon：粗野有力的女人。

奢娃t§‘Y。。va， 喜欢挥霍浪费的人。

犁把li协．11 pal 外行。

懒蛋lan44 tanl3懒鬼。

下三滥oial3 san53 lanl3低三下四的人。

大喇嘛ta，。．¨la。ma， 大模大样，满不在乎的人。

小眼睛cio。。一5。ian。。toinl 爱占小便宜的人。

叽叽咕toi，。toi，。一¨ku。 不稳重，爱搞小动作的人。

半瓶水pa，。．+¨P‘in。。feil一知半解又爱显能的人。

尖嘴猫tOian53 tsuei44 m051 嘴馋而又挑食的人。

充发军pf‘on。。fa．。．¨tOyn。象囚犯一样的人。詈语。同《水浒传》中

的贼配军，但非实指。

芽大豆ia51 tal3．11 teu3不外露、城府深的人。

苏妲己su53 t‘a。3 toil妖媚惑人的女人。

虱子皮sal3．11 ts3_3 P‘i51 吝啬鬼。

挨刀像e51 t053 oior313该死的家伙。詈语。

锁子铁aUg。。tsll t‘iel 无专长的人。意为既不象铜，又不象铁。

腻挖匠lil3—11 Va3 toiorjl 干活拖泥带水不利索的人。

臊孔雀sa53 k‘uon44 tO‘yel 嫌贫爱富的人。

犟板颈toioul3 pan。。toinl 执拗不爱听话的人。“板颈”，脖子。

死驴犟板颈s144 ly51 toiorjl 3 pan44 reinl 同上“犟板颈”。

老实疙瘩b。。吼，kY，。ta，。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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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木疙瘩Y5l mu2 kYl3 tal 3粗笨不开窍的人。

甩手掌柜fe44．51 Sau44 t$044 kueil3不理事的当家人或领导者。

没尾巴的驴mu．。i．。pal til ly。． 像畜牲一样的人。詈语。

猪哥哥狗姐姐pfu53 kY53 kYl kou44．51 toie44 tciel 指关系狎眶的小男

女。

扫帚星sal3．+ll pf‘u3 ginl 败坏家门的女人。

猫鬼神mo。；kuei：笋an。①只往自己家里捞好处的人。②一种邪神。

耳报神 山44 p013．．11 Sen3爱打小报告的人。

丧门神 sot3s3 menl莘anI 引起不吉利的人。

冷棒Ion。。porjl。态度生硬、不懂事理的人。

生铁棒sens3 t‘ie T par3I 态度生硬、说话蠢笨的人。

搅辰棒toi044 suon51 pardl3爱搅和挑唆的人。詈语。

哭皮胎k‘U13—11 P‘i3 t‘￡l好哭的小孩。

谎皮胎xuorj44 P‘i1 t‘￡l爱说谎的小孩。

辞学胎ts‘i51 Gye51 t‘￡13逃学的学生。

高帽子抬k053 mDl3．11 ts]3 tE51 喜欢被人夸奖的人。

咒使宝 z,ou．。一¨St。。po， 因娇生惯养懒惰而没礼貌的人，一般指青

少年。

显世宝oian。。§1．1 3 po。4 出丑弄怪的人。

累堆宝luei。，tuei：po。①邋遢人。②携带物太多而走不快的人。

邋遢宝la，。．¨t‘a。po．①不利落的人。②不整洁的人。

肉头Z,eul 3．．11 t‘Ou3少心眼、蠢笨的人。

昏头guoll53 t‘Oul头脑不清的人。

谋囊鬼musl l092 kuei44迟钝、无主见的人。

了了子lio。．1iol ts]， 轻佻而不稳重的人。

籽子子ts]。。ts'l，ts]， ①小坏蛋，骂小孩时用：我把你这个～一脚踏死

哩!②指菜蔬的种子，如“辣子～”。

丫丫子ia。。ia，tsll女性化的男子。

沫沫子myl3 mYl 3．．1l tsl3 口齿不清，办事不利索的人。

虮虮子toi。。toi，tsl， 吝啬鬼，特别小气的人。

口口子tiorj5l tiorj2 ts]3坐不住，东游西逛爱显能的人。

二秆子Ⅲ，。kan“ts]． 不成熟、没头脑、办事毛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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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戳子

半吊子

吊吊灰

生的人。

老釉子

Gial3．Il pf‘Y44 tsll下作、卑鄙的人。

panl3 ti013．1l tsl 3同上“二秆子”。

tiomlI rios xuei， ①轻浮而无所作为的人。②穷苦潦倒，无以为

1044 ioul3川tsl3老滑头。

坏籽子子XUE：13 tsl44 tsql tsl l坏蛋。

坏籽儿XUel3 ts]44Ⅲl 同上“坏籽子子”。

吹客子pf‘ei。。k‘Y。tsl，爱吹牛的人。

吹客 pf‘ei。3 k‘Y1 同上“吹客子”。

佯混子ior351 xuonl3．1l ts'13头脑不清楚的人。

显客子 Gian。。k‘Y，ts]． 爱显露自己或自己东西的人。

筛客子s￡。。k‘Y1 tsql 同上“显客子”。

筛筛子s￡．4莘￡1 ts]1 同上“筛客子”。

倔哥子teye。。kyl tsll 脾气执拗的人。

烧料子莘3s。lio，tS]t ①浮夸而沉不住气的人。②伪造的玉制品。

谝客子P‘ian。。k‘Y，ts3， 爱聊天空谈，不干实事的人。

谝客P‘ian。．k‘Y1 同上“谝客子”。

黏核子 Kan。．XU2 ts]。 不利索、不善分析的人。

剁达子tux．。．¨ta。ts]， 说话颠三倒四、做事无条理的人。

崽娃子tse。3 val tsll 小子。詈语。本指男妓。

搅棒子tGio。。por3m11 tsq 3胡搅蛮缠、戳是弄非的人。

噌匠tsan44 tGior31爱吹牛多言的人。

寡娃子kua44 val ts]1傻瓜。

逛鬼kuor3m¨kuei。t不务正业、游荡流窜的人。

一路鬼i一。lu，。kuei。。 同伙或同类型的坏家伙。

勾死鬼kous3 sq44 kuei44勾引好人的人。

地溜鬼ti，。．¨lious kuei。。 精通本地情况而为外人服务的人。

冒日鬼 mDt。乏．L，。kuei。。 做事盲目、思想不成熟的人。

倒灶鬼to。。ts013 kuei4。事事倒霉不如意的人。

啬皮Sxm川p‘i。1吝啬的人。

替死鬼t‘il：卜，¨sl。。kuei， 代别人受过的人。

短命鬼tuan。一min，kuei，①行为浅薄√见识短浅的人。②寿数不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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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催死鬼ts‘uei。。sl，kuei， 性子急、做事不稳重、急于催促别人的人。

刀客to。。k‘Y． 蛮横不讲理、胡捣腾的人。

沆客xor31 3’11 k‘Y3傻瓜。

臊客so，。．，．k‘Y。①爱捣乱的人。②勾引调戏妇女的人。

臊毛客 s313叫l m351 k‘Y13 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五字客 VU。。isl．k‘Yt 做事爱开小差或说话爱兜圈子的人。

叶子客iel3．1l tsl3 k‘Y1 不怕死的人。

叶子手iel3．11 tsl3 Sau44 同上“叶子客”。

执子客t莘t．。，¨ts]。k‘Y，性格固执、爱钻牛角尖、不想后果的人。

执子t莘．Ll。．1l tsl。同上“执子客”。

老辰b44 suon。l老家伙。詈语。

杂辰tsa51 suon51刻薄心毒的人。詈语。

尖辰tGian53 suon5l狡猾的家伙。詈语。

坏辰XUEl3．11 suon51坏蛋。詈语。

怪质kue卅1l suonsl古怪的家伙。詈语

脏辰tsor053 suon51肮脏的人。詈语。

悭厩k‘an53 suon。I可恶、不近情理的人。詈语。

贼辰tsei51 suon51坏蛋。詈语。

笨质ponl3—11 suonsl笨蛋。詈语。

蒙质mon5I suon5l糊涂蛋。詈语。

愣辰Ionl3—11 suon51愣头愣脑的家伙。詈语。

瞎厥xal 3．11 suon5l坏蛋。詈语。

杂八辰tsa51 pal3．11 suon5l杂种。詈语。

五、性别长幼

男人家lan5】Kon2 tGia3男子：你是个～，不要争较了。

女人家ly44 Konl tGial 妇女：～把饭做好。

二尾子LLll3 i44 tsll两性人。

婆娘家P‘Y。。liorj：tGia。已婚妇女，有贬义：～不好惹。

姑娘家ku。3 liorjl t‘：ial姑娘：～要本分些哩。

娃娃家va。l va2 tGia3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知道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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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la44 xanl老头儿。

老家儿la。。tgia，Ⅲ， 老头儿。有亲昵意味．可面称：～几个儿子?

老半茬lo。。panl3_．1j t§‘a。 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老半茬子la44 panl3_'11 t莘‘a3 tsll 同上“老半茬”。

头婚t‘Ous，xuanz第一次结婚的人：女婿岁数就是大些个(大一些)，

可是～。

二婚 U／s，xuanz第二次结婚的人：好好的个小伙子，娶了个～!

尕小伙ka44吲Gia44-堋xuY2小伙子。

二毛子 山13．11 ma51 ts]2 留剪发头的女人。

四眼人s113—11 ianl4 Konl怀孕的妇女。

月婆子yeI。一1l P‘Y。ts31 分娩后坐月子的妇女。

少青S3，。圳tG‘inl 死了丈夫的年轻妇女。

活人妻 xuY。。乏an。tG‘i。。 前夫在世而再婚的妇女。

子母带tsl。。叫，mu。。te，。 再嫁妇女所带女孩许配男方前妻男孩后，母

女二人的统称。

连母带羔儿lian51 mu44 tel 3 ka53山1 同上“子母带”。

头首子 t‘OU51 S9u1 3+ll ts]3 头胎孩子。

月里娃yel3．11 li。val 未满月的婴儿。

月娃子yel3_'11 va3 ts'11 同上“月里娃”。

抢床儿女tG‘iar344 pf‘013。1 LlJ。1 ly2刚结婚就怀孕生的孩子。

老生胎lo。。panl t‘￡1 老年生的小孩。

独苗儿tu51 mia2山2独生子。

双双fadl3 for353双胞胎子女。

抱下的pal3一11 xa。til抱养的孩子。

私娃子s153 val ts]1私生子。

尕的个kas，tiz kxs小孩，带有呢称性和随便叫的口气：～快过来，我

给你个糖。

尕ka。， 同上“尕的个”。

死娃娃s1。·va，vat①死了的婴儿或少年。②青少年。詈语。

亡人val35l Kon2死了的人。

棺材瓤子kuan53 ts‘￡1 z．or351 ts]3老而不死的人。詈语。

棺材瓤瓤子 kuan53 ts‘￡1 7-,01351互a习2 tsl3 同上“棺材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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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户tsuYl3 til 3．11 XU3世居本地的农民。

老根子la。。kan53 tsll 世居本地的居民。

外来户 v￡13叫1 lesl XU2 外地迁来的居民。

下边人xal3-．11 pian53 Konl南方人。

下路人xal3．．11 lu3五anl 同上“下边人’’。

诧人t莘‘a协．1l Kan3陌生人。

六、残废疾疫

寡子kua44 ts]1白痴，傻瓜。

瘙头so．。．¨t‘au。头癣患者。可据姓背称或旁称“马～”、“杨～”等。

麻眼儿rna51 ian2山3视力极差或失明的人。

四ItllJL s113．1l ian。。山， 戴近视眼镜的人。

烂眼捂儿lanl3—1l ian44 vu44 uJl 经常患眼疾的人。

拖鼻子t‘till"53 pi，tsll 经常拖着鼻涕的人。

熊鼻子lag，。．¨pi。ts]． ①说话鼻音很重的人。②鼻子不通气的人。

豁豁xuYl3．11 xuY3天生兔唇的人。

大舌头tal3．1l sx3 t‘aul 发音不清，咬字不正的人。

喋舌子tie。。$Y。tsl，①同上“大舌头”。②说话娇声娇气的人。

结子tGiel3．．11 ts]3结巴，口吃病患者。

哑哑ia44 ial哑巴，有亲眶义。

背锅pei。。kuY．①驼背人。②驼背人背上突出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瘸子tG‘ye51 tsl2跛子。

拐子kue44 ts]l 同上“瘸子”。

拐蹄子kue44 t‘il ts]l跛子。詈语。

左挂子tsuY。。kua．tsl- 左撇子。惯用左手或左臂的人。

六指子lul。．11 tn。tsll 手上有六个指头的人。

半碾汉pan．。lian。。xan。①残废。②头脑不清的人。

菜人ts‘￡，。．，，乏an： 因遗传而头面发肤呈白色且眼睛畏光不易睁开的

人，即白化病患者。

臭胎tp‘aul3．1l t‘￡5l有狐臭者，不用于面称。

病胎子pinl3一ll t‘￡51 tslz经常有病的人。

病壳郎pin．3．11 k‘Y。。lardI经常患有多种疾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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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罐子yel3 kuanl3．II ts]3经常有病吃药的人。

病儿疾儿pinm¨山。tGim¨uJ。①小病。②经常有小毛病。

病病疾疾pinl3川pin3 tGil3’11 tgi3小病。

通耳t‘uen。。山，①中耳炎。②因病从耳中流出的浓液。

斑点pans3 tianl雀斑。

对眼儿tuei，。ian。．LlJ。 两眼向内斜视的眼病，有时也可指代其人。

倒眨毛tal3 tSal3 ma5l 眼睫毛内翻症。

眼厥ian。。tGye， 眼睑炎。一种眼疾．在眼皮边沿长出小疙瘩。

酒糟鼻子tGieu。。tsa，pi。，ts'l：酒渣鼻。鼻子尖出现红色斑点，红久不

愈。

胸病XOU53 pinl哮喘病。

噎食病iel3一11乱2 pin3食道癌。

瘿嗉子in。4 SU。ts]1 甲状腺肥大症。

瘿瓜瓜in44 kual kual 同上“瘿嗉子”。

痨症la。l tsan．。肺结核之类胸腔疼的病。

干血痨kan53 eyem’11 la51 肺结核。

大背ta，。pei．。背疽。脊背上的毒疮。

绞肠煞tGia。。t$‘o弧莘a。。肠梗阻、阑尾炎之类的突发剧疼病症。

羊毛疔iar3。。mDz tin。。急性胆囊炎之类的突发剧疼病症。

罗弯腿lux 5l van2 t‘uei44罗圈腿。

大阴寒ta，。in。。Nan。． 霍乱、重感冒之类的病症。

恶指 Y，。．¨ts．L。 指尖部分生毒疮的一种病症，民间一般用套上猪苦胆

的办法治疗。

腰腿io∞t‘uei． 女性慢性中风症。

四六风sll3 lieul3 fen53婴儿抽风症。

羊羔风iar3s1 ka2 fen53癫痫症。

魇子ian44 ts]1 痣。

疮颗pf‘e13。。k‘uY． 小面积的疮、疔之类病症。

疮颗子pf‘at353 k‘uYl ts]1 同上“疮颗”。

颗颗子k‘uY。。k‘uY．tsl． 籽刺之类的血疹：长了一脸的～。

疹疹子 t§ans3 tsanl ts]l 小丘疹。

风湿疙瘩fen。3 stl kxl。，11 ta3荨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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疤疤子pa53 pal tsll小伤疤。

痂痂子tGia53 tt；ial tsql痂。

疔痂tin。。tt；ial手脚上磨成的茧。

疖子tgiel3，11 tsl 3疖。

勒子lY．川，ts]。手脚因受冷、干燥而出现的裂口。

勒口 Ixl3州k‘au53 同上“勒子”。

黄水疮xuarJ5l fei2 pf‘orj。。一种疱疮．破后流黄水．故名。

疙痨kx．。la．。使人痛痒不止的一种疥疮。

臊s313狐臭。

胎里带t‘￡。。li，t￡．。先天性的疾病或缺陷。

影心病in。。I；in．pin。。 因联想到某不沽物而引起的恶心、不思饮食之类

的病症。

七、身体发肤

得勒txl。lY，。头．贬义性强。俚语。

头蛋骨t‘OU51 tanl3+11 ku3头：谁也没长两个～。

头皮子t‘ou51 P‘i2 tsq 3头皮。

头顶子t‘ou51 tin44 tsql 头顶：～上没一根头发。

囟门口子Ginl3．11 man51 k‘ou44 tsql 囱门。

后脑勺子xoul3．．11 la44 fxl ts]1 头的后部。

脑勺子la。。fx。tsll 同上“后脑勺子”。

后马勺XOUl3 ma44 fxl 同上“后脑勺子”。

顶鞑子tin44 tal tsll发辫。

辫辫子pianl3一lI pian3 tsll 同上“顶鞑子”。

纂纂tsuan44 tsuanl 妇女在脑后盘的圆形发盘。

刷刷子fa，。．¨fa。tsl， 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女式发型，左右各扎一短

辫，形同锅刷而得名。

二毛子 LlJ，。一，，ma。．tsq： 民国初男性剪辫后留的短发，与耳垂齐。后为

女性采用。

一边倒im¨pian。ta。。 “分头”的一种．头发不分梳两边．只向左或

向右一边梳。

大背头ta，。川pei。。t‘OU． 分头的一种．头发全部往后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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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头Gye，。一¨t‘Ou。七十年代流行的一种女式发型，类似男人的“大背

头”。

妹妹头mei，。．¨mei。t‘au． 三四十年代的女式发型．七十年代后又兴

起的．其特征是齐颈短发，额发剪得平齐垂眉上。

绷楼pan53 loul额：～上长了一颗痣。

眉梁骨mi51 liar32 ku3同上“绷楼”。

鬓尖pinl3．11 teian53鬓脚部分。

眼皮子ian44 P‘il tsll眼睑。

眼肚子ian44 tum．1l tsl3 同上“眼皮子”。

眼眨毛ian44 tsal mal睫毛。

眼睛窝子 ian44 t9inl vY 53 tsll 眼眶。

眼窝子ian4。vYl ts)1 同上“眼睛窝子”。

眼仁子ian44 Z,an51 ts]2眼仁儿。

白眼仁子pY 5l ian44乏an51 tsq2 眼珠中的白色部分。

黑眼仁子 x×1 3—11 ian44乏an51 tsl2 眼珠中的黑色部分。

眼屎ian。。川，§、。。眼分泌物，黄白色。

鼻洼pi。．va：两眼之间的鼻梁上端部分。

鼻梁骨pi51 liarj2 ku3鼻梁。

鼻子疙瘩pi。，ts]2 kY。ta， 鼻子最下端部分。

鼻疙瘩pi。，kY 2 ta3同上“鼻子疙瘩”。

鼻窟窿pi5l k‘u13—1l luan3 鼻孔。

鼻子眼眼子pi51 tsl2 ian44 ianl tsal 同上“鼻窟窿”。

鼻子pi51 ts]2鼻涕。

耳朵垂垂子山44 tuYl pf‘ei51 pf‘ei2 tsl3耳垂。

耳垂子山。。pf‘ei，tsll 同上“耳朵垂垂子”。

耳朵门子Ⅲ44 tuYl man5l tsl2外耳道。

耳朵根子山44 tuYl kon53 tsal耳根。

耳茬根 山t。ts‘a，kan。。耳朵与脸面连接的部分。比“耳根”范围广一

些。

耳娃娃 山。。va，va． 耳膜：再不要掏耳屎了，把～捣破哩。

脸蛋子lian44 tanl tsql两颊。

库腮k‘U件．1l s￡3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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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脸胡tO‘yan51 lian2 XLl3络腮胡子。

囊腮胡子lagsl se2 XU51 ts)2 同上。全脸胡”。

嘴巴子tsuei。。pal tsl，①嘴巴。②说话能力：这个人～利的很。

嘴皮子tsuei44 P‘i1 tsll嘴唇。

上嘴皮子$。习13 tsuei44 P‘i1 ts)1 上嘴唇。

下嘴皮子xal3 tsuei44 P‘i1 ts]1下嘴唇。

脸盘子lian44 P‘anl ts]1脸面。

盘子P‘an。，ts]：指女性脸面，七十年代以后开始使用，俚语。

眉脸mi51 lian2脸面：看人的～。

嘴脸tsuei44—51 lian44脸色：～不好。

牙花子ia5l xtla2 tsl3牙龈。

咽牙子ianl3—11 ia3 tsll小舌。

舌头尖尖子SY51 t‘Ou2 toian53 toianl tsll 舌尖。

舌头根根子 SY51 t‘au2 kan53 kanl ts]1 舌根。

涎水xan53 feil 口涎。

嗓门子sa944 manl tsll嗓门。

嗓户眼sa944 XUl3．1l ian44嗓子眼，小舌后面的部分。

吸通骨oil3．．11 t‘UOIl3 kul 喉头。
’

牙岔ia5l tfl‘a2牙床骨。

牙岔骨ia51 ts‘a2 ku3 同上“牙岔"。

下巴子xal3．11 pa3 ts]l下巴。

板颈pan44 toinl脖子的后面。

争嘴窝窝子tsan53 tsuei44 vY53 vYl ts$l 脖后面颈椎上的窝儿，俗谓其

处深者，爱计较个人利益。

锁子骨SUY44 tsll kul 颈下两侧锁骨。

胛子toial3．．11 ts)3肩膀。

肩巴toian53 pal 同上“胛子"。

肩巴头子toian53 pal t‘9usl ts]2 肩头。

腔子k‘。日。。tsll胸部：手搭在～上了想一想。

茶茶lie53 liel乳房。

茶茶蛋子lie53 liel tanl3．11 tsl3 乳头。

肋巴 lYl3．．1l pa3 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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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口子Gin。。k‘Oul tsll 两肋交汇处的胃部。

心口窝子 Gin53 k‘OUl vY 53 tsll 同上“心口子”

肚脐眼子tul 3一11 tGi3 ian44 tsl_1肚脐。

五脏六腑VU44 tsarJl 3 lul3 ful3泛指各种内脏。

脊背t瓯3-．1l pei3背部。

背身子peil3 san53 tsll 身体后部：从～看，长

背影子peil 3 in44 tsll 同上“背身子”。

尾巴骨i4。pal ku，脊椎下端。

小肚子Gi044 tul3．11 tsl3腹部的下部。

牛牛子liou51 liou2 ts]3小孩阴茎。

尿tG‘iou51 阴茎。

藏牛子ts‘a953 lioul ts$1 包皮过长的阴茎。

尿毛tG‘iau 51 ma2男性阴毛。

脬子P‘353 ts]1 阴囊。

脬搭子P‘。53 tal tsl3小孩阴囊。

脬子儿P‘353 tsllⅢ1睾丸。

板牛子pan44 lioul tsll女外阴。

展毛pi。。mDl女性阴毛。

沟子kou53 tsll屁股。

沟墩子kou53 tuon53 ts]1臀部。

沟蛋子kau53 tanl3．11 ts'13屁股蛋。

沟槽子kou53 ts‘051 tsl2屁股缝。

沟门子kou53 man51 tslz肛门。

沟裆kou。。tOO。。两大腿之间部分。

尕尕ka。。ka。 给小孩说的屎尿之类的秽物。

辰 suon51 精液。

胳肘洼kxmll t[；ou 44 Val 腋。

胳肘子 kx 13刊tsau44 ts'11 肘部。

手把腕子 Sau44 pal Vaill3 ts]l 手腕。

折手莘×。，Sau。掌心粗横纹连贯不断的手。

手梢子§au44莘a53 tsll 手的前端。

二拇指山l 3圳mu44 t莘-I．1食指。

的好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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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拇指ka5l mu44 t矾I小拇指。

尕拇舅舅ka51 mu44 toioul3 toioul3同上“尕拇指”。

六指子lu．3 t§．L，。．11 tsl。多生出的第六个指头。

指头蛋蛋子 tStl3．11 t‘Ou3 tanl3—11 tan3 tsll 指端。

指头蛋子t莘．L1 3，11 t‘Ou3 tanl3．11 tsl3 同上“指头蛋蛋子”。

捶头 pf‘ei51 t‘OU2拳头。

大腿根子tal3一ll t‘uei44 kan53 tsll 大腿与腹部之间的部分

薄膝盖子pY51“kel3—11 tsl3膝盖。

薄勒盖子pY5l lY2 ke，3—1l tsl3 同上“薄膝盖子”。

腿弯子t‘uei4。van，tsll 大腿和小腿相连处后部。

干腿kan53 t‘ueil小腿。

于腿梁子kan53 t‘uei44 liarj51 tsl2小腿前部。

脚把腕儿tOyel3．11 pa3 vanl3．1l山3小腿与脚之间的部分。

孤拐ku53 kuel踝骨。

脚底板tOyel3一11 ti3 panl 脚掌。

脚指甲tOyel3 t§．I．伊1l toia3趾甲。

体子t‘i。。tsl，体魄，身体：这娃娃～好。

汉子xan．。．¨tsl。个子，身材：女婿是个大～。

人样儿7-,au51 iarj2 uJ3体态，容貌。

模样子rD_u5l iarjl3．11 tsl3容貌长相。

样范儿ia。。fanm¨LLl。①模样儿。②样板，模型。
人品Kon51 P‘in2容貌。

大个子tal3 kyl3．．11 tsl3大个儿。

山板 san53 panl 高头大马的人。

瘦猴儿 莘aul3 XOU53 Lll2 瘦小的人。

跌窝鬼 tiel3．11 vY 53 kueil 最弱小的人。

矬子ts‘uS"51 tsl2矮子。

肉皮子7．oul。．11 P‘i。tsl． 皮肤：新媳妇的～细发(细腻)

骨节子kul3．¨toie。tsl， 骨关节隆起部分。

骨铆ku¨11 ma。。骨与骨相连的部分。

骨脉ku，。mx，。血缘关系。“骨脉不清"指有狐臭血缘。

脆骨子ts‘ueil3．1l ku3 tsll 软骨。

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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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胞i53 p31 胎衣。

伴儿panl3—11Ⅲ3同上“衣胞”。

胎毛子t‘e。。ma，ts]． 刚生下小孩身上的毛发。

垢痂kau。4 tGial身上的污垢。

尸首n。。爷au， 尸体：跳黄河三天了，～还没找见。

骨殖ku，。．1，§1．。尸骨：～重的很。

八、性能言行

性子I；inl。一11 tsl3个性，脾气。

脾性p‘i51 I；in2脾气。

毛口 ma。，k‘OU。。脾气，某一习惯性行为，有贬义：～不好l小刘有个

吃饭擤鼻子(鼻涕)的～哩。

叶子ie。。一¨ts3。胆量：～潮／麻(胆子大)I有～I没～。

脏腑tsarj，。．¨fu。。胆量：～硬(胆大心硬)I有～J没～。

眼窍 ian。。tI；‘ial 3 眼力、窍门：有～l没～。

走手tSOu44一．51 5au44 步姿。

做手tsu，。圳sau。。 劳作的姿态样子：这～就象他爹I他的～不对头。

背手pei。。莘au。。承受、忍受能力：～大I老汉没～，不能做手术l女人

的～比男人大。

修积Giou。。tci．①前生修定的命运。②修行，德行。

缘法yan。，fa．。缘份：前世的～I～要紧。

忘昏var313．11 xuon53忘性：～大。

哈数xa。。fu，。尺度，标准：没～I有啥～哩。

诱头iau。。．¨t‘Otl。①诱饵性的小利：给了些～，跑的欢的很。②借口：

借书是～，实际上是看对象来了。

把凭pa，。．11 P‘in。。凭据，证据：抓住了～。

哑音气ia。。in。。tG‘i．。 说不出的冤屈，窝囊气：这几天张妈受了些～，

脸色不好。

茬口 tS‘a51 k‘Ou44 机会、机遇：～顺的很I～不对。

架口t(：ial。一¨k‘Ou。。摆出的架子、姿态：～大I官不大，～不小。

声气莘an。。tG‘i， 人或动物发出的声音：没～了I～大的很。

嘴头子tsuei44 t‘OUl tsal说话能力：～厉害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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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头fY倍州t‘OU。说的内容：～多I没～了。

白话pY。．xua，。谎言，无事实根据、凭空捏造的话。

胡话XU。，xua，。①梦话。②不省人事时(如昏迷、酒醉)说的话。

话把儿XUal3 pa44山1话柄。

饼耳子pin44山l tsll耳光：扇了个～。

戳脖子pf‘Y，。一¨pY。ts]，用手从脑后(包括颈部)用力挥打的动作名

称：一个～打爬了。

仰绊子iolj44 panl tsll仰面跌倒的动作名称：～躺着哩。

沟坐墩kous3 tsuYl3 tuon53屁股着地的跌倒动作名称。

第五节 食物饮料

瓜果蔬菜之类食物凡在本章第二节“植物”中已列者，本节不赘出。

一、米面油肉蛋糖

粱谷米lior3。I kul3．11 mi44小米的一种，色较白。

黑面xY．。mian．。小麦磨第四遍后罗出的面粉，黑而不精。

芽面ia。．mian。麦子受潮发芽后磨出的面粉，性黏，味甜。

麦麸子mYl3 fu53 ts]1小麦的麸子。

和田面XtlYl。一11 t‘ian。mianl3小麦和扁豆混合磨制的面粉，较耐饥。

杂面tsa。．mian，。①大麦面粉。②泛指杂粮面粉。

粉面子fan。。mian，。叫，tsl。豆类或土豆加水细磨提取的淀粉，可做凉

粉，可勾汤。

水粉fei。。一。，fon。。用蚕豆或豌豆、扁豆做的“湿淀粉”，适做凉粉。

粉条子fon44 t‘i05l ts]2粉条。

珍子面 tsan53 tsll mianl 莜麦面粉。

麻渣ma。，tsa：榨取清油后的固体残渣，可做饲料、肥料，荒年可充饥。

平番油P‘in。，fan：iou。， 永登(清朝雍正年间至民国初年永登县叫“平

番县”)产的清油。

花油xuas3 ioul 猪肠子上附着的脂肪。

卤油lu。，iou。 煮大肉的陈年汤汁上面凝固的油脂，味甚香，可夹馍、勾

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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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肉tsqld乏9ul 瘦肉。

杂碎tsa。．suei。①猪羊牛宰杀后的内脏及头蹄：猪～I羊～I牛～。②

一种带汤菜肴，内有煮熟的动物内脏头蹄碎块。

摄脾莘Y倍+¨P‘i。。 动物的脾脏。当地人不喜食．一般喂狗。

甜话板板子t‘ian51 xual3 pan4d panl ts]1 猪牛羊上腭部分的肉。

项圈xa913．11 t9‘yan3 猪脖子上的肉。

硬肋 linl3 lYl3 肋条肉。

软肋 van。。lY．。 没有肋骨的肋条肉，在硬肋与后腿之间。

肘把子 tsau44 pal 3．11 ts]3 肘子。

黏板子 乙an，。圳pan。ts]， 猪羊血凝结成的块，可炒食。

码子肉 ma。。ts]，乏au， 鸡脊椎两侧的肉，白而鲜美。

鸡胗子tGi53 tSan∞ts]1 鸡胃，内皮为“鸡内金”。
‘

软蛋van。。tan，皮壳尚未变硬的蛋。

把把糖pa，。川pa。t‘3m 有竹木把儿的圆形水果糖。

糖刮子t‘ar3。，kua，。．¨ts]。 用黄米煮制的白色块糖，五十年代后不见

生产。

二、干粮饭食

麻麦ma。，my．。将小麦与麻籽、莜麦等杂粮混合炒熟的一种干粮。

炒大豆ts‘344 tal3．+11 tou3炒熟的蚕豆。

铁大豆t‘iel3 ta，。一¨tou。炒熟的一种蚕豆，因事先未泡水，质硬味香。

酥大豆su。3 tal3一11 tou3炒熟的一种蚕豆，极松脆。

腊花豆la，。．11 xua。tou，。一种油炸蚕豆，形似兰花而得名。

炒面ts‘。。。mian． 将小麦或将小麦与麻籽、莜麦等杂粮的混合物炒熟

后磨成的面粉，拌水而食。由于不易霉变且便携带，是五十年代前常见的一

种干粮。

起面tG‘i44 mianl 发面。

酵头子tgia，3．．¨t‘ou。ts]1 含有酵母的面团，用做发面引子。

酵子tGial3—11 ts]3同上，“酵头子”。

死面sq。。mian， 没有发酵的面团。

烫面t‘313t。mian，。把面粉直接用沸水烫和揉成的面团。

面播mian，。+¨pY。做面食时为免粘连而撒的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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馍馍mY。l mY 2馒头的通称。

蒸馍t{ions3 myl馒头。

年馍馍lian。，mY：my。 腊月里蒸好供过年食用的馍馍，有花卷、馒头

等。

刀把子to。。pa，tsl， 把发酵过的面团揉成圆棒．等距离切断蒸成的方

形或长方形蒸馍。

卷卷子tGyan。。tGyan．ts]l 花卷儿，即卷有清油和姜黄面儿之类的蒸

馍。

油花子ieu51 xua2 ts]3汤上的浮油。

荷叶子xY。，iez tsq。像对叠荷叶的一种蒸馍，一般中间夹有清油和姜

黄之类的有色佐料。

花馍馍xua。。my．mx， 为同族人的婚礼而蒸的一种花卷。

马蹄子ma。。t‘i，tsl， 马蹄形的花卷儿，有“黑面～”、“糜面～”等类

型。

月饼ye。。圳pin。。一种径约30厘米、厚约10厘米的大圆馍，里面层层

相叠如年轮，每层间夹有清油、姜黄、玫瑰、白糖、红糖等，切块而食。一

般农历八月十五家家蒸食，造型美观，酥软香甜。

千层饼 tG‘ian53 ts‘onl pin44 同上“月饼”。

盘P‘an。， 祭献神灵或亡人的一种顶上嵌有红枣的馒头。

麻腐包子ma。，fuz po。。ts]， 用麻籽磨成后加水熬煮成的絮状物做馅儿

的包子。

水晶包子fei44 tGinl pa53 ts]1 水煎包子。

砖包城plan。。pa。。tS‘onsl 白面和糜面、谷面、玉米面之类相夹转圈且

白面在外的一种蒸馍。

米黄子mi。。xuarJ，ts]， 用黄米或小米磨成的面做的蒸馍。

甜馍馍t‘ian。．mYz mys 用糜子面或谷子面做的馒头。五十年代后也

用玉米面做。有的里面加红枣。

碗拓子van。。t‘uY，ts]． 把糜子面或谷子面的面团或面糊放在碗中蒸

出的圆馍。五十年代后也用玉米面做。 ．

锅盔kmf53 k‘ueil 大饼。

油锅盔ieu。．kux。。k‘ueil 面中加上清油烙成的大饼。

胰子锅盔i。．tsq 2 kux。。k‘uei． 形似胰子(土肥皂)的一种甜味烙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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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厚，边缘薄。

死面饼饼子sq。。mianl pin。。pin，tsq． 用未发酵的面团烙成的薄饼。

烫面饼饼子t‘3日13川mian。pin。。pinl tsll 用沸水烫和的面团烙成的薄

饼。

油胡旋iou。l XU。，Gyan，。卷上清油烙成的一种小圆饼。

酥饼子8U。。pin．ts'l_， 卷清油和姜黄烙成的一种饼子，趁热外撒白糖，

碗口大，中间薄，酥软香甜。

韭盒子tt；iou4。x确tsa2煎烙成的韭菜馅饼子。

韭饼teiou44．51 pin44同上“韭盒子”。

角角子kx，。一¨kx。tsq， 蒸饺或油煎饺子，多为洋芋或韭菜馅。

油果子iou。，kux：tsl。油果。油炸的各种花样小面点。

油饼子iou。，pin：tsl。油炸的发面圆饼，中有圆孔。

糖油糕t‘a狮iou。ka。甜馅儿的油炸小圆饼，径约5厘米。

油香iou。，Gi3刁。 油炸的一种片状面点。将面团擀平，上铺蜜和的面，卷

成扁圆长条，切成椭圆形小片，油炸后厚约0．4厘米，长径约4厘米，宽径

约2厘米。面呈金黄与深红线条相间水纹状，香甜。回民善做。

散子san。。ts]， 油炸的一种线状面点。将面团拉成长圆条，折成好多

股，互不粘连，炸出后径约0．7厘米，金黄松脆。回民善做。

麦饭mY，。fan，。面粉拌菜蒸成的散状饭食。

穹(上声)穹子tG‘yn44 tG‘ynl tsq_1 同上“麦饭”。

灰面xuei。。mian， 加上蓬灰或碱面的面团，可使面条保持长度和硬度。

长面t莘‘or351 mian2擀压成的细长面条。

犁面li。，mian。将擀好的面皮多张叠起约3厘米厚，用切刀整层切出

的细面条。往往切两三刀就成一把子面条。六十年代前由于家中人多，又缺

压面机，许多妇女善做犁面。

机器面tei。。tG‘i，mian， 用压面机压出的面条。五十年代开始使用。

手工面 sau。。kuon，mianl 用手工擀出来的面条。八十年代开始使用。

水面fei。。mian，从小切面铺买来的手工刀切面。

软面van。。mian． 为做拉面条和的面团，比做擀面条的面团软。

扯面t莘‘Y44 mianl 用手工拉成的面条。

拉条子la53 t‘i01 ts]1 同上“扯面”。

鸡肠子tei。。tS‘3。，tsq_： 圆秆形的拉面．细者径约0．3厘米，粗者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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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厘米。

牛肉面liau。，Z,au2 mian，。 一种加牛肉汤和牛肉丁的拉面。一条面即一

大碗。汤清亮．味美。兰州特产，外地称“兰州牛肉面”。

毛细ma。，oi．。 “牛肉面”的一种。面条极细，径约0．1厘米。

一窝丝 i13．Il vY53 s153 同上“毛细”。

二细山．。Gi，。 “牛肉面”的一种，面条较细，径约0．3厘米。

韭叶子toiou。。ie，ts]1 “牛肉面”的一种，面条扁细若韭菜叶。

荞麦棱 tG‘ia5l mx2 Ion。l “牛肉面”的一种，断面呈三角形。

大宽ta，。．11 k‘uan。。 “牛肉面”的一种，面条扁薄，宽约1厘米。

干拌面kan。。pan，。mian，。一种不加汤．只加肉丁或菜肴的拉面。

干拌kan53 panl3同上“干拌面”。

卤面lusl mianl3浇上“卤子”的长面条。

臊子面s013．1l tsl3 mianl3 浇上“臊子”的长面条。

脏面tsar3，。mian，。一种浇有猪肠及其汤的长面条。张维《兰州古今

注》谓宣家巷的最有名。

猪脏面pfu53 tsalJl 3 mianl3同上“脏面”。

浆水面toiarj53 feil mianl3加上“浆水”的面条。

酸汤面suan53 t‘a习1 mianl3调有醋、酱、葱花的酸汤面条。

凉面liag。，mian：一种凉食长面条。将擀成或拉成的长面条煮熟后拌

上清油置凉，然后调上佐料食用。色金黄，柔韧，兰州特产面食。 ．

一锅子面i1。．¨kug。。tsl，mian．。加菜肴一锅煮成的带汤短面条。

一锅子i13一ll kux 53 ts]l 同上“一锅子面。”

寸寸子ts‘uanl3．．1I ts‘uan3 tsal 一种一寸多长的短面条。

雀舌子tO‘ia。。sY。ts]． 将擀成的面皮切成小如雀舌形的一种面条。

旗花子tG‘i。，xua：ts]。将擀成的面皮切成菱形小块的一种面条。

面旗子mian．。．¨tO‘i。ts]． 平民丧事上待客的一种带汤短面条，内有

肉丁、菜丁。吃此饭谓之“喝～”。

面片子mian，。一¨P‘ian。。tsl． 用手揪成或将擀成的面皮切成小方块的

一种面食，是兰州人家常便饭之一。

炒面片 ts‘m。mian，。．¨P‘ian。．将面片煮熟捞出与菜肴混炒的一种面

食。

炒面片子tS‘a44 mianf3 P‘ian44 tsll 同上“炒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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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面片xueil。mian，3-lI P‘ianll 面片加菜肴并带汤的一种面食。

烩面片子xueil3 mianl 3．1l P‘ian¨tsl l 同上“烩面片”。

鸡蛋面片子tGi∞tanl mianl3⋯P‘ian制tsl l 面片煮熟后徐徐加上搅匀

的鸡蛋，饭汤中飘有蛋花的一种面食。

面叶子mianl。iel3．1l tsl3面片或短面条自身。

饴铬XUY。。lux．。 用有眼儿的一种工具挤压出的圆秆形荞面长面条，

径约0．3厘米。

破布扇子P‘Y．。pu，。tsan。。川tsq。 面皮擀得极薄，随意撕成不整齐小块

的一种面片．形似破布块而得名。病人常吃。

跳耳子ts‘1，。，¨uJ¨tsl， 用未发酵的面搓成状似猫耳朵(径约1厘

米)的一种面食，晒干存放．在有碎肉丁的汤内煮熟带汤食。

散饭san¨fan． 用豆面或糜面、玉米面之类的秋粮面粉在沸水中徐撒

煮成的一种粘稠面食。一般用酸菜或咸菜下食，是七十年代前当地人的家常

便饭之一。

搅团tt；io。．t‘uan． 比上“散饭”更为粘稠的一种面食．一般用荞面做

成。盛在碗内后用勺底压一个圆窝。内盛酸辣调料．搛饭蘸料而食。

柔柔子Z．ou。．Z,au2 tsl。上“散饭”、“搅团”的粘锅部分铲下来的柔皮．

味美。

跌疙瘩tie一。kY¨¨ta：；将搅和的面(一般用秋粮面粉)用筷子在碗边

刮拨入沸水中的小疙瘩．调入菜肴，带汤而食的一种面食。

懒疙瘩lanl3 kYmll ta3同上“跌疙瘩”。

拌面汤panl。州mian3 t‘3日1 煮有径约0．5厘米小面疙瘩的一种面汤．

一般用白面或豆面做成并炝有葱花。

糊蕃瓜XUs，fans。kua． 用老蕃瓜或南瓜切丁与炒熟的白面一起熬煮成

的一种饭食，老少喜吃。 ．

米汤 mi¨t‘o日。 小米或黄米煮成的稀粥。

酿皮子7-,ar3，s+¨P‘i。1 tsl。兰州常见小吃之一。把白面揉和成面团后在

冷水中揉洗，提出剩下的固态蛋白．将面汁浇在铁罗或蒸布上蒸．冷却后切

成长条加佐料而食。

高担酿皮子 kas3 tanl z．，ar31。P‘i。1 tsl 2 未分离固态蛋白的一种酿皮子，

挑担叫卖。吃时加绿豆芽，精韧味美。因其担子提梁高．故称“高担”。

面筋miants．¨toin。。制作“酿皮子”时揉洗剩下的固态蛋白。将之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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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切片，拌佐料筋柔味美，一般与“酿皮子”同拌食。

凉粉liorj。，fen。用豆制粉面子搅煮冷置凝固后的一种小吃。切成条块

或勾成细条拌佐料而食。

荞粉tG‘io。．fen。。用荞面或豆面做成的凉粉儿。

油炒粉ieu51 t§‘。。。fen44用油炒的块状凉粉。

灰豆子xuei。。teu，ts]， 兰州常见小吃之一。将豌豆与碱、红糖、大枣

一起煮成的带汤甜食，色棕红，味甜美。

甜醅子t‘ian。，P‘ei。tsa。莜麦或小麦、青稞加甜酒曲发酵后制成的一

种甜食，加糖凉食。

醪糟子lo。，tso：ts]。糯米加甜酒曲发酵后制成的一种甜食，一般加水

煮沸加糖泡馍而食。

鸡蛋醪糟子toi。3 tan，la。。ts02 tsl。上“醪糟子”煮沸后加糖、加鸡蛋

(搅碎)做成的一种小吃。六十年代前盛行，多用一只小炉、一个小风匣，当

街随时加工。泡馍而食。

净糕toin，。．．¨ko。糯米和红枣分层排放蒸煮成的磨盘形甜食，分块切

食。“净”当为“瓿”之音变。

槽子糕ts‘a51 ts]2 k03小块的鸡蛋糕。

礼酥子li。。SU，tsq。 一种特制糕点，糖馅酥皮，形圆或方，常作定婚送

彩礼的礼物。对做糕点的师傅常冠姓称“张～”、“李～”等。

三刀蜜san。。t3。。mil。兰州特产糕点之一，方块形，蜜甜昧。

水晶饼fei。。toin，pin． 兰州特产糕点之一，圆形，馅有薄荷味，香酥爽

口。

热冬果 乏Y，。tuon。。ku￥． 将冬果加糖煮透后连汤而食的一种小吃。兰

州传统小吃之一。

油茶 ieu。，ts‘a：面粉加杏仁、茴香等调料熬制的糊状流食，装在保温

大铜壶里出售，传统早点之一。

羊杂碎iorj51 tsa51 sueil3用羊下水做的“杂碎”。

牛杂碎lieu51 tsa51 sueil3用牛下水做的“杂碎”。

羊肉泡馍ior351 Z,eu2 P‘a，3—1l my。． 羊肉汤带羊肉片泡大饼而食的一种

小吃，与西安的“羊肉泡馍”在做法和味道上有很大差别。

吃喝t莘‘飞．。．+．1 xY3食物：～不缺，钱儿紧的很。

吃的 tS‘．L1。一ll ti。 同上“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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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水vY。。．¨fei。洗锅抹灶而造成的污水，可做饲料。

白花pY。，xua：食物上长出的菌类白毛。

晌午 SoD。。vu。 午餐：吃～了，快回家。

黑饭xYl3 fanl3 晚餐。

夜食ie．。．11乱。夜点。 ，

夜晌午iel3 S。日44 vul 同上“夜食”。

嘴头子tsuei44 t‘oul tsll零食。

三、佐料菜肴

雪花盐 Gye．。一．。xua。。ian。， 土法晒制的硝盐，六十年代开始禁止销售

食用。

青盐tG‘in5。Jan，青海产的结晶盐。

颗子盐k‘uh"。。tsl．Jan。。 同上“青盐”，因呈颗粒状而得名。

蓬灰p‘on。。xuei。用蓬蒿烧制的块状碱，砸碎浸泡，用其水。五十年

代以前做长面条、做发面馍多用之，现做牛肉面仍使用。

灰xuei。。同上“蓬灰”：～太大了，馍馍黄掉了。

碱面子tGian44 mianl3—11 tsl_3碱面儿。

冰碱pin。。tGian． 产于宁夏的天然碱，形似冰块。

酽醋ianl3—11 ts‘u3上好的醋。

调和t‘i051 xuY2调料。

大调和ta，。t‘io。，xuY： 用于大肉的调和，有大香、草果、花椒、姜片

等。

大料tal3．11 lia3同上“大调和”。

调和面子t‘iosl XUY 2 mianl3—11 tsl3调料面儿。

调和包子t‘i051 XUY3 P053 tsll 煮肉时放的调料包儿。

芥末kE，。．¨my。一种有辛辣味的调料。将芥菜籽蒸熟磨成面，用开水

调稀而用。

辣面子lal3 mianl3．11 tsl3干辣椒面儿。

粉芡fon。。tG‘Jan． 勾汤时用的糊状粉面儿。

糟豆腐ts053 toul3．11 fu3腐乳，红色小方块，有酒味。

熟菜fu。．ts‘￡，。水煮半熟后发酵腌制的白菜或莲花白，味酸。

酸菜suan53 ts‘e1 同上“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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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t$iarJ。。fei． 发酵腌制的酸菜水，一般夏天调入面条食用。

清浆水tG‘in。。teiarj。。fei． 食用时只用汁，不带菜的浆水。城区人喜食。

酱瓜子tGialjl3—11 kua53 tsll酱腌的莴苣。

罐桶 kuanl3—11 t‘uan44 罐头。

年菜lian。．ts‘￡。腊月做好供过年食用的菜肴。

扣菜k‘au，。．¨ts‘￡。事先装碗蒸制的菜肴，有肘子、清蒸鸡等。吃时

蒸热反倒入碟子。

碗儿菜van。。Ⅲ，ts‘￡．。每人一碗的烩菜，主食吃馍，客随到随待。

甜饭t‘ian。．fan。。兰州传统筵席菜之一。糯米加油、白糖做成，顶有葡

萄、红枣之类。

酿饭乏。习13 fanl3 同上“甜饭”。

糟肉tso。。乏au，。兰州传统筵席菜之一，将煮熟的肥大肉切成约6厘米

长的带皮肉片，拌腐乳蒸制而成，一般夹荷叶蒸馍而食。

鸡肘席tGi。。tsau。。9i。。 兰州传统筵席规格名称之一，第一道菜是鸡肉，

第二道菜是肘子。

海菜席XE：。。ts‘￡．Gi。， 兰州传统筵席规格名称之一，有海参、鱿鱼等海

味。

海菜x￡。。ts‘￡，指海参、鱿鱼、虾等菜肴。

水菜fei。。ts‘￡。筵席上上的红萝卜丝等小菜。

锅子 kuY。。tsl。 火锅。兰州传统菜肴形式之一。

头肴t‘au。，ia．。兰州传统菜肴之一。肉丁、豆腐、粉条等烩成的加粉

欠菜汤，泡馍而食，一般在冬至日吃。是婚丧大事上的便餐。

卤猪肉lu。，pfu。。乏au，。兰州传统肉食之一，将新鲜带皮大肉在陈年肉

汤中煮制而成，皮色红黄，香味远闻。

卤肉lu51 Z．aul3同上“卤猪肉”。

老汤la。。t‘。习， 煮卤肉的陈年汤汁，汤龄愈久，卤肉愈香，愈有名气。

臊子sa。。．¨ts!。①炒肉末。②肉丁和红萝卜丁、洋芋丁、豆腐小块等

烹制出的菜汤，一般浇长面条食。

卤子lu。．ts3。一种黏稠流食，内有牛肉片、煎豆腐片、萝卜片等，浇

在面条上食用。

四、烟酒饮料

烟渣子ian。。t莘a，tsl． 烟叶碎末，用纸随时卷或装烟斗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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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烟xanl3—11 ian53 同上“烟渣子”。

纸烟tSl。。ian， 工业生产的香烟。

大烟棒子ta，s．11 ian。。par3。。．．11 ts]。 1日时零售的鸦片烟，擀切成的小棒，

长不及一厘米，包在锡纸中。

棒子pardl3—11 tsl3上“大烟棒子’’的简称。

酩溜子 min。．1iau．。+¨tsa。 未经窖藏的自制青稞白酒。

头淋子酒t‘OU51 linl 3．11 tsl3 tGiou44第一遍蒸馏出来的白酒。

二淋子酒 Ⅲ13 linl3+1l ts]3 tGiou44第二遍蒸馏出来的酒。

细茶Gi，。叫．t§‘a。花茶之类的嫩叶茶，与茯茶相对而言。

沏茶tG‘i，。．，．，tts‘a。 冲泡而饮的茶，与熬煮而饮的茯茶相对而言。

窝窝茶 vY。。vY，tS‘a， 云南产的沱茶，将春尖茶压制成半圆形小团，径

约5厘米，内有窝，饮时掰碎而泡。

三泡台 san。。P‘o，。一¨t‘E。， 兰州饮茶形式之一。茶具由盖、碗、小托碟

三部分组成，春尖茶加冰糖、桂圆、枸杞等物，用沸水冲泡，边饮边加沸水。

盖碗茶kel3．11 van44 tS‘a1 同上“三泡台”。

碗子van44 tsll 同上“三泡台”。

滚水kuon44—51 fei44沸水。

牡丹花开水mu44 tanl xual k‘e53 feil 壶中正开的沸水，沏茶讲究用这

种开水。

温突子水von53 t‘U1 ts]1 fei44不冷不热的水，忌用泡茶。

第六节 衣物佩饰

一、衣服

汗褐子xanl3．．11 t‘a3 tsll 中式衬衣。

亮肘儿liar3，。tsan。。山。 短袖、胳膊肘外露的衬衫。

汗甲子xanl3．11 tgia3 tsll 贴身穿的背心。 ．

缠腰子t$‘an。。ia，ts]，男人在冬天穿的一种贴身夹衣。

兜肚子tus。tu．ts]，兜肚儿。一种传统内衣，无袖，上有带系领，两侧

有带系背，下圆．有口袋，多用花布做成或有彩绣。小孩常穿。

架架子tGial3．¨tGia3 ts]l 背心．无袖。



名词·衣物佩饰 ·23l·

背心子pei．。叫，oin。tsl， 中式小褂儿，有棉的，也有夹的，有袖。

夹袄子toial3—11 33 tsll短夹褂。

棉袄子mian51 32 ts]3棉短褂。

褐褂子x确kua，。一¨tsl。 用褐子(见下“褐子”)缝成的中式上衣．多

为乡间贫苦人所穿。

皮褂子P‘i。，kua。tsl。短皮袄，多指未加布面者。

衫子san53 tsll 中式长衫。

袍子P‘a。，tsl2夹袍、棉袍、皮袍的通称。

夹袍子toial3 P‘051 tsl2夹长袍。

棉袍子mianl3 P‘351 tsl2 棉长袍。

裤衩子k‘U13．11 tS‘a3 ts'11 贴身穿的短裤。

衩裤子t莘‘a13．11 k‘U3 tsll 同上“裤衩子”。

衩衩裤 t莘‘a13．11 tS‘a3 k‘u1 开裆裤。

裆裆裤tara53 tarjl k‘U13连裆裤。

套裤t‘a，。．¨k‘u。一种中式裤型，只有两条腿管，下端细窄．上呈圭

首形，顶尖有带系裤带上，套在单裤上保暖，有夹的，也有棉的。五十年代

后已难见到。

领豁lin44 xuYl衣领。

大领ta，。．¨lin。。道袍式的古装领子。

兜襟tou53 toinl 前襟。

对门襟tuei，。一11 mu3 Kiln， 对开襟，也可指对开襟衣服。

大兜襟tal3一11 tau3 toinl 右开襟，也可指右开襟衣服。

大襟tal。．+11 Kiln3同上“大兜襟”。

袖筒子oioul3—11 t‘UOll44 tsll 袖子。

半截袖pan，。叫1 toie。oioul 短袖。也可指短袖衬衣：小梅穿了个～。

纽门子liou44 monl tsll 中式纽襻。

裤腰k‘u，。．，，io。。 中式裤子上端部分，约五寸高，布料一般与裤管不一

致，多为白布。

裤腿子k‘u13 t‘uei44 tsll 裤管。

裤脚子k‘u13 tOyel3．11 tsl3裤子下端开VI部分。

抽抽子ts‘OU。。t莘‘OU，ts]． ①衣服上的口袋。②小布袋。

兜兜子tou53 tl／’u1 tsll①衣服上的口袋。②提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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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鞋袜帽子

鞋xE。．鞋子。不带“子”、“儿’’尾。

鸡窝子tGi。。vY．ts]， 浅腰中式棉鞋。

肃州窝子 SUl。．11 tsau。vY。。ts'l， 一种厚底浅腰毡靴，底子有一寸厚。五

十年代前使用，多由站柜台者冬天穿。产于肃州(今酒泉)而得名。

骆蹄luY。。．，，t‘i。。底子和帮子用一块牛皮制成的鞋子，前面有褶绉。

五十年代前贫苦人穿用。多为青海省出产。

麻鞋ma。．XE。用麻线编织成的一种凉鞋。

趿踏拉鞋SO．1 3．1I t‘a。lal XE5。拖鞋。俗语说：～，早上去了晚上来。

墩子鞋tuons。ts]，x￡s， 一种厚底厚帮球鞋。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

流行。

浅腰子tG‘ian。。ia，ts]， 较浅的鞋帮(一般在髁骨下)：～球鞋I～皮鞋。

高腰子ka。。ia．ts]。 较深的鞋帮(一般在髁骨以上)：～球鞋J～雨鞋I

～皮鞋。

气眼子t9‘i1。．1I ian。。ts]、 穿鞋带的镶有金属圈的鞋眼儿。

鞋带子XE；51 tEl3．1l ts]3鞋带。

股子ku。t ts]， 旧式棉鞋前面中缝夹的皮棱儿。

布袜子pu，。va，s一¨ts]。用棉布做的袜子。五十年代以前使用。

袜腰子va．。ia。s．¨tsl。布袜子或线袜子后跟部分缝制的布块，呈三角

形。

脚布子tGye，s pu，。一¨tsls约一尺见方的两块土布，先包脚，再穿袜子。

因旧式布袜厚硬，不易洗，用“脚布子”可随时洗而保持袜子洁净。五十年

代以后已不见用。

小帽子Gia。。mal。一¨ts'13 瓜皮帽。上有红球小圆顶。五十年代以后已不

见用。

昭君帽 ts3s。tGyn，ma，。 四十年代前老年妇女戴的一种帽子。用平绒或

缎子制成两块半圆形的厚帽片，两头连在一起，戴时弧形向下，遮住耳朵。

毡帽t§ans。ma，用毛压制成的厚帽子，常见形式是半球形。五十年代

后已不见用。

牛吃水的毡帽lieu51 t§‘．L13．．11{ei44 til t莘an53 mal 一种压制成的毡帽，形

似今前进帽，由两侧往后面渐上卷，雨水向前流去。一般牧羊人戴。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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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已不见用。

火车头xuY．。t$‘Y，t‘OU。， 冬天戴的一种暖帽，用毛皮或麻绒制成，无

檐，两耳和后部可拉下来护脸颈。

二细子草帽 山13 oil3—1l tsl3 ts‘a44 mal 产于陕西的一种草帽．编制精

细。解放前价昂，视为珍品。

草礼帽ts‘3。。li。。mal 类似礼帽的精细草帽。

凉帽liar3。，ma，。用布绷成的草帽形遮阳帽。五十年代开始流行。

白帽帽px。．ma，。州ma。类似医院大夫戴的小白帽，妇女一般在家戴。

帽花子mal3．．11 xua3 tsll 帽徽。

三、巾带铺盖

尕手巾 ka44．51§au44 toinl 手绢。

盖头kz，。．．。t‘OU。①结婚时新娘子遮面的红头巾，绸子制成。②回民

妇女的头服，一般用绸子做成，色彩因年龄婚否而异，只露眉目颜面，后部

拖到背部，不见发。

围脖子vei51 pY2 tsl3长条围巾。

系腰toi．。．。．ia。腰带，用布或绸子做成，宽约一尺，长约八尺。腰间

系几圈，两头垂在腹前。

长命带子t莘‘ar351 minl3 t￡13．11 tsl 3结婚时女方送给新郎的“系腰”。

围裙子veisl tO‘yn2 tsl3做饭护衣服的围裙。

围围子vei。，vei2 ts]。小孩围在胸前的涎水布。

耳套子UJ“t‘。，。．．¨tsl．冬天暖耳的小套，六十年代后已不多见。

护袖子XUl3 oioul3．1l tsl3袖套。

铺盖P‘U。。ke， ①泛指被褥之类的床上用品。②行李。

毡条被窝 t莘an53 t‘ia51 pil3．．11 vY53 炕上铺盖的总称。

被儿pil3．1lⅢ3被子。 。

被窝pil3．1l vY3同上“被儿”。

马褥子ma。。VU伊¨ts'l。单人铺用的小栽绒毯子。因骑马时常搭在鞍

子上面做垫具而得名。

栽毛毯子tse53 m051 t‘an4。ts3_1 传统栽绒毛毯，多用来铺炕。

栽绒毯子ts￡53 van51 t‘an“．11 tsl3 同上“栽毛毯子。”

八单pa。。．¨ta；。一种棉制方形棉单，织缕较粗，边有穗结，织有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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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常用来苫被褥用。

稀襦子tI；‘iel3—11 tG‘ie3 tsll小孩尿布。

枕头顶顶子t[；on44 t‘OUl tin44 tinl ts]1 旧式枕头两端的方形硬面，一般

有绣花。

枕头心心子 tSan44 t‘OUl 9in53 Ginl ts]1 西式枕头的枕芯。

枕头皮皮子tfien4．t‘Oul P‘i51 P‘i2 ts]3西式枕头的外皮。即枕套。

枕头瓤瓤子 t§an44 t‘Oul z,ar351乏。习2 tsl3 同上“枕头心心子”。

桌裙ply．。．．¨tG‘yn。 在八仙桌前面挂的护布，一般为红色，上有图案，

上端有折檐。

苫布莘an，。．¨pu。 苫盖案板之类用具的布块。

搌布tl；an44 pul抹布。

包皮子pa。。P‘i，tsl， 当做包袱的布块。

四、面料

麻纱ma。，sa。。一种麻织衣料，薄而有细粒感，透气性好。

梭布sub"53 pul3对棉布的总称。

什布s．L，s一¨pus经线和纬线成十字形的布。依颜色称“白～”、“蓝

～"、“黑～”等。

青什布 tG‘in53 s．I-13．11 pu3 黑什布。

白扣布 p强k‘OU。。．¨pu。 未加漂白的白平布，多做被里用。

扣布k‘Oul3．11 pu3同上“白扣布”。

漂布P‘ia。。pu， 一种质地细而薄的平布，多为花布。

斜布Gie。，pu，。 与什布相对应的斜纹布。

条子布t‘ia。。tsl：pu．。面子有彩色竖条纹的布料。

的盖棉ti。lk￡。mian。1一种质地厚实、有细直纹的布料，一般做运动服

或桌布用，八十年代开始使用。

毛货ma51 XUY2毛织衣料的总称。

褐子xYs，ts]：用传统方法织成的厚实毛质衣料，类似呢子，多染作褐

色，可做外套、被面等。

皮货P‘i。，xuY2毛皮衣料的总称。

老羊皮la。。iar3，P‘i。 大绵羊的毛皮，用之做的皮袄厚重不美观。谚云：

“～袄隔风，老实话受听(人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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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子皮ka。。tsl，P‘i，小绵羊的毛皮，适作裘衣。

皮筒子P‘i。．t‘uon．．tsl， 尚未加面料的皮毛缝制原件，一般分为衣干、

两袖共三片。

二毛筒子 Ⅲ13一”ma51 t‘uon44 tsll 用一岁小绵羊羔毛皮制成的“皮筒

子”。革质轻柔，毛形卷曲美观，受人喜爱。

滩羊筒子t‘an53 ia01 t‘uon44 tsll 上“二毛筒子”的一种，由宁夏滩羊

羔毛皮制成，是二毛筒子的最佳品。

紫羔筒子ts]“ka．t‘uon。。tslt 毛为紫色或黑色的“二毛筒子”。

沙毛筒子sa53 m01 t‘uon44 ts]1 山羊羔皮做的“皮筒子”。

板子pan。。tsl， 毛皮的革面：毛不错，～太厚。

褙子pei，。．．¨ts]。用旧布块层层粘成的厚约0．3厘米的硬片，做鞋用。

铺衬P‘u5。ts‘on，打褙子用的旧布块。

衬ts‘on，。为使衣服挺刮，缝在里子和面子之间某些部分地方的硬布。

鞋面xE；。l mian，。做鞋帮面子用的布料。

五、佩饰

金货tgin53 xuYl金首饰。

银货in53 xuYl银首饰。

耳坠子 Ⅲ。。pfuei，tsl。 耳环或耳上垂挂的各种饰物。

锁锁子suY。4 suYl tsll 幼儿脖子戴的长命锁。

百家锁 pY．。一¨tGia。。su,g。。幼儿脖子戴的一种长命锁，由街坊乡邻共

同用银子或铁制成，意为戴上后众人百家保其吉祥健康。

项圈xar3，。tG‘yan。。小孩脖子上戴的圆圈，一般用银子制成。

戒指子k￡13一11 tS．L3 tsll戒指。

手箍子sau44 kul tsll 同上“戒指子”。

金箍子tGin53 ku4I tsll 金戒指。

眼镜子ian44 tGinl3叫l tsl3眼镜。

二轱辘m1。ku53 lul 同上“眼镜子”。俚语。

石头镜子莘1。1 t‘ou2 tGinl3．．11 tsl。用天然水晶或透明石制作的眼镜。

料片子lial3 p‘ian¨tsll人造眼镜片。

眼镜盒子ian。。tGin，3 xY51 tsl2 中式眼镜套盒，椭圆形，提绳系腰带上，

可显示阔气。五十年代已不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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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日常生活器物

一、器皿灶具

家什tGia。。“， 金属及陶瓷用具的总称。

碗盏van44．51 tsan。4 碗碟之类器皿的总称。

调羹子t‘i051 ken2 tsl_3羹匙。

盏匙t莘an。。ts‘1， 餐桌上供个人盛酱醋之类调料的小碟儿。

盅子pfon。。ts]．①瓷茶杯。②酒杯。

茶盅子tS‘a51 pfon53 ts'11 同上“盅子”①。

酒盅子tgiou44 pfon53 tsll同上“盅子”②。

茶碗子ts‘a51 van2 tsl3饮茶的小碗。

盖碗子ke，。van。。ts]，有盖儿、有托碟的小茶碗，泡茶后称“三泡台”。

宫碗子kuon。3 van44 tsll 口径约10厘米左右的细瓷小碗。

黑碗子xY，。van。。ts'l， 黑釉敞口饭碗，贫苦人吃饭用，阴阳道士用之

“抓鬼”。

红花大碗xuon5l xua53 tal3—11 van 44一种有突起红花的细瓷饭碗，景德

镇产，六十年代前受人喜爱。

海碗XE；44—11 van44 比一般饭碗大的碗。

黑大碗xYl3 tal3．11 van4．一种黑釉大碗，价廉，盛量大。1960年至1962

年间走俏。

碟碟子tie51 tie2 ts]3小碟子。

平盘P‘in51 P‘all2平底碟子。

窝盘 vY53 P‘anl 凹底碟子。

海盘XE；44 P‘anl直径12寸的凹底碟子。

洋盘iorj51 P‘an2同上“海盘”。

钵钵子pYl3—11 pY。ts]． 钵儿，圆口厚壁比盆小的陶瓷盛器。

蒜钵子 suanl3 pYl3．11 ts]3捣蒜的小臼器。

罐罐子 kuanl3—11 kuan3 ts]1 小罐子。

煨罐vei。。kuan， 一种大铁罐，用来墩肉煨汤。

千里驹tg‘ian。。li．tGy。。烧水的小罐子，有陶制的，也有金属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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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水快而得此名。

壶壶子XU5l XU2 tsl3小壶。

口壶P‘ia。。XU． 一种底大顶小、纵截面呈梯形的烧水壶。

电壶tianl3一11 Xtlsl 暖水瓶。

盆盆子P‘an53 P‘anl tsll小盆。

耳盆uJ。。P‘an， 两侧有耳的带釉陶瓷盆。

和面盆子XtlY s1 mianl 3 P‘an51 ts'12专用于和面的盆子。

丁缸子tin53 kar3．tsll 高约30厘米左右的无耳小缸，用于盛放食物。

缸岔 karj。。ts‘a．。残破的半截缸，一般盛污水或猪食用。

缸子kar3。。ts'l。 ①两边有耳，穿绳可提的黑釉小缸，常用于提水送饭。

②搪瓷茶缸。

缸缸子对上“缸子’’的小称或蔑称。

坛坛子t‘an51 t‘an2 ts]3小坛子。

瓶瓶子P‘in51 P‘in2 ts33小瓶子。

汤瓶t‘arJ。。P‘in， 回民用的小口黑釉瓶，内盛热水供洗漱用。

姜窝子teiar353 vYl tsll 捣碎调料的小臼。

姜锤子tGiorjs3 pf‘eil ts'l。 与上“姜窝子”相配套的捣碎调料的锤子。

瓦陀螺 va。，t‘uY：lux。 碗底部带突起圆圈的部分，碗破后小孩常作玩

具。

瓦碴子va44 tSal tsal破碎瓷器、陶器片。

釉子iou，。．¨ts]。①瓷器表面光亮的部分。②煤炭在炉温很高时烧结

成的硬块。

墩子锅tuon。。tsl，kmf．． 两边无耳，沿平、内深齐的一种大铁锅，多用

于煮肉。

砂锅子莘a。。kux，ts]， 砂锅，大者径尺余，小者径三四寸，分头号，二

号等类。兰州人喜用。

砂铫子$a。。t‘ia，tsl， 一种有柄小砂锅，多用于炒菜烩菜。

鏊子3，。．¨tsl。烙饼用的一种上下受火的平底锅。

火锅子 xuY“kuY．ts]， 火锅，有铜的，也有瓷的。

锅子kux53 ts]， 同上“火锅子”。

抿头锅子rain4。t‘OU5l kuY53 ts]l 熬胡麻作抿头水的小砂锅，妇女用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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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锅子suei“kux，tsl， 盛男童便的砂锅，加热后妇女洗手润肤。

勺勺子fY51 fx2 tsl3小勺。

铁勺子t‘iel3．11 fx3 ts]1铁勺。

漏勺子lau，。一¨fY。tsq， 漏勺，有竹子、柳条编的，也有金属做的。

马勺ma“fxl 大木勺，舀水用。

铁片子t‘iel3 P‘ian4。tsll炒菜刮锅用的小铁铲。

刮锅铲铲子 kual3．11 kux53 t莘‘an44 ts‘anl tsal 同上“铁片子”。

驮桶t‘uY51 t‘uan44牲畜驮水用的木桶。

打衍板子ta。。．。，ian。。pan。。tsa， 挑水时水桶里放的小木板，漂在水面

上防止水衍出。

抄抄子 t荸‘3。。t莘‘3，tS]． 一种带柄取面工具，形似铲形秤盘，五十年代

前多用整块木头挖凿而成。

风匣 fan。。Gia， 来回拉动柄杆鼓风的风箱，七十年代开始逐渐被电动

鼓风机所取代。

肉墩子Kau。。tuan53 tsll 专门用来剁肉的木墩。

劈柴墩子P‘i1。．11 t§‘￡。，tuan。。tsql 劈柴时垫衬的木墩，喻指经常受气

挨骂的人。

托笼tuY53 luanl 蒸笼。

箅子pi，。．．¨tsl。置于锅中馏蒸饭菜的圆形隔板，六十年代前一般用竹

木条制成，今为铝片穿许多圆孔而成。

礤子ts‘a，。一。，tsq。把萝卜、洋芋之类擦成丝的器具。

二、灯火器物

洋火 iard5l xuY44 火柴。

洋火头头子ia951 XtlY44 t‘ou51 t‘ou2 tsl3火柴头儿。

洋火棍棍子iar351 XtlY44 kuanl3 kuan3 ts)1火柴杆儿。

洋火把把子ia95l XUY4。pal3—11 pa3 tsql 火柴杆儿未燃尽的部分。

洋火匣匣子ia951 XUY44 Gial3．11 Gia3 tsll火柴盒儿。

火镰XUX。t lian。打火用的一种小铁器，弯曲。

火石XUY“ns， 用上“火镰”撞击而发火的一种石头。

攘攘子 Kar3。。乙3日，tsl。 用推刨刨出的条状薄木片，引火用，多用于点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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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ton。。t莘an．一种油灯。上端浅碗形，捻子搭在边上。

立灯子li．。．¨ton。ts)。 给神佛祖先点灯用的豆形小灯，一般为铜质。

海灯XE；。。ton。。给神佛点灯用的豆形大灯，一般口径约10厘米左右，

铜质。

灯篓ton53 laul灯笼。

手电 sau44 tianl3手电筒。

煤油灯灯子mei51 iou51 ton53 tonl tsll 用墨水瓶之类小瓶自制的小煤

油灯。

电棒tianl 3 par313荧光灯管。

火盆xuY。。P‘on， 生火取暖的一种传统用具，铜质或铁质。下有三脚，

中凹，燃木炭或无烟炭，多置炕上。

火盆架子 xuY44 P‘onl tGial3一ll tsl3 放置火盆的木架。形似方桌，面有

圆孔。火盆底置内。炕上用的形同坑方桌，炕下用的形似八仙桌，下有屉，可

温果品。

撑脚子ts‘on53 tGyel3—11 tsl3火盆上置的铁架，上可置水壶或小锅。

火剪XUY4扣51 tGian44通火金属棍儿。

火筷子xuY44 k‘tiE：13．．11 tsl3 同上“火剪”。

火棍xuY44 kuonl烧火拨柴草的木棍。

楼子lou51 tsl2火炉。

洋楼子iar351 lau51 tsl2西式金属火炉。

楼面子lou51 mianl3．11 tsl2火炉上的金属平板。

楼膛子lou51 t‘o日51 tsl2火炉内腔。

楼齿lou。，ts‘．I．。火炉腔下面承受燃料的铁条。

蓝炭lan5l t‘anl3焦炭。

生炭s9n53 t‘anl有烟炭炭块。

渣子tfla，。．。，tsl，专门筛选出来的径约3---5厘米的小炭块。

炭渣子t‘anl3一ll tsa3 tsl， ①碎炭粒。②烧余的煤渣。

煤mei5l煤末。

散煤san44 meil同上“煤”。

煤块子mei。。k‘UE；：tsl。煤末加粘土和泥平摊在地上后划成的小块。

水煤fei“mei， 化工厂从煤炭中提取过炭质后用水冲出的煤粉，沉淀

后挖出可做劣质燃料。六七十年代是兰州西固及附近区县农民的主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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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草ts‘￡。．ts‘3。植物燃料的通称。谚谓“～上秤，阎王爷要命。”

捆子柴 k‘HOD。。ts3，t莘‘e。。 整捆的山柴，1"-2米长，人挑或驴驮．叫卖。

填炕t‘ian。。k‘at3，。烧煨炕的各种燃料，如柴草畜粪等：～放下了一房

子。

浪柴 1a13，。．+¨t爷‘￡。 随洪水淌人河中的柴草牛羊粪类，捞出晒干后可生

火煨炕。五十年前黄河沿岸多有捞之者。

羊踩iar3。，tts‘e2羊在圈里踏成的粪块，挖出后可作燃料，肥料。

瓦斯Va。。sl，瓶装液化气。

烟瓶ian53 P‘inl 烟袋。

旱烟瓶xan．。ian。。P‘in。 直接点燃烟草不用水过滤的抽烟工具，包括

烟锅、烟杆、烟嘴三部分。

水烟瓶fei。。ian潞P‘in， 有小水箱可过滤烟的一种烟具，烟管弯长，一

般用铜做成。

烟锅子ian。。kuxl tsll 旱烟锅，置烟草点燃的地方。

烟杆子ian。。kan．tsl， 旱烟具的杆部，多用竹木制成，长者可达60厘

米左右。

烟嘴子ian。。tsuei。。ts]1 旱烟具的吸烟部分，多用铜或玉石做成。

烟葫芦ian。。XU51 lu2抽大烟的一种器具。

葫芦子XH。1 lu2 ts]3同上“烟葫芦”。

烟盘子ian。。P‘an。，ts]。抽大烟的一种器具，盛放烟膏烟灰用。

三、卫生用品

笤帚骨爪子t‘ia51 pf‘U2 kul3—11 pfa3 tsll用老了的笤帚。

届4届0子 fa，。一11 fa。ts]， ／J、届0子。

掸罩子tan。，tp，。．¨tsl。布制套子。套在鸡毛掸子外面，起保护作用。

蝇刷子in。。fal-'ts]，蝇拂，用牛尾或马尾做的驱蝇或拂土用具。

苍蝇帕帕子ts‘ar353 inl P‘a53 P‘a1 ts]1蝇拍。

木梳mu，3．11 fu。。梳子。兰州原无“梳子”一词。

拢头子luan44 t‘Oul ts]1 小木梳。

牙刷子ia51 fa2 tsl3牙刷。

牙缸子ia。，kard5。tsl， 刷牙缸，即用于刷牙盛水的缸杯。

胰子i。，tsl2香皂肥皂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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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头胰子ts‘an。，t‘OU。i。，ts]：新疆少数民族生产的一种馒头形洗衣

皂，因旧称新疆少数民族为“缠头”而得名。

羊胰子iar3。。i。，tsl： 同上“缠头胰子”，因其所用脂肪为羊油而得名。

碱胰子tGian。。i。，ts]：用猪胰脏加碱、皂角之类砸制成的土肥皂。

香胰子oiar3s3 i5l ts'12香皂。

抿头水min。。t‘Ou。1 fei。。胡麻熬成的粘性美发水。

四、桌椅家具

桌桌子pfx肿11 pfx。ts]1 ①小桌子。②对桌子的轻视称呼。

八仙桌子pal3．11 Oian53 PfXl3—11 ts]3 中式八仙桌。

琴桌 tG‘in。，pfx：长条形桌子，一般放在堂屋正中后墙前，上置牌位、

摆设之类，前为八仙桌。

供桌 kuon，。．¨pfx。供奉神灵牌位及陈设香烛供品的桌子。

钱桌子tO‘ian。．pfv。ts]。五十年代前专门放钱置帐簿的一种桌子，面

宽60厘米左右，长1米左右，最上两抽屉，下一大抽屉．再为暗柜。用一锁

封三屉，俗谓“一州管三县”。

单桌子tan∞pfY．tsl． 一种无屉无柜的旧式长方形桌子。

灯桌子tan53 pfYl3．11 tsl3 同上“单桌子”。

书案桌子fu53 anl3 pfxl3．．11 ts]3写字台。

炕桌k‘aq．。一¨pfY。在炕上放的矮脚桌子，有四方形的，也有长方形

的。供吃饭写字用。

炕琴子k‘3日，。tO‘in。，tsl2上“炕桌”的一种，长条形，原置古琴而得名。

桌面子ply，。mianm¨tsl。架在方桌上的圆形桌面板，红白事吃席时

用。

板凳pan44 tonl条凳。

杌凳子VUl3 toill3．11 ts]3中式方凳。

橱柜子pf‘u。，kuei：ts]3 中式中小立柜。

门门子man5l man2 tsl3小立柜(以部分指代全体)。

碗橱子Vail44 pf‘U1 tsll碗柜。

铺盖床子P‘U5。ke。pf‘at3。l ts]2炕上放的长柜，高约1米，有抽屉和双

扇门小柜，上可置箱子或被褥。

板箱pan44 oiar3．木板做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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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箱pian。。Giorj， 形体扁平，高度约30厘米左右的箱子。

帽盒mots．”xY。置官帽或礼帽的盒子，圆形，上下相合，木质，形似

蒸笼，五十年代后已不可见。

食盒莘．L，s．¨xY。， 取亲时送“水礼”(猪羊肉或糕点、花卷馍之类)的

木器，长方形，长约1．3米，宽约0．5米，深约0．3米。一般叠架三四层，置

木架上四人抬行。

什件S．Lt。一¨tGian。箱柜上固定锁扣的金属片，或为两半圆，或为两长

方形。五十年代前一般为黄铜质。

抽匣 ts‘ou53 Gial 抽屉。

桌芽子PlY，。ts‘on，3一¨ts]3①桌子下面踩脚的衬板。②桌子下的横

档。

桄桄子kuor31 3．11 kuorj3 ts]1木器上的横档。

卯窍mo。。tG‘io，。木器上的卯榫，即凹凸相接部分。

五、筐篮杂物

逋篮pu。。lan，①一种用去皮柳条编的圆形盛器，大者径达1米多，一

般晒簸粮食时用，小者径40厘米左右。②手纹的一种，呈漩涡形。

筐头k‘uor3。。t‘ou， 大筐，有抬土石的圆筐，也有置杂物的方筐。

筐筐子k‘uor353 k‘uar31 ts]1小筐子。

马头筐子 ma44 t‘OUl k‘uor353 ts]1 一种有提梁、有盖子的竹编提筐，长

约40厘米左右，一般装食物用。

浅子tG‘ian。。ts]。 摆放果蔬的一种浅筐，径约0．6米，一般用柳条编

成。

提盒子t‘i。，xY。ts]。 一种用木片做的提筐，有提梁，有盒盖，椭圆形，

一般面有红油漆且有描金图绘，走亲戚装礼品用。

背斗pei·s一¨tou。 一种方口尖底背篓，用竹片或柳条编成，一般用于背

柴草或肥料。

口胎 k‘OH。。t‘￡， 旧式装粮食的长口袋，毛织或麻织，长1．5米左右，

径40厘米左右。

麻包ma51 p053麻袋

褡裢ta，。一¨lian。两头有兜的盛物袋，褡在肩上或驮在牲口上。

钱衩子tG‘ian。，ts‘a2 ts]。形同“褡裢”，较小，人搭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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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棍kuz44kuanl拐杖。

鞭杆pian。。kan。 1米多长的木棍，五十年代前乡间出门常提用，既可

做手杖，又可防狗咬。

鞭梢子pian。。sa。。tsl， 鞭子绳部梢尖，一般用结实皮条做成。

麻鞭ma。，pian：用麻拧成的长鞭，无木柄，阴阳道士作法时用。

洋伞iarj。，san。。彩色油纸做的西式伞。

鞋拔子x￡。，pa：tsl。穿中式鞋用的一种铜片，形卷，置鞋后跟内，脚沿

其滑下后抽出，上有眼，有系可挂。五十年代后已不见用。

楦头Cyanl3．．11 t‘OU用木镟成的做鞋模型。

袜楦子va。。Gyan，。．．11 tsl。为线织袜子加袜底和后跟的一种木制工具，

由木板鞋底、木后跟和连接二者的木条斜梁三部分组成。用时将之穿进袜子，

绷展袜底与后跟部分，然后在上面缝制。七十年代后化纤袜子普及，此物已

不见用。

袜板子val3 pan44 tsll 同上“袜楦子”。

针线逋篮tSan53 Gianl pu。。lan。 用于装针线剪刀之类缝纫器物的小逋

篮。

顶针子tin。。tsan，tsl。 做针线活时套在中指上的金属箍儿，上有密集

小窝，针根顶在里面以增强针尖穿透力。

烙铁lux，。一¨t‘ie。一种铲形实心熨斗，在火上烤热，持柄以熨衣物。

系系子9i。。．，。Gi。tsl。 器物上的提携或结扎用的绳带：缸子～l口袋

～o

绳绳子 San51莘an2 tsl3 细绳子或短绳子。

铁绳t‘ie，。一。。莘an。铁环相套制成的索链：拴狗的～断了。

扎绳子 tsa。。．1l§an。tsl， 用束捆扎东西或捆绑人的绳子，较细，径口10

厘米左右。

撇绳子P‘ie44 Sanl tsll 同上。扎绳子”。

一、农业器具

第八节 工具车船

铲铲子t爷‘an“tS‘anl tsll小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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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锄子pf‘U51 pf‘u2 ts'l 3小锄头。

板锼pan。。tGye， 一种挖坚硬土地的木柄铁头农具，刃宽7厘米左右，

相当于洋镐的宽刃一边。

韭镰子tGiou。。lian，ts]， 收割韭菜、韭黄专用的一种小巧镰刀。

铡子tSa。，ts]：铡刀，铡草的工具。

铡刃tSa。，乏an2 “铡子”的刀片部分。

铡墩子t静。．tuon：ts'l。 “铡子”的底座部分，用硬原木制成，中有缝。

铡缝tsas，fanz “铡墩子”上的中缝，供刀刃从中落下。

木锨mu协州Oian。木制锨，用于扬场或铲装粮食。

四股权s1。。ku。。ts‘a， 打场时翻挑麦秸的一种农具，头部由一短木条

装四根30厘米长的尖木棍组成。

五股权vu。。ku。．tS‘a， 形状同上“四股权”，头部尖木棍为五根，间距

比“四股权”小，可翻挑更碎的麦秸。

榔头larj。t t‘ou：一种砸碎土块的农具，约30厘米长的圆木棒安细木

长柄组成。

耱my．。．．¨ 耱平地表以保墒的一种农具，用枝条编成，上压重物或立

人，用牲畜拉动。

摆pa，。 一种把土块弄碎的农具，木板框架上安有木钉，钉朝地．上压

重物或立人，用牲畜拉动而使土块变碎或使板结的地面变松。

广子kuar3。。ts]， 1日式犁的主件，即从扶手到戴铧的尖顶这一部分。

犁辕li。，yanz 旧式犁的一大部件，即安在“广子”上的曲辕，前端驾

牲口牵引。

犁杆li51 kan2同上“犁辕"。

犁键li。，tOian。顶在“广子”和曲辕之间的短棍，长30厘米左右，“广

子”，“犁键’’和“犁辕”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

铁帽t‘ie，。ma，。套在“广子”三角头上的铧，生铁铸成。

耧铧lou。-xua2耧下端套的铁铧。

砂刮子sass kua，。．，，ts]。砂田施肥时把砂刮起的一种农具。单柄扶手，

下有长方形铁板，前有人牵引。一下一下地把砂刮起，形成方形小坑，施入

肥料，然后再刮平覆盖。

． 水车fei。。tS‘Y． 一种大型木制提水器械，兰州特产之一。径约10米的

木轮上装有许多木制汲水桶，水冲轮转，桶舀水后转至最高点而斜倾于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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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十年代以前兰州沿河耕地多用“水车”提灌。

水挂子fei。。kua．ts3． 全木制畜力转动提水机械，五十年代前广为农民

所用。

碌碡lu，。．¨pfu。打麦场上用的石磙。

磙子kuon44 tsll同上“碌碡”。

波枷pY。。tGia， 碌碡两端短轴上套的木板，用一横杠将二者前端连接

起来，在连接部分拴绳牵引前进而使碌碡滚动。

碾台lian。。t‘￡，供碾子在上面滚动的石面圆台。

水磨fei。。mY． 以水为动力的磨房，水磨沟最多。

小磨子Gia。。my，ts3， 以畜力牵引的磨房，磨盘较小。

罗儿luY。．山。罗面的工具，用马尾或细铁丝绷在木圈上做成。

升子san。。ts]， 量粮食的木制工具，十升一斗。兰州一升小麦合15斤。

合儿kY，。叫，山。量粮食的木制工具，十合一升。

纺车子farj。。t莘Y，tsl． 纺线的木制器械，人一手摇轮，一手抽线。

线砣子 Gianl3 t‘uY53 tsql 纺车上的小碗轮。

云梯yn。，ti：上树登高作业的工具，一根木椽上等距离横穿30厘米左

右长的木棍构成。

杵子pf‘U。．tsa，筑墙或打地基的工具，头为花岗岩凿制而成，圆形，径

约20厘米，顶平，上有眼安木柄，柄长1米左右，端有横木。人握柄端横木

上下用力筑土。

二、工匠用具

扯锯tS‘Y。。tGyl马锯。截木头的一种手拉大锯。

解锯kz。。tGy，3解板用的大锯。

推刨t‘uei53 pal木工治平料面的刨子。

净刨子tein，。一。，pa。。．¨tsl。一种小刨子，刃与平面角度较大，用于最

后细刨面子。

滚刨子kuan44 pal3．，11 tsll一种刨光圆弧形木料的小刨子。

码子ma。。tsl， 竖解木板时固定原木的木质器件，将之绑在柱子或树

木上而卡住原木。

泥抹子li。，my。。一，，tsl。把泥平敷在墙上且使之光平的工具，由一平板

和上面的扁几形把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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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fei。。P‘in． 泥瓦工用的水平仪，一般长约40厘米。

五尺vu。。t$‘．L． ①五尺长的旧式木尺。②耍武术的五尺长木棍。

砧子t$an。。tsl， 铁匠工具，方形，侧有圆杆伸出，在上面打锻铁器。

解锥k￡。。pfei， 螺丝刀。起进螺丝的小工具，由木柄和铲形头金属杆组

成。

锤锤子 pf‘ei51 pf‘ei2 tsl3小铁锤。

钉锤子tin。。pf‘eil tsl。 钉钉子或拔钉子的小榔头。

铳子pf‘on，。．¨ts]。钝头铜钉，用于打眼或砸平眼边。

三、刀枪武器

刀刀子t353 tal tsll 小刀。

刃子Konl 3．11 tsl3锋刃。

刀背子t053 peil ts]1刀背。

刀把子 t053 pal3—11 tsl3 刀柄。

飞炮子fei。。P‘3，tsl。 一种远摔石块击物工具。中为一片菱形皮片，两

面为等长绳子，约60厘米左右。用时将小石头包中间皮片中，并拢两绳，握

绳头快速抡摔，突然朝预定方向摔脱一头，小石头飞击百米之外，可命中猎

物或敌人。五十年代后已不可见。

弓背kuon53 peil3弓身。

枪子儿tg‘iar353 tsll m1子弹。

炮子儿P‘013—11 tsl3Ⅲl 同上“枪子儿”。

四、鞔具车辆

岔子tS‘a，。．t。tsl。马嚼子，勒在马口中的铁具，两端有绳拴在马耳后

拥脖上。

呲牙子ts‘1。。ia。ts]， 勒在马嚼子上的细铁链。骡马驾车时口衔嚼子，

呲牙子则勒在上唇与上齿龈之间。驾驭工具。

嘴笼子tsuei44 luonl ts]l 防止牲口吃庄稼套在嘴上的笼子。

眼罩子iant。t莘3，a．t。tsl。推磨时为防止牲口眩晕蒙住眼睛的罩子，用

皮子或厚布做成。

鼻圈儿pisl tG‘yanz m。 牛鼻子上套的木圈，拴绳以牵牛。

吵子tS‘a·t tsl· 挂在马颈上的串铃，一个个小铃铛拴在皮圈上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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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脖yn。，pY：套在骡马颈上的垫具，用皮包草制成，上端系束。

夹板子tGia，。．11 pan3 tsll 套在牲I：1脖子上的一种鞔具，用两根40厘

米左右长的木棍上下穿绳组成，一般置于上“拥脖”前。

小鞍子Gia。．an。。tsll供役使用的鞍具，较小，简陋。

大鞍子ta．。an的ts]． 供人骑的鞍具，体形大，两边坠有马镫。

鞍糖an53 ts‘anl鞍具的总称。

绨子t‘i，。一¨tsl。鞴鞍驮物时贴身搭在牲口背上的方形毡块，用粗杂

毛制成，边长1米左右。

肚带tu，。．¨te。 为使鞍子稳定，从牲口肚皮下穿过拴在鞍子两边的皮

带。

鞘皮t9‘iou。。．¨P‘i。套车时拦在架辕马屁股上的宽皮带，马用力后退

可牵引车后退，下坡时有力往后用劲而减速。

纣棍t莘au。3．1。kuon3横在牲I：1屁股后面的一根木棍，两端与肚带相

连，既可防止鞍子前滑，又可后倒引力。

镫tan，。挂在鞍子两旁的金属登具，上骑可踩，骑上后踩脚可使身体站

起活动。

套绳t‘。，。．¨san。拴在车轴上供梢马(辕马前的马)牵引车辆的绳，较

粗。

撇绳子P‘ie，扣¨san。tsl，一种较细的绳子，拴在梢马岔子上，控制梢

马用。
‘

梢绳子 sal3．．1l§an3 tsll 同上“撇绳子”。

岔绳子tfl‘a13—11 san3 tsll 同上“撇绳子"。

大轱辘车tal3．11 ku3 lul tS‘Y53木制马车、牛车。

单套tan。。t‘a， 由一匹马或骡子拉的马车。

双套for353 t‘a1 由二匹马或骡子拉的马车。

三大套san53 tal3．11 t‘313 由三匹马或骡子拉的马车。

四大套sl。。tal3 t‘3。。 由四匹马或骡子拉的马车。

铁车t‘ie。。一，，ts‘Y。。车辋外面钉有铁瓦的大车。五十年代为保护新式

公路而被禁止使用。

扛臊车karj。。s3，。t§‘Y。。木辋外面钉有旧轮胎的大车。五十年代禁用

“铁车”，于是改钉胶皮以护车辋。“扛臊”，抹下脸皮对付的意思。取名“扛

臊车"，意为“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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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车P‘is．ts‘Y2胶轮马车。

轿车子tGio，。．¨t$‘Y。ts]． 供人乘坐的华贵马车，上有车厢车帷。五十

年代已不见用。

洋车ior25。t$‘Y。。黄包车，即载人人力车。

尕卧车ka。。vY，。．¨ts‘Y。新式汽车中的小轿车。

交通车tGi053 t‘uon5。t莘‘Y1 胶轮客运马车，有木制车箱。五十年代淘

汰。

黄蛋蛋xuorj。。tan。。一11 tan3 天津大发牌小面包车，因体积小又呈黄色

而得名。

羊毛车 i01：1。．mo：t$‘Y。抗战时期苏联运输援华物资的汽车，回程一般

装运羊毛，故有此名。

嘣嘣车pon。。pon，tsY。。摩托车，象其声音而得名。

车子 ts‘Y。3 ts]1 自行车：我家里一月丢了三个～。

三轮san53 lynl人力脚蹬三轮车。

手扶子Sou44 ful ts]1 手扶拖拉机。

三马子sad。。ma。。ts]， 一种三轮小型机动简易客用车，用运货车加制

车棚而成。八十年代开始使用。

推车子t‘uei。。ts‘Y．ts：l，木制人力独轮车。六十年代绝迹。

轱辘ku，。lu，。车轮：马车～I汽车～l自行车子的前～、后～。

辋子 va。。ts：1． 1日式木轮大车车轮周围的弧形木段，用枣木、榆木之类

硬杂木制成，一节节衔接起来构成车轮圆圈。共九节，称“九辋十八辐”。

辐条fu。。．¨t‘io。连接车辋与车毂的条杆，大车的用木条，自行车的用

铁丝。

辕条yan51 t‘i02车辕。

车排ts‘Y。。P‘￡。。 大车或架子车的底座，由两根辕条穿横木构成。车排

固定在车轴上。

刮木kua，3一¨mu3胶轮马车的刹车横木。

麻杠ma。，k013：木轮大车的刹车横木。

支棍ts．L。。kuon， 停车时支在辕下的木棍。

狗娃子kou。。va，ts：l。 缀于大车轮后的一种木制器具，用于上坡时支垫

轮子，以防后滑。

猴娃子 xau51 va2 tsl3 同上“狗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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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凳 ts‘e¨tan， 畜力轿车的一个配件。一条长凳，高约30厘米，宽约

15厘米，长一米多。平时搁在双辕紧靠车箱处，上下车时，车夫取下供老人

妇女及矮小者踩用。

带t￡，。橡胶轮胎。

外带ve．。．¨tg。橡胶轮胎的外部部件，厚而有横纹。

内带luei te。橡胶轮胎的内胎，直接容气，薄而光滑。

沟座子kou。3 tsuYl3．11 tsl3 自行车上的屁股座儿。

鸡大腿toi。。ta，。．¨t‘uei。 自行车脚踏子与花盘轴之间的连杆。

鸡肠子t西。。t夸‘3狮tsl。 自行车内胎气眼上的橡皮细管。

气密心tG‘i13．1l mi3 oin53 同上“鸡肠子”。

油葫芦ion。．XU：lu。挂在大车车辕上的盛油容器，一般牛角制，用来给

车轴加油。

五、其它运输工具

架窝子tOia．。vY。。tsl， 一种类似担架的轿具。轿宽1．5米左右，有长

辕，前后各驾骡子或马一匹。供长途乘用，乘者多为老人、妇女。运灵柩回

乡也多用之。四十年代前，兰州至西宁尚无汽车，来往“架窝子"甚多。

骡轿lu'／51 toia2同上“架窝子”。

扯船t搴‘Y¨pf‘an，粗绳架空固定两岸、上套绳环来往摆渡的船。兰州

地区水流湍急，摆渡木船均用“扯船”。

羊皮筏子iar3。，P‘i：fa；1 tsl。将羊“皮胎’’(一般用13个)固定在木架

下面飘之水中，木架上乘人或载货物，水手(“筏客子")坐筏前端运桨在河

面上摆渡或顺流运输。六十年代前是兰州常用水运工具。

牛皮筏子liou。．P‘i：fa。，tsl：形制作用同上“羊皮筏子”，差别在于所

用“皮胎”是牛的，而不是羊的，载重量大。

排子P‘￡。，tsl。指羊皮筏子和牛皮筏子。

皮胎P‘i。，t‘￡。将羊或牛割头后，整体去肉存皮，经去毛鞣制，即成

“皮胎”。可用之盛物，可充气做赴水气胆，也可作羊皮筏子、牛皮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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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房舍建筑

一、房舍类型

堂屋t‘ar3。。VU： 院内主房，比其它房屋高大，长者居住或做客厅。

上房莘3习13—1l far33 同上“堂屋"。

厦房Sa53 farJl厢房。

过厅kux。。．．。。t‘in。座落在院子中间的穿堂。

穿堂pf‘an5l t‘or32同上“过厅”。

套间子t‘313。11 tGian3 ts]l 套间。

口pf‘o习，。厨房，口语合音词。

伙房XUY。。far3， 厨房，一般指单位的厨房。

茅厕ma51 s12厕所。

官茅厕kuan53 ma51 sll3公共厕所。

草房子tS‘044 far31 ts]1 放置柴草的房子。

炭房子t‘anl3．，11 far33 tsll放置煤炭的房子。

碾房lian44 farjl 碾米的工房。

碾道lian。。to。①同上“碾房”。②碾房中牲口转圈推碾的走道。

磨道my。。一。，ta。磨房中牲口转圈推磨的走道。

柜房子kueil3．．11 fa日3 tsll 店铺的会计室。

闸xan。。 四周镶有活动木板的粮仓。

栅t莘a53 同上“闸"。

铺子P‘U。。一，。ts33售货铺，在临街一面。

铺台子P‘u1。t‘e51 tsl2铺面檐下高出路面的地面。

圈tGyan，。饲养牲畜的地方：马～I牛～I羊～I猪～。

大堂tal3—11 t‘at3s1 官府中审案的大厅。

班房子pans3 farjl tsll监牢。

赛楼s￡13一ll lau3寺观里的戏台。

庄子pfarj。。tsl，①庄院：唐家～I新～。②村庄，村落：～里的人都拥

护他。

庄窠pfar3。。k‘uYl 四面高墙围成的院落：王家有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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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厦P‘￡5l tsa2牌楼、牌坊。

四合头s113—11 xY3 t‘OUl 四面都有房子的院屋。

两流水liar3。。liou。feit顶为人字形、向相反方向流水的房子：这几年兴

的是～。

一流水 i，s一，，lion。fei， 顶为一面斜坡，向一个方向流水的房子：老房子

多的是～。

架子活tgial3一ll ts]3 XtlYl全木框架结构房子。

一砖到底i13．11 pfan53 toi3．11 ti44墙全用砖不用土坯的房子。

平顶房P‘in。。tin。。far31顶为水泥楼板，没有明显斜度的房子。七十年

代开始使用。

板装修pan。。pfar3，西au。房子前部门窗之外部分全为木板的房子，是

规格较高的房子。

土装修t‘u。。pfar3。Giou。 房子前部门窗之外部分全为土墙的房子，是

规格较低的房子。

出檐房子pf‘U13．1l ian51 far351 tsl2屋檐长而且下有柱子的房子，规格

较高。

短眉毛tuan44 mi51 ma2屋檐下无柱子的房子，规格较低。

挑檐子t‘ia44 ianl tsll 同上“短眉毛”。

土搁梁t‘u。。kx，liar3。 没有柱子，梁直接搭在土墙上的房子，是低规格

房子。

土搭梁t‘U44 tal liar31 同上“土搁梁”。

光棍挑担kuar353 kuanl3 t‘ia44 tanl3同上“土搁梁"。

箍窑ku。。ia。用土坯或砖头在平地上砌成的窑洞。

帐房t莘or313一11 far33 帐篷。

钥匙头yel3．1l tS‘t3 t‘OUl一头突出的建筑物。

虎抱头xu“pal3—11 t‘OU3 中间凹进，两边突出的房子。

二、房舍部件

房泥for3。。li2房顶上涂的泥层。

房土far35l t‘U2房顶上铺的土层。

踏子t‘a。。tsl，屋顶椽子上铺的薄木板，上面铺草涂泥。

踏板子t‘a5l pan2 tsl3 同上“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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椽头子Pf‘an51 t‘au2 ts3_3 椽子的前端。

飞头fei。。t‘Ou． 在檐前椽子上面伸出的方形短椽，长约30厘米。

顺水fen，。．¨fei． 连接屋内前后柱子顶端的梁木。

廊檐子lar351 ian2 ts]3屋檐。

廊檐沟子lar3。，ian。kou。。ts]1 房檐上往下流雨的瓦制或瓷制水槽。

仰承ior3。4 tS‘an屋内顶棚，一般用纸糊成。

门楼子mon51 leu2 ts]3①大门。②大门顶部。

门道子men。，ta，。．．．tsl。①院落大门进去后通往内院的小道。②门楼

下的通道。

老哇嘴子la。。va，tsuei。。ts]， f-1上或箱柜上旧式扣子的部件，由一根铁

条折制而成，顶为圆环，双柄插入框板中，从后面分开敲平而不易拔出。顶

部圆环用于挂锁或挂了吊儿。

虎张口Xtl。。t[沿rj。。k‘OU。。 1日式窗户的一种样式，上下两扇，可支开上

扇，也可提起下扇支住打开的上扇。

棋盘窗子tG‘i51 P‘an2 Pf‘o日。3 tsll 旧式窗棂的一种图案。

窗孔子 pf‘aD。。k‘uon，ts3， 窗眼，旧式窗扇中的空格。

窗齿子pf‘o日。。t莘‘1，tsq_l 窗棂，旧式窗扇中构成格子的木条。

窗台子pf‘a球。t‘￡。l tsl2 窗户下端的平台，可置镜子之类的小东西。

檐柱ian。1 pful3檐下的柱子。

金柱tGin。。pfu．。与门窗在一个平面上的柱子。

后山柱XOUl3 San53 pful 包在后墙中的柱子。

柱顶石pfu，。一¨tin。。乱， 柱子下端的圆形石础，一般用花岗岩凿制而

成。

地工til3．11 kuon53 地基。

墙根脚tG‘i加5l ken53 tCyel3墙的地下部分与地面砌石部分。

根脚ken53 tCyel 同上“墙根脚”。

台沿子t‘e。，ian。tsl：台子的前沿部分：北房的～是石条做下的。

胯墙k‘ua44 tG‘iar31房内两侧的墙。

炕洞门子k‘o日13．”tuon3 mon51 ts]2 向炕内填送燃料的洞口。

泥墼子li。，tGiz ts]。用草泥在范中制成的方块泥板，用来搭造炕面。

炕沿子k‘or313．11 ian5l tsl2炕前沿部分。

炕沿k‘ar3，。一¨ian。炕头的木板：张家的～是枣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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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子pi。。一¨ts]。炕沿两头的隔扇窗，多有木雕。

锅头 kuY53 t‘aul 锅台。

灶火tsa．。．¨xux。锅台中生火的空穴：～里烧了几个洋芋l～不利是

烟囱的毛病。

烟洞ian53 tuonl 烟囱。

灶火门子ts013—11 xu'93 man51 ts]2锅台前填加燃料的洞口。

水汊眼子fei。。t莘‘a1 ian。。tsl， 院内向外排泄雨水的小阴沟。

水窖fei。。tgia。。贮存雨水的地窖。地下挖成坛子形，壁用红胶泥砸平，

雨水从斜口注入。干旱山区古来以此解决饮水之需。近年名日“雨水集流新

发明”。

三、其它建筑

城河 t莘‘an51 xY2 城壕。

城门洞子tS‘on51 man2 tuonl3一”tsl3城门洞。

稍门So。。man， 外城的城门：东～l西～。

巷xor3，。用于胡同名：金塔～I道升～。

巷道子xar3，。．¨to。tsl， 胡同或村中小路：左面是个～，右面是大路。

火车洞子xuY。。t莘‘Y1 tuon，。一11 ts]3①火车路下的通道。②火车穿山隧

道。

涝坝 b，。．¨pa。 山沟里洪水冲积形成的水池或干旱地区人工修筑的

简易蓄水池，用以解决人畜用水。

涝池b，。．¨ts‘．L3 同上“涝坝”。

沟沿kou53 ianl水沟，小水渠。

溉楞k￡13．．11 Ion3 田间地埂。

埂子kan53 ts]1 同上“溉楞”。

坟骨堆fan。。ku：tuei53埋葬死者后拥起的土堆。

坟滩fan51 t‘an2坟地，坟场。

坟茔fan51 in2坟。

山子莘an。。ts]。坟院的围墙，因中间及两端耸起象。山"字而得名。

乱葬岗子luanl3 tsal313 kar353 tsll无主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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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材料

皮板子P‘i。，pan：tsl。板皮。木头锯出的表皮板子。

锯末子tGyl3．1l mx3 tsll锯末。

木碴mul3—11 t5a3同上“锯末子"。

白土 pY51 t‘U2 纯净黄土。

大白土tal3 px51 t‘u2 同上“白土"。

红土xun。。t‘u。①红壤土。②石质，红色，易打碎，从山中掘采而来，

作颜料用，五十年代前研汁批改作业。

胡墼XU。。tGi。。 木模具制出的砖形泥块，是八十年代以前农村砌墙的

主要材料。

打胡墼ta。。XU。tGi。 木范盛湿黏土用杵筑成的土坯，尺寸较大。

砖头瓦块plan53 t‘Oul Va44 k‘UE：l 散乱的破砖碎瓦。

甜泥t。lan。。li。 不加草和成的泥，用来粘合土坯或砖头。

草泥ts‘a。。li。 加铡短的麦草和成的泥，用来涂平墙面。

长草泥ts‘。日。，ts‘3：li。。 加未经铡切的麦草和成的泥，主要用于涂盖

屋顶或砌石头墙基。

细泥面。。一，。li。 加麦衣(麦粒上脱下的草壳)和成的泥，用于最后涂平

墙面。

板渣石pan。。t阻，乱， 爆破或锤击而形成的不规则形石块。

板渣pan44 t§a1 同上“板渣石’’。

破山石P‘Y13 San53莘t51 同上“板渣石"。

籽儿砂tsl44 m1 sal小石籽。

绵砂mian。。sa： 细砂，用于和水泥涂平建筑面。

白灰 pY51 xuei53 石灰。

洋灰iou51 xuei53水泥。

砂灰sa。。xuei， 石灰或水泥与细砂和成的泥浆。

纸筋ts．乙。。tGin。①加在石灰中的纸浆。②用纸浆做成的人造革：这皮

带是～做的，三天半就断了。

牛毛毡liou。，mo：tsan。。 油毡。用沥青与纤维压制成的可卷薄片，用于

铺盖屋顶，防止雨漏和水渗。

柏油 pY5l iou51 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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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水kor3。。fei。钢的成色比例：董家刀的～好。

镔铁pin53 t‘iel加锌铁皮。

锡铁西。3．．。。t‘ie，锡：这个酒壶是～做的。

铅铁t9‘ian。。t‘ie。铅：～放到铁勺子里就能化开。

洋钉子ior3。1 tin5。tsll 用机械制造的西式钉子。

第十节 文化民俗

一、文具书画

生活夸an5。xuyl毛笔。有人以为是“生花"的音转。

笔帽子pil3 mal3．．1l tsl3毛笔套儿。铜质。

抓笔pfa。3 pil写大字的毛笔。

砚瓦ianl3．11 va“砚台。

砚瓦盘子ianl3一11 va“P‘an5l ts]2放置文具的小盘。

墨盒子mYl3 Xy51 tsl2墨盒。一般铜质。

黑板擦擦子xyl3．11 pan“ts‘a13—1l ts‘a3 ts]l 黑板擦。

章子t§orj53 tsll 图章。

戳子pf‘Y13．11 ts33同上“章子”。

印色 inl3-．11莘Y3 印泥。

信皮子ginl3一11 P‘i51 ts]2信封。

信封子ginl3—11 fon53 ts]1 同上“信皮子”。

本子pon“tsll 册子：书～f帐～l笔记～。 一

糨子tGiorjl3．．11 ts]3糨糊。

字儿tsll3一ll lll3字。

画张子XUal3．1l t$orj2 tsll 印制的张贴画儿。

西湖景儿 Gi53 XUl tgin“llll 风景画。

山水镜子 爷ans3 fei“tGinl3一ll ts]3 绘有山水风景的有框玻璃画。

二、娱乐教化

家什tgia。3莘．Ll乐器的总称。

弦索Gian51 suYl3丝竹乐器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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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胡子gusl Xu2 tsl3胡琴。

弦子gyan。l ts]。三弦儿，一种弹拨乐器。

弓弓子kuon53 kuonl tsll 胡琴的弓。

黄香xuarJsl oiarj：松香，常用来擦琴弦和琴弓马尾。

码子ma。。ts]， 弦乐器皮面上支弦的小部件。

笛儿ti51 m2笛子。

道锣ta。。．．¨luy。 比较大的锣，径约40厘米，因古时为命官开道用而

得名。

干鼓子kan。。ku，ts]， 秦腔主要乐器之一，由指挥者敲击，皮白，鼓面

小，单面，沿帮厚。

太平鼓t‘￡1。．+¨P‘in。kul 兰州特产鼓，长约1米，径约40厘米，丝带

挎肩拖地，以拧制的麻鞭敲击。

筒子鼓t‘uan44 tsll kul 同上“太平鼓”。

搏浪子pY5。13131 tsll 巴浪鼓，手摇小鼓。

发拉子fa．。．¨la。ts3， 幼儿玩具。头空心，装小石子。握柄摇头，有响

声。

肘胡子t{gOU44 xul ts31傀儡戏。

泥头子li51 t‘ou2 tsq3木偶。

烂弹lan，。卅，t‘an。 随意清唱的秦腔，谚谓“下去陕西了不要唱～”

(意为别班门弄斧)。

戏班子oi，。pan。。ts]， 私营剧团。五十年代前使用。

马班子ma．。pan。。tsl， 经常出外演出的私营剧团，带有贬意。

自乐班tsll。luY．。pan。3 民间自发组织的戏剧清唱班。

脸子lian。．tsl， 戏中净角化装成的脸谱。

漫脸子manl3 lian44 ts]1假面具。

箱oiards。戏剧的服装道具：唱的好，就是～太旧了。

摆扎pe．。tsa，s 戏剧中的步姿与表演动作。

台架t‘esl tGia2同上“摆扎”。

烟(秧)歌子ian。。kx，ts]。①春节时的一种游戏。②社火。四十年代

后不使用。

社火 sY．。．t．xuY。春节期间群众自演的杂耍队t耍～I闹～。

竹马子pfu，。ma。。tsl， 社火节目之一。扎竹糊纸做成驴马，演者贯中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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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而表演。 ，

铁芯子t‘ie，。Gin伊¨tsl。社火节目之一。铁杆上端固定站立由小孩扮

饰的戏剧角色，下端固定在车上，推车或人抬而前进。

毛蛋ma。，tan，。当球玩的毛线团，径约10厘米。五十年代后被皮球代

替。

乒乒乓pin，。pin，。parJ。。一种玻璃制儿童玩具，空心，头大杆细，由杆

端吹，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故名。

哈哈笑xa53 xal Gial3 同上“乒乒乓”。

炮仗子P‘313 tSorj44 tsll 鞭炮。

两响炮liarj。卜。，giarj。。P‘31 初燃时响一次，升空后又响一次的一种鞭

炮。

定更炮tin。。一¨kan。。pa，。 1日时衙门在晚上八时左右放的一种报时炮，

放后表示初更开始。炮身铁制，短小，不击物。因粗短，有时贬称矮胖的人

为～。

午炮VU。。P‘。，形制同上“定更炮”。中午12时鸣放。

天老鼠t‘ian。。la。。pi‘L1， 一种带着细杆，点燃后向上飞钻的小鞭炮。

地老鼠ti，。la。。pf‘u， 一种点燃后满地窜的小鞭炮。

古今ku．。tGin。故事：说～I讲～。

洋戏匣子iar351西2 Gia51 tsl2 留声机。

话匣子XUal3 gila5l tsl2同上“洋戏匣子"。

板子pan。。tsl， 私塾老师打学生手掌的戒尺。

三、生诞婚嫁

百禄子pYl。lou，。．11 tsl3小孩出生一百天的庆贺日：强强的～过罢了。

本年pan“lian，本命年，即按十二地支纪年所遇到的生年。一般四十

八岁的本年要庆贺，六十、七十二、八十四等本年一定要庆贺。本年犯忌多。

好日子x。“互l伊ll tsl。①生日或寿庆日子。②吉日。

礼行li“9in，①礼节、礼貌：这娃娃懂～。②礼物。

礼当li44 tarjl 礼物。

喜仪簿Gi．。i，pu，。喜庆上登记礼金、礼物的本子。

礼簿子li¨pu，tsl， 登记红白事礼品本子的总称。

换门亲XUflnl3州man3 tG‘in53两家女儿互换做对方家的媳妇的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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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见于贫苦人家，可互免彩礼之费。

换头亲xuanl争+11 t‘Ou3 tG‘in53 同上“换门亲”。

娃娃亲 Vas。va。tG‘in。。 男女双方为儿女在孩童时定下的亲事。

方子fo习。s ts'l， 婚事上男方为女方送的一种特定礼物：新鲜大肉的肋

条肉一长条，一般宽约20厘米。

添箱t‘Jan。。tier3。 姑娘出嫁时亲友邻居为女方送的礼金或礼物。

抬架t‘￡。。tGia。。用于盛抬嫁妆的一种木制器具。底方，约1．5米见方，

边有30厘米左右高的围栏，上面是1．3米左右高的框架。衣物展示外露，饰

物置黑漆牛皮圆盒中。一般人家用一对抬架，有钱人有用10对或更多者，招

摇过市，炫耀陪嫁之盛。

架子tGial3．11 tsl3上“抬架”的俗称。

试刀面 n。。．，。to。。mian。。结婚第三天新娘下厨房做的长面条，家人品

尝，夸奖其手艺。

四、丧葬祭奠

老衣10。。i， 寿衣，即给成年死者穿的衣服。

孝衫Gial3．11 san3 丧服，白布制成。

孝帽子I；i013．．11 m33 tsll居丧戴的白布帽。

材ts‘￡。。棺材的简称：老汉快咽气了，～还没做好。

老房1044 fo习l 寿材。

虎头棺榔XU。。t‘au。kuan。。kux。3 兰州最高规格的棺榔，有功名者方可

享用。

连身转lian51§anl planl3 棺型之一，棺体略呈长方形。

四块瓦sl，。一，，k‘UE。va。。棺型之一，棺帮略带弧形，板较薄，便于长

途运送，多为外地死者殓用。

匣匣子9ia。，Gia。tsl。棺型之一，形体简单，木质劣，做工粗，大小随

死者身长而定，多为未成年死者殓用。

前莽后鹤tG‘‘tan51 ma日2 XOUl3 XYl3棺材较高规格的彩绘图案。

子盖tsl；。ke，规格较高的棺材部件之一，棺下面的副盖，为一块薄木

板。今也有用三合板做者。

七星板tG‘i。。．1，Gin。。pan。4规格较高的棺材部件之一，一块薄板，上绘

斗宿，置棺内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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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钉in“tin， 棺材忌用铁钉，用显形木楔叫“隐钉"，嵌进以固接木板

与盖帮。

流柩liou。。toiou。富贵人家出殡时，盛罩棺材的长方形的一种轿子。

龙杠luon。。k。习。抬棺材的一种底座，昂首翘尾，雕为龙形，上置棺材，

下结短杠，用六人或八人抬走。若棺上加“流柩"，则抬者人数加倍。

铭旌min。。tGin：棺材落穴后，盖上铺的一段红绸，长与棺身略等，上

书死者姓名年寿，一般为女婿所献。

粮浆罐子lior351 tGior313 kuanl3—11 tsl3为死者盛放食品的陶瓷罐子，下

葬后置穴壁。

泼散P‘Y。。san。。①向死者灵前或坟前泼撒的饮料食物。②向死者灵前

或坟前泼撒饮料食物。

奠仪簿tian，。一。。il pu。。 丧事上记录吊唁者和礼品的本子。

纸货ts．L“XUY。 为祭奠死者而制做的花圈、仙鹤之类纸糊品的总称。

纸扎t乱44 t莘al 同上“纸货”。

金山 t百n。。san。。丧事纸扎的一种，用黄色箔纸做成，形似金山。

银山 in。。san。。丧事纸扎的一种，用锡箔做成，形似银山。

童男女t‘uon。。lan：ly“丧事纸扎的一种，形为一对童男童女，意为供

死者在冥府侍用。

表pio“一种黄色薄纸，一尺见方，为死者或神灵烧化，其灰白而可飘。

烧纸§3。。t叽。 为祖宗或神佛烧的纸钱的统称。

往生钱 vor3“sanl to‘ian。。 为死者所烧纸钱的一种，纸上印有红色佛咒

或冥币图案。

丧棒s。习驺pa日。。孝子服丧时拄的短棒，上缠白纸。

头七t‘Ou。。t∥i：死者埋葬后的第七天(包括埋葬当天)，家人要上坟

或门前烧纸祭奠，以后每七天照例祭奠一次，称为“二七”、“三七"等。七

七四十九天而结束。

尽七 tmn。。tO‘i。。死者埋葬后的第七个七天，即第四十九天，家人上坟

或在门前烧纸祭奠。

百日px。。一。。互L死者死后第一百天，家人要上坟烧纸祭奠。

周年ts9u。。lian。 死者死后一周年日，家人要上坟烧纸祭奠。

三周年san5。tl}Ou53 lian。 死者死后三周年日，家人上坟烧纸祭奠，服孝

尽。



·260· 兰州市志·方言志·方言词汇

五、神鬼信仰

生死簿子 san。。sl。。pu，。．11 tsl3冥府记载活人寿数的本子。

摧死鬼ts‘uei。。sl，kuei， 冥府一种差役，负责勾魂摧死。

金花娘娘t嘶ns3 xua。。liarjsl liarjz 兰州地方神，女神，相传明朝成化年

间一灵异姑娘抗婚而成神，娘家在井儿街口(今南关什字百货大楼南侧)。

带雨菩萨tg．。．¨Y。。P‘u，。．¨sa。 同上“金花娘娘”，俗谓其神善显灵降

雨。

神主爷an。，pfu2神灵及祖先的牌位。

木主 mu，。．¨pfu。 祖先的木制牌位，祖先尸体不可寻时，可埋在墓中

代替。

猫鬼神mo。，kuei。$an。 白猫精，化做男子与妇女夜合而使妇人生病。

丧门神sat3。。man，s9n，一种高大凶恶见之不祥的神怪。也可指骂破坏

家门的人。

阿偶子a。。Ou。。tsl， 传说中的可怕怪物，常用来恫吓小孩。

第十一节 生产营销

一、农耕

砂地莘a。。ti， 地面平整后上面铺压约15厘米厚砂石层的耕地，抗旱保

墒，所产小麦、甜瓜质地精良。

旱砂地xan，。莘a。。ti， 无灌溉条件的砂地。所产庄稼瓜类品质最高。

水砂地fei。。5a。。til 有一定灌溉条件的砂地。

歇地gie，。ti．。耕后不种、休歇一两年后再种的地，因其受光蓄水好，有

抗旱保产作用。

园子yan。，tsl2果园或菜园。

土头t‘u。。t‘Oul①土质。②土层深度：～厚的很。

熟土fu。，t‘U：耕作后的地面土层，庄稼易成活：栽花儿哩，挖些～去。

活土xuxsl t‘U2同上“熟土”。

生土§an。。t‘U． 未经耕作的地下土，庄稼不易成活。

死土s144 t‘t11 同上“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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溏土t‘3狮t‘u。 因久旱无雨在地面形成的粉状黄土层：晴天是～，雨

天是泥。

粪土 fanl3—11t‘u44 农家肥料。

灰粪xuei。。fanl 用草木灰做的肥料。

炕粪k‘3刁，。．¨fan。用拆毁旧炕的土做成的肥料。

灰穗xuei53 sueil黑穗病。

灰白头xuei53 pYl t‘ou51 糜子的黑穗病。

黄疸xuorj51 tan2麦锈病。

二、医药

头火药t‘Ou5l xuY2 yel3 中药第一遍煎剂。

头火t‘OU51 XUY2同上。头火药”。

二火药 Ⅲ13．11 XUY3 yel3 中药第二遍煎剂。

二火山13．11 XUY3同上“二火药”。

药渣子 yel3 tsa。。ts]l 中药煎过后的残渣。

药丸子yel3 van51 tsl2中药丸剂。 ．

面面子药mianl3—11 mian3 ts]l yel3中药散剂。

药膏子yel3 k044 ts]1 药膏。

刀口药t3s3 k‘au。ye， 在创伤处敷的散剂药物。

单子tan53 ts]1 中药方子。

碾槽lian。。ts‘a，碾中药的一种铁槽，口呈枣核形，人坐凳子上，双脚

蹬铁轮来回滚动而碾碎药物。

西药片片子西53 yel3 P‘ian44 P‘ianl ts]1 西药片儿。

三、店铺

铺子P‘u13叫l ts]3商店。

铺面P‘U13 mianl3商店的门面。

铺柜P‘u13 kueil3商店的柜台。

铺台子p‘U，。t‘￡。。tsl2商店临街的台阶。旧式铺子为出檐房子，店铺

相连，檐下铺台子实为避雨走廊。

架阁toial3．1l kY3商店货架。

山货铺子$an。。XUYI P‘U。。．+¨ts]。 出售农具、鞔具、缸盒及竹木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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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五六十年代前主要集中在今临夏路。

京货铺tGinss xuY。P‘U。。百货商店，主要出售绸缎布匹，以京货为主而

得名。

京广杂货铺tGin53 kuorj44 tsa51 xuYl3—1l P‘U3 以售京货、广货为主的百

货商店。

海菜铺XE；。。ts‘￡1 P‘u。3出售干海参鱿鱼、糕点、调味品的商店。

酒铺子tGiou44 P‘ul ts]1 以售酒为主的商店。

书铺fu。。P‘U。印刷出售书籍的商店。

生活铺子 §an53 XUYl P‘U13一11 ts]3 加工出售毛笔的商店。

古董铺ku44—51 tuon44 p‘U13收售古玩玉器的商店。

银匠铺insl tGiarj2 P‘u13 打造销售金银首饰的商店。

铜铁铺子t‘uon5l t‘iel3 P‘u13．1l tsl3 加工出售铜铁器的商店。

炉院lu。。yan：铸造销售生铁或铜器的作坊。

锅锅厂kux53 kuxl t莘‘or344生产销售砂锅的作坊。

攘攘子铺 z。arj4。z。or31 ts]1 pul3生产“攘攘子”及“踏板子”的店铺。

皮货铺p‘i。。xuY2 P‘u。专门出售皮干衣，即“皮筒子”的商店，主要

为狐皮、羊羔皮所制。狗皮主要为褥面。

裱匠铺pi044 tGiorjl P‘ul装裱字画的商店。

麻衣铺子mast iz P‘Uts．。，tsl。专门操办丧事及租赁丧葬用品的商店。

钱铺tG‘ian。。P‘U，。私人小银行，经营信贷和整零兑换。

估衣铺ku。。一。，i5。P‘U，。收售旧衣服的商店。

饭馆子fanl3 kuan4t tsll饭馆。

店tian。。 比较简易的旅舍。

车马店ts‘Y53 ma44 tianl3可以停车喂马的简易旅店。

措家店k‘onl3—1l tGial tian。。刁难勒索旅客的旅店。

黑店X'gts tian，s表面上开店住人、实际上杀人劫货的旅店。

过载店kuxl3．11 tse3 tianl3批发店。既可收售批发，也可让货主住店自

销。

猪店pfu。。tianl收售生猪的商店。

金店tGin。。tian， 专门售金银及首饰的商店。

煤厂子mei5l t莘‘or3。。ts]。加工出售煤砖、收售煤炭的商场。

木厂mul3一11 tS‘ar344收售木材的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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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厂pfu。。ts‘arj。屠宰场，主要分布在北城壕(今欧亚商厦以北)。

茶园子tS‘a。，yan。，ts]。茶社，售茶水，供人休闲，多有秦腔清唱自乐

班子助兴。

斗行tau。。xarj，经营原粮的商铺，因用斗升量粮，故名。

牙行ia5l xar351经济中介人组织。

酱园tGiarjl3—1l yan。l 加工出售酱菜及其它制品的商店。

醋坊ts‘U13．1l farj3加工出售食醋的作坊。

水烟坊fei。。ian。fag。 兰州特产水烟加工作坊。手工操作。

烟坊ian53 farjl 同上“水烟坊”。

摊子t‘an53 tsll露天小售货摊儿。

澡塘子tsa44 t‘o日l tsll洗澡的地方，浴池。

肉架子Kaul3 tGial3—1l ts3_3屠宰出售肉的商店。

．’窑子ia51 tsl2妓院。

暗门子an，。一。。man3 ts3。 五十年代前暗娼据点，聚居于“四大巷子”

(木塔巷、横巷子、赐福巷子、西城巷子)。“朱小脚”、“麻牡丹”、“一窝丝”、

“白黄瓜”、“牟狗子"等妓女有名气。

四、财贸

当半tarj．。pan。。价格名，意为当铺的当价一般是该当品实际价格的一

半。

斗价tau。。teia，。粮价。其涨落关系民生，解放前人们甚为关注。

顶手tin。。．。，5au。。预付款，交后货主不能将谈定的货物另售他人。

长帐t莘‘a日51 t莘arj2库存金额大于帐面余额的帐目，俗谓“～是短帐”。

短帐tuan。．t莘arj。库存金额小于帐面余额的帐目。

瞎帐xa，。tSarj。s因借方死亡或破产而无法偿还的帐目。

帐簿子tSarjl3—11 pu3 tsll帐册。

水牌 fei。。P‘e。 临时记帐用的木牌或铁牌，因写满后用水清洗而得名。

一般挂在帐桌边的墙上。

摺子tSY。3．．。，tsl。钱铺(私人小银行)给客户的收据。用纸布裱成，折

页，二寸宽，五寸长，半寸厚。商号赊销时也使用。

尖升子tGian。。san。tsl。 以升量粮时的一种标准：粮食装满升子后继续

添加，形成尖顶形，再加将自动落下。这时就算一“尖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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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升子P‘in。，llon：tsq。 以升量粮时与“尖升子”相对的一种标准；粮

食装满升子且略高于升子，然后用一木片在升面上刮平。这时就算一“平升

子”。

刮板子‘kua．。pan。。tsl。 用升子量粮时在升面上划平除去多余粮食的

一种木片。这是按“平升子”量粮的必用工具。

大秤ta．。．¨t莘‘an。双斤秤，即公斤秤，秤肉用。四十年代开始使用。

小秤Gi。。。t§‘an， 单斤秤，即市斤秤，十六两一斤。四十年代开始与

“大秤”相对使用。

老秤b44 t莘‘anl 原16两1斤的秤，1斤超过500克。

新秤Gin。3 t莘‘onl 10两1斤的秤，1斤为500克。

杆秤kan。。tS‘an． 有秤杆、秤砣的秤。

盘子秤P‘an5l tsl2 t莘‘on3悬有秤盘的秤。

大抬秤ta，。t‘￡。．tS‘on：衡量大，需要两人用杠子抬起重物的秤。

定盘星儿tinl。一11 P‘an。，Gin。。山． 杆秤上表示零重量的星点，秤砣线置

此而与秤盘达到平衡。

盘子pansl ts]2算盘。

富卖 fu，。．¨me。货主不急于用钱，卖不卖不在乎，要价高的买卖。

穷卖tG‘yn。，me2货主急于用钱，可低价出售的买卖。

长钱买卖t§‘3铂tg‘ianz me44 mel 赚钱的买卖。

一锤子的买卖 i1 3 pf‘ei51 tsl2 ti3 me44 m￡1 只图挣钱，不讲信义的一次性

买卖。

夕卜转儿v￡13 planl3．．11 H13夕}、块。

外水v￡13．1l fei。4 同上“外转儿”。

养敛iarj。。lianl养老的财物。

五、钱币

尕 ka。， 钱：没～了，玩不成了l转(暂借)给几个～煞，转给五十，给

你六十。

麻钱子ma。，tG‘ian：tsq。 民国前的一种铜钱，圆形，中有方孔，一般为

黄铜质。

字儿tsal。．11山3麻钱有汉字的一面。

漫儿manl 3—1l LlJ3麻钱有满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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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坨子tal3．11 t‘uY3 tsl，大麻钱。有四种币值：。当百”的，一个抵一

百个一般麻钱；“当五十"的，抵五十个；“当二十的”，抵二十个；“当十”的，

抵十个。

青钱tG‘in；。tg‘ian，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铸的麻钱，色

发青，板厚重，质量精美，受人爱重。

瞎展钱子xal3—11 pi3 tg‘ian5l ts]1 詈语，指道光以后的麻钱，色黄，板

薄而轻，孔边粗糙发黑，受人鄙视。此称小孩玩钱、赌钱时最爱使用。

铜子儿t‘uon51 tsl2 LlJ3铜元。

砂板Sa。。pan。。 民国时甘肃铸造的一种劣质铜元，体薄，色发青，表面

粗糙，似有砂粒。

白元 pY5l yan51 银元。

坨子t‘uY51 tsl2 银元。

坨坨t‘uY。．t‘uY2同上“坨子”。解放前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因敛财人称

之为“郭～"。

锞锞子k‘uY．。．1．k‘uY。tsl， 较小的元宝，一般指五两或十两的。

票票子P‘ia，。一11 P‘ia。tsal对钞票的蔑称。

关金票子kuan53 tgin53 P‘ial3—11 ts]3 民国法币之一，一元当普通法币

20元。

野鸡红ie。。tgil xuon5l 民国法币之一，红色，纸质精良。

大团结tal3 t‘uan51 tGie3 十元面值人民币，1965年版印有人民代表步

出人大会堂图，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而得名。

块块子k‘u￡¨k‘UE，ts]， 一元面值的人民币。

角角子tgyel3．11 tgye3 ts]l 面值为角的人民币。

毛毛子ma51 ma2 ts]3同上“角角子”。

分分洋fan53 fanl iorjl 面值为分的人民币。

分分钱fan53 fanl tg‘ianl 同上“分分洋"。

块儿八毛k‘uel3．11 U13 pal3—11 ma3 一元左右的钱：一天只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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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动 词

第一节 生老病死

一、婚嫁

倒央媒ta，。iarj。。mei， 女方主动请媒人向男方提亲。

送酒瓶子 suonl3—11 tqiou44 P‘in51 tsl2 男方向女方送酒行定婚礼。

提瓶子t‘i51 P‘in51 tsl2 同上“送酒瓶子”。

开瓶子 k‘￡。。P‘in。，tsl： 在定婚仪式上女方打开男方提的一对酒瓶，表

示答应了婚事并以此酒招待在场亲友。

办家pan。。。¨tGia。。 大龄男子或失偶男子娶妻成家：“该到～的时节了

l上半年办了个家。

打发ta。。fa， 出嫁女儿：姑娘还没～I娶了媳妇子再～女儿。

抱轿pa，。tGia，。结婚时男方家从亲友中选一位儿女双全、生活裕如、知

礼壮实的已婚年轻男子把新娘从娘家抱上轿(或车马)，到夫家后再从轿上抱

下来。

压箱ia，。．¨Giarj。。结婚时女方家派一男孩(一般为新娘的小弟弟或侄

儿)伴新娘去夫家，在成婚礼上小孩坐嫁妆箱子上，叫“压箱”。新郎给了喜

钱，小孩表示满意而抱下来后，才开箱摆示箱内嫁妆。

勒马三回 lYl3—11 ma44 san53 xuei5l 婚筵结束后，送“西客’’(女方家客

人)的车马走出村口后又返回来，如是三次，表示主人留客之殷勤。

臊新新妇s。1 3 Gin53 Ginl ful 结婚时青年人闹新房。

闹房lal3．1l farj51 同上“臊新新妇”。

回(作去声)f-1 xuei，。mon。． 结婚后第三天新娘与新郎一起第一次回

娘家。

坐对(音“洞”)月tsuYl3 tuonl3—11 ye3结婚后新娘第二次回娘家，住

的日子较长。

坐娘家tSuYl3 liar351 tGia2 已婚妇女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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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育

洗Gi“月经来的委婉语：初一～了I还没有～。

怀XUE5l怀孕：～上了I～不上。

有了iau44 lal怀孕的委婉语。

踏蛋t‘a53 tanl3鸡鸭及鸟类交配。

摆子儿pe44．．5l tsa44山1蚕儿产卵。

甩子儿fe4卜s1 ts]44Ⅲ1 鱼产卵。

害娃娃x￡，。Va。，Va。怀孕后有了呕吐之类的妊娠反应：媳妇子想吃杏

儿，～着哩。

世叽，。天生：天～下的l～下的豁豁(兔唇)。

抱p3．。抱养，把别人的小孩抱过来做为自己的小孩抚养：～了个娃子

I从医院里～下的。

印 in．。①植物从根部向周围长出新苗而得到繁育：黄花(金针)爱～

的很1种了一墩马莲，～下了一大片。②蔑指生育繁衍：娶了个不知底细的媳

妇，～下了一伙臭胎(有狐臭者)。

打ta。。 实行人工流产：头一个娃娃～掉了1月份大了，～不下来了。

拉扯la。。tS‘Y， 艰辛地抚养子女：好不容易～大了。

拉la。。抚养：～娃娃I～孙子。

拉把la。。pa。抚养，关照，多指由他人代养：老三全靠外奶奶～大的。

抓养pfa53 iar31 抚养。

抓爬pfa53 P‘al 同上“抓养”。

圈出tG‘yan44 pful管束小孩，不使外出。

供帮kuan。。par3，供给上学：穷死也得把儿子的大学～出来。

发变fa，。pian，。成长发育：～的越来越好看了。

三、病殃

彷fag。． 人过中年以后，个子自然缩短：个子～了l越～越小了。

颠顿tian。。tuon。 年老昏愦：刘爷～了，连姑娘都认不得了。

劳b。， 劳苦而生病：这病是～下的l这几年为光阴着～着了。

不舒坦pul3—11 fus3 t‘anl 生小病：老王这几天～着哩。

不爽快pul3．11 far344 k‘u￡1 同上‘‘不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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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轻省 pul3_．1l tG‘in53 sanl 同上“不舒坦”。

不乖pu．。一¨kue。。指d,JL生病：孙子～着哩，没上幼儿园去。

变狗哩pianl3．1l kau44 lil 同上“不乖”。

挖(阳平) va。。 ①闹病，疾病折磨：这几年不吉利，病～坏了。②体

内难受：吃了个萝卜，肚子里～的很。

受凉§aul3—11 liau5l 伤风感冒。

凉下了liau51 xY2 la3伤风感冒了。

发潮 falpll t§‘351 恶心。

潮t§‘3s1 同上“发潮”。

影心in。。gin， 联想到某不洁物而恶心：一想起刘妈的手，我就～的吃

不下饭l那(他)爱～的很。

影儿in44uJl 同上“影心”。

害眼 x￡，。．11 ian。。 眼睛生病：我哥这几天～着哩。

麻ma。， 瞎：得的是糖尿病，眼睛～掉了。

背pei，。耳朵失灵，听力下降：左耳能听来，右耳～掉了I耳朵～着听

不见了。

疳吃掉了kan53 tS‘113．11 t03 lal鼻子缩陷：鼻子叫～。

朐XOLI。。哮喘：一到冬天就～开了l～病又发了。

牙痒ia；．iau。。倒牙，吃了酸物牙齿嚼咬难受。

握(阳平)枕vY 51 tsan2落枕。

喋tie，。咬字不清：姊妹两个都～着哩。

胁住了 oie，。．¨pfu。la， 因吃某种食物过多而产生厌食感：吃了一斤点

心把人～。

占食t莘an。。一¨莘、。． 腹内积食，不消化：又～了I占下食了。

贴食t‘iel3．．11荸、51 同上“占食”。

贴t‘ie，。 同上“贴食”：～住了l～下食了。

冒箭杆mal3 toianl3 kan53严重腹泻的谑称。

拉(去声)la，。拉稀：娃娃～了三天了l～了一炕。

胃口疼veil3—11 k‘Ou44 t‘an53 胃疼。

心口子疼 Gin53 k‘9u44 t‘s11 t‘an53 同上“胃口疼”。

心口疼gin53 k‘au44 t‘on53 同上“心口子疼”。

擞(上声) SOU。。痒：身上～的很，要洗个澡去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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蜇tsY，。受刺激而使皮肤或五官难受。

风打fon。。ta。。 因“风”而嘴眼歪斜或麻木不仁：～了I～下了。

错气ts‘uY，。tg‘i。。腰部扭动过猛而疼痛：一～就得拿擀杖擀I错下气

了。

小月 mo。。ye． 小产：头两个娃娃～掉了。

血山倒了 gyel3一11 san53 t044 lal 女人血崩。

闹la，。 中毒：吃上农药着～下了I把老鼠～死了。

惹乙Y。。传染：～了一身病。

出疹子pf‘U13 t[son53 tsll 出麻疹。

出花儿 pf‘u13 xuas3山1 出天花。

松sun。。疾病好转：～的多了I比原先～了。

雷抓luei。，pfa。。雷击而死：～了I～掉了I～来了。

冲pf‘on。。带来邪气而使人致病：叫一个带孝的婆娘～下了l～的重的

很。

。往前不来了 vor044 tG‘ian51 pul3—11 l￡51 la2病势严重，没有治愈的希望。

倒灶to。。tso．3倒霉，衰落：刘家早就～了。

四、诊疗

灌药kuan，。ye，。强制性地喂药：给娃娃快～。

认药Z,onl。yel。吃药见效：这几天～了I一直不～。

打食ta。。sk， 服食鸡内金之类的药物以消食通便。

忌嘴tgi，。．11 tsuei。． 因服药治病之类需要忌口，不食某些食物。

忌f-1 tgi，。．¨monst 民间防病办法之一，有病或分娩未出月时，在卧室

门上做一标记(如挂一红布条)，谢绝外人来访：李妈家～着哩I忌了一月门。

点花儿tian“XUa53山1 种牛痘。

种花儿pfonl3 xua53Ⅲ1 同上“点花儿”。

败毒p￡1。．¨tu5l 服药解除饮食中毒。

出汗pf‘U，。xan，。一种民间治病方法，服药或喝热汤后盖厚被使全身

出汗，多用于治疗感冒。

发汗fal3 xanl3同上“出汗”。

掐tG‘ia，。一种民间治病方法，在手臂等处按摩后在眉心掐一下，多用

于治疗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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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擦t‘ia。。ts‘a， 一种民间治病方法，在手臂等处按摩，捋臂膊与手指，

使血聚指尖上，然后用针刺破(即“挑”)，指尖出血。多用于治疗重感冒。

擦病ts‘a，。pin，。 民间迷信治病方法之一。让患者睡下，由巫神或年长

者在头上端水碗转圈并燃化黄表，嘴中念念有词，然后在门外朝既定方向泼

去，多用于头疼感冒之类小病。

五、死丧

罢了 pa，。．，，b。没救了：人已经～，快往家里抬。

咽气ian，。tG‘i，。死：半夜里～了I儿子没来，咽不下气。

躺下了t‘arj44 Xal lal “老死”的委婉语。

缓下了xuan44 xal lal 同上“躺下了”。

丢掉了tiou51 t02 la3 “夭折”的委婉语。

糟掉了tsa53 t01 b1 同上“丢掉了”。

折掉了SY。1 ta2 la3 “战死"的委婉语。

行无常t；in5】vu2 t§‘3弧 寻短见。

开路k‘￡。。lu，。 刚咽气后，长子用擀面杖从死者床边划线至大门外，次

子后随，在线上撤上麦麸并祷告说：“爸，你安心走吧!，’

廷t‘in。。将死尸安放在房中床板上，头朝门，脚踏墙：～好了I～了五

天。

人敛vul3—11 lian。将死者装进棺材。

敛棺lianl3一11 kuan53 同上“入敛”。

摆歪pE，。一¨VE。。外家数落孝子。丧礼程序之一。

馒孝 man。，Gia，。服孝形式之一，在鞋面上缝上白布或麻布。

剖孝P‘Y．。Gia，。给吊丧的亲友分发一块白布。

起灵tG‘in。。lin。l抬起棺材准备出殡。

背灵peiss lins． 抬起棺材准备出殡时由死者长子在棺材前弯腰双手后

伸托起棺材前行，到大门外面送上车或由众人用杠抬送时方可脱手。到坟地

下葬时也要“背灵”。

背棺材pei53 kuan53 ts‘￡1 同上“背灵”。

发丧fal3一11 sags3 出殡。

拉纤 la。s tG‘ian．。 出殡时在棺材前系白布，由孝子伏背牵拉。

扯纤 ts‘Y44 tG‘ianl3 同上“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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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墓ta44 mul3挖墓穴。

俅tg‘iau。， 厝：先到会馆里～下l～了三年了。

寄tgil3 同上“俅”。

攒三ts‘uan。，san。。埋葬第三天亲人上坟举行祭奠活动，须向坟堆上

攒土。

赴三ful3 san53同上“攒三”。

上坟 §o日13—1l fan5l 扫墓。

搬坟pan53 fan5l迁坟，迁葬。

提坟t‘i51 fan51 同上“搬坟”。

立木主li，。mu．。pfu。． 因死者失尸或原坟不可寻，选吉地埋一木制神

主，堆土为坟。

抱砖pa伊，，pfan。。 比“立木主”规格低的一种做法，在一块新砖上写

亡人名讳、生卒年月等，埋地为坟。
‘

一、视听

第二节 起居行动

瞅tS‘Ou。．盯看：～了一眼f远远的就～着了。

瞅视ts‘Ou4。乱1同上“瞅”。

嘹li3，。 随便扫视：～了一眼J门上(门口)～一下。

信Gin，。注视：你～着我做啥哩?

瓦va。。狠狠地看：～了一眼就走了。

瓦视va44乱1 同上“瓦”。

恨xorl，。①同上“瓦”。②眼睛直勾勾地发呆：站在巷口子上～着哩。

埯an．．偷看：从门缝里～着哩。

掂观tian53 kuanl察看：工作组到各房子里～了一下。

照tso，。看视，照管：我到街上去，你把家～着些。

娆(去声) 乙a，。照镜子。

照端t§3】3．11 tuan3认真看镜子里自己的形象。

标齐pia53 tq‘i5l看齐：向右～。

理视li。。吼， 理睬：那(他)人大了，把我们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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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量s．L，。．¨liar3。从外表判定人的高下、优劣、贫富等：人不可～，水

不可斗量。

捎孓3s。偶尔听到：耳朵里～着了。

捞b。， 同上“捎”。

二、言谈

言传iansl pf‘an2出声做出反应。

答证tal3 t莘anl3答理，应声：～了一声I一直不～。

；承当ts‘an。。torj2答应，允诺：我～下的事再不反悔。

努嘴lu。。．。。tsuei。。从嘴的动作向对方示意。

问不喘yon。。．11 pu。pf‘an。4 问而不答，没有反应：问了半天，还是～。

叫不喘tgio，3．11 pu3 pf‘an44 叫而不答，没有反应。

见话tgian，。xtla，。得到回音：介绍人去了好几天了，还没有～。

见回话t9ianl 3 xuei51 XUfll3同上“见话”。

喧Gyan。。交谈：你们不要吵，大人们～着哩。

喧话9yans3 XUfll3同上“喧”。

喧官Gyan。。kuan。。聊天：老汉们到隍庙里～去了I喧了一阵子官。

喧谎Cyan53 xuar344说谎。

谝P‘ian。。随意交谈，聊天：那们(他们)几个越～越高兴了。

传pf‘an。，乱说：胡～胡说I谁知道他～的是啥!

谝传P‘ian；。pf‘an。， 随意交谈，谈说内容一般不是严肃的事情，有贬

意：会上不发言，几个人叽叽咕咕～着哩。

谝闲传P‘ian53 t；ianl Pf‘an51同上“谝传”。

谝干传P‘ian53 kanl pf‘an5l 同上“谝传”。

谝达p‘ian44 tal随便乱说。

嗜tsan。。①吹牛，“～客子”即吹牛者。②漫无目的的闲聊：庄稼是务

出来的，不是～出来的。

吹牛展 pf‘ei53 liou51 pi2 吹牛。

叨叨ta53 t31 唠叨，多话。

卖嘴mel3．11 tsuei44耍嘴皮，只说不干。

卖派me-。一¨P‘￡。夸耀自己方面的优势：，老给人～那(她的)儿子着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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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牙tan．。．¨ia。，①说风凉、刻薄话：老王爱～的很哪l②闲聊：几个

人又在树底下～着哩。

叱牙t莘‘t。。ia。。 同上“弹牙”①。

拐达kue44 tal胡乱支吾。

拐kue44 同上“拐达”。

编派pian。。P‘￡，无中生有，有意捏造。

支个t吼。。kx，支吾，用言语搪塞。

吱吾tsl。。VU． 因不满意而说埋怨话。

吱吱吾吾ts]53 tsll vul3．11 vu3同上“吱吾”，有反复、不停歇义。

哨s3，。嗾使：把老实人往前～着哩I把狗～出来。

嫌弹oian。，t‘an2不满意，不喜爱，左右找毛病。

争竞tsans3 toin，计较：为几毛钱再不要～了。

争嘴t莘an。。tsuei。。爱计较，爱吹毛求疵：小丽从小就爱～。

拌嘴panl3—11 tsuei。4顶嘴：婆婆和媳妇子老～着哩。

嚷仗Z．arj44 tflarjl 3吵架。

嘎仗tie51 tsar313吵架或打架。

挖擦V8。．ts‘a．。讽刺挖苦：那(他)是个老实人，你再不要～了煞。

葬讼tsorjl3．11 suon3嘲笑。

墩摔tuan53 fel 因发脾气而训斥。

墩tuon53同上“墩摔"。

掂哼tian53 xonl同上“墩摔”。

挑唆t‘ia。。suY，挑拨离间，搬弄是非。

戳唆pf‘Y1扣11 SuY3 同上“挑唆”。

垫舌tianl3一ll SY51 背后说坏话。

翻舌fan53 SY51 同上“垫舌”。

央及iar353 toil央求。

谦辞tO‘ian。。ts‘i，谦让：～了半天(好长时间)l贾(现在)的人～了

吃亏哩。

改扯k￡¨tS‘Y， 开脱，用话掩饰，以缓和气氛或使对方下台。

瞒哄me。。xuon。欺哄，掩饰：老了的人受不了这们大的惊，～过去就

算了。

哄送guorl44 suonl用好话应付：一个宝贝蛋，老要～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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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man。。说好听的话使对方满意：会干的不如会～的。

谩散man肿11 san3 同上“谩”。

质对t乱13 tueil3对证。

打问ta4。van。 打听：向邻舍～一下就知道了。

斋文t§￡。。v9n。， 咬文，说文诌诌的话：秀才又给我们～来了。

呻唤san嬲xuan．①叫苦：老王没志气，见人就～着哩。②呻吟。

喊xan。。吆喊牲口：把牛～过来。

嚎xD51 大声哭。

初息Pf‘u。。“ 啜泣，抽噎哭泣。

糟tsa。。小孩哭闹，多因疾病而发生：这娃娃～了几天了，抱到医院里

看给一下去。

耍笑儿fa44 Gial3．11山3逗乐。

初pf‘u。。不能出声、规规矩矩地呆着：～着!I～了半天。

不吱声pul 3 ts]13．11§an53 不说话。

三、吃喝

斋t5￡。。咬：～了一嘴I把手～住不放。

岔tsa．。咬，但咬时口腔开度及咬的程度比上“斋”的大：老鼠把苕帚

～坏了。

扯ts‘Y。。 动物咬：狗～了一嘴I狼把羊～下了。

挈Gie。． 叼在嘴里：～了一根烟。

抬t‘￡。，用牙咬住不放，多用于动物：狼把娃娃～跑了。

毁xuei。。用嘴唇拱，多用于猪：猪生一窝～墙跟。

遛瓜皮liau，。kua。。P‘i。， 啃瓜皮，即啃食别人吃过的西瓜之类的甜瓜

皮。

吃烟ts‘1，。．¨ian。。抽烟：爱～的很哪l吃了一盒子烟。

吞t‘uon。。不经咀嚼而大口吃下去：～饭的皮袋I快～上了做活去!

馕larj。t狠吃：～了三大碗。有贬意，自己不用。

日馕乏t—a．11 lar3一。同上“馕”。詈语。

扎(上声) tSa。。大吃：这一顿～美了I～了三个馒头。

啖tan5l 同上“扎”。

唾tie51 同上“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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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作fu。l tsuYl3吃补品滋养。

扶帮fu。．porj2同上“扶作”。

咂tsal3吸食：～奶I～了一口血。

嗍8UY。。吮吸：尕宝十岁了，还～妈的茶茶(奶头)着哩。

抿min。。嘴唇不张开，轻轻沾吸一下：～了一口酒。

度tU，。用嘴喂哺：把馍馍嚼软了给娃娃～给。

啐suei．。从嘴里用劲吐出来，一般指把唾沫吐出来，给人脸上～唾沫

是一种十分愤恨而采取的野蛮行为。

咯(上声) k‘a。．用力把东西从嗓子里吐出来：把瓜子皮皮子(皮

儿)～出来l～了一口痰。

搛tGian。。用筷子夹取：～菜I～面条。

考(阴平) k‘3。。挨饿：～了三天了I把人～瘦了。

倒沫t051 mYl3牛羊反刍。

擞SOU。．虫子咬蚀：白杨椽子叫虫儿～空了I虫儿～下的，吃不成了。

四、走动

动弹tuon，。．¨t‘an。行动，活动：坐在家里不～，钱儿从天上跌下来

哩吗?I快～，天早亮了。

跳弹t‘io，。．．¨t‘an。①跳动：娃娃们炕上～着哩I鸡儿脖子割断了，还

～了半天。②折腾，闹事：媳妇子又～开了。

跨tG‘ia，。跨：从门坎上～过去。

逶(阳平) vei。， ①用屁股向前移动。②慢腾腾地走，有贬意：人家们

(别人)早到了，你在半路上～着I

夯xorj。。挤：往前～j～进去。

逝n．。向前快跑：往前快～。

飒sa。。一溜烟跑了：抓兵的还没来，小伙子们早～光了。

飒展 sal3_．¨t§an44 同上“飒”。

刮kual3同上“飒”。

刮展 kual3叫1 t爷an“ 同上“飒”。

掣展 t莘‘Y13_．”tSan“ 快跑。

掣滑ts‘Y13．1l xua3偷偷溜走。

排(上声)P‘￡。．跑，多指年轻女子或妇女到处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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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lian。。赶：～上了l～不着。

鞘tq‘iau。。屁股后缩，腿蹬地不前，向后用劲：～住不走了I～不住了。

炊(去声)Pf‘a．。故意落在后头：半路上～下了I～着不走。

杵(阴平)pf‘U。。从高处倒栽下来：把脸～坏了。

绊倒panl3．11 t044摔倒：在楼梯上～了。

浪lar3，。游玩：～大街I～公园l到外国～去了。

转达pfanl3，11 ta3游转。

转板达planl。．11 pan。。ta， ①无目的地走转。②周旋：请老王～给一下。

转坦pfanl3圳t‘an44走转，散步：到街上～去了。

’转磨磨子pfanl3 mxmll my3 ts]1 转圈。也指无效果的走动。

搜寻SOU53 Ginl到处寻找。

辞学ts‘i5l gye51 逃学。

跷(去声) tG‘ial。在泥水中走动。

跷(去声)泥tG‘i3。。一，，li。， 和泥的一种方法，人站在中间走动，以使

泥草均匀。

跷(去声)煤tG‘ia，，+¨mei。， 和煤的一种方法，人站在中间走动，以

使煤土均匀。

壤KarJ。。在地里践踏：地种上了，不要～I把草坪～坏了。

难(去声)lan，。陷到泥里：～进去了。

碰P‘an⋯遇：～见了I～上了l没～着。

五、表现

衍晃ian44 xuarjl 卖弄。

显能Gian。t Ion。1 自我表现，卖弄能干。

筛S￡。。到处卖弄，颠狂：～来～去I街上～去了。

摆扎Pe。。t莘a，故做姿态，招摇自得。本指戏剧中的动作。

摆歪pC。。VE；s。耍威风，耍厉害。“歪”疑为“威’’的音变。

肘tsau。。 故做姿态：～架子I～起来了。

肘巴t≤；au。。pal故做姿态，摆架子。

肘肘巴巴 tSau44 t$aul pal pal 故做姿态，摆架子，神态很不自然。

做劲tsuY．。tGin，。装模做样，故意摆出架式。

耍人fa。。Kan， 显能显富：骑上走马～着哩I到乡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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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翠fa。。ts‘uei，。天冷而穿得很薄，自我显美：腊月里穿裙子，～不要

命了。

丢丑tiou53 ts‘ou44 出丑弄怪：会～l老～着哩。

六、歇宿

缓xuan44休息：～了半个月。

务息vu，。．．¨西。保养：姑娘快出嫁了，在家里～几个月。

打尖ta。。tGian。。行路时临时停留休歇吃喝·会：到前头庄子上了再～

I打个尖了再走。

上门莘3习卅11 man。1关门上锁：～了没有?I把门上上!

填炕t‘ian51 k‘arjl3 向炕里填加燃料生火。

趄tc‘ie，。靠着东西斜卧：～下I～一会会。

蒯k‘UE；。。胳臂支垫随便卧息。

怙(上声)t‘ie。。躺睡：在树底下～着了I～上一觉。

勾头kau。。t‘Ou。l 低头：～走路I勾着头I把头勾下。

丢盹tiou53 tuonl3打盹。

拉呼la53 XUs3 “扯呼”，打鼾。

坐tSUY，。居住，住家：房子太小，人多着～不下了。

蹲tuan。。呆，停留：在西安的大儿子跟前～了两个月I媳妇子闲的～

不住了。

站tsan，。住宿：第一天～到新城，第二天～到红城子l房子宽着哩，～

上几天了再回!

站店t§an．。tianl3住店，住旅舍：没钱～I站了三天店。

七、思虑

思想s1。。Gial3．想：～了半天，还是记不起来I越～越难过。

思谋sl。。mu，考虑，想一想：我先～一下再说。

谋算mu。，suan。打算，有目的地算计：这一笔买卖他早就～好着哩I把

这房子～了好几年。

冒谋ma，。．¨mu。盲目估算、猜度：～下的靠不住l坐在家里～着哩。

估摸ku。。my．估计，猜测：～了一下I～下来得三万砖瓦。

拇mu44同上“估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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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不得mu。。pu。tY，不知高低；当了个尕科长就～了。

掂算tian。。suan，估算，故皴：把个家(自己)也该～一下。

念诵lian．。．．¨suan。挂念，念叨：奶奶天天～我新疆的娘娘(姑姑)着

哩。

扯心ts‘Y44 Ginl牵心，挂念。

淘神t‘35l San51 劳神。

刻kY，。铭记：～在心里了。

诧 ts‘a，。①怯生：娃娃～着哩，我来抱上。②受惊：～下了l～坏了。

I马～了。

怯tG‘iel3怕：～了。

怯乎tG‘ie，。．¨XLI。害怕，畏惧：一上场就～开了1年轻人不要～。

怯豁tG‘iel3叫1 xuY3同上“怯乎”。

怯堂 tG‘iel3．11 t‘or35l 同上“怯阵"。

犯病fan，。pin，。产生反感：一见媳妇子(儿媳妇)就～着哩。

坐蜡tsuY，。la，。为难，摆下了难题：儿子买房子哩，大人～哩l这一下

叫老王把蜡坐下了。

歹tE。。生气：～上了I～上走了。

罄tG‘in，。 因突然事件脑子反应不过来而发呆：～下了。

燥ts‘o，。激怒发火：一句话就～掉了。

图狠t‘u。，xon。。逞能：这么大的岁数了，再不要～了I图的啥狠啥?

杀不住Sal3．．11 pu3 pful3忍不住。

了然li044乙anl 甘心。

八、文体

研墨ian51 myl3磨墨。

打通关ta44 t‘uan53 kuanl①每天从头背一遍书。②酒筵上和同桌的人

轮流猜一遍拳。

写仿西e。t—s1 forj。。写大楷：下午～I写了三仿。

打格子ta。。kx．。．．¨tsl。①画格子。②给学生写练习大楷的影格。

判P‘an，s批阅：～本子(作业本)I～大楷I～卷子。

号x3，。批改：～本子(作业本)I～仿(大楷)。

画圈儿xua，。tG‘ya。。Ⅲ， 老师批阅大小楷时在写得好的字上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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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叉叉ta。。t莘‘a。。t莘‘a1 老师批阅作业时在错字上打叉。

掐八字 tG‘ial3 pal3 tsll3算八字，推算命运。

赶子房kan。。tsl．。far3。， 民俗活动之一。祭祀“巴蜡神”，禳除病虫害。

“子房”即粘虫，伤害农作物。

接月亮t9iel。yel。．．¨liar3。 民俗活动之一，夏历八月十五晚在庭院置桌

摆献瓜果而祭敬月亮。

许愿Gy。。yan。。①向神灵祈求某事并默许实现后如何答谢，如挂匾、献

羊、重塑金身等。②引申为向别人做出许诺。

还愿xuan。，yan，。 “许愿"后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则以所许条件向

神灵焚香献礼酬谢。俗谓许愿而不还愿，必遭灾祸。

划拳xua加11 tG‘yan51 猜拳，借以向对方敬酒。

失拳n，。．．¨tG‘yan。，猜拳时，所出指数不合规矩。

过事kuY，。乱，。进行婚丧大事：张家里这几天～着哩I过完事再说。

转亲戚pfanl3 tG‘in53 tG‘i1 走亲戚。

摆摆娘娘pe。．pe，liar351 liar32一种儿童游戏即过家家，摆弄碎片散物，

模拟家庭摆设用具和生活活动。

解绞绞 ke4I t9i34。tgia。 一种儿童游戏，二人对坐，手绷线圈，轮番挑

变成不同图案。

解绷绷ke44 pan53 panl 同上“解绞绞”。

抓子儿pfa。。tsq。。山。 一种儿童游戏，两三人坐在一起玩小石子儿，轮

番比赛。

弹弹儿t‘an5l tan舯11 1113一种儿童游戏，两三人在地上挖几个小坑，

分别弹玻璃弹，以入预定坑多者为胜。

跳房房t‘ial。far3。．far32一种儿童游戏，在地上画出方形图案，--=人

轮番跳踩比赛。

跳圈圈t‘ial3 t9‘yan51 tG‘yan2一种儿童游戏，在地上画出许多圆圈，

二三人轮番跳踩比赛。

打沙包ta。。sa；。pa。。一种儿童游戏，二人玩小沙包，轮番比赛。

打猴儿ta．．XOU。，Lll2一种儿童游戏，执鞭打转下尖上圆的小木陀螺

(即“猴儿")，轮番比赛，以直立旋转时间长为胜。

打秋儿ta44 tG‘iau53山1打秋千。

打溅水ta。。tsan肿¨fei。。打水漂儿。在水面上斜抛小石头，石头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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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次数越多技术越高。

尕赌儿ka44—5l tu44山l 打赌。

迷迷藏藏mi51 mi2 ts‘3日3 ts‘or31 一种儿童游戏，捉迷藏。

四马围角sl，。．11 ma。。vei。，kx2一种儿童游戏，地上画棋阵，摆石子玩，

性似围棋。二人比赛。

围和尚vei51 xuY 51爷3习2形同上“四马围角”，二人玩。

下仿oia，。．¨far3。。 一种儿童游戏，地下画方格棋阵，横七竖七。二人

分别下草棍、石子比赛，每赢一步，拔对方一子，最后有子者为胜。

碰斗鸡P‘an，。tOu，。一11 tGi。3一种儿童游戏，数人共玩。均盘起一条腿

并用手拉住。单脚跳跃，互相用所盘腿膝碰撞，倒者或放下所盘腿者为输。

压落落ial3 luxl3—11 lux3迭罗汉。

踩跷子ts‘￡。。tO‘ia。1 tsl：踩高跷(约两米高)或踩低跷(约一米高)。

耍社火 fa44 SYl3．11 xuY3 表演社火。

闹社火b1 3莘Y13．11 XUY3 同上“耍社火”。

耍龙灯fa44 luau51 ton2舞龙灯，“社火"节目之一。

耍把戏fa。。pa。。“ 表演杂技魔术。

耍猴儿fa。。XUOU。，山。驯猴表演，穿插小狗表演，多由河南人串乡走村

演出。

漫花儿man，。XUa。。Ⅲ， 唱花儿。“花儿”是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河湟民

歌。

抹牌mal3 P‘e51 玩牌。

抹牛九mal3 liou51 tg：iau。。玩“牛九牌”(一种窄长有点纸牌)。

抹钱牌ma，。tO‘ian。，P‘e。1，用方孔圆钱为牌，玩者多为妇女。

赶毛驴kan。。mD。，ly。， 扑克玩法之一，谁出完牌最迟谁为“毛驴"。

捉娘娘pfx，。liar3。，lial3：扑克玩法之一，形同上“赶毛驴”，谁出完牌

最迟谁为“娘娘”。

打对家ta。。tuei，。．11 tGia。 扑克玩法之一，四人共玩，相对者为“一

家”，两家相赛。

吹牛pf‘ei。。liau。，扑克玩法之一，多人共玩，以谎报为技，以出完牌

迟早为输赢。

赴水ful3叫1 fei44游泳。

洗澡儿oi44—51 ts044Ⅲ1 同上“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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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大河tiel3 tal3．11 xY51 在黄河中心游泳。

九、排泄

把

消水

掂

i53)

pa．．屙屎的动作：～屎I～了一堆I～不下来。

oia。。fei．．解小便的委婉语：～去了I消了个水。

tian。。抱起小孩或老人、病人以使之叉开双腿解大小便：～屎l～尿

I～着把屎(拉屎)。

第三节 人际关系

一、亲善

心疼oin。。t‘on，对小孩亲吻、抚爱：把娃娃～给一下I～孙子。

啷po。。亲吻(一般要发出声音)。

驾摩toia，。．。，mx。让幼儿骑在大人脖颈上，抓住双手的动作：我把尕

孙子～上了浪(玩)走。

驾摩扛扛toial3．11 my3 kar353 kar31 同上“驾摩”。

逞tS‘an。． 娇纵：把娃娃再不要～了I小心～坏了。

搞摸ko。。mx，抚慰小孩i哭了半天了，快～给一下I把那(人家)还

当娃娃着～着哩。

推头t‘uei53 t‘OU51用推子理发。

抠痒痒k‘OU53 ia44 ial搔痒。

喋tie44撒娇。

骚情s053 tO‘insl献殷勤，撒娇。

缠t§‘an。1 追求(贬意)：天天～来着哩I～了三年了。

理茬儿li。。t莘‘a。1 ILl2理睬：不～I一～麻烦就来了。

圆和yan。．xug：调和，使之和解：该～时就～过去I找个人去～一下。

让付got3，。．¨fu。①忍让：你是哥哥，～着些。②优惠：价钱上再～一

下。

服气fu。。tc‘i，3佩服：那(他)就～老张一个人。

尊护tsuon53 xul尊重，给人面子。

抽t§‘ou。。往上搀：把爷爷往炕上～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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娈撺luan。，ts‘uan，。 帮忙，说好话：全靠大家～把事情办成了。

指拨t吼。。pY，指点，引导：娃娃要大人～着做活哩I没人～。

添换t‘ian。。xuan，。报偿，起作用：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抚养)大了，

～丈母娘去了。

替缓t‘i。，xuan．。晚辈接过长辈的重担，使长辈休闲：儿子还小，没人

～o

待承te，。．1l t§‘on3招待：把我们当贵客～着哩I～了三天。

支应tS．L。s in，伺候，服务。

二、为难

推拖t‘uei53 t‘uYl 推辞：能～就～掉l～不开。

扳扯pan。。ts‘Y， 半推半就，故做姿态不答应。

搅事tGial 3 s113多事。

搅达tgia。。ta，搅扰，添麻烦：那(他)忙着哩，你不要～了。

搅臊tGia。。s313搅扰，故意捣乱。

臊皮s。，。．．¨P‘i。， 无理纠缠，故意使对方失面子。

臊毛S；313．1l ma。， 给对方经常添乱，制造麻烦。

扛(上声)臊kar3。。SD，。耍赖，故意使对方无可奈何。

鼓ku。。要挟，不让步：一个肘子大的娃娃把人～住了。

衡xon。．①不达目的守着不走：在大门上～着哩。②相持不让：两个

人又～上了。

日鬼矾肿¨kuei．。①捣鬼。②敷衍对凑，搪塞：这些房子都是～下的，
住不成人I在鲁主任跟前～不过去。

受水Sau，。叫，fei。。上当：小心～I受了一次水。

做事tsuY，。s．L，。 故意找事闹事：今天情形不对，专门～来了I你要给我

们做下个事哩不是?

另家linl3．11 tGias。分居，分家。

三、欺侮

惹乏Y。。①欺负小孩：把娃娃～着哭下了。②挑引：～了一场大祸。

作虐tsuh"，。一¨nie。有意折磨，使对方痛苦：好好的个儿媳妇叫男人～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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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擦va。。ts‘a。有意刺激折磨：我又没得罪你，一见面有啥～的煞!

作贱tsuxl3 tgianl3蹂躏：婆婆把媳妇～坏了。

乡欺Giarjs3 tG‘i1欺负：一见老实人就～。

跟赶ken。。kan．故意找茬，存心要撵走：～着蹲(呆)不住了。

过手kux．。．，．sau．．故意出难题整人：老给人～着哩I想不到给我过了

一手。

配(上声)治P‘ei。。ts．L。故意整治、虐待人，心计险恶：～成神经病

了I～死了。

踏茬t‘a13．11 ts‘a5l栽赃，嫁祸于人。

朦人man53 Ken5l愚弄人。

刻人k‘Y13．11 Ken51讹人。

倒杵(阴平)tal3．11 pf‘U53爬灰。

四、侵夺

抠搜k‘OU53 SOUl克扣，小剥削。

勒扣lx，。．¨k‘OU。． 克扣、限制：把娃娃在吃的上不要～I花钱上～着

些。

刮磨kua，。一¨my。占光，找理由要钱：又来～两个老汉了。

刮飒kual3．11 sa3同上“刮磨”。

掣拨tfl‘Y，。．，．pY。据为私有：看人不见，把一卷子布～掉了。

刁tia。。夺：～过来I从手里～掉了。

蹭liau。。掏窃腰包。

趁ts‘on，。利用时机，将别人东西或地位据为己有：吃饭时节小马子把

我的打火机～掉了I科长的小姨子把尕王～掉了。

五、整治

拿法la。．fa。管束，控制：把媳妇～不住I病把人～住了。

拿按la5l VR2同上“拿法”。

拿Ia。．①同上“拿法”。②掌管：能～住事I～权的就那(他)一个人。

整治 tsan。。tst。。整顿收拾：这条街道乱的很，该～一下了。

掮饼San。。pin．．掮耳光：老师随便把学生～着哩I掮了一个饼。

捶pf‘ei。，用拳头打人：～了一顿。



兰州市志·方言志·方言词汇

滂P‘ar3。。用棍棒打人且发出较大声音。

着tsa。。用硬物打击：头上～了一下。

搐k‘uY。。敲打：用条子～I老师老拿教鞭在学生头上～着哩。

捋ly．。用绳子、树条之类的细长物抽打。

蹦pan5。用脚踢人：～了一脚。

海xe44 以脚踢人。

搡搡搭搭sat344 sarjl tal tal 连续推人。

撕挖s153 Va， 撕抓不放而相打。

断tuan，。撵走，赶跑：～出去了f～到山里去了。

毙pil。枪决：～掉了I一连～了五个杀人犯。

崩pan53 同上“毙”。

炮打掉了P‘a13 ta44 t01 lal 同上“毙”。

一、烹饪

第四节 劳务操作

架火tGia，。XUY。。生火：快～去I架了一堆火I把火架上。

架炉子tGia，。lou。．ts]：在炉子里生火：天冷了，该～了l架了三个炉子

l炉子架着了。

透火t‘OUl3．11 XUY。．捅火，使炉子下的空气能进入炉腔。

搭ta，。烧水：～水I～开水I～茶I～了一锅开水I茶～开了I把汤～上。

传Pf‘an。， 向壶里灌热水或开水：把水～上I先～上一壶。

浪米larJ，。．¨mi。。淘米：米～了没有I～出的沙子多的很。

撬tG‘i3，。和面方式之一，多次少量加水，不断捣揉，和成的面团柔软，

用于做面片和“拉条子"：面～好了I～了一疙瘩面。

让Z。ar3，。和面方式之一，在已发过的面中添加干面揉匀：面发了再～

给一些I～了三遍。

行Gin。， 和面方式之一，将已和好的面团苫盖好置热处放一会，以使面

团变得精韧而易拉长。

炸t莘a。， 在开水中稍煮一下：把芹菜～给一下了凉拌上I豆芽～过了。

炸浆水tsa。．tGial3。。feil 制做“浆水"，包括煮、发酵等程序：王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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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这会炸的浆水酸的很I浆水炸好了。

大炒tal3 t§‘04‘爆炒。

兰lan。，轻轻炒一下：把昨个(昨天)炒下的肉～给一下I把剩下的肉

～成臊子。

戗tg‘lag。。把油在铁勺中煎沸后加葱花猛倒入汤中或面条锅中。

泼P‘Y，。把油煎沸后猛倒入辣面之类的佐料上，搅匀后调用：～辣子

l～给些油。

穹(上声)tG‘yn“熟制食物方式之一，锅中置少量水，加蒸煮食物，

把锅盖严蒙实，用文火烧至水干，停火自温后揭锅：～洋芋I～包谷I～豆角

子。

馏liau，。把冷熟食蒸一遍：～馍馍l～米饭。

托t‘uY53 同上“馏”。

撇(去声)P‘ie，。轻轻掠去液面上的浮物：～油花I把锅里的沫子～掉。

打沫子ta。。my．。．¨ts]。煮肉水沸后，掠去上面的浮沫：先～，再放调

和I把沫子打干净。

发干货 fa，。kan。。xuY， 在做菜前将干鱼翅、于海参之类浸泡使之膨胀

变软。

二、缝织

缭lia。。缝：～衣裳I～裤子。

缉tG‘i，。缝纫方式之一，表面针脚密连而不间断，与缝纫机所做效果

相似，多用于明显讲究处：～鞋口。

缲tG‘ia。。缝纫方式之一．用于缝边，表面微露针脚。

握vY，。缝纫方式之一，一针连穿多次再抽线，简单快速，多用于缀合

拼接。

拾s．L。，缝纫方式之一，粗缲，比缲的针距大一些。

隐in¨缝纫方式之一，表面针脚极小且间距甚大，里子针脚长大，用

于制作棉衣被褥，目的在于把里面之间的棉花固定住。

赞tsan，。缝纫方式之一，使二者固定，不讲针脚：～纽门I～扣子(把

扣子缝定在衣服上)I先大～一下了再补。

砸tsa。。用缝纫机缝制：～衣服l～褥子I～被里。

踏t‘a53 同上“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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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la，。把厚物密缝，使之硬而结实：～袜底子l～鞋底子}～垫垫子

(垫子)。

绗(阴平)xarJ。。粗纳。

馒man。，在鞋袜、筐篮之类表面加缝上一层布料：把鞋面～上I在马头

筐子里～上一层布。

扎花儿tSal 3 xua53山1绣花。

剁花儿tuY，。xua。。山， 绣花的一种方式，把布料绷在圆竹圈上，用特制

的针引线上下操作。

片纽f-i P‘ian。。堋liou。。mon。 为做纽门缝的绳状长布棍。把布斜裁成

1．5厘米宽的长条，毛茬折到里面，缲制而成。

锁眼眼suY。。．。，ian4。ian， 把纽扣眼儿的毛边缝制锁住。

绾van．。编织，编结：～毛衣l～纽门l～疙瘩。

铰t9ia。。剪：～个鞋样子J～窗花I～不断。

三、农牧

压砂ial。．¨莘a。。铺砂，在旱地里铺上约15厘米厚的砂层以保墒保收，

这种地叫“砂地”。

起砂tG‘i。。5a。。①将“砂地”里的砂层拨开以在土层中施肥。②将年久

老化的“砂地”砂层全部清除出去。

摆pa，。在钉有木钉的木板(即“耧”)上面站人或压重物由畜力牵引

拉动而粉碎土块。

磨地myl 3 til。拉“耱子"把地磨平。

耖(阴平) t5‘。。。用耧或小犁浅耕。

摇耧ia。，lou。， 畜力拉耧前进，人扶耧左右摆动以使种子均匀下播地

中。

下籽Gia．。．¨tsl。。投放种子：一般一亩～二升半l～太密了。

务劳VU。。．¨la。培育：～庄稼I～果树I～的好。

壅yn。。把肥料和土扒到作物根部：～洋芋I～包谷。

岔棵ts‘a，。一¨k‘uY。。分蘖，麦类幼苗从主茎分枝。

打芽子ta。．ia。，tsq_。用手掐去烟叶、瓜类上的侧芽。

打掐ta。4 tG‘ial3同上“打芽子”。

吐穗子t‘u“sueil3．11 tsl3 禾类抽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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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花儿iar351 xua53山1麦类开花。

扳包谷pan。。pa。。ku。 摘玉米，将玉米棒子从株秆上摘下来。

数(上声)包谷pf‘a。。pa。。ku， ①同上“扳包谷"。②把玉米棒子上的

包皮剥下来。

压落ia，。lux，。把麦稠在场上码成高大的麦垛，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

农活。

摞落落 luYl3 luYl3．11 luY3 同上“压落”。

摊场t‘an。，ts‘。日。，把麦稠拆开摊在场上准备打碾。

挑场t‘ia．。t§‘3习。， ①在碾场过程中用权翻动麦秸。②把打碾过的麦草

挑出去。

抖场tau44 t$‘a‰同上“挑场”。

掠场lye，。ts‘ar3。， 在扬场过程中不断用扫帚轻轻掠去麦粒堆上的麦

衣。

上粮Sat313．11 liar3s1上缴皇粮、公粮。

拉(去声)料la，。liaf。粉碎粮食做饲料。

拉(去声)茬子lal。ts‘a51 tsl2 同上“拉料”。

挡tarJ，。放牧牛羊及耕畜：～羊J～牛I～驴I～羊娃。

抱鸡娃子pal3 toi53 val tsll孵蛋，孵小鸡。

劁 tG‘ia53 阉猪。

旋(去声) Oyan，。阉公鸡：把两个公鸡都～掉。

调t‘ia。， 驯服马驴之类牲口：这个马驹子得找一个厉害人～。

穿掌pf‘an51 tSar344钉马掌。

孺(去声)草 VU，争+11 ts‘34。铡草时，向铡口输草。

芟(去声) san，。剁去树梢：～枝子I～柳树。

四、土木

起土 tG‘i44．5l t‘u“从地下取土。

冈(上声) kar3“①用铁锨或木锨铲拢土、沙等散状物：～土l～沙子

～石灰}～水泥l～粪l～粮食I把土～成一堆。②用力抹上：～到墙上。

撤t莘‘Y，。用铁锨铲运：～土l～沙子I把煤从车上～下来。

握(去声) vY，。用棍棒翘起重物：～掉了一块大石头I把车～起来。

晏ian，。用碎小东西衬垫使物体平稳或抬高一些：桌子不稳，找个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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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子～一下1把枕头～高些。

砟墙t莘a。．tG‘iar35l 砌墙：会～l砟了一堵墙。

镘man．a用“镘”，即“泥抹子”，把泥抹平在墙上。

上房泥莘润。s farJ。，li2往房顶上涂泥。

挂瓦kual3．11 va44 往房顶上铺瓦。

盘p‘an。。 砌制锅台、马槽之类台形用物：～锅头I～炉子l～槽。

锛panss用锛子砍平木头：～不动l～平了。

解k￡。．用锯子解板：～了五块板I徒弟～不来，老跑线着哩。

跑线p‘3。。Gian，。解板时锯子离开了黑线。

片P‘ian。。①剁削木头使之成为簿片。②用斧头轻剁，使木面变平。

迂Ys，使直的竹木变成需要的弯形。一般先用水泡透，再放在火堆中

加热，最后使之弯曲。

五、运输

挈(阳平) tG‘ie。， 肩扛：～了一根椽子。

使车莘．I．。。ts‘Y5。赶车。

驾辕tGia，。一¨yan。l 把牲口驾在马车两辕之中。

膏车 k3，s一1，tS‘Ys。 给马车轮毂内加上清油，以起润滑作用。

麻ma。l刹马车：把车～住。

扳船pan53 Pf‘an51 划船。

扳筏子pan。。fasa ts'12划运木筏或皮筏。

六、经济

置t乱，。购置：～了些像什l～家当。

出豁pf‘U，a一¨XUY。 ①销售出去：把旧货都～掉了。②把自己方面不需

要的人或物弄出去：铺子开不成了，伙计、铺面都～掉了。

灌 kuanla 零星购买散装液体食物：～油l～酒I～醋I～酱油J～煤油。

倒 tal3 同上“灌”。

扯布t莘‘Yt。pu，s购买纺织品：～布去了I扯了七尺绸子。

关饷kuan53 oiar344发薪水。

敛钱lian53 tG‘ian51弄钱，聚敛，经营。

过账kuxl。t莘ar3-s把流水账目按户头分户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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砟账t莘a“t莘3码，。截账，停止记账，进行结算。

拉账la。。t莘ar3，。借账：～借债I拉下的账还不清了。

该账ks。。tFaO，。欠账：这一月还～着哩J该下李家的账了I把账该下

了。

转plan。。转手借贷：借哩吗～哩，总得把儿子的学供出来。

长出来 t§‘a习51 Pf‘u13．11 Is3结账时现金多出来。

短下了tuan44 xal lal结账时现金少下了。

贴本t‘ie，3．1l pan。4赔本：～了l把本贴下了。

出当Pf‘u，。too．。超过了当期(这时店主有权处理当品)。

七、一般动作

逗tou。。动手，触摸：人家的东西不要～I一～就破了。

洽(阴平)t6‘ia。。两手抱起来：把娃娃～起来I～了几块砖。

拾t吼。，取放：把馍馍～到碟子里。

耢b．。拉，拖：把筐～过来l～了一根棍。

掩tan，。拉，牵引：从后头～住了I把帘子～过来I～脱手了。

扎t莘a，。勒紧，捆住：把袋～住I～紧些。

苫san。。盖：把麦草～上l～不住。

窝(阳平) vY。，使长硬物弯曲：～一下就短了l粉条子～折了。

握(去声) vY，。用杠杆撬：～石头l～不起来。

挖va。。用碗斗之类容器盛取散状物：～面l～粮食I～米饭I～了一碗

沙子。

疤pa。。贴；～了两张大字报I～不到墙上。

口pia。。同上“疤”，口语性很强。

踏(阳平)t‘a。， 在臼里捣碎硬物：～辣面子I～调和I～药。

蛋tan，。在脸面上涂抹红色：～胭脂I～口红。

搽ts‘a。。在脸面上抹粉：～的粉太厚了I站在镜儿跟前～粉着哩。

弹tan．。把刀轻轻磨几下：～刀子l把刀子～一下。

扛kao。， 把刀放在砂石或缸沿上磨几下。

戳(上声) pf‘Y¨把动物的皮剥下来：～羊皮l～皮袋(整体剥成皮

袋)。

数(上声)Pf‘a¨同上“戳(上声)’’。



兰州市志·方言志·方言词汇

焐vu．。使之变暖：～手l～脚f把炕～上。

扁pian．。挽起：～袖子l把裤子～起来。

篦pi，。从液固混合物中伸进漏勺之类工具挡住固态物：把饭渣子～出

来I把下水管子～住。

沙(去声) sa。。①淘出或筛出细碎重物；～金子(淘金子)I把米里的

沙子～出来。②最后残留下来：骨头碴碴子--N锅底里了I唱的好的都拔(选

拔)走了，～下了几个唱不成的。

查 t莘‘a。， 把洞口堵住：把炕洞门～住I～水洞。

滑xua。． 插上门栓之类的插销使门窗关闭：把窗子～上I把门～住。

抠k‘OU。。①用指头或细小的东西往里面掏挖：把柱子缝里的字纸～

出来。②搔痒：给爷爷脊背上～一会儿。

撂li。，。①扔，投掷，抛弃：～到墙外头I～远些儿。②搁置：～下不

管。

孟mon，。 放在水里使物体变湿：把手巾～湿I麻绳在水里一～就变硬

了。

浸tGin。。①泡。②把碗中的动物血放在锅里煮一会使之凝固：鸡血～

好了。

拔pa。， 从沸水中取出立即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儿：苣苣菜～下就不

苦了l把粉条子～一下。

呲ts‘1。。①用手压实(可以下加纸、布之类柔软物)擦：核桃木桌面

子越～越亮。②用脚擦：把地上的烟头子～掉。 ．

梦t$a，。①举起手臂或腿脚：～手I～捶头(拳头)I把脚～下那么高者

做啥哩?②毛发竖起：头发根子～起来了(形容恐惧之深)。

趸tuon。。①弄脏：地上～下了一滩滩(一大片)I把衣裳～脏了。②

闯祸：儿子把人打下了，给大人～下了I～下祸了I～下乱子了。

着pfx s， 轮到，该到：～你值班了I～不到我头上。

服fu，。习惯：水土不～l他～冷I肚子～不住。

揽事lan。。吼．。多事：张三爱～。

打折ta。。tsY，收拾，清理：把剩饭～干净。

拾掇s．L。，tuY。①收拾，整理：快把行李～好，走的时间到了l这几天

～房子着哩。②采取禳解措施：家里病的不行了，坟上～一下哩。

调掇tia．。．¨tU。计划，安排：没～好J～顺了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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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挖pfa翮va． 动手拨弄：小王就是爱～个汽车I天天～计算机着哩。

挖抓V853 pfal 同上“抓挖”。

牵翻tg‘Jan5。fan． 纠缠：～了几个月了，楼还没盖起来。

跌绊tie．。pan，。奔波，奋斗：～光阴(生活)I～工作f～了一辈子，啥

也没落下。

撩峦lia。．1uan。张罗，奔忙：～好了没有I给儿子～娶媳妇的事着哩。

收杀sau。。莘a， 收敛，管束：把自家～不住I厂子没人～，烂掉了。

收就莘au舳tGiau， 管束，维持：没办法～J眼看～不住了。

逗凑tou，3．11 ts‘ou。拼凑，联缀：用破衣裳给娃娃～了个背心子。

搭凑ta，。ts‘ou，。多方凑集：跑了几天，～了些盘缠。

挡挂tar3。。．¨kua。遮挡，妨碍行动：不要～!l路上～的东西多的很。

塞揣sY，。．．¨pf‘￡¨①随便乱放：不知道把手巾～到哪里了。②悄悄递

给钱物：把票子～上，官司就赢了。

定规tiel3．11 kuei53决定。

上手爷。刁，。．¨莘au“熟练，进入角色：徒弟娃还没～。

试当乱1。．1l tarj。试：～一下I～罢了再买。

试豁吼，。．．¨XUY。试。口语味较重，一般不在严肃场合用。

，送呈suon．。．1l t莘‘on。 白送或赔本销售出去：值钱的卖掉了，不值钱的

～掉了。

拾反莘．L。，fan¨往外捣腾出去：先人的家业都叫儿子～掉了。

踢(阴平)踏t‘i。。t‘a， 挥霍干净：家业全叫儿子～光了。

日踏乏1．，。．¨t‘a。糟踏，挥霍。

没治my，。t§1，。没办法，没希望：天爷旱着～了I这娃娃～了。

八、非人物动作

哨§3，。天边出彩霞。

天麻t‘ian53 mfl51 天黑，黄昏到来：～了I天一麻就不出门。

地动til3 tuonl3地震。

戗tG‘ior3。3雨水斜降：雨往南～着哩J把门～湿了。

发水fal3．1l fei44起洪水。

发山水fal3—1I莘an53 feil 山间起洪水。

涮fan．。 冲刷：河往东岸～着哩I把一溜子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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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man，。 ①淹没：地全叫山水(山洪)～掉了。②沸腾外溢：药(熬

的中药)～了I米汤～出锅了。

淌t‘。日。。被水冲淹：娃娃黄河里～掉了I麦子叫水～完了。

炊(去声)pf‘a，。 被水浸冲：沟沿(支渠)越～越宽了I把墙～

倒了。

塌t‘a-s①水落：黄河的水～了。②物价下落。

衍ian。。溢：水～出来了。

漾 iar3，s①液体荡出来：把碗端好，开水～出来了。②抛撒。

滚kuan。。沸腾：锅～了l～了半天。

耗 x3。． ①挥发：壶里的水～干了。②耗费：时间～完了。

泪luei．。蜡烛往下流：蜡没插端，往下～开了l蜡～完了。

杠karj．s 冒起：～烟了I土～起来了。

溅tsan，。 水滴或小颗粒东西蹦起来：水～起来了I石头～起来了J芽大

豆～到仰承(顶棚)上了。

罄tG‘in，3 油脂凝固：大油～住了。

阙(去声) tG‘ye．。 纸布之类较薄物因受湿受热而翘起来：桌子上的油

漆～起来了l书皮子～了。

翘(阳平) tG‘iast 木料受湿热而变形：门窗～掉了l白杨容易～。

憋pie。。裂开：桌面子～着响着哩J大豆～开了I柱子～了缝子。

糖t莘‘an，s ①编织物线缕从边缘散开：毛衣边子～开了』不锁边子就～

哩。②把线团解开。

绌pf‘U，。缩在一起：裤子洗过后～到干腿(小腿)上了I～住了。

忽鲁Xtlss lu， 摇摆，动弹，松动：桌子～着哩』房子～开了，地动了I

斧头把子～着哩。

密mi，。堵塞：水管子～住了。

泛 fan，。所容物小，不吻合，在里面晃荡：鞋太大了，脚在里头～着哩。

仓(去声)ts‘ar3，。接触相摩擦：～了一身土I～到墙上了。

碾lian。t车轧：轱辘～了两道槽I车从娃娃身上～过去了。

叫明tgial3—11 min51 公鸡打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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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形容词

第一节 带多音节后缀的形容词

红丢丢(儿)的(加“儿一后增加了褒义色彩，下同此例)xuon。．tiauss

tioul(山1)til红色鲜艳：枣儿～l～花儿。

红堂(阴平)堂的xuorl5l t‘orj53 t‘a日1 til 成片红色鲜艳发亮：～喜报

贴到大门上了。

红蚩蚩的xuon5l tS‘．I．。。t莘‘11 til 红而刺眼：嘴皮子抹的～。

红(不)几几的(加“不”后增加了贬义色彩，下同此例)xuans，

(pu2)tGi53 tGil til 红而颜色不正：这个肉～，不要买。

黄楞(阴平)楞(儿)的xuorj51 Ion53 Ionl(山1)til金黄色：这小米～，

好的很。

黄聪聪(儿)的xuorJ51 ts‘uoll53 ts‘uonl(山1)til 煎烤食品黄亮新鲜：

～油饼子。

黄炊炊的xuorJ5l pf‘a53 pf‘al til 黄而色淡，不新鲜：裤子～。

黄口口的xu：)rjsl P‘ia53 P‘ial til 义近上“黄炊炎欠的”，多指脸色病黄：脸

～，象抽下大烟的。

蓝茵茵(儿)的lan5，in53 inl(tul)til 蓝而新鲜，颜色漂亮：天～。

白生生(儿)的 pY5l san53莘an，(山1)til 洁白：这姑娘的脸～I～墙。

白几几的pY51 tGi。。t“ti， 白而细腻：娃娃的手手～。

白瓜瓜的Px51 kua53 kual til惨白：脸～，病还没有好。

白踏(阴平)踏的pY。，t‘a。3 t‘a1 til 白而灰暗：这个布～。

白故(阴平)故的pY。，ku。。ku，ti， 平白无故的：～坐了半大天(好长

时间)。

黑油(阴平)油(儿)的xYl3 ieu53 ioul(Ⅲ1)til 乌黑发亮：头发～。

黑踏(阴平)踏的xY．。t‘a。3 t‘a．ti，黑而灰暗：这个纸～，便宜货。

黑初初的xYl3 pf‘U53 pf‘U1 til 黑而昏暗，多指天色。

黑(不)几几的xYl3(pu3)tm53 tcil til 黑而脏，不新鲜：抹布～，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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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很。

黑洞(阴平)洞的x￥13 tuons3 tuonl til 里面黑暗无光。

黑几瓦达的xYl3 tgi。3 Va。。taltil黑而不好看：画下的画儿～，不新鲜。

绿油(阴平)油(JL)的lul 3 iou53 ioul(Ⅲ1)til 绿而发亮：雨下罢后

树～。

绿茵茵(儿)的 lul3 in53 inl(山1)til 翠绿。

紫根根的tsl44 kon53 kanl til 紫而刺眼：脸晒的～。

紫登登的tsl44 ton53 tonl til 深紫，不好看。

紫不楞登的tsl44 pul Ion53 tanl til 同上“紫登登的”。

青初初的 tG‘in53 pf‘U53 pf‘U1 til 青灰：不新鲜：～石头。

青勾勾的 tc‘in。3 kou53 koul til 暗青，不新鲜：脸冻的～。

青居居的 tG‘in。。tgy。3 tGyl til 青而发亮：胡子刮的～。

灰初初的xuei。。pf‘u53 Pf‘U1 til灰而不新鲜：这面芽着哩，～。

花多多的XUa53 tug 53 tuYl til 绚丽多彩：这个绸子～，做裙子好。

花不楞登的XUa53(pul)Ions3 tonl til 花花绿绿，刺眼：贾(现在)的

小伙子穿的～，和姑娘分不开。

光甸(阴平)甸的kua953 tian53 tianl til光秃：头上～I山上～。

光(不)几几的kua953(puI)tGi53 tGil ti光滑：石头～I镜子～。

光居居的kua953 tgy53 tgyl til 同上“光几几的”。

亮堂(阴平)堂的liar31 3 t‘3刁。3 t‘。习1 til 宽畅明亮：新盖的上房(堂

屋)～。

亮光光的liag．。kuar3ss kua91 til 明亮，没有遮挡：门上～，一棵树都没

有。

亮修修的lia91 3西au53 cioul til 薄而透明：脚上打了个～泡。

亮晶(阴平)晶的lia913 tGin53 tGinl til 闪亮：星宿～。

明纠纠的rain。1 tGiou53tGioul ti， 发亮，有闪烁感：星宿～I桌子擦的～。

明居居的 minsl tGy53 tGyl til 光滑发亮：炉子擦的～。

明光光(JL)的minsl kua953 kua91(山1)til 光亮：天上～，没有雨。

明晃(阴平)晃的rain5l xuar353 xuarjl til 明亮：马刀～。

明簪簪的min51 tsan53 tsanl til 明亮刺眼：两个眼睛～，人害怕哩。

阴森森的 in53 san53 sanl til 阴暗可怕。

雾腾(阴平)腾的VUl3 t‘on。3 t‘onl til 模糊，看不清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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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喷喷(儿)的Giar353 P‘on53 P‘onl(ⅢI)til 香气扑鼻。

臭轰轰的ts‘OUl3 xuon53 xuonl til臭味浓烈：房子里～．点上个香。

臊轰轰的sa53 xuon53 xuonf tiI臊味浓烈：娃娃的裤子没洗．～。

甜盈盈(儿)的t‘ian51 in53 inl(山1)tiI 甜昧适口。

甜辛辛的t‘ian。，gin。。gin，ti．①淡而无味：这个饭～，没味道。②甜

而不合口。

甜(不)希希的t‘ian。，(pu：)oi。。瓯ti， ①甜而不合口味：上海人炒下

的菜～．吃不惯。②淡而无味。

苦口口的k‘U。．P‘ia。。P‘ia，til 有苦味，不合VI味：酱油调的太多了，

～o

苦(不)几几的k‘u¨(pul)toi。3 toiI til 同上“苦口口的”。

辣苏苏(儿)的la，。SU。。．qU，(山，)ti， 略有辣味，爽口：豆芽菜拌的～，

好吃的很哪!

辣挖(阴平)挖的la，。va。。va．ti。 辣，引起胃里难受：吃了个萝卜·心

里～。

酸溜溜(儿)的suan!；：}liaus3 liaul(山I)tii ①酸味浓烈醇正。②指说

话矫揉造作的样子。

酸(不)几几的suans3(pul)toi53 toiltil 酸而不合口味：把那个毛杏

子～，有啥好吃的里煞!

酸口口的suan53 P‘ias3 P‘ial til 同上“酸(不)几几的”。

咸居居的xansI toy53 toyl til 咸而不合口味：这水～，不能泡茶。

水差差的fei。．t莘‘a。。ts‘a，ti， 瓜果洋芋之类吃起来水份多而不香。

水口口的fei。。P‘ia。。P‘ia，ti．①同上“水差差的”。②淡而无味，水份

多，油脂少：煮下的菜～．一点儿也不想吃。③地面积水多：路上～，把雨

鞋穿上。

水碌(阴平)碌(儿)的fei¨lu53 lul(LUl)til湿而鲜活：花缨萝卜～。

麻苏苏(儿)的mfl5l 8u53 sul(山1)til ①味略麻而爽121：～，我爱吃。

②因惊恐而产生的一种痉挛感：吓的头发根子～。

麻初初的 ma。。pf‘U。。pf‘U．ti， 天刚亮或天刚黑．看物不清的样子：天

～就起来扫大街去了。

麻拉(阴平)拉的ma。．1a。。la，ti， 很多，数不清的样子：广场上人～

l天晴了．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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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勾勾的§Y。。kou。3 kou，til 涩味重，口感难受：这果子～，吃不成。

沙碌(阴平)碌(JL)的sa。。lu。。lul(山。)ti。 瓜果洋芋之类吃起来爽

口而有颗粒感：旱地洋芋吃起来～。

沙拉(阴平)拉的爷a。。la。。la，ti。 摸起来有沙粒感，不平滑：这个布摸

起来～，就象是土布。

脆生生(儿)的ts‘ueil3 San53 sant(uJl)ti吃起来有松脆感，味美：这

黄瓜才摘下来的，吃起来～。

大碌(阴平)碌(儿)的ta，。lu。。lu，(山，)til 圆形颗粒状东西大而美：

眼睛～l～葡萄。

大楞(阴平)楞的tal3 Ion53 Ionl til颗粒大。

大亨亨的tal3 xan53xonl til 个头大，不懂事。

大夸夸的ta，。k‘ua。。k‘US．。til 个头高而不精干：找下的对象～。

大荒荒的tal3 xuorj53 xuor31 til个头高，粗俗。

大蚩蚩的ta，s ts‘．L。。tS‘1．，ti， 个头高或年龄大而傻乎乎的：～，不知道

害羞的!

大海(阴平)海的tal3 XE；s3 XE；1 til大而扁平，不好看，既可指人，也

可指物。

大口口的tal3 P‘ia53 P‘ial til 同上“大海海的”。

尕(阳平)(不)几几的ka。1(pu2)tGi53 tGil til小，不合心意：果子

～l～门门子，人都进不去。

尕(阳平)几瓦达的kas，tci2 V8。tal ti，小而残破，指复数：～一堆烂

果子。

碎(不)几几的sueil3．11(pu3)tgi53 tGil til 同上“尕(不)几几的”。

碎几瓦达的sueil3．．11 tGi3 V81 tal til 同上“尕几瓦达的”。

高楞(阴平)楞的kos3 Ion53 Ionl til高而满：～一碗凉面。

低恰(阴平)恰的ti。3 tG‘ia。。tG‘ial til 低而不好看：房子～f柜子～。

矮恰(阴平)恰的 e。。tG‘ia。。tG‘ia．ti， 很矮，不合意：墙～I大门～。

矬登登的ts‘uY51 ton53 tonl til 个子矮而胖，不好看。

矬不楞登的ts‘uY5l pu2 Ion53 tonl til 同上“矬登登的”。

矬(不)几几的ts‘tlY51(pu2)tgi53 tGil til个子矮小，瞧不起。

长拖拖的tS‘orjsl t‘uh"53 t‘uYl til 长而拖沓：衣裳后襟～，把沟子(屁

股)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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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辖(阴平)辖的t莘‘arj。l oia53 oial til长而不好看：衣裳～。

长尕(阴平)尕的tS‘a习。．kas。ka，ti， 细长不好看：腿子～l斧头把子

～，不好使。

吊巴郎tia．。．1l pas 1013． 吊长形：这庄窠(庄院)是个～I买了个～的碟

子。

短恰(阴平)恰的tuan44 tO‘ia53 tO‘ial til 短而不好看：裤子～I把把子

(把子)～，抓不住。

宽堂(阴平)堂的k‘uan53 t‘a习53 t‘3珊til宽敞：房子～l心里～。

窄恰(阴平)恰的t$Y1。tO‘ia。。tO‘ia，til 窄小，不好看：衣裳～I房子

～o

窄溜溜(儿)的tsY。3 liau53 liaul(Ⅲ1)til 窄，成细长条形：这个巷巷

子(巷子)～，架子车过不来。

．方敦敦(儿)的farj。3 tuan53 tuanl(m1)til 方正好看：解放军的被儿

叠的～。

圆敦敦(儿)的yan51 tuan53 tuanl(LlJl)til 圆而厚重：～脸I～瓜。

圆多多(儿)的yan51 tug 53 tuYl(m1)til 圆而俊俏：脸～l花儿～。

圆楞(阴平)楞(儿)的yan51 Ion53 Ionl(tul)til 圆而饱满：满地的

西瓜～。

圆鼓(阴平)鼓(儿)的yan5l ku。。kul(Ual)til 圆而鼓出。

圆登登的yan5l tons3 tanl til 圆而饱满．有弹性：马养的好，沟子(屁

股)～。

圆不楞登的yan5l pu2 Ion53 tanl til 圆而饱满，不好看。

鼓楞(阴平)楞的ku。。Ion。。Ion，ti。①高而好看：鼻子～。②摆架子而

做出的高雅姿态：～坐着哩，装的认不得。

肥楞(阴平)楞(儿)的fei5l Ion53 Ionl(1111)til肥而有光泽，喜爱：

羊肉～l～桑叶。

肥腾(阴平)腾的fei51 t‘on53 t‘onl til 肥重。

肥登登的fei5l ton53 tonl til肥而壮实。

肥不楞登的feis。pu2 lan3 tanl til肥胖，不喜欢：两条腿～，还穿了个

裙子l

肥囊(阴平)囊的fei。1 larj。。larjl ti．肥而虚软，不喜欢：棉裤～，年轻

人不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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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闪(阴平)闪(儿)的luanl 3 san53爷anT(Ⅲ1)til 肥嫩新鲜：将

(刚)铲下的白菜～I～一块羊肉。

胖敦敦(儿)的P‘。习1 3 tuon53 tuonl(山1)til胖，丰满。

胖赛赛的P‘or3l 3 s￡53 s￡1 til 胖而不好看：脸蛋子～。

妥亨亨的t‘uY44 xan53 xonl til 胖而壮实，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不做

活。

瘦尕(阴平)尕的Saul3 ka53 kal til 干瘦。

瘦(不)几几的 莘aul3(pu3)tGi53 teij til 瘦弱。

憋楞(阴平)楞(儿)的piel3 lan53 Ionl(Ⅲ1)til籽粒很饱满：豆角子

～I谷子～。

憋簪簪的piel3 tsan53 tsanl til 同上“憋楞楞(JL)的”。

憋鼓(阴平)鼓的pie，。ku。。ku，ti， 装得很满，鼓出的样子：包包(包

JL)里～，装的都是钱。

憋乎乎的pie．。XU。。XH，ti， 胀的感觉：吃的太饱了，肚子里～。

秕恰(阴平)恰的 pi。。tG‘ia。3 tG‘ial til 籽粒不饱满：麦子～I包谷～。

秕(不)几几的pi。4(pul)tGi53 tGil til籽粒不饱满且籽粒偏小。

秕几瓦达的 pi。。tGi。。va，ta．ti， 义近“秕几几的”，另有杂乱不纯义。

满野(阴平)野的man。。ie。。ie，ti。 液体很满，快溢出来的样子：水库

里的水～I端了～一碗面汤。

浅叠(阴平)叠的tG‘ian44 ties3 tiel til 很浅，不深：碟子～I挖下的树

坑～，栽不成树。

厚敦敦(儿)的XOtll3 tuan53 tHanl(山1)til 厚实：本子～I背心子(棉

衣)～。

薄亮(阴平)亮(儿)的pY51 li3rj53 lior31(uJl)til 很薄：板板子(板

子)～I羽纱～。

薄恰(阴平)恰的pY 5l tG‘ia。3 tG‘ial til很薄，不合心意：棉裤～，把

人冻坏了。

单秀(阴平)秀的tan。。Giau。。Giau。ti， 天冷而穿得很薄的样子：下雪

了，穿的～，病下了谁管哩!

单口口的tan5。P‘ia。。P‘ia，ti． 很薄的样子：被儿～，晚上冻着睡不着

觉。

扁踏(阴平)踏的pian。。t‘a。。t‘a，til扁而不好看：箱子做的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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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蹋(阴平)蹋的p‘ia¨t‘a。。t‘a，ti， 扁平，不好看：房子～l脸～。

口海(阴平)海的P‘ia“xe。。x￡。til 扁平，铺摊成一片：馍馍溜火了，

～拾(拣)不起来。

平展(阴平)展的P‘in5，t爷an53 t爷anl til 平坦。

平蹋(阴平)蹋的P‘in51 t‘f153 t‘a1 til扁平不美：鼻子～I房子～。

展野(阴平)野(儿)的tSan44 ie53 iel(山1)til 很平展：那(他)的

做工细，砸(机缝)下的衣裳～。

直溜溜(儿)的t乱。1 liau。。liaul(山。)ti。端直秀美：白杨树～I身材

～o

直戳(阴平)戳的t吼。1 Pf‘Y5。pf‘Y1 ti， ①不拐弯，冲直：～地冲进来

了。②说话直接了当不讲方式：说话～I～批评了一顿。

直勾勾的t乱51 kan53 kaul til眼睛直瞅，死盯。

端溜溜(儿)的tuan53 liau53 liaul(山1)til 同上‘‘直溜溜(儿)的"。

歪亨亨的ve53 xan53 xanl til 态度很厉害：---iJll了一顿。

歪巴郎VE；“pa，la日，不直，有弯度：这根椽子～着哩。

斜夸夸的Gie51 k‘ua53 k‘Ufll til歪斜，不好看：写下的字儿～，没样范

(规矩)。

斜巴郎Gie。，pa。b习。歪斜不直：桌子～放着哩I这个墙～着哩。

横巴郎xuan．。．．，pa。1a13l横：竹竿子～拿着能进门吗I摆下的筷子～

着哩。

倒巴郎to．。．．11 pa。larjl倒：把火棍～拿上了l挂下的画儿～着哩。

倒多罗t013．1l tu93 lu91 同上“倒巴郎”。

弯溜溜(儿)的van53 liau53 liaul(tul)til 弯曲，线条流畅：小华的眉

毛～，画下的一样。

弯巴郎van。。pa．1atJ．弯曲：把那个～枝子砍下来I这个木头～着哩，没

材料。

粗沙沙的ts‘u53 Sa5。Sal til粗糙，不美观，手感不佳：手～l布～。

粗楞(阴平)楞的ts‘u53 lan53 lanl til 粗奘：买下的椽子～。

粗不楞登的ts‘U53 pul lan53 tonl til 粗奘而不喜欢。

奘亨亨的pfa94．X01"153 xan，til 粗奘而不好看：～腰I桌撑子～，笨的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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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条(阴平)条(儿)的Gi，。t‘i3。。t‘ia．(LlJ，)til身材细长好看：身材

～o

细溜溜(儿)的oil3 liau53 liaul(tul)til细长好看：眉毛～l枝子(树

枝)～。

细(不)几几的oil3(pul3)toi53 toil tiI直径小．不合心意：～铁丝I

椽子～。

尖溜溜(儿)的toian53 liau53 liaul(山1)til 尖细而好看：白杨树长的

尖扎(阴平)扎的toians3 tSas3 tSal til声音尖利刺耳。

扎挖(阴平)挖的tsa．。va。3 va，ti。芒毫之类刺人难受。

利察(阴平)察的 li．。tS‘a。。t$‘a，til ①很锋利：刃子～。②干脆利落：

～割开了。

毛敦敦(儿)的m051 tuon53 tuonl(山1)til 毛绒很多而可爱：～一对

大眼睛l鸡娃儿～，心疼(可爱)的很。

绵敦敦(儿)的miansl tuan53 tuanl(山1)til 很绵软：炕上铺的是～新

毛毯。

绵蚩蚩的miansl t莘‘．L。3 t§‘1，til 吃起来无韧劲：苹果放的时节(时间)

太长了，吃起来～。

绵踏(阴平)踏的 mian5l t‘a53 t‘al til 吃起来粘而无韧劲：面没擀好，

吃起来～。

虚(不)蚩蚩的 OY。。(pul)ts‘k。t莘‘．Ll til 虚而不实，不喜欢：地基

～I老王胖的很，～没力气。

实根根的 sk，kon5。kon。ti， 厚实：仓子里的粮食～，三年吃不完。

实登登的莘．L51 tan53 tanl ti， 同上“实根根的"。

瓷根根的ts‘15l kan53 kanI til 同上“实根根的”。

瓷登登的ts‘151 tan53 tonl til 同上“实登登的"。

轻飘飘的t9‘in P‘i3。。P‘i01 til ①很轻：这箱子～，里头没装啥。②轻

浮：李老三～，在家里蹲(呆)不住。

轻口口的tG‘in。。P‘ia。3 P‘ial ti， 轻，没有份量：这盆子～，不是铜的。

重甸(阴平)甸的pfon。。tian。。tianl til沉重：这个花盆～．娃娃搬不

动。

重亨亨的planl3 x9n53 xonl til 沉重，使人感到困乏：～背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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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登登的Z．au5，tans3 tanl til柔而有弹性：吃起来～。

柔不楞登的 乏au5l pu2 Ion3 tanl tiI 同上“柔登登的”。

软绵绵的van4。mian53 mianl til松软。

软踏(阴平)踏的van44 t‘a53 t‘aI ti①软而无韧性，不喜欢：活下的

面～I布～。②软而无力度：说话～I新上任的厂长～，提不起来。

软口口的van。4 P‘ias3 P‘ial til 同上“软踏踏的"。

软口口的van。。lia。。lia，ti， 软而粘，不喜欢：拿在手里～，快烂了。

软(不)几几的van44(pul)tGi53 tgil til 柔软，不喜欢。

软(不)希希的 van44(pul)Gi53 Gil til 同上“软(不)几几的"。

软几瓦达的van44 tGil va44 tal til 软而不喜欢。

硬梆梆的linl3 parj。。parj，ti． 坚硬，折不弯的样子：鞋底子～，脚疼的

很。

硬登登的linl3 tan53 tonl til 硬而韧，捣不碎、拉不开的样子：活下的

面～，拉不开。

硬绷绷的lin，。pan翮pan，til坚硬，不松软：脸上～l说话～I大豆～。

硬几瓦达的linl3．11 teil3 va44 tal til 硬而不喜欢。

僵根根的tGiarJ53 kon53 konl til很僵硬：这馍馍～，吃不动。

皮登登的P‘i51 ton53 tonl til 很皮实的样子。

皮不楞登的P‘i51 p‘U2 Ions3 tanl til ①同上“皮登登的”。②懒惰，使不

动的样子。

肉登登的 乏aul3 ton53 tonl til 慢腾腾的。

肉捏(阴平)捏的 乙aul。lie5。liel til 肉乎乎的，很肥胖的样子。

肉不楞登的 乙aul3 pu3 Ion53 tonl til 同上“肉登登的”。

玄乎乎的gyan53 XU53 XUl til 玄虚不实在。

生扎(阴平)扎的莘an5。t爷a。。tsa，til很生，不熟：端上来的菜～，吃

不成l来了一伙～人。

活生生(儿)的xuY51莘an53莘anl(山1)til 鲜活。

死根根的s144 kan53 kanl til很不灵活。

死登登的sa4．ton53 tonl til 同上“死根根的"。

死不楞登的s1¨pul Ion53 tonl til 同上“死登登的”。

冷森森的Ion¨莘ans3莘anl til发冷，不舒服：炉子还没架(生)上，房

子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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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挖(阴平)挖的 Ion。．va。3 va．til ①同上“冷森森的”。②食物凉，不

合口：剩下的菜～，热一下了再吃。

冷几瓦达的 Ion44 toil V844 tal til 冰冷而不喜欢。

冰森森的pin53莘an53§anl til 冰凉，不舒服：炕上～，睡不成。

冰挖(阴平)挖的pin。。va。3 val ti。 同上“冰森森的”。

冰(不)几几的pin53(pul)toi53 toil til冰冷，不舒适：饭～I手～。

冰几瓦达的pin53 toi53 val tal ti， 冰冷而零乱：炒下的菜～I～一碗凉

粉。

热乎乎(儿)的互Y13 XU53 XUl(山1)til很暖和：房子里～。

热亨亨的 乏Y13 xon53 xonl til 炎热难受：～，把毛衣快脱掉。

温初初的 yon。3 pf‘u。。pf‘U，ti． 温而不喜欢：电壶里的水～，泡不成茶。

凉茵茵(儿)的lior3。，in。。inl(uJ，)ti． 凉而舒适：～树底下坐着喝茶

着哩。

凉森森的liol351§ans3 Sanl til 凉，浸人肌骨：窖里～。

干绷绷的kan。。pon。。pon，til①干硬：地里～，挖不动。②齐整：～生

了五个儿子。

干楞楞(儿)的kan53 Ion53 Ionl(山1)til 干而饱满：包谷晒的～。

干登登的 kan53 ton53 tonl til 干而厚实：～一碗米饭。

干不楞登的kan53 pul Ionl tonl til 干而厚实，不喜欢。

干挖挖的 kan5。va，va。ti， 干燥难受：天天吃的是馍馍，心里～。

干孤孤的 kan。。ku。。ku，ti， 毫无理由的样子：～蹲(呆)在家里着，钱

儿从天上跌下来哩吗?

干巴巴的kan。。pa。。pal til①干燥。②说话不生动。③不出声，闲坐：

～坐了一个钟头。

湿露(阴平)露(儿)的n，。lu。。lu，(tu．)til湿而闪光，喜爱：早晨

草地上～。

湿挖(阴平)挖的st，。Va。3 va。ti，湿而软：衣裳～，快脱下来。

湿(不)几几的 s113(pu3)toi53 toil til 湿而不喜欢：地上～，小心滑

倒。

湿几瓦达的 吼13．．11 toi3 val tal til 同上“湿(不)几几的”。

潮腾(阴平)腾(儿)的tS‘asl t‘on53 t‘onl(Ⅲ1)til 湿度大：--N兴

隆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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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拉(阴平)拉的Gi∞la。。la．ti。 稀疏，不合·tL,意：天旱坏了，地里的

谷子～。

稀口口的Gi船P‘ia。。P‘ia．ti。水分太多，不合要求：*nTI拘N---，擀不

成。

稠登登的t莘‘Ousl ton。3 tonl til ①很粘稠：～一碗饭。②稠密：包谷种

的～，长成草了。

稠楞楞(儿)的 t§‘Ou51 Ion53 Ionl(tul)til 粘稠：米汤～，好喝的很哪!

稠糊(阴平)糊的t爷‘Ou。．xu。。xu．til混浊不洁：沟里的水～l洗下衣

裳的水～。

糊敦敦(儿)的XUl3 tuan53 tuonl(tul)til 粘稠而喜爱：面汤～，好喝

的很。

黏(不)几几的Z,an5l(pu2)t9i53 tGil til 黏性强，不喜欢。

黏挖(阴平)挖的Kan。1 va53 val til 同上“黏(不)几几的”。

黏几瓦达的Z,an51 tt；i2 va3 tal til 黏湿，不喜欢：才下罢雨，地里～，不

要去拔草。

烂希希的lan，。Gi。。Gi，ti， 破烂不堪：家里～，没有一件新东西。

烂几瓦达的lanl3．．11 tei3 VIll tal til 破碎零乱：剩下的果子～，吃不成。

难(去声)几瓦达的lanl3—1l tGi3 val tal til 泥泞，不好走：路上～，不

好走。
’

酽敦敦(儿)的ianl3 tuan53 tuonl(tul)til 茶浓度大而喜爱：茯茶熬

的～，好喝的很。

清凉(阴平)凉(儿)的 tG‘in53 liar353 liar31(tul)til 液体纯净透明：井

里的水～。

清光光的tG‘in53 kuarj53 kuar3．til 汤或汤面条中水太多，食物少：碗里

～，没有几根面条子。

静压(阴平)压(儿)的tginl3 ia53 ial(tul)til人或物众多而寂静：～

一教室人I树林子里～没有一个人。

齐崩崩的tG‘i5，pon5。panl til 众多而整齐：庄稼～l楼房～I五个儿子

～长大了。

脏(不)希希的tsar353(pul)gi53 Gil til 很脏：婆娘懒的很，家里～。

脏几瓦达的tsar353 tell Val tal til 同上“脏(不)希希的”。

乱敦敦的luanl3 tuon53 tuonl til 杂乱：才搬过来，家里～I这几天，tL,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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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乱古敦敦的luanl3．+11 ku3 tuon53 tuonl til 同上“乱敦敦的”。

新崭(阴平)崭的 mn。。tsan。。tsan．ti， 崭新的：～票子I衣裳～。

旧炊(阴平)炊的tgiaul3 pf‘a53 pf‘a1 til 旧，色彩不新鲜：穿的衫子

～o

老亨亨的la。。xan。。xan，til 老而行动吃力的样子：儿子家里蹲(呆)着

哩，～爹在地里割麦子着哩。

老扎(阴平)扎的la。。t莘a5。t静l ti。 ①人老而干瘦：看起来～，不象是

年轻人。②菜没煮熟，吃起来生硬不适口：炒下的菜～，嚼不动。

老差差的 b。。ts‘a。。t莘‘a，ti， 苍老的样子：大学还没念完，人已经～了。

怕踏(阴平)踏的P‘a，。t‘a。。t‘a，ti， 衰老不堪，行将就木的样子：老

的～，还不想退休。

柴轰轰的ts‘￡51 xuan53 xuanl til 刺眼，不好看。

坟怪(阴平)怪的fan51 ku￡53 ku￡1 til 不顺心，不顺眼。

好端端的XD44 tuan53 tuanl tif 很好：～一家人叫人拆散了。

好眉端端的 xa44 mil tuan53 tuanl til 同上“好端端的”。

坏辛辛的xue。。Gin。。ainl til 不正经的样子：快六十岁的人了，还～。

牛亨亨的liau51 xan53 xonl til 很牛气的样子。

闲孤孤的 Gian。。ku。。ku．ti． 闲呆不做事的样子：～在家里蹲(呆)着

哩。

乏踏(阴平)踏的 fa。1 t‘a5。t‘a，ti， 疲倦无力：做了一天活，～，饭也

不想吃。

乏亨亨的fa5l xan53 xonl til疲倦，身体觉得沉重。

气狠(阴平)狠的tG‘i13 xan53 xanl til很生气的样子。

气都都的 tG‘il。tu。。tu，ti， 憋着气的样子：～把包袱提上就走了。

憨敦敦(儿)的xan53 tuan53 tuonl(山1)til很天真可爱：～娃娃I娃娃

～o

乖敦敦的kuE53tuan53tuonI til很听话，很诚实的样子：小王的媳妇～，

人都夸着哩。

奴(不)几几的lu。1(pul)tgi53 tell til没骨气，不坚强。

沆蚩蚩的xal3．。tS‘L。ts‘．1．，til 很傻的样子：二十多岁了，还～，光知

道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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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辛辛的k‘ua44 gin53 ginl til 同上“沆蚩蚩的”。

羞轰轰的oiou53 xuon53 guonl til害羞．难为情的样子。 ．

能哲(阴平)哲的Ion。。tsY。。t爷Yl til 耍嘴皮，说的好听．不做实事：说

的～，做的时节不见影子了。

肘巴巴的t[gou44 pa53 pal til傲气．摆架子的样子：王科长～，不知道

高低了。

神孤孤的莘an。．ku。。ku。ti． 孤独呆板，不合群：一天～，像是把魂丢掉

了。

茶呆(阴平)呆的lie。．t￡。3 t￡，til 精神萎靡不振的样子。

隙得(阴平)得的man51 tY53 tYl til 很迟钝的样子。

芽达(阴平)达的ia。，ta。。ta．ti． ①粘而不好吃。②不爱说话，不灵活。

怪扎(阴平)扎的ku￡1。t§a。。tsal ti，很怪，出乎寻常：～喊了一声l～

事情都出来了。

猛扎(阴平)扎的mon44 t莘a53 t莘a1 til很突然，出人意料：～得了一场

大病I这事情～，谁也没想到。

急侯(阴平)侯的toi5I XOtl53 XOUl til 很匆忙，闲不住：说话～J是个

～人。

急挖(阴平)挖的toi。，va53 Viil til 焦急不安：心里～，象是要出个事

哩。

兀都都的VUl3 tu53 tU，ti． 气乎乎的样子：只说了一句话，～跑了。

气咕都都的 tG‘i13．1l ku3 tu53 tul ti 同上。兀都都的”。

巴希希儿的pas3 oil oil Ul，til 眼巴巴的，急切盼望的样子：快过年了，

王妈～等儿子回来着哩。

枯踏(阴平)踏的k‘U。。t‘a。。t‘a，ti，很衰老，行动不便的样子：董师

傅老的～，还挑水着哩。

瞎戳(阴平)戳的xal。pf‘Y。3 pf‘Yl ti， 方向不明，乱撞的样子：～往

人身上碰哩l不知道路，～乱找着哩。

渗乖乖的$anl3 kue53 kuel til ①冷气浸人。②恐怖可怕。

第二节 一般形式的形容词

精toin。。①光，不着衣物：～身子I～脚子(光脚丫)l～沟子(光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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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l～土坑(土坑上无铺盖)。②面粉精，有韧性：秦王川砂地的面～的很。

精绞tGin53 tGial 同上“精”②。

精工 tGin。。kuan， 体态精瘦，精明能干：～人i～的很。

亮豁liar3陪川xuY。①亮堂，光线充足。②漂亮，出色：苏杭的姑娘～

的很l信大祥的西装就是～I这个果子～I事儿办的～。

亮清liar3，。一11 tG‘in。精明，不胡涂：长的丑，心里～着哩。

花梢xua。。§a，①花花绿绿。②灵活，善于交际，’多指女人。

花范XUa53 fanl 同上“花梢”。

活范xuY。，fanz灵活，不胶柱：门扇安的好，～的很l办事～I为人～。

活套xuY。．t‘o：办事灵活：不～l～的很I太～了也不行。

圆范 yan。，fan。①很圆，无凹凸：碟子～I看起来～的很，一捏就扁了。

②圆满，周到：丧事办～了I话说的～的很。

灵范lin。．fan：①伶俐，敏捷：～人I办事～。②灵活，转动自如：车

轱辘膏了些油，转的～的很。

窜活ts‘uan，。一11 xuY。敏捷，畅通无阻：小王跑腿比谁都～l播种机下

籽儿就是～。

滑窜XLla。，ts‘uan。①光滑而无阻隔：绸缎衣裳穿起来～。②伶俐，机

灵：找个～的小伙子去请客。

利飒li，。．．¨sa。 利落，干脆：手脚～I办事～I～的很。

尖tGian。。①狡猾，聪明：比猴儿还～I明娃子是班上最～的一个。②

爱吃好东西：嘴～的很。③开水最高温度：把水搭～。

尖钻tGian53 tsuanl机灵，聪明，狡猾。

干散kan．。san，。①能干，精明：天生下是个～人I办事～的很。②漂亮，

讲究：长相～I你今个(今天)穿的这们(么)～，吃筵席去哩吗?

攒劲tsan44 tGinl3同上“干散”。

快心k‘UE；ts．．¨Gin。①热心，乐于助人：居委会的都是些～人，老给大

家帮忙着哩。

能 (去声)行Ion，。．¨Gin。， 能干。有时做反话，用来讽刺人：～人

l～的很1把你～着放不下了。

贵气kuei，。tG‘i，。①尊贵，讲究自尊：做人要～，不要占人家的小便宜。

②娇气：玲玲上了几天大学，回家来这个不吃，那个不喝，～的不得了了。

直架t乱s—tciaz耿直，品行端正：为人～的很I真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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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觉kuz53 tOyel听话、诚实的样子。

平顺P‘in。。fan：顺眼，没有怪相异态：长相～l穿着～。

格节kY。。一¨toie。①时髦，精细。②伶俐能干讨人喜欢：张家的新媳

妇希不～的。

缕顺ly¨fan，顺利，顺当：这几年运气好，家里啥事都～着哩。

顺徐fanl3．1l Oy3同上“缕顺”。

沃耶vY。，ie：顺心，满意，当为“如意"的音变：日子过的～的很l各

方面都～着哩。

全奂tO‘yan。．xuaill3完整，完美：受了些伤，身体还～着哩I挑了个～

人(儿女双全，生活完满的人)去送亲。

领干lin“kan， 干脆，了然：把话说～，不要粘糊I新选下的村长做事

～，有脏腑(胆识)l要杀就杀，～来给一刀子。

当人tot3。。乏an。， 招待热情，关心：藏民把人～的很I新娶的后妈把前房

的娃娃一点儿也不～。

娆za。， 高兴，兴奋，惬意：～的很I把人～死了I～的睡不着觉。

歹te“①美气，令人十分满意：干的～的很J走的～的很，飞着哩一样。

②奇特：收音机才纸烟盒盒子大的个，～的很。

歹豁 t￡¨XUYl 同上“歹"。

俊tOyn，。①人长得漂亮、秀美：李家的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②事

物美，好看：衣裳～I花儿～。③用于反语，“～死了"实指很难看，不如眼。

棱Ion。，高而有棱角，好看：鼻子～的很。

层ts‘on；， 叶瓣层次多：黄刺梅开的～的很。也可形容双眼皮，眼大美

丽。

心疼oin。。tan， 漂亮，可爱，多指小孩和小动物：媳妇丑的很，生下的

娃娃还～l画儿上的猫儿～的很，像真的一样。

秀溜 oiou．。．¨liou。清秀，秀美：姑娘～的很，找下的对象是个黑胖子。

细法Gi。。．．．fa。精细，细腻：皮肤～I桌子做的～。

素气8LI，。tO‘i，。朴素，大方，顺眼：玲玲上大学了，穿着还是～的很。

妥实t‘uY“乱，壮实，健壮：老二越长越～了。

妥t‘uY“健壮有力：五十多岁了，还～的很。

累堆luei，。．．¨tuei。携带物多，不精干：太～了上不去火车。

逶囊vei。。lar3，衣物臃肿，不精干：老王太～，路都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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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糊

狼糠

难缠

麻达

又出～了。

破烦

的很。

las。XU- 马马虎虎，不精细：世(天生)下的～人I做事太～。

lar351 k‘ar32大而无用：～人I～货。

lanst t爷‘ans- 刁钻，难接近．不好打交道；～人I～鬼I太～。

mas，taz麻烦．复杂：事情越来越～了I这道题～的很，不好解

pY·。．．¨fan。麻烦，烦躁：～事一件一件的连上了I这几天心里～

奴lus．没骨气，不坚强：这娃娃～的很．大人一说就哭下了。

辰 suan。． 懦弱，没出息：从小就～的很I看了那个～相，叫人心都乏

掉了。

二山，。傻：小王～着哩，把好好的个媳妇离掉了。

沆xar3，s傻：这姑娘找了个大烟鬼，～着哩。

寡kua。。傻，同上“沆”。

韶莘3s， 傻，冒冒失失：红卫兵～的很，把老师都往死里打哩。

潮 t莘‘o。． ①傻，同上“寡”。②恶心：心里～的很。

噱mans． 反应迟钝，不机灵：李家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没有一个攒

劲(精明)的。

谋(阴平)囊mu。。lar3． 不精明，优柔寡断：男的是个～人．家里的事

情由老婆定着哩。

肉乏au，s行动慢，反应迟钝：娶下的媳妇性格好，就是做活～的很。

黏2jans一办事不利索、无条理：王科长办事太～，没威信。

木鼓 mLI。。．¨ku。。 反应迟钝．行动慢，没眼色：筵席吃罢了，那

(他)还不走，～的很。

口P‘ia。．人没本事，提不起来。

颠盹tians。tuon． 因年老而脑筋不清，经常颠三倒四：李爷～了，连个

家的(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得了。

差迟t莘‘as。t莘‘1， 差劲，不像话：儿媳妇做事太～，连面子都不顾。

跌挖tie，s．．¨va。没本事，不利索，差劲：这个人～的很l这事办的太～。

擦挖ts‘a，s V8，s 差劲，质劣：人长的～，手艺不错I这料子线头子多长

的，～货。

窝囊vYs。lar3t不争气，没出息：～人l～鬼l太～。

瓤欠2：at3s．tG‘ian2质量差，能力低：学校修的好，老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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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佯昏昏ior351 i002 xuons3 xuonI胡胡涂涂：一天～的在街上转着哩。

背pei．。①偏僻．远：住的地方～的很．上班不方便。②疏远：亲戚好

几年没走了，都～掉了。

背善pei．。san．。倒霉，晦气：这几年～死了，做啥啥不成。

臊sa，。不吉利．不顺心：这几天遇了好几件～事I将(刚)穿了个白

裙子，汽车过来溅给了一身黑泥．～死了。

坟fon5l同上“臊”。

瞎xa，。坏，不好：人～J脾气～l～的很I～家伙I～东西。

瞎障 xal3 tSor313 同上“瞎”。

害xe，。小孩淘气，不听话：王家的老三最～，～的出了名了。

口z1。，小孩或年轻人执拗，不听话：～的很!l太～了。

毒tu。， 厉害，用劲有力：小伙子们做活就是～，一阵子就把一大堆土

拉完了。

曹ts‘3。，心计多，奸诈：太～了I～的很。

短tuan。．做事不通达：这个人～的很。

讹Y。．刻薄，奸诈。

凶Oyn。。①厉害。②规模大：摆下的筵席～的很。③茂盛：包谷长的

～的很。

凶顿Oyn。。tuon，①厉害：样子～，本事太差。②威风，排场大：娶亲

时开了几十个尕卧车(／b轿车)，做的太～了。

柴t莘‘￡。，①刺眼，不好看：穿的衣裳～的很f新娘子打扮的太～了。②

果子没成熟，吃起来干硬不适口：这个果子还～着哩．不要摘。

日眼乏．L，。．．¨ian。讨厌，不顺眼，糟糕：老王是个只占便宜不吃亏的～

人l这种做法太～l好的拿走了，～的给我们撂下了。

搅嘴toi044．5l tsuei44 爱争较，很难对付：小王～的很。

咂tsal3吝啬，小气。

悭k‘an。。不近情理：～的很I太～。

死s1“①固执，不活泼。②吝啬。

啬皮sx。。．11 p‘i。。吝啬，不大方：～鬼(吝啬鬼)I越老越～了。

见小toian。3．11 Gio¨爱贪小便宜：爱～I不要～I～的很。

抠搜 k‘OU53 saul 同上“见小”。

手大莘au。。ta．。爱花钱，大方：小气了不好，太～了也过不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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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伧xan51 tfl‘onl3寒酸。

孽障lie．。圳t莘a13。可怜，十分困苦：生活～的很l越来越～了。

裸怜luY。。lianl可怜．提不起来。

难心lan。，oin。。①困苦，艰难：日子过的太～。②难过，伤心。

难怅lan。．t$‘ar3：①困苦，可怜。②为难，不好意思：这钱儿要也不好，

不要也不好，把人～死了。

欷惶I；i∞xuarjl 伤心，难受：听了以后，叫人真～。

烂脏lan。。tsarJ，。破烂，质劣：买来了一堆～货。

瓷ts‘1。．实密，结实：把缸里的面压～I这个布～的很，穿不破。

瓷实ts‘1。，Sk 实密，结实：鞋底子纳的～的很I乡里的娃娃就是～，不

得病。

瓷作ts‘151 tsuYl3同上“瓷实”。

硬绑lin，。一，，par3。。①坚硬：这一次买下的挂面～的很，下到锅里不烂。

②健壮：李爷七十三了，还～的很。③有能耐，有实力：后头都是～人，官

司一定能打赢。

硬扎lin．。一¨t$a。强硬：口气～I说话～I做事～。

心善oin53 Sanl3心底善良。

手善sau。。san，。心慈，下不了手，不爱打人：我的儿子太～，老受同

学欺负着哩。

面情软mian，。．11 te‘in。，van。。 拉不下脸，容易被感化：李厂长～的很

l～的人拿不住事。

面软mianl3．11 van44 同上“面情软”。

嘴硬tsuei。。lin．。不爱尊称别人：我的尕的个(最小的孩子)～，上中

学了，还把那(他)姐姐叫名字着哩。

嘴软tsuei44 van44爱尊称别人。

嘴甜tsuei44 t‘ian5l 同上“嘴软”。

嘴紧tsuei．。tGin， 贪吃，食物未做好，就先急着吃：童养媳妇都～的很。

口重k‘au．。pfon，s①爱吃调料较多的食物：小张爱调盐，～的很。②

牲口的岁数大。

口轻k‘OU。。tG‘in。。①爱吃调料较少的食物。②牲口的岁数小。

秤硬tS‘an，。lin，。单位量值比一般秤的大：老秤硬，新秤秤软。

秤软t荸‘orll3一11,carl44 单位量值比一般秤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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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实lS。．s．L。结实：～的很I不～l栓～。

厚沉XOUl3川t§‘on3厚重，底气足：为人～l家底～。

匀实 yn。。S．L： 细密．均匀：张妈缭下的针脚～的很l雨下的好．苗出的

～●

皮P‘i。，皮实，耐力大：乡里的娃娃～的很，土里滚着哩，不得病。

泼P‘Y。。卖力，有魄力：做活～的很，从来不惜力I性子(性格)～的

很。

耐使 l￡，。叫，§L．耐用：桦木木炭比柳木木炭～l现在的东西表面好看，

用起来不～。

见眼toianl3．．11 ian。4不易用完：白面不～，杂面～的很。

软豁van4．xuY，柔软：面活的～I裤子比毡～。

软作van。。tsuY。①同上“软豁”。②不强硬，态度或手段和缓：领导

太～了也不行。

脆豁ts‘uei．。．¨xuY。①脆，不柔：花麻枣儿(青枣)吃起来～。②声

音响亮：歌儿唱的特别～。

苗mia。， 纤细，不结实：桌子腿子太～了，不牢实l新买的茶壶的把把

子(把子)～的很，一抓就断掉了。

苗巧mio。，tO‘i02小巧玲珑：刘嫂子绾下的纽门疙瘩～的很。

帕P‘a。。纺织品质地疏松，不结实：这个布～的很，做不成鞋面。

利吉li，。．．．。toi。吉利：家里～着吗?I这几年家里不～，老出事着哩。

受豁sau，。．¨xuY。舒服，快活：不爱做活，光图～I～的事谁都想做。

散舒san。。fu， 自由，无拘无柬：退休以后～的多了I农民比工人～。

松豁suan。。xuY，①不紧，宽松：鞋做的大，穿上了～些l娃娃平素学

习好，考试比别人～。②病情好转：病～的多了I病一天比一天～了。

松范81．101153 fanl同上“松豁”。

闲 Oian。。 没作用，无效的：事儿已经定下了，再闹也是～的I光有文凭，

没有本事，还不是～～的着吗!

干淡kan。。tan，。①不密切：这两个人表面上亲热的很，实际上关系～。

②没作用：跑了十几天，还是～，啥事也没办成。

一事 i。。乩，。一块儿的，一伙儿的：那(他)们两上是～的。

帮肩porj。。tOian。。差不多，基本相当：这两家子的光阴(生计)～I那

(他)要的这个价钱也～着哩，再不要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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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t莘‘on。。 食物不易消化：元宵(汤圆)～的很，少吃上几个。

法沉fa，。+¨tS‘on。①沉重：箱子里装的不知啥东西．抬起来～的很。②

权势重，了不起：张爷的大儿子在省上做官着哩．～的很．轻易见不上面。

满浮man。。fu，惬意．使人满足：这几年那(他)当的包工头，钱儿挣

～了l这一顿吃的～的很。

法码fa。。．．¨ma。。气派，了不起：隔壁子的门楼子修的～的很，就像是

衙门f来了个～人．沟子(屁股)后头跟了一大帮警察。

劲大tgin．。ta。。严重：事情闹的～了，上头派人抓来了l马爷的病～了，

该做老衣(寿衣)了。

兴世gin，。s．L．。时髦：这几年西装～的很。

费事fei，。乱。。①吃力：事办的太～l胖子到六月天就～。②病情加重：

几天没吃饭了，病～的很了。

吃肘ts‘113．11 tSau。4 同上“费事”①。

坦t‘an。。①缓慢，迟缓：李师傅活做的细法(精细)，就是手底下～些

I性了(性格)太～。②不感兴趣，不热衷：我爸饭量好，对烟酒～的很。

慢坦man．。．¨t‘an。。①同上“坦"①。②表示对别人不礼貌行为的斥

责，如有人动手动脚或把泥水之类脏物溅在身时，就可说：“你～些好不好?”

或“你～些煞!”

消停gia。。t‘in， 不慌不忙，不忙乱：时节还早着哩，～做I农民庄稼一

收就～了。

严攒ian。，tsan2严密：纱窗绷的～的很，苍蝇、蚊子一个都进不来I新

托笼(蒸笼)还不～，跑气着哩，馍馍馏火了。

紧沉tGin。。ts‘on， 紧密，紧实：外头凉，衣裳穿～些个l行李扎的～，

一路上没散开。

展脱t莘an。。t‘uY。①舒展：化纤比棉布～。②体面大方：找下的女婿～

的很．没说头。

展刮 tsan。。kua． ①挺刮：这个料子～的很。②事情做得干脆利落：张

家的婚事办的～。

宽展k‘uan。3 tsanl 宽余：手头～1日子过的～。

窄便t$Y，。pian，。①空间狭小，拥挤：房子～I地面～。②手头不宽裕，

紧张：手头～。

憋胀pie．。t莘ar3．s因受气而不舒服：吃了个哑巴亏，心里～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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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ian。。烟气很浓，使人难受：房子里都是烟，把人～死了I～的很I太

～了，气都喘不过来了。

凉骚liarj；，s3。凉快：下了一场雨，～的多了l吐鲁沟里就是～。

干骚kan。。s3：湿度小，干爽：北房里比南房里～I麦子晒～了再磨。

热火乙Y。。．。。xuY。①暖和，被窝里～的很。②亲密：两个人～了没几

天就分手了。

硕fY。。①很大：今年的果子～的很。②兴盛，富裕：王家在庄子(村

子)里最～。“～家娃子"即有钱人家，富户。

大ta。。①数量多：花费～I路子(门道)～。②时间长：时节(时间)

～。③气味浓烈，蒜味～的很。④天气热：天气～的很，快些发丧。

大拉ta。。．。。la。大：把～些的果子挑出来l娃娃还小着哩，～些了再说

这门亲事。

尕ka。。小：～娃娃I～板凳l～果树I～的很。

捷toie。，路近：翻山比走大路～的多I这是一条～路。

蔓van。。路迂回不直：这是一条～路I不知道路，走～了l～了个大圈

子。
．

趄t9‘ie，。倾斜，不平坦：前头是个～坡子I桌子～着哩。

陡tou。。①陡峻：～坡I山～的很。②凶狠，厉害：面相～的很I新来的

领导阵子(架势)～。

陡雄tou“Gyn。气派大，有威严：陈镇长平素和气，上到台上一坐，就

～的很。

歪ve。3狠，厉害：说话～的很。

缺t9‘ye。。消瘦，发育不良：这娃娃从小没奶吃，一直～的很。

担悬tan。。gyan。。危险：花瓶没放稳，～的很l你把话说的太～了。

绝tgye。，稀奇，独一无二：把戏耍～了I做法～的很。

离乎li。。XU。相差很远：事情成不成还～着哩l走蔓路比走捷路～远着

哩。

现眼9ian，卜。。ian。。 突出，明显：把手表放到～处，要不就找不见了I

维娜割了个双眼皮，～的很。

燎辣lia“la。 油食置久变成的怪味：油饼子带上～味了。

半大子pan。。一。。ta。tsl。不大不小的：抓了个～的猪儿，喂上半年了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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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的 pf‘u。。pf‘u1 ti。 悄悄的：那(他)正在气头上哩，你～，再不

要吭声I～的走了。

者tsY。。 昕起来口音不正、杂有外地音，很别扭：说话～着哩l话音～

的很。
7

芽ias，①粮食生芽磨成的面粘而不好吃：这面～着哩I这面～的很。②

性格内向，不外露：性格～的很，人摸不透。

疹San，。①冷气侵人：房子里没暖气，～着蹲(呆)不住。②恐怖：隔

壁院子里的新媳妇上吊死掉了，晚上～的很，人不敢去。

困k‘uanl3同上“疹”②。

涩§Y。。 眼睛干而难受：眼睛～着看不成书。

沙$a。。 瓜果洋芋之类吃起来爽口而有颗粒感：旱地洋芋吃起来～的

很。

渍tsl。。 因油与尘土之类混附在物面上，物体转不动或擦不净的样子：

桌子上～的很，要用热抹布擦哩。

难(去声)lan。。泥泞，不好走：路上～，不好走。

吊ti013长：驴脸是～的。

毛ma。。 有毛绒的样子：这布～的很，要糨一下哩。

秕pi。。籽粒不饱满。

憋pie。。 籽粒饱满：旱地麦子比水地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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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虚 词

第一节 代 词

一、人称代词

那la。，他，有亲呢、轻松意：～说～不知道I～的娃娃六年级了。

那们la。。man。他们，有亲昵、轻松意：～的光阴(生活)比我们好I

～都不提意见，装好人着哩。

个家kx。。．。。tGia。 自己：～的毛病～知道I一开会都～夸～着哩。

自家ts3_13—11 tGia3同上“个家"。

二、疑问代词

谁个{ei。。kx。疑问代词，谁：我的水笔(钢笔)～拿掉了I这个问题～

不道煞!

啥sa，。什么：～事?l～都不知道。

口tsua。。 “做啥"的合音、做什么、干什么：你坐在房子里着～着哩

I到盐场堡～去了?

哪面个la4。mianl kx。 哪一方面，哪一方向：～是北面?

哪达(JL)la。；tal(tul) 哪儿，哪里：你在～上班着哩?I～有厕所

哩?

哪达里la44tal lil 同上“哪达(儿)”。

哪会子l“xuei。tsl。什么时候：你～来哩I儿子～才顶住事哩!

多会子tuY53 xueil tsal 同上“哪会子”。

多会(儿)tuY53 xueil(tul) 同上“哪会子一。

哪们la。。mon。怎么：这个事情～做哩?

哪们家la“monl tGial 同上“哪们”。

咨们tsl53 monl同上“哪们"。

咨们家tsl53 monl tGial 同上“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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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示代词

这t乱。s这。

这面个tnl3．1l mian3 kvl这面：～向阳着哩。

这达(儿)tl／．1,13—1l ta3(山1) 这儿，这里：～有个井哩。

这达里t乱1。．1。ta。li。 同上“这达(儿)”。

这会子t吼13一11 xuei3 tsll这时候。

这们t乱。。一1。man。这么：来了～多的人I～迟了还没熄灯。

这们家ts．L，。．。。mon。toia。 这样：～做万万不成I～的事太多了I我就是

～的个人，看你怎么办哩!

奈le。。指代词“那”的音变：～个人没问题I～天下大雨着哩。

奈面个lel3 mian3 kvl那面：～是家属区。

奈达(儿) 1￡13．1l ta。(Ill。) 7IIUL，那里：～我没去过。

奈达里lzl3．11 ta3 lil同上“奈达(儿)"。

奈达会lel。一1。ta。xuei。那时候；～我才上小学着哩。

奈会子lel3—11 xuei3 tsll 同上“奈达会”。

奈们 l￡。。．。。man。那么：～好的房子拆掉了，叫人心疼哩I～多的人都

来了。

奈们家le。。．．，，mon。toia， 那样：～的事我们这些人绝对不能做I～说话

就太不讲理了。

见tOian。。每；～个(每个)都写了保证书了I～人(每人)都发了票

了I～个果子(每个果子)都是挑下的I～天(每天)都上班去着哩I～晚夕

(每晚上)都看电视着哩。

四、无定代词

什谁虮。。一。。fei。无论谁，不管什么人：你们几个人里～去都行哩I～都

不知道。

什啥乱。。一。，8a。无论什么，不管什么：～带上些，不要空手去}走的时

候～没有说。

什哪里s1，。la。。li。无论何地，不管什么地方：走到～都有饭吃哩I工作

分配到～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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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数量词

一、概数

两liar3。。 表示少量约数，几：看上～本书就明白了I干上～年了再调

动。

来个le。。kY。表示尾数约数：十～l一百～I两千～。

半拉子pan。。一11 la。ts3l一半，一部分：楼修了～就停下了，听说是没

钱儿了I话说了～，没说完。

一增增i，。tsons。tsonl一点点：饭里头搁了～辣子I剩下了～。

一坨(阴平)坨i。。tux。。tuY。一小块面积：只有～地，修不成房子l浇

了～地就没水了。

一藏经i1。一1l tsarj。tgin5。话语太多，哕嗦：说了～，没有一句是顶用的。

好少的XD。。．。。s3。。til好多的，许多，带有惊叹意味：开会的人～l到

深圳才一年，挣了～钱。

二、物量词

膀子par3。。tsl， 两臂伸长后左右手尖间的距离，一般为5市尺：东西有

五～长l至多有两～宽。

堵(去声)tu。。①板筑墙长度单位，与板长相等，约一丈：一天筑了

三～墙。②泛指一道墙：左右是两～砖墙。

垧Sa习。。地亩单位，两亩半为一垧。谚谓“会算不会算，一～两亩半。"

大ta。。①货币单位，一枚硬币：一～麻钱I两～铜元I十～银元。②货

币单位，元，一般用在轻松场合：今个(今天)挣了十～I发了五十～奖金I

一百～的新票子出来了。

窖子tGia。。．．，，tsl。表示耕地的数量单位，相当于“块"(以四周地埂为

界)：一～菜地I两～麦子。

溜子liou，。一，。tsl。表示条形物体数量的单位，相当于“条"：左面个

(左面)一～地种的是白菜l扯下了一～红绸子l米撒下了两～。

条子t‘ia；。tsl。表示条形物体数量的单位，同“条”：割了一～猪肉I

挂了三～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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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子tio。。一。。ts]。书画数量单位：一～中堂I字画挂了四～。

院 yan。。表示屋院数量的单位：打了两～庄窠(庄院)I一～房子才卖

了几千块钱。

门子mon。。ts]。表示家族分支的量词：这一～人臭着哩(有狐臭)l两

～守着一个儿子I当地的李家有三～。

堆堆子tuei53 tueil tsll 堆，丛：一～洋芋I两～果子I一～人蹲着打牌

哩。

炊拉pf‘a。。一。。la。 串：一～葡萄I两～辣子l查出了一～经济问题。

牙子ia。。ts]：扇形物的量词：一～瓜I两～锅盔I三～蛋糕。

破子P‘Y，。一。。ts]3西瓜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一～瓜。

笼luon。。表示炉火数量的单位：架(生)了一～火。

张子t莘3r3。。tsl。 表示擀好的面张或已做好但未切条的酿皮子(一种风

味面食)的张数单位：擀了三～面l一～酿皮子两块钱。

扇子莘an。。．。，tsl。表示门及磨盘、蒸笼之类圆形物的数量单位：两～

门I一～磨I三～托笼(蒸笼)。

件子tGian，。一，。ts]。①表示衣物数量的单位：一～衣裳|两～毛衣。②

一纸箱商品：提走了十～啤酒。

苗mi3。，表示针数量的单位：一～针I两～绣花针。

沓t‘a。。表示纸张布匹之类成叠数量的单位：一～报纸I两～白布。

沓子t‘a13．11 ts]3同上“沓”。

敦子tuon53 tsll义同上“沓”，厚度更大：一～书I几～稿纸。

三、动量词

脬P‘3。。表示粪便的量词：一～尿I两～屎I几～牛粪。

缠(去声) ts‘all，。遍，次：学了一～就会了I把一封信看了两～I这棵

树栽了三～才栽活了l他来了好几～了。

转plan。。趟：到学校去了一～就回来了I到单位上一天去两～就行了I

每年总到老家转几～。 ·

站tsan。。所走里程的单位，“一～”即一天步行的路，约合80里：我

们年轻的时节一天走两～路哩I到定西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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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副 词

一、时间副词

在早ts91。．。。tso。。从前，以前：～有个老汉，生了两个儿子。

底根(儿)ti。。kan。。(tu。) 原先，本来：我们家～在陕西哩，光绪年

间到兰州了。

原根(儿) yan5l kan53(tul) 同上“底根(儿)"。

一到古(儿) i13 t013 ku44(m1) 一直。

彻到古(儿) ts‘Y13 tDl3 ku4I(tul) 同上“一到古(儿)"0

永(阳平)共yn。。kuan。。从来，永远：亲家～没来过l那(他)把我

们乡里人没放在眼里，我～再不登他的门了。

匀匀(儿) yn。。yn。。(tu，) 时时，一直，接连：家里的活儿～做不完

l儿子给我～寄钱着哩。

一老i。。．。，b。。 同上“匀匀(儿)”。

老老 b。。+。。b。。 同上“匀匀(儿)911 o

时不时的§．L。。pu。莘1。，ti。经常：～回家看那(他)妈来着哩。

带过(儿) t￡。3．．1。kuy。(tul) ①顺便，顺手；下班回家的路上～就

把菜买好了。②很快，一下子：说下的话～就忘掉了I我～就回来了，你不要

急。

临完(儿)lin51 vail51(tu：) 最后，临到头：苦了一辈子，～啥也没

落下。

将t4：iol3。。①刚刚：～出去I～说过就不认帐了。②正，正好：～合适l～

够分数线。

将将(儿)tgiorj53 tgiol3l(m1) 同上“将"。

将才tGiorjs3 ts‘￡5l同上“将"①。

刚korj53同上“将"。

刚刚儿kord53 korjl 1111同上“将将(儿)"。

代t￡，。刚：小李～一报到，就回家去l～来的时节(时候)还本分着哩，

没几天就把头发染成红的了。

投t‘au。。等到：--Jg子上大学时，老子早退休了l～庄稼下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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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两个月。

一站i，。t§an。。等一下，紧接着：你先走，我～就来了。

见天(儿)toianl3 t‘ian53(Illl) 每天：～到茶园子里看戏去着哩。

一天里i13一ll t‘ian53 lil在白天：～睡大觉着哩，还说是时间没有!

一天家i13—11 t‘Jan53 toial 同上“一天里”。

一晚夕 i13．11 van。4 oil 在夜晚：～光跳舞，第二天没精神。

半浪里pan。。lorj。。一。。li。半中间：～杀出了个程咬金I没有钱儿了，楼

修到～着停下了。

从ts‘uon。1重新，再次：～做一遍I～买了一条裤子。

克又 k‘Y。。iaul3 又：～来了I～挨整了。

老么早la。。ma。tsa。。 很早：～就到坪上种田去了l会场还没布置好，开

会的人～就来了。

忙紧mar3。，toin。。①关紧，很紧迫：～借给些钱，我妈住院了。②万一：

我开会去了，～晚上回不来，你们不要等I～买不上火车票，就坐汽车走。

一忙紧i13 mar351 toin44 同上“忙紧”②。

二、范围副词

都tu。。差不多，几乎，简直：d,Jh子～快进监狱了，老两口还惯的一

个劲儿的|深沟桥市场～成垃圾场了。

掺t莘‘an。。都、全：看秦腔的～是老汉们l～说空话有啥用哩煞!

一刮 i，。kua，。 全部，都：把果子～摘掉l亲戚朋友～到医院里看去了。

统(阳平)码t‘uon51 ITla2一共。 一

整趸子tsan4卜51 tuan44 tsll整批地，大宗地：～卖比零卖划来。

满面子man44 mianl3—11 tsa3全面地：～查一下，问题就查出来了。

大模(上声)儿ta，。mu。。ILl。大概，约莫：～有七八个人I～是来要帐

的。

一搭里i，。一。，ta。li。一起，一块儿：虽说是分家了，还在～吃着哩I你

们几个～做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两下里liorJ。。xa。。一。。li。两方，两边：～都有错I一家子分了两套楼房，

在～住着哩。

亭当中t‘in。，tar3。。plan。 正中：房子～放着一张桌子l你给我把头发～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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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阴平)tan。。只要，只：马嫂～一说到死掉的尕儿子，就哭开了l

～吃给了些馍馍，没炒菜。

单另tan。。lin。。①分开，分别：儿媳妇进门没几天，就把儿子拉上着～

过去了，老两口没人管了。②另外：给回民客人～做了一顿饭I给北京来的专

家～安排了一间房子。

余外Y。。v￡。。分外，格外：烧锅炉的民工一月挣着二百来块钱，混了个

肚子，～没挣下着l今年的夏田晒掉了，秋田～好。

三、程度副词

喜不西。。pu。很、最、特别：这块料子是真丝绸子，～好看的l青白石

(兰州地名)的白兰瓜～甜的了。

喜么9i44 mal 同上“喜不”。

替另(儿)t‘i。。lin，。(ru。) 干脆，实在：没拉上有线电视，原本的电

视～看不成了～I我们的厂厂子(厂子)半年没发工资了，～办不成了。

停另(儿)t‘inl3 linl3(m1) 同上“替另(儿)"。

希希(Jh)的面。3 Gi。。(1ll。)til 同上“替另(儿)"。

直t吼。。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把人跑～了(跑坏了)，事情还是

没办成I这几天见天儿(每天)考试着哩，把人考～了(考坏了)。

扁plan44同上“直"。

麻ma。。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新来的行长厉害的很，把人治～了

I几天没吃饭，把人饿～了。

酸suan53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同上“直"、“麻”。

稀Gi。。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儿子河里洗澡淹死了，爹妈哭～了

I娃娃要做校服哩，没钱儿给，把人闹～了。

咂tsal3 同上“稀"。

挺(去声)tin。。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前头停了一辆东风车，把

路挡～了，连自行车都过不去l娃娃不听话，把大人鼓～了。

葬tsar3。。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听说电器要涨价了，人们把电扇

买～了I校园里的树砍光了，草坪种～了，人连个歇荫凉的地方都没有了I妈

上班去了，娃娃把家里趸(搞乱)～了。

葬晃tsor313 xuor313同上“葬"，但程度较深。

了得哩lio。。tY，li， 不得了，表示程度深，只能做补语：这衣裳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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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脱下来洗去I媳妇子(JL媳妇)歪(厉害)的～，把婆婆整的住院了I这药

苦的～，闻见(嗅到)都叫人吐哩。

踅薄 eye。。px。 稍微：～做长些J～加给些糖I病～好了些I老二比老大

～高些。

踅磨eye51 my51 同上“踅薄”。

些乎(儿) Gie。。X1．I，(m。) 差点，险些：～考不及格I～叫车碰下。

些些乎(儿) Gie44 Giel XLll(m1) 同上“些乎’’，程度更深。

稀稀(JL) 百。。西，(tu。) 实在，确实：两口子天天吵仗(吵架)着哩，

～过不到一起了I我尕爹(季叔)到台湾几十年了，我奶奶～盼死了。

四、情态副词

由性儿iou。Gin。。一，。m。任意地：大人忙着做生意着哩，儿子～玩着哩，

快要学坏了。

由性子iau51 9inl3一ll tsa3同上“由性儿”。

敞口儿t$‘o日。。k‘Ou，w。不加限制地，随意地：缸里油倒满着哩，媳妇

子们～用着哩l县上的领导了解情况来了，大家～说，不要害怕。

敞口子ts‘or344 k‘Oul tsll 同上“敞口儿”。

赶茬儿kan。。t$‘a5。m2有序地，不挑选地，不间隔地：韭菜～割I～板

包谷l把教室里的桌子～擦上一遍。

赶茬子kan44 ts‘a51 tsl2 同上“赶茬儿"。

赶顺儿kan44 foul3一11 m3同上“赶茬儿”。

赶顺子kan44 foul3—11 tsl 3同上“赶顺儿"。

按端(儿) anl3 tuan53 U11恰巧，正好：配了个茶壶盖盖子，～盖上了

l正想着给家里捎个话哩，～来了个老乡。

立古(儿)li。。ku。。(tu。) 专门，特意：我今个(今天)没上班，～

找你来了1～给那(他)爸买了一双布底子的鞋。

下茬Gia。。一n ts‘a。。使劲，加油，努力：要想考上大学，就要～做模拟

题哩I过雨(雷阵雨)快来了，～割麦子。

呵住xY。。pfu。使劲，卖力，经常与“叶子"(胆量)连用：一件事要

～做哩f～叶子了打工，两年就把媳妇娶上了。

一夫劲(儿) i。。．1，fu。3 tGinl(tu。) 一鼓作气地，一个劲儿地：这套

拳～练下去就学会了I～把研究生念完，一工作，就没心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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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直儿tuan；。t乱。l Ul：端端地，不拐弯：顺着中山路～往西走，就到

交通局了。

端直子tuan53 t乱l tsll 同上“端直儿"。

迎面儿in。。mianl。一1l lll。迎面，对面：～开过了一个拖拉机，差些儿把

人压下I兰大～就是商业厅的黄楼。

迎面子in5l mianl3一11 tsl3 同上“迎面儿"。

仄棱子t莘Y13．。。Ion3 tsll侧着，侧面：坑上～睡着一个老汉l～过来个

黄包车。

踮踮脚儿tian44．．51 tian44 t6yel3．11 1113脚尖着地，脚跟抬起：尕孙子～

走到炕跟前看那(他)爷睡着着哩么没有。

款款(儿) k‘uans3 k‘uanl(m1) 轻轻地，小心地：～把鸡蛋筐子放

到床底下I地板滑的很，～走。

定定儿tin，。．。。tin。lll。不动地，很听话地：～坐了两个钟头I～等着，

我就来了。

五、语气副词

单tan。。偏要，故意要：老公不叫我烫头，我～烫去哩I老爹叫我考中

专哩，我～不考。

哈巴xa。。一，。pa。怕是，大概，可能，恐怕，表示一种推测语气：你姐

姐把钥匙忘下了，～还没坐上车，你快些送给去!l你～还没生娃娃吧?I你

～是我儿子的老师吧?

克价k‘Y。。tGia，。竟然，表示意想不到的快：才二十岁，～大学毕业了

I前年才栽上树，～挂上果了。

创着pf‘orJ。。一。1 pfx。万一，说不定：饭做多些儿，～儿子来时不够了

I放心考去，～还考上哩。

贵贱kuei。。tGianl。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大夫说了半天，那(他)～

不开刀I～要上个名牌大学哩。

瞎好xal3．11 x344 同上“贵贱”。

死活s144 Xtly5l同上“贵贱”。

拇来mu。。le。那么，可不是：～去不成了l～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吗?

肯k‘on。。容易，惯于：不记在本本子上～忘掉l王老师讲话～说“那

么”，“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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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象声词

口pia。。形容清脆的爆炸、拍击声：～的一声枪声I脸上～～地打了两

个饼儿子(耳光)I油憋(高温人物而鸣溅)的～～～的，快把火关掉。

口P‘ia。。形容不太清脆的爆炸、拍击声：～地打了一巴掌I一团泥～地

跌到地上了。

口za。。①形容灼疼感：不小心把手挨到炉筒上了，～地烫了一下。②

形容高温爆炸的声音：～～地炒了几下就出锅了。

口zon。。 强烈刺疼感：沟子(屁股)上～地扎了一根针。

喀嚓k‘a；。tS‘a。。①形容突然折断声：树枝子～一声跌下来了l把几根

筷子～一下撅(折)折了。②形容办事利索干脆：再不要拖延了，～一决定

就行了。

崩登pon。。ton。。形容重物跌倒或跌下的声音：那(他)乏(累)坏了，

一到家就～躺到炕上了l天上～跌下来了一块大石头。

帮当p3r3。s togs。形容硬物晃动发出的声音：把桶子里的水漂子(防水

溢木板)～～的响着哩。

刮答答的 kua。。ta。。ta，ti， 形容诵读十分流利响亮：我的姑娘把《论

语》背的～。

喳啦啦(儿)的tSa。。la。。la，(m。)ti。形容说话十分流利响亮：刘嫂子

是个快心人，说话～。

当琅琅(儿)的tor31。b习5。lor31(1111)til形容说话时El齿清晰响亮，也

指金属或器皿滚动发出的声音。

志拉拉的 t乱。。la。。la，ti。 尖声叫唤的声音：半夜里有人～叫门

着哩。

呜(去声)呜呐呐的 vul3 vu。3 la。。一11 la。til 形容说话口齿不清，吞吞吐

吐：说话～，这号子(种)人还能当科长吗?

噗蚩蚩的P‘U。s tS‘1。。t§‘．Ll ti。 汤汁之类上冒发出的声音：罐子里的药

～冒出来了。

扑咧咧(儿)的P‘ul。lie5。lie。(m。)ti。形容轻薄织物或纸张因风飘动

发声的样子：十几面彩旗～飘着哩。

忽雷雷的xueil3 luei53 lueil til 形容威势大，反响强烈；张专员阵子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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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厉害)，发下话来下头跑的～。

罢答答的pa。。ta。。ta，ti。形容抖动很厉害：早晨没吃饭，心摆的～I王

爷九十岁了，老的～了。

苏(去声)碌碌的su。。lu。。lu。ti。 行动很快发出的声音：秀秀麻利的很，

走起路来～。

发拉拉的fa。。la。。la。ti。雨水、泪水之类迅速流下的声音：廊檐水淌的

～l一说到伤心事，妈的眼泪～淌开了。

细里发拉 讲。。li。。fa。。1a。。 雨水断续声或杂乱悬挂物摆动声：桶子漏着

哩，～洒下了一路l把挂在墙上的奈(那)些～的东西取下来。

踢里踏拉t‘i。。li。。t‘a。。la。。物体零乱落地发出的声音：果子熟透了，～

从树上望下跌着哩。

的里都噜ti。。li。。tu。。lu。。说话断续哕嗦的声音：～说了一大堆，啥也

没说下。

七里喀拉t口‘i。。li。。k‘a，。la。。行动迅速、收拾利索发出的声音：几桌子

的碗和碟子～就洗完了。

第五节 介词、连词

叫toio。。被：钱儿～儿子花光了I头～打破了。

赶kan。。从：～小路上走l～学校门上过了。

跟kon。。①从：你～河口来了吗l～小路走比～大路走捷些。②向：～

你妈靠咐(叮嘱)一下l～王局长说没作用，要找李县长哩。I同，和：我～

你没关系J这个家里的男人～女人都是啬皮(小气)鬼。

给kx。。向：～你妈靠咐一下I～王局长这没用处，要～李局长说哩。

问yon，。向：我～你借几个钱来了。

连(去声)lian。。和：我～你再不打交道了I～这号子(种)人说话划

不来I我～你是两姑舅。

第六节 助 词

着t莘Y。。①结构助词：胖～走不动了。②时态助词：走～看I不要躺～

吃。⑧语气助词，表停顿：不要吵了，再不好～，还是亲兄弟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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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3。。时态助词：吃～l完～I好～。

不希的pu。。一。，Gi。ti。 义同“之类”、“等”：媳妇要坐月子了，得买些小

米、枣儿、红糖～f想换个房子，给王科长送上些烟酒～礼物就行了。

唉 ￡5。 ①表示喊叫，招呼：～，你的书跌到地上了!I②表示答应：

“小华，快来!”“～，我就来了!”

嗳 ￡，。表示反问：～，我说错了吗?

呔tg。。相当于“喂”，但不能用于严肃场合：～，把我等一下!l～，你

不是小王吗?

晦nlu。。那么，就：～你说煞I～叫我怎么做哩!

嘉tGia。。 ①同上“晦”。②表示要给对方东西，疑为“嗟来之食”的

“嗟”的遗留：～，你的书(意为“给你书’’)。

煞 sa。。用于祈使句和疑问旬末：快来～!你做啥着～，到这会子(时

候)还没做下饭!

哩li。。用于陈述句末：下午有课～I我还不知道～。

蛮man。；用于句中或句末：把他的奈(那)两下～，谁不会煞?

来l￡。。用于疑问句末：那(他)的帽子～?I万一考不上了～?

哩煞li；。sa， 主要用于疑问句末：你爸在家～?』饭还热着～?

哩蛮li。。man。 主要用在陈述句末：我毕业后还是要回来～。

哩吗li。。nla。用于疑问句：家里都好着～?I你们今个(今天)走～不

走?

安an53用于应答，表示认同。

印。日。。用于应答，表示认同。

一个i。s一。。kx。用于陈述句末，加强肯定：我们的物理讲的太慢了～l

这事情我早就报告了～。

刺他ts‘1。。一。。ta；。语气词，表示不乐意，去你的吧!～，我知道的比

你早的多!

擦tsa，。语气词，上“刺他”的合音词。

傲a。s吆喝牲口声，要求牲口往里手拐。

口lias。吆喝牲口声，要求牲口往左拐。

靠k‘o-s吆喝牲口声，要求牲口往外手拐。

口tei。。吆喝牲口声，要求牲口往前进。

飒sasa吆喝牲口声，要求牲口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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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方言熟语歹一一巾田 ／J目艿公p日

熟语是比词更高一级的语言建筑材料，一般认为包括成语、惯用语、歇

后语、谚语四种不同形式的语言单位。熟语的存在使语言精炼含蓄，生动有

趣，富有表现力。兰州方言中有大量的熟语，其中大部分见于普通话，如

“欢天喜地"、“左右为难”、“背黑锅”、“磨洋工"、“打破砂锅——璺(问)到

底”、“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羊毛出在羊身上"、“纸里包不住火”等。

但是，兰州方言也有许多熟语目前尚未进入普通话或与普通话的不大一致，本

章选录的熟语正属于这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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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成 语

兰州方言中的成语基本上是四音节形式，书面上用四个字表示。每条成

语用几个词构成，但凝固性很强，构成成分不能随便增减调动；表达一个整

体意义，在句子中整体地使用，充当某一成分。下辑兰州方言常用成语以其

感情色彩分为三类，语义不显者，举句例以示。

第一节 褒义类

刻齐马叉k‘Y13一ll tG‘i3 ma44 tS‘a1 行动迅速、利索：任务一下来，～

就完成了。

赶大临小kan。。ta。。lin5l Gia。。从大到小，有秩序地操作：孙娃子们都

来，～的给爷爷磕头I西瓜都熟着哩，你们～的拿，剩下的归我。

翻里调面 fan53 li44 tial3 mianl3做衣服时为节约材料而精心安排的样

子：布票完了，～的总算给娃娃们把棉衣做上了。

老手旧胳膊la44．51§au44teioul3kxl3一n px3指经验丰富的老行家：人家

是～，我们放心着哩。

二不归一

～，穿不成。

七弥八凑

打了个毛衣。

第二节 贬义类

m，。pul。kuei5。i1。 不合套，用不成：这双鞋没有挑，买来时

tG‘i13．1l mi51 pal3 ts‘Oul3 设法拼凑：冬天到了，给儿子～地

七拧八翘tG‘i13一11 lin51 pal3 tG‘ial3 矛盾重重，不和睦：一个尕单位，没

有几个人，还～的弄不到一搭(一起)。

三家四靠Sail53 tgia53 s3l。k‘313互相推委，扯皮：任务不大，就是～，

没完成。

三缠五磨san53 t莘‘an51 VU44 mx51多次重复：①那(他)把一句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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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哩。②纠缠不休：人家把道理说清楚了，你再不要～的找了。

大声野气ta。。一11 sen。。ie。。tG‘il。声音粗大，不文明：这里不是山沟沟，

～的喊啥哩?

大模十样tal。．。l mu。S．I．。3一。。iao。 大模大样，满不在乎的样子：领导们

开会着哩，王师傅～的走进去了。

喝神断鬼 xY53 san5l tuanl。kuei。。 大声斥责，令人不安：你～的做啥哩?

把娃娃都吓得哭开了。

上打下磨So习13一ll ta44 xal3—11 mx51 上下翘扣取利：开了个铺铺子，～，

没挣上几个钱。

上头逝脸Sa习13．11 t‘Ou51 Stl3．11 lian44小孩没礼貌，好动不守规矩：桂

英的娃娃上小学了，还～的。

五抹六道VH。。ma。。lu。。to，。线条乱七八糟，不洁净，难看：学生们不会

化装，脸上抹的～的。

肘肘把把t§au。。tsaul pa。。pal摆架子，故做姿态：才当了个尕科长，就

～的。

抖抖刷刷tau。。taul fa。。．。，fa。①因怯场或疾病而手抖腿颤的样子：～

的斟上了一杯酒。②因小气而勉强拿出来的样子：总算～的掏出来了一块钱。

抖抖炊炊tou44 taul pfa44 pfal义同上“抖抖刷刷”。

绌绌就就pful3一11 pfu3 tGioul3—11 tgiau3缩头缩脑，不敢出头露面：老

谢从小到老一直～的，没活过展脱人。

沫沫扑叱mxl。一。。mx。P‘U13 ts‘1。3①泡沫多：汤不清，～的。②为人

不精明利索：快十二点了，老李～的还不走。

疯疯张张fans3 fanl t莘orj53 t莘orjl 急急忙忙，不稳重的样子：做事～的，

不象个老年人。

洋洋混混

当爹哩还～的，

索索挂挂

个要饭的。

晕晕颠颠

打牙撂嘴

要～的了。

皮塌嘴歪

iorj51 iorj2 xuonl3一11 xuan3傻乎乎的，不成熟的样子：给娃娃

心放不到家里。

suYl3．．11 suY3 kual3一ll kua3 衣物破碎的样子：身上～的，象

ynl3一ll yn3 tian53 tianl 头晕目眩：坐了半天车，～的。

tat4 ia51 lial3．．11 tsuei44爱说废话，不听使唤：往好里学，再不

P‘i51 t‘a13 tsuei44 ve53 面相难看或面部伤势严重：兄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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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房子打的～的。“皮”可能是“鼻”的音变。

由性晃荡iou51 Ginl3 xuor313—11 tot33 随心所欲，毫不在乎：大人不管，儿

子～的花钱着哩。

尕几马大ka5。tG，ma。。ta。碎小：这回买下的洋芋不好，～的。

尕大马细 ka。3 ta。。ma。。Gil3 大小混杂：这堆苹果不多了，～的断

(论)堆堆儿哩I摘棉花的民工要的多，～的都叫上。

生不拉诧san。3 pu。la．ts‘al陌生，不大熟悉：来的人都是～的，不好

意思说。

半大十天panl3．1l tal3 sll3．1lt‘ian53花费了好大一会儿时间：等了～，

总算把票买上了。

半死咽活panl3—11 s144 iel3—11 xuY5l 伤势严重，生命危险：打的～的，躺

在路上没人管。

梦脚舞手 tsal3．1l tGyel3 vu44．5l Sou44 扬手抬脚，没有礼貌的样子。

还是个还xan。1 St。s一。，kY。xan。1 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影响和变化：

提了一大堆意见，～。

死气败殆s1。。tG‘i1。p￡。。t￡，。半死不活，没有生气：花儿～的，水浇的

太多了。

死皮赖膪 s：l。。P‘i。。l￡。。pf‘￡13 耍赖，软磨：钱儿借给着两年多了，～的

不还，没办法了。

当面掺水t3日53 mianl3 t§‘an53 fei44 公开捣鬼：秤盘子底下放了一块磁

铁，～着哩。

吓人道怪9ial3．1l Kan5l t013 ku￡13 使人惊恐：半夜里雷响的凶的很，～

的。

红口白牙xuon51 kou44 pY5l ia5l 空口说谎话的样子：提意见要有根据

哩，不能～的乱咬。

丢人现眼tiou53 Kon51 Gianl3．1l Jan44公开出丑：结婚才几天，就嚷着离

婚哩，不知道～的。

张牙豁口tsor353 ia51 xuYl3—11 k‘Ou44 ①缝隙大，不吻合：这托笼(蒸

笼)时间长了，～的，蒸不好馍馍了。②破裂：这双鞋买上着才三四天，～

的穿不成了。

花里马大xua。。li，ma。。ta。 着色不均的样子：染了个毛衣，～的，穿不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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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嘴喂食pan53 tsuei44 veil3．11莘．L51一点一滴，全要人教：这班学生差

的很，～的，费事的很哪。

乱麻古董luanl3一11 ma。kul tuonl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才搬过来，房

子里～的I快过年了，心里～的，啥都没准备好。

软几害带van。。tGil XE；。。t￡。3软而拖沓，提不起来的样子：想买一副下

水，没带筐筐子，～的不好拿I领导们～的，百姓挣死也没用。

肿眉塌眼plan44 mil t‘a13一11 ian3 因疾病或受伤面目浮肿的样子：懒觉

睡到了十一点，起来时～的。

狗七淌八kou。。tG‘il t‘ar3。。pal 乱七八糟，数量多：～的说了大半天，

没有一句有用的I领来了一伙～的酒肉朋友。

细里索洛Gi。。一。。li。suy，。一，，lux。乱七八糟的许多串：阳台上～的挂满

了I～的跟着一帮人。

细里乎鲁 Gi。。一，，li。XU。lu， ①不稳：八仙桌子旧的很了，～的。②人不

稳当，靠不住：老赵做事～的，叫人不放心。

绌绌巴捏pf‘u13．．。1 Pf‘U。pa。liel折皱，不平整：毛料子裤子没来得及

熨，～的，穿不出去。

空手爹拳k‘uon53§au44 t莘a13 tGyan5l 两手空空，不带礼物：过年着哩，

不好～的上人家的门。

胡里马顿XU。l li。ma。。tuonl 随便处置：～的批评了一阵子，就坐上尕

卧车走了。

挡脚绊手tar313 tGyel3 panl3一11莘au44碍手碍脚，影响正常行动：新来的

徒弟娃帮不上忙，～的。

背搭曳手peil3一，1 ta。iel3—11 sau。两手背后相牵，若无其事的样子：老

婆病的放命(快死)哩，那(他)还～的在街上转着哩。

重三剥皮pf‘on5l san53 pYl3一11 pi3反复哕唆：我忙着哩，你再不要～的

说了。

恨天瓦地xonl3一ll t‘ian53 va44 til3 “瓦"，狠狠地看。贪心，不知满足

的样子：快七十岁了，还～的挣钱着哩。

送铜不响suanl3．11 t‘uon51 pul3一11 Gior344钱花不到正路上：娃娃学不

进去，天天给老师送礼当(礼物)着哩，做的是～的事儿。

破东烂西P‘Y13一ll tuon3 lanl3—1l Gi3 东西破破烂烂的样子：都是些～的

旧家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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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三关ial3 tGin44 san53 kuan53关键时刻：～看人心哩。

高棱四十ka。。Ion。，s3_。。乱。。堆放得很高很多的样子：饭捞浅些个，～

的把鼻子都顶住了。

烟杠火冒 ian53 kar313 XUY44 mal3

是柴火，做一顿饭～的得半天。

烟熏火燎ian53 Gyn53 xuY44 lia44

聋三拐四luan5l san53 kue44 sll3

岁了，～的不好服侍。

火势不旺，烟雾弥漫的样子：过去烧的

义同上“烟杠火冒”。

重听，所闻非所言的样子：我公公八十

黏高爬低 7_,an5。ka。。P‘a。。ti2 小孩爬上爬下，顽皮好动的样子：再～了，

摔下来没好事。

上山扒洼Sa习13一ll San53 pa53 val3攀走山路，也喻指好动，不安分。

清汤寡水tG‘in53 t‘a日5。kua44—5l fei44饭食太稀质劣的样子：做活的入

吃上这些～的饭能受住吗?

揭不起牌tGie。。一11 pu。t9‘i，p‘￡。。 不投机，说不到一起：老两H年轻时

候感情好的很，这几年～了。

硬几拐棒lin。。t9i。。kue，。pal3l。食物硬而不熟的样子：羊肉没煮好，～

的。

黑洞麻乎 xYl3一ll tuol33 mal XUl 光线很暗，看不清的样子：带上个手

电，～的看不清路。

喋流逝瓦tie。。liou。。乱。。va。4 年轻人说话变腔变调且不诚实的样子：

说话～的，叫人看不上眼。

瘦几麻杆莘aul3一Il tgi3 mal kanl干瘦：姑娘胖敦敦的，女婿～的。

寡眉失眼kua44 mi5l stl3．．11 ian44傻乎乎的样子。

寡眉绍心 kua44 mi51 5013—1l Gin53 义同上“寡眉失眼’’。

瞎头摸杖xal3—11 t‘Ou51 my51 t莘arJl3骂人不长眼，乱撞。

避奸躲滑P‘i13—11 tgian53 tuY44 xuasl 劳动不卖力，拣轻怕重的样子：～

的人调到那个班组都不受欢迎。

臊荤烂臭sa53 xuan53 lanl3 ts‘Oul3气味腥臊难闻：副食街的卫生没人

管，～的。

臊毛野道sa。。ma51 ie。。ta，3不正经、搞歪门邪道的出家人：没交往下好

人，尽和～缠着哩。

瞰嘴放脸tuan53 tsuei44 far3l卜11 lian44 因不高兴而拉着脸的样子：家里



成语·中性义类

来了两个乡里的亲戚，媳妇子～的。

死治司马懿sl。。t乱，。s3。。ma。。i，。毫无办法、太死板的样子：办事要灵

活些哩，不能～。

多嘴说白话tu953 tsuei44 fxl3 pY5l xual3 说空话：时间不多了，再不要

～了。

给舌头解馋kx44 SY5l t‘ou2 ke44 t莘‘an5l 义同上“多嘴说白话”。

暾碟子掼碗tuon53 tie51 tsl2 kuanl3—1l van44 耍脾气而重放器皿的样

子：工资没涨上，回家给老婆子～着哩。

腰来腿不来ia53 le5l t‘uei44 pul3．1l le51 动作迟钝，不利索的样子：兰兰

天世(生)下就是个～的人，再说也没用I把我挣死了，你们总是～的!

一舌头舔掉了 i13 SY51 t‘au2 t‘ian44 t01 lal 独自侵吞：发下来的救济款

叫他～。

拾鞋也不要 莘．L5l x￡。。ie。。pu，。ia，。 差距太大，后者与前者无法相比：这

个新校长给老校长～。

第三节 中性义类

十里半回莘．L1。一11 li。panl。一ll xuei。不经常，偶尔：儿子结婚以后～的来

着一回。

死拉活扯 s1。4 la。。xuY。1 ts‘Y。。①热情留客、请客的样子：天快黑了，外

甥娃～的不让走。②使劲攀比，牵扯：自己评不上，就把别人～的往下拉着

哩。

好眉浪当xa。。mil lax313一。1 t003①事后保留原样，无变化：医生说是癌

症，过了五年了，还是～的着哩。②毫无根由：～的把人骂了一顿。

好眉端端xa44 mil tuan53 tuanl 义同上“好眉浪当”。

抓天耢地pfa。。t‘ian5。Iol。ti。3手忙脚乱，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家里

就她一个大人，～的忙坏了。

没明没夜ms"13—1l min5l mxl3 iel3不分昼夜；麦子全黄了，～的割着哩。

帮七帮八por353 tO‘il pax353 pal 差不多，难分高低：两家子的光阴(生

活)～。

挣死拔活 tsanl3一11 s144 pa51 XUY5l 拼命：快考试了，得～的复习。

挣死曳活 tsanl3—11 s'144 iel3—1l XUY51 义同上“挣死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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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过弯子peil3 kuxl3 van51 tsl2人背后，背地里：当面说的好听，～又

乱骂人着哩。

背山弯子peil3 san53 van5l tsl2义同上“背过弯子”。

削头抹尾Gyel3一11 tau3 mal3一11 vei3 为数不多：～的些事，用不着争较

了。

跟前撵后kan53 tG‘ian51 lian44 XOUl3跟前跟后，不离开的样子：王老师

讲的好，学生们老～的问问题着哩。

鹞子翻身 ial3一11 tsa3 fan53 San53很敏捷地仰面翻跳的样子：一个～就

站到墙上了。

七碟子八碗t9‘i13一ll tiesl tsq2 pal3—11 van44①形容饭菜丰盛。②指斥饮

食奢侈。



惯用语·动宾结构

第二章惯用语

兰州方言中的惯用语基本上是三音节形式，书面上用三个字表示。其意

义总是字面义的比喻义或引申义，简明生动，通俗有趣。绝大多数是动宾结

构，动宾之间可插入时态助词、量词、数量词组等成分，宾语可用“把”字

提到动词前面。例如，用“绕五字"(找借I：1闲逛)这一惯用语时，既可说

“小王又～去了"，也可说“小王绕了半天五字”，还可说“小王把五字绕够着

才来了。”因此，结构比较松散是惯用语区别于成语的主要特征之一。下辑兰

州方言常用惯用语，据结构形式分列，语义不显者，举句例以示。

第一节 动宾结构

不给脸pu。。kx。。一5。lian。。 不理睬：不知道多会把那(他)得罪下了，好

几天～。

不给脖子 pul3一ll kY44 pY5l tsl2 义同上“不给脸”。

不管三pu。。一11 kuan；4 san。 不管，不放在心上：老子病给了一个月，儿

子们～。

没大小mu。。ta。。叫。Gia。。不顾男女老少辈分差别而行事：家里～，人们

笑话哩。

见劲儿tGianl3 t(：inl3．11 1113较量，故意做对：媳妇子天天跟婆婆～着哩

I见了半年劲儿，还是和好了。

打和声ta。。xY，。一，，§9n。 附和起哄：小伙们就爱～I家里乖乖蹲着，跟

上他们了打的啥和声煞?

加码子t9ia。。ma。。tsll 加任务，加负担：厂家催的紧，过罢节又得～

l加不完的码子吃不尽的苦。

加楔子t9ia。。9iel3．．1l tsl。①插进去：摊摊占完了，只能～。②离间：人

家两口子好好的，你加的啥楔子煞?

仗胆子tsal]1。．11 tan。。tsl， 壮胆子：路上吹口哨，个家(自己)给个家

～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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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底线ia。。一t，ti。。Gianl 事先悄悄告诉有关信息，以便正式场合不出问

题：明天开会哩，不要忘了给老王～l先压个底线，再办事情。

吊瓶子tio。。．。t P‘in。。tsl： 打吊针输液治病：打针不起作用了，快到医

院里～去。

吃孤老t$‘1t。一。。ku。。lo。。吃白饭：一到古(一直)爱～，也不知道脸

烧的。此语源于满人在清代所享特权。

许愿心 CYt。yan，。一l。Gin。。许愿：家里不太平，要给金花娘娘～去哩I去

年个许下的愿心还没还哩。

找光阴 t莘a。．kuor3。。in。 ①谋生，赚钱：冬天家里没事，到外头～去了。

②小偷用语，行窃，偷钱物：这几天公安局抓的紧，～难的很。

找欺头tS044 tlg‘i53 t‘oul 沾便宜：菜贩子们就在秤上～着哩。

找路子 t莘o。。lu，。．1。tsl。找门道：儿子毕业了，工作没解决，快些个～。

抓大头pfas。ta，。一。，t‘ou。 “大头”，傻瓜。当作傻瓜对待：该说的要说

哩，老不说，就把我们～哩。

抓光阴pfas。kuor3。。in， 为生活而奋斗：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都忙着

～着哩。

听梆声t‘in。。pot3。。san。 听风声，盲目附和：自家要有主见哩，不要老

～煞。

肘架子tsau；。t(：ia，。．1l ts'l。摆架子：把架子肘了个大I马处长不爱～。

没耳性mu。3 lll。。Ginl。没记性：打给了几遍了，还是改不掉，～。

没戏唱mu。。Gil。tl}‘oD。。 因丧失条件而无法继续进行：房子都租好了，

可营业证办不上，～了。

没影儿mu，。in。。m。没一点希望：领导变了，这事情～。

没蜡事mu，s la。。n，。没办法，没能耐：干吵了一阵子，～走掉了。

没来头mu。。le5。t‘ou2没意思，不感兴趣：浆水面天天吃的～了。

没眉眼mu，s mi。。ian。。 没有一点点效果或转机：为给老大找工作花给

了几千了，还～着哩。

赴上水fu。。s3习，。fei。。争强好胜，不落人后(多含贬义)：李爷一辈子

～的，没吃过亏。

抹光头mal3 ku0053 t‘oul剃光头，一个也没中：那(他)们中学高考

年年～着哩。

推光头t‘uei53 kuor353 t‘oul 同上“抹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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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脖子my。；pY。1 tsl：抗议性的自刭：官司打不赢，这口气咽不下去，

跑到仇人家门口～去了。

嗦指头 suY。。tSt。。一n t‘Ou。急得没办法的样子：儿子考上大学了，学费

凑不够，急的～哩。

拍腔子P‘Y1。k‘3日。。tsll 做出保证：领导～了，大家放心了。

拉把子la。。pa。。tsl，拉小集团，结帮派；选举还没开始，就有人～了。

拉把把la53 pa44 pal义同上“拉把子”。

和软面XUY51 Vail44 mianl 和稀泥，无原则地调和：头头～，单位乱套

了。

使绊子莘1。。pan，。一。。tsl。 暗中设置障碍：天天想的给人～，没有积下一

点德。

受头子Saul3．1l t‘ou。。tsl2受批挨整：工作赶不到点子上，老～着哩。

放山水fag。。San。。fei， “山水”，洪水。说大话：老王又开始～了。

治背锅tn。。pei。。kux。 “背锅”，驼背。①用强硬手段整治人：～的办

法谁都有，就看用不用。②用强硬手段取毛病；这次拉练把城里学生的背锅

治平了。

拾跌果莘飞。。tie。。一，，kuY。。 “跌果”，熟透而自落的果子。顺手拣便宜。

挖光阴va。。kuorj。。in。①谋生。②损公肥己：一当上厂长就开始～了。

耍拉子fa。。la。。tsl， 显美夸富：天这么冷，穿的单修修的(很单薄的样

子)，～着哩I家里收了千把斤粮食，跑到兰州城里～去了。

耍死狗 fa。。sl。。．51 kau。4蛮不讲理，耍无赖；牛二～，叫杨志杀掉了。

耍姿势fa。。tsl。。乱。卖弄风姿：骑的自行车不抓把，～没好处。

背沟子pei；。kau5。tsll “沟子”，屁股。本指鸡奸，喻指上当受骗：叫

那(他)把你～了。

点眼药tian。卜5l ian。。yel对人巴结奉承，说好听的：又给科长～去了。

冒花儿mal3 xua53 1111①太阳刚出，光芒四射：热头ck阳)一～，我

们就走。②眼发花：饿的我眼睛里～着哩。

看笑摊k‘an，。I；ia。。一1l t‘an。幸灾乐祸，笑看别人受难出事：自家的人

再不要闹了，别人～哩。

绕五字 Ka。。一5l VU。。tsll ①不说实话，耍滑头：说来说去，还是～着哩，

得不到实情。②不实干，找借口东游西逛：办公室里九点以后找不见人，都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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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眼儿mE。。ian。。LlJ。东瞅西望，精力不集中：小王做活的时节～，叫

机器把指头子打掉了。

弹牙岔tan。。一。。ia。，t莘‘a，。 “弹”，往锋利轻磨。“牙岔”，牙床骨。给别

人找毛病，说风凉话：再没啥本事，就会站在十字口上了～。

接下巴tGia。。xa。。一。。pa。 打断别人的话，或者别人刚说完，马上接说同

样话题的话。

砸腔子tsa51 k‘or353 tsll 十分后悔：事到如今，～也没用了。

绸眼睛pon53 ian。。tGinl 瞪眼施威、作对：这娃娃还没娶媳妇，就开始

跟大人～了。

跑光阴P‘344 kuor353 inl 为生活而奔波。

编筐筐pian。。k‘uorO。。k‘uorj， 编谎。“筐筐没编圆”，指说谎有漏洞。

溜沟子liou5，kou。。ts]。 “沟子”，屁股。溜须拍马。“～溜到痔疮上

了”，指溜须拍马的行为没做到点子上。

舔沟子t‘ian44 kou53 tsll 义同上“溜沟子”。

撵脚步lian。。tGye。。pu。。义同“穿小鞋”，指暗中逐步整治人。

踏窝子t‘a。。vx。。ts]。 打前站，寻找据点：为倒贩彩陶罐罐子，到广州

～去了。

噌帮子tsan。。pot0。。tsl， “帮子”指腮巴。说大话，闲聊：办公室里的

人都在～着哩，等了半天，没人理视(理睬)。

擦沟子ts‘a。。kou。。ts]， “沟子’’，屁股。替别人处理遗留难题：陶经

理沟子一拍到美国去了，留下我们给他～哩。

臊摊子SOl。t‘an。l tsl2 有意捣乱，破坏现有局面：快上场了，老王硬

把领唱的小王拉走了，这不是～吗?

嚼牙岔tGye53 ia51 ts‘a13诽谤别人。

争上风头 tSan53 S3D13—1l fon53 t‘OUl 逞能，总想超过别人。

卖枣儿水mE，。tso。。Ul，fei。。六十年代以前兰州有种卖煮枣的小吃，把

煮熟的红枣串五六个在芨芨杆上，煮了枣的水装在盆里。买者边吃串枣，边

喝一小碗枣汤。枣水少了，掺上凉水充数。“卖枣儿水”喻以假充真，哄骗人：

明明是～着哩，你还硬要上当哩!

拉老婆舌 la53 1044 P‘Y1莘Y1 说是非话。

装大喇嘛pforj53 tal3—1l la3 mal 自我充大：什啥(什么也)不懂，人前

头还爱～。



惯用语·其它结构 ·339·

拾唾沫星子莘15l t‘u13．1l my。9in。s ts3。 拾牙慧，重复别人的片言只语。

斡(阳平)不过脖子vY51 pul3 kuxl3 PX5l tsl2 转不过弯，拉不下面子。

梢后结大瓜s。5。XOUl。toiel3 tal3 kual3 大器晚成，最后出大成果或好结

果：不要急，～哩。

第二节 主谓结构

牙岔大ia。。t§‘a。。ta。。 “牙岔"，牙床骨。善说诽谤、攻击别人的话：年

纪不大，～的很。

牙岔骨大ia。l tS‘a。。ku，。ta，。 “牙岔骨”，即“牙岔’’，牙床骨。义同上

“牙岔大”。

叶子麻ie。。一。，tsl。ma。， “叶子”，胆子。“麻”，指程度深。胆子很大，

无所顾忌：～的很，一次贪污了八十万。

叶子潮 iel3—1l ts]3 t莘‘a51义同上“叶子麻”。

阵子陡tSanl。一，。tsl3 tou。。怒气冲冲脾气大：平素绵的很，生起气来，

～的很。

沟子沉kau53 ts]。ts‘on。I “沟子"，屁股。到别人家坐的时间长：老王

就是～，看了三遍手表了，那(他)还没理视(理睬)着。

事情多 莘．L。。．11 tG‘in。tug。。爱管闲事或爱惹是非：这个人～，走到哪里

都没人说好。

脏腑硬tsal31。一1。fu3 linl。胆子大，意志坚定：李局长～，把一个烂摊子

收拾起来了。

眼睛小ian。。t9in，Gia。。见小，爱占小便宜：男人是个啬皮(吝啬)鬼，

女人～，枣木棒槌一对子。

第三节 其它结构

一把抓i。。．。。pa。。pfa。。①灵验：刘大夫把瘫痪病人治好了，那(他)配

下的活络丹～。②业务熟练，技术过硬：把车交给郭师修都放心了，那

(他)在修车上是～。③一手包干：尚妈妈麻利(能干利索)的很，里里外外

的事～。

不咋的pu。。tsa。。ti。不要紧，没关系：一点点病，～，用不着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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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冒PUls—l-kan44 mals①不感兴趣：对武打片我哥～。②关系不融

洽，谈不拢：这两个人平素～，不要派在一起了。

招不住t§D53 pu，s Pf‘U13忍受不住：吃了一点点亏，你就～了。

掂不住tian53 pul。一ll pfus 不自量力，把握不住：小赵当了个小组长，～

了。

拇不得mutt pu，。一11 tY。 不知高低。义近上“掂不住"。

吃豁不住t莘‘1ls．11 xu'g。pul3叫。pfu。算计不准，把握不住：这个活我

～，’把张把式请来看一看吧!



歇后语·喻意类 ·341·

第三章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现成的句子，是汉语特有的一种语言预制品。它由近似于

谜面、谜底的两部分组成，通常只说前一部分而不说后一部分，所以有“歇

后”之称。歇后语一种是喻意性的，另一种是谐音性的，均带有浓厚的地方

特色和生活气息，幽默风趣，多具讽刺性，富有生动的形象色彩。歇后语活

跃于人民群众的口头言谈，一般不用于严肃典雅文体。下辑歇后语为兰州方

言所常见，且地方性较强，分喻意和谐音两类而列，为使外地人和后来者理

解其来源和含义，据情做适当解说。

第一节 喻意类

刀口上撒白盐——疼上加疼。t053 k‘OU44莘3习l Sa44 pY51 ian2——t‘one3 tsor]l

teia53 t‘on53。“白盐”，食盐。

三大麻钱的买卖——小本生意。san53 tal3 ma51 te‘ian2 til m￡44 m￡l——

Gi044．51 pon4。莘an；3 i1。“三大”，三块。“大"为货币量词，义同“块”。“三大

麻钱的买卖"，极言生意本钱少，喻小打小闹，不成气候。

三光殿上添米饭——看一人，不看一人。san53 kuor353 tianl3一11 fior3at‘ian53

mi44 fanl——k‘anl3 i13．．11 Konsl，pul3 k‘anl3 i13_．11乏an51。“三光殿”，在今伏龙

坪北麓，供奉盲人所拜神祗。过庙会时，每人分发一碗米饭，如果是熟人，装

做没看见吃第一碗，而添第二碗。“看一人，不看一人"指看见这人吃了第一

碗而看不见那人吃了第一碗。讽刺因人而异，不公平。

三根马尾吊磨盘——太担悬。san53 kon53 ma44一．51 i44 tiol3 mYl3 p‘an3——

t‘e13 tan53 9yan5l。“担悬"，悬而欲坠，十分危险。

三眼井的家什——各打各着哩。san53 ian4卜5l tGin44 til tGia53莘．I．1——

ky。。一11 ta。。kY。。一ll tfilf。lil。“三眼井"水井名，在今西关清真寺南侧。“各打各

的”喻各干各的。

干指头蛋胭脂——没用。kon53 t吼13．1l t‘Ou3 tanl3 ian53 tnl——mul3 ynl3。

“蛋胭脂”，往脸蛋上涂胭脂。“干指头蛋胭脂"，指头上光光的，没有蘸上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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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就想涂红脸蛋，喻不花财物想办成事情。

干墙上钉钉子——硬碰硬／硬上加硬(斜线表示前后说法皆可，下同此

例)。kan53 t9‘iou51 Sa习2 tinl3 tin53 tsll——linl3 P‘onl3 linl3／linl3．．11§。习3 tGia53

linl3。

土黄骡子走泾阳——不说是命苦，还说是走手好。t‘t144 xuor35l lux51 ts]2

tsou44 tGin53 ior31——pul3 fYl3$113 minl3—11 k‘U44，xan5l fYl3 S-L13 tsou44—．51莘au44

x3“。“土黄骡子”，土黄骡子，一种耐力骡种。“走泾阳”，来往陕西泾阳负重

跑脚。“走手”，走路姿态。土黄骡子成年在千里路上负重受苦，人们不理睬

其苦难的命运，只看到它稳健的步姿，喻别人只看到自己受苦的奋斗精神，而

看不到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上过(或“下”)铁芯子的——人样儿再没说的。莘3日。。kux(或xa。。)

t‘iel3 ginl3一11ts]3 til——Ken51 ior313—1l m3 ts913 mul3 fxl3—11 ti3。“铁芯子”，兰

州社火节目之一。把10多米高的铁杆固定在车上，上端横条上固定住穿有戏

装的儿童，车动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所选儿童无论男女，皆须长相俊秀，

故有此语。

马勺里炒豆子——一齐焦。ma44 fxl lil ts‘044 toul3一ll tsa3——i13—11 tG‘i51

teio。。 “马勺”木制大勺。“焦”，烧焦，喻毁败。

马不跳的鞍子跳——怪事／倒来了。ma44 pul3 t‘io】3—11 ti3 an53 ts]1

t‘i013——ku￡13 S113／t013—1l l￡51 102。“马不跳的鞍子跳”，马不跳而鞍子跳，喻

该跳的不跳，根本没资格或没本事跳的却跳起来了。

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mon5l fenl3一ll li3 k‘anl3．11 Ken51——pa44

Ken51 k‘anl3—11 pian44 lol。

瓦陀螺里栽蒜哩——小苗子货。va44 t‘uYl luxl lil ts￡53 SUalll3—11 li3——

6iott mi051 ts2z xuY。。。“瓦陀螺”，碗外底部圆圈部分。“小苗子货"，本指长不

大的蒜苗，喻指小气、不能成大事的人。

瓦渣子揩沟子——一茬子的买卖。va44 t荸a1 ts]1 k‘￡53 kou53 ts]1——i13一11

ts‘a5l ts]2 til mE44 mE：1。“瓦渣子”，破瓷片。“沟子”，屁股。“一茬子的买卖”，

一次性的行为。

大车驶到县门上了——差事该着你了。ta 13—11 ts‘Y53§t44 t。1 9ianl3—11

mon51§3日2 103——tS‘￡53 S113 ks53 pfY51 li44 lol。“县门”，县衙门前。旧社会随意

就地抓差，赶车的若经过县衙门，往往乘机被抓差，故有此语。

丑八怪演鬼哩——不用化装。t莘‘OU44 pal3 kuel3 ian44 kuei44 lil——pul3ynl3



xual3一11 pforj53。

月里娃吃大豆——胡拐哩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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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3一11 li3 val tS‘．L13 tal3一11 tou3一xu51 kue44

炒蚕豆。“拐”本指因嘴里无牙，只能在嘴里乱动。“胡拐”，胡

月房门上的红条条——闲人免进

t‘i02——百an5l乙an51

lil。

说。

。yel3一11 for33 mOB51 S。日2 til XUOn5l t‘i05l

mian44 toinl3。“月房”，

旧俗门前挂红布条，禁止外人进入。

见了绺娃子叫爸哩——认贼作父

lil——乏anl卜ll tsei51 tsuxl3 ful3。“

妇女生小孩后一月内的居室，依

。toianl3—．11 103 liau44 val tsll toi013．．11 pa53

绺娃子”，掏腰包的小偷。

水磨沟的石头——挡了驴(／“爷”)的路

t‘OU2——t。习13．1l 133 ly5l(／ie51)ti2 lul3 la447“

中游，石头很多，不是用来有意挡路的。“

牛皮灯笼弓弦系——打不断，摔不烂

驴

了?fei44 m'913．11 kau53 til St51

水磨沟”，兰州地名，指阿干河
" “

爷”皆指对方。

。liau5l P‘i2 ton53 loul kuon53 oian51

Gil3——tal3 pul3 tuanl3，fz44 pul3 lanl3。“弓弦系”，用弓弦做的手提的系绳。

牛皮鞭子打牛哩——自家打自家。liou51 P‘i2 pian53 ts]1 ta44 liou51 li2——

tsll3—1l toia3 ta44 tsll3—1l toia3。“自家"，自己。

牛蹄窝窝里的积水——起不了风浪

fei44——tG‘i44 pul3．．11 103 fonsa|a1013。

毛驴子碰仗——凭脸夯

。liou51 t‘i51 vY53 vYl lil til toil3—11

。ma51 ly5l tsl2 P‘onl3 t[；orjl3——p‘in44—11 lian44

xarj。。。“碰仗”，也叫顶仗，用头顶斗。“夯”，往前挤。“凭脸夯”本指毛驴顶

仗时用脸面相挤撞，喻指办事时靠老面子硬使对方接受要求。

毛里的刺——光扎人，不见针

pul3 toianl3 t莘ons3。

吼13 t

头

。mD5l li2 ti3 ts‘113——kua习53 t§a13．11 Konsl，

毛蛋上一切刀——乱是头头子。mD5l tanl3—1l S。日3 i13 tO‘iel3 t053——luanl3

‘OU5l t‘on2 tsl。。“毛蛋”，一种毛线团，过去皮球未出现前作球玩。

子’’

心

本指毛线头绪，喻指：①事情头绪多；②头儿，即领导多。

里美的萝卜——皮绿心红着

oin53 xuon51 tS￥2 li3。“心

“

头

哩。gin53 lil mei44 til lux51 pu2——p‘i5l lul3

里美”一种肉质呈红纹的萝卜。

六月里穿皮袄——冷仇热报

乏Y13 PO：3。

。liaul3一11 ye3 lil pf‘an53 P‘i51。2一Ion44 t荸‘0U51

六指子扣痒痒——多着个道道

t莘￥1 kxl t013．11 ta3。“六 指 子’’，

。lul3 tall3—．11 tsl3 k‘OU53 iordn iarjz--tUXss

六个指头的手。“道道"本指划下的道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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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指门道、思路。

六月里的野狐子——不顾皮毛。lioul3 yel3 li3 til ie44 XUl tsll——pul3 kul3

P‘i。。mos。。“野狐”，狐狸。六月里天正热，狐狸正在换毛，毛皮不值钱，猎

人不打主意。“不顾皮毛"本指狐狸知道其时自己的皮毛不为人所重而行动胆

大，不自重，喻指不顾脸面或不计细节。

正月十五贴门神——迟了半个月。t莘an53 yel乱13一11 vu44 t‘iel3 mon51

$an2——t5‘1．5l 102 panl3．11 kx3 yel3。“贴门神”当在大年三十，即大年初一的

前一天。“迟了半个月”，喻迟了好长时间。

打墙的板儿(／椽子)——上下翻着哩。ta44 t9‘ior35l ti2 pan44 ml(／pf‘an51

tsl2)——So习13 xal3 fan53 t莘Yl lil。“打墙’’即板筑成墙：栽四木为桩，两面各

置一板，中间填土夯实后再加两板，又填土夯实后，将下边的两板取下放置

上边，再填土夯实，木板如此循环，墙越筑越高。有时也用椽子代替木板。

“上下翻”本指筑墙木板上下轮番使用，喻指高下相替、盛衰至代、贵贱无常、

贫富易位等现象，义同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石二面的锅盔——没吃着看够了。tanl3一11 uJ2 mianl3．11 ti3 kux53

k‘ueil——mul3 tS‘、13．1l tSY3 k‘arll3 koul3．1l 103。“锅盔”，大烧饼。“石二面的

锅盔”，一石二斗(约900公斤)面的锅盔，极言锅盔大。“没吃着看够了”，

还没吃，只看一看，就把人吓饱了，喻指只见其样子就够人受了。

皮袋上戳眼眼——故意儿泄气。P‘i51 t‘￡2 So习3 pf‘Y13 ian44 ianl——ku44

i。s—ll Uls Gie。。tel‘i。。。“皮袋”，整羊或整牛的皮囊，吹胀后做皮筏用，戳眼气

漏，则沉水坏事。

包谷面馇糨子——没黏儿。p053 kul mianl3 ts‘a13 tgiordl3—11 tsq_3——mul3

Kans。Ulz。“馇糨子”，打糨糊。“没黏儿”，本指没黏性，喻不沾连，没关系。

西城河的铁大豆——气死老汉。百53 t§‘onsl xY 51 ti2 t‘iel3 tal3 tau3——

tG‘i13一l。sltt lo。。xans “西城河"兰州小地名。“铁大豆”一种质硬味香、不

裂口的炒蚕豆。

西番的牦牛——认着一座帐房。Gi53 fanl til m05l liou2——Kanl3．11 t莘Y3

i13—11 tsuY3 t莘or313一ll for33。“西番”，藏民。“牦牛”，藏民牧养的一种长毛肉牛。

“帐房"，帐篷，藏民的住室。藏民的牛群晚归时各回自己主人住地，不会乱

投主人，喻只认一方。

莴笋叶叶子——下戳子货。VY53 suon44 iel3．1l ie3 ts]l——西a13 Pf‘Y44 ts]1

XUY。。。莴笋，常见蔬菜，兰州也叫“笋子”。先要把叶子倒撕下来，才能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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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下戳”，往下撕剥。“下戳子

下贱人。

快刀切豆腐——两面光

kuorj53。

老牛拉破

货”， 往下撕剥的东西，喻指不识抬举的

。k‘u￡13一11 ta53 tG‘iel3 toul3—11 fu3——li。习44 mianl

车——慢腾腾的。la44 liou51 la53 P‘Y1扣ll tS‘Y53——manl3—11t‘on3

t‘onl til。

老虎吃苍蝇——干拌牙岔骨 。la44—51 XU44 tS‘1．13 ts‘or353 inl一ka53 panl3 ia51

t§‘a2 ku。s “干拌”，空嚼。“牙岔 骨”，

老据羯戴岔子——装的大牲口。b。；

指嘴巴。

tGyl3 lyl3 t913 tS‘a13．11 tsl3——pf。习53 til

ta。。san。。k‘oul。“老据羯”，老山羊。“岔子”，马嚼子。“大牲口”，

老鼠吃鸡蛋——无从

ts‘uan51 gial3一“k‘Ou44

骡子。

下口。b44—5l pf‘u44 ts‘．L13 tGi53 tanl——vul3一11

老鼠拉木锨——大头子在后头哩。lo。。一。。

t‘OU5l tsl2 ts￡13 XOUl3—11 t‘OU3 lil。“木锨”，

老鼠钻进书堆里——咬文嚼

lil——ia44 von51 tGye51 ts]13。

Pf‘U44 la53 mul3一11 Gian3——tal3

类似铁锨的木制扬场工具。

字。1344—51 pf‘U44 tsuan53 t西n13 fu53 tuei53

老鼠钻进风匣里——两头受气。b44—51 pf‘U44 tsuan53 tginl3 fan53 gial

lil——li3习44 t‘9u5l Saul3 tg‘i13。“风匣”，

推时前面进气。

压住脖子割嗉子——硬做。ia。。

鼓风风箱，往外拉时后部进气，往里

pful3 pY5l tsl2 kyl3 sul3 tsl3——linl3

tsuY。。。“嗉子”，甲状腺肿大而在颔下颈上生的瘿瘤。

夹的唢呐丢盹哩——把事不当事

pa44 S113 pul3—．11 torj53 Stl3。“丢盹”，

当然误事。

夹的簸箕上天哩——想的美

“

硬做
"

' 硬性做事。

。tgial3．11 ti3 suy44 lal tiou53 tuon44 lil一

打盹儿。在红白大事上吹唢呐，打盹不吹，

。tgial3一11 ti3 pY44 tGil S3习13 t‘ian53 lil——

giar344 til mei。。。“夹的簸箕”，指两腋下夹上簸箕当翅膀。

吃

pful bl

屎的把巴屎的鼓住了——倒来了

——t。13 l￡51 b2。“巴屎”，拉屎。

义近上“马不跳的鞍子跳”。

o

“

tS‘．L13 S．L44 til pa44 pa44—51§．L44 til ku44

鼓住”，

红萝卜踏蒜——不是个顶事的槌槌子。

扭住，使之无可奈何。此条

xuon51 luy2 pu3 t‘a51 sllanl3一pul3

stl3—11 ky3 tin44吼13—11 ti3 pf‘ei53 pf‘eil tsll。“踏蒜"，捣

红萝卜里拌辣子——吃出看不出 。xuon51 luy5l pu2 li3 panl3 lal3—11 tsl3——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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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莘‘t13．11 pf‘U3 k‘anl3 pu3 pf‘U1。“红萝卜"，

红胶泥捏的鼓锤——只能用一下。

pf‘ei53——tSl44 Ion51 ynl3 i13一 xa3 o

羊圈里的驴驹子——数它大。

t‘a“tal3。“

fei

驴驹子”，小驴。

胡萝卜。

xuon51 tgi053 lil lie 13—11 ti3 ku44

“红胶泥”，红

ior35l tgyan2 li3

粘土和的泥巴。

til ly51 tGy2 tsll——fu44—5l

羊圈里的驴粪蛋——谁都看清着哩。i0051 tgyan2 li3 til ly5l fonl3 tanl3——

tuz k‘anls tg‘in53 tSYl li。。羊粪蛋与驴粪蛋都是黑色椭圆的，但前者小而

后者大，有明显差别。

G1a1

人"

坟头子上耍拳——吓你先人哩。f

卜11 li44 Gian53 Kanl lil。“

， 祖先。

苍蝇飞到屁

k‘uon53 bl。

坟头子”， 坟

onsl

墓顶

t‘au2 tsl3 S。Dl fa44 tG‘yah51——

。“耍拳"， 打拳，表演武术。“先

上了——扑空了。ts‘or353 inl fei53 tal P‘i13—11$。日3 101——p‘u13

苍蝇扑到屁上了——空欢喜

k‘uon53 xuan53 Gil。

苍蝇背不起米

tsll——lil3 pul3 ts

尿脬打人——

渣子——力

‘u51 gin53。“

。ts‘3刁53 inl P‘u13 t013 P‘i13—11 S3D3 b1——

不从 心。ts‘013s3 inl pei53 pul3—11 tg‘i13 mi44 tSa53

米渣子”，米饭粒。

臊气难闻。suei44 P‘a1 ta44乏an51——s。53 tG‘i13 lan5l yon51。

尿脬”，猪羊的膀胱，小孩吹足气后当气球玩。尿脬打人虽然不疼，但会染

上腥臊臭味，喻虽无实际损害，但会造成不好传闻或不良影响。

驴吃草帽子——一肚子圈圈。 ly51 t莘‘．L13 ts‘a44 mol3．11 tsl3一i13 tul3．1l tsl3

tg‘yan51 tG‘yan2。“圈圈"，圈儿，这里指小算盘，鬼主意。

“

驴啃板颈——工变工。ly51 k‘on“pan4 tginl——kuan53 P‘Janl3—11 kuon53。

板颈”，脖子。驴在一起往往互咬脖子以止痒。“工变工"，以工换工，互助

互惠。

驴粪蛋子擦沟子——屎冈(上声)屎。lysl fon2 tanl3．11 tsl3 ts‘a13 kou53

tsll——爷飞tt k3习tt一51$1tt。“沟子”，屁股。冈(上声)，擦。本语喻同类相逢或

以毒攻毒。

‘‘

鸡蛋走路——各滚各

各滚各 的"，指

鸡蛋里找骨

的。tgi53 tanl tsou44 lul3——kYl3．1l kuon44 kxl3—1l ti3。

各走各的路。

头——无中生有。tGi53 tanl lil t爷344 kul3_．11 t‘on3——vul扣1l

pfon53莘au53 iou“。

n

钉



歌后语·喻意类

吹糖人的功夫——口气不小。pf‘ei53 t‘ar351乏9n5l ti2 kuon53 ful——k‘Ou“

tC‘i13 pul3．．1l Cia“。

快心人没裤子穿——借掉了。k‘UE；13．1l gin53乏an5l mxl3 k‘u13一11 tsl3

pf‘uan53——tGiel3．11 ta3 lal。“快心人"，热情帮助别人的人。

迎风吃炒面——有口难张。in51 fan53 ts‘．L13 tS‘a“mianl——iau“一51k‘Ou“

lan。，t莘or3。。。“炒面"，麦子炒熟后磨成的面粉，一种熟食。迎风吃炒面易风吹

受呛。

雨后的毡衫——没用了。Y“XOUl3．．11 ti3 t$an53莘anl——mYl3 ynl3一11 b3。

“毡衫"，毡制雨衣，又重又硬，平时不穿。

拔的荨麻喂驴哩——尽的空头子人情。pa5l ti2 eye51 ma2 veil3．1l ly5l

li2——tGinl3一ll ti3 k‘uon53 t‘Ou51 tsl2乙an51 tG‘in53。“荨麻"，一种长有细密芒

绒的野草，接触皮肤后烧灼难忍，牲口不敢吃。“尽的空头子人情"，尽空头

人情。

陕西的麦子——旋黄旋割。San“cil til myl3—1l tsl3——9yanl3-．11 xuar351

Cyan。。kx。。。“陕西的麦子"，陕西关中平原的麦子。因大面积成熟来不及收割，

只能黄一点，割一点。“旋黄旋割"，一边黄一边割，喻指及时收拾、了结，不

拖延时间。

狗吃羊肠子——连吃带摔达。kan4‘t莘‘113 iar35l t莘‘ar35l tsl2——lian51

tS‘．L13 t￡l。fel3．。1 ta。。“摔达”，本指摔来摔去，喻指发脾气，找麻烦。，“连吃

带摔打"本指狗吃羊肠子时摔来摔去的样子，喻指既得好处，又找麻烦。

狗娃子站在粪堆上——装大狗着哩。kou“Val tsll tsan53 tsel3 fanl3—1l

tuei53$a习l——pfa习53 tal3_-11 kou44 tSYl lil。“狗娃子一，小狗。

狗掀门帘子—_全凭一张嘴。kan44 9ian53 man5l lian51 tsl2——tG‘yan5l

P‘in44 i13．．1l t莘arJ53 tsuei“。

庙门上的石头——挡了驴(／爷)的路? mial3．11 man51莘a习2 til莘t51

t‘Ou2——ta习13．1l b3 ly51(／ie51)ti2 lul37“庙门上的石头"，庙门前的石头，本

不挡路。“驴"或“爷”指对方。此歇后语用来回敬别人无缘由的责怪。

胡子上的饭——吃不饱人。XU51 tsl2零3日3 til fanl3——tS‘tl争+ll pus Pa44

乏an51 o

指屁吹灯——靠不住。tS．L44 P‘i13 pf‘ei53 ton53——k‘al扣11 pu3 pful3。“指屁

吹灯”指望用放屁的那股气吹灭灯火。

城门洞里挈杠子——直来直去。ts‘on51 mon51 tuonl3一11 li3 tG‘ie5l kar3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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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l3——tSt51 le51

t；)44 o

ts．L5l tG‘i13。“挈”，

城墙上的蒿子——随风倒

砂锅里捣蒜——一锤子

肩上扛。

。t莘‘on51 t9‘iau2§a日1 ti3 X053 tsll——suei5l fon53

的买卖。sa53 kuxl lil ta44 suanl3——i13 pf‘ei53 ts]l

ti．m￡。。me，。“一锤子的买卖"，兰州常用语，指不讲信用，只能打一次交道。

尿锅子抬到烂胛 子上了——高升了。suei53 kuxl tsll t‘￡5l tal3 lanl3

t6ial3·11 tsl3爷a习1 lal——k353 San53 lal。
“

子"，生疮的肩膀。

113—-11

屎爬牛进牛角——死路一条

t‘b。。“屎爬牛”，蜣螂。

尿锅 子”， 起夜小便的砂锅。“烂胛

。S144 P‘a51 liou51 tCfinl3 liou5l kxl3——s144 lul3

屎爬牛跌到尿缸里了——漂洋过海了。St44 P‘a51 liou51 tiel3．11 t93 suei53

karj53 lil lal——p‘i353 iorj51 kuxl3．1l XE44 b1。本语

屎爬牛打喷嚏——满嘴喷粪

man44．sl tsuei44 P‘on53{onl3。

喻盲目自得。

。莘t44 P‘a5l liou5l ta44 P‘onl3—1l t‘i3——

屎爬牛搬家——滚蛋。St44 P‘a51 liou5l pan53 tGia53——kuan44 tanl3。“滚

蛋”本指翻滚。

屎爬牛爬在秤杆子上了——不说跌下来把你掼坏哩，还说你是孔明观星

着哩。莘．L44 P‘a51 liou5l P‘asl ts￡13 t莘‘onl3．11 kan3 tsll S。刁1 lal——pul3 fYl3 tiel3—11

Xa3 lel pal3—1l li44 kuanl3 XUEl3一ll li3，xanl3 fYl3 li44 S、1 k‘uon44 minl kuans3 Gin53

tsY。li。。“掼”，摔。本语讽刺故作姿态，假装斯文的行为。

屎爬牛钻到炭渣 子里——一色。St44 P‘a51 liou51 tsuan53 t31 t‘anl3 t§a53 tsll

1i，——i，。莘Y，。。“屎爬牛"(蜣螂)与“炭渣子”(碎炭粒)均为黑色 。“一色”，

一样颜色。

屎爬牛爬在炭渣子上了——不说你没有动弹，还说我把你没有看见。s1。t

P‘a51 liou 51 P‘a51 tsEl3 t‘aD．13 t莘a53 tsll莘a习13一

tuonl3—11 t‘an51，xanl3 fYl3—11 vY44 pal3一ll li44

11 103——pul3 fYl3 li44 mLll3呻11

mul3一11 iou44 k‘anl3—1l to：Jan3。

IOU44

“屎

爬牛”(蜣螂)是黑色，“炭渣子”(碎炭粒)也是黑色，不“动弹”(动)则

别人难于认出。本语讽刺对熟人佯装不认识或不打招呼的行为。

骆驼的鞍子——长下的 。lmfrl3—1l t‘uY3 til an53 tsll——tS。日44 xal til。“长

下的”，天生下的，不是人为造成的。

鸭子死了变鹅哩——好的是汤汤水水

x。13．11 ti3乱13 t‘a班3 t‘at31 fei44 feil。“好”，

。ial3—11 ts'13 s144 lal planl3 Ysl li2——

爱好，喜欢。“汤汤水水”，本指水



歇后语·喻意类

(鸭子和鹅都离不开水)，喻指不三不四的事情和行为。本语也用来指死不改

其所好。

麻雀儿跟上夜蝙蝠飞哩——陪不住。ma51 tG‘ia2 1113 kan53莘。毪iel3 piel3—11

XU3 fei53 li——p‘eis，pu2 pfu。3。“麻雀儿"(麻雀)白天飞，晚上休息。“夜蝙

蝠"(蝙蝠)晚上飞，白天休息。“麻雀儿"白天飞过，晚上又飞，故“陪不

住”。

豁鼻骡子卖的驴价钱——坏在嘴上了。xuxl3．1l pi5l lux51 tsl2 mel3．11 ti3

ly51 t西a13．1】tG‘ian2——xu￡13 ts￡13 tsuei44爷。习l lal。“坏在"，事情出在。“嘴

上"本指嘴上面的鼻子，实指嘴头上，即说话或吃喝行为。

皮袄里的毛——没哈数。P‘i51 az li44 til ma51——mul3 xa53 ful。“没哈数"本

指没有数子，即数不清；实指没法度，因兰州话中“哈数’’义为法度。

监门上的匾——后悔迟。tGian53 manl S313—11 ti3 pian44——xaul3 xuei3

tS‘．L。。。“监门"指旧皋兰县衙的牢门。据传上书“后悔迟"三字。

隍爷的马——只喂不骑。xuarJ51 ie2 ti3 ma44——tS．L44 veil3 pul3．1l t9‘i5l。原

兰州府城隍庙里养着四匹马，专供“隍爷”“乘骑"，膘肥体壮，终年无事。此

语喻只受供养，而无贡献。

木匠的斧头——偏刃子砍着哩。mul3．11 t9iarj3 til fu44 t‘aul——p‘ian53

z-,anl3—1l tsl3 k‘an44 t莘Y1 lil。木匠的斧头不同于一般的劈柴斧子，刃儿向一边

偏斜，这就叫“偏刃子"。此语喻处心不公，偏袒一方，伤害另一方。

后山的土地爷——见不上盘。xaul3—11 San3 til t‘u44 til3 ie51——tGianl3

pu，。一l，莘a日。P‘an。。。“后山"，深山，无人问津。“盘"献给神佛的蒸馍。

岔口驿的走马——胎里带。ts‘a13 k‘Ou44 i13—11 ti3 tseu44—51 ma2——t‘￡53 lil

t￡。。。“岔口驿’’在天祝县，产走马。“胎里带”，娘胎里带出来的，即天生的。

架底下的黄瓜——歪的很。tmal3 ti44 xal til xuarj51 kua2——v￡53 til xan44。

黄瓜须搭架挂果，若在架下必然受阻长成歪脖形状。“歪”兰州另有一义：凶

狠。实指此义。

精脚片子踢石头——挨疼着耍翠哩。tGin53 tgyel3 P‘ian44 tsll t‘i13§kl

t‘au2——￡51 t‘an51 tSY2 fa44 ts‘ueil3—1l li3。“精脚片子"，光脚片。“耍翠”，显

美。．本语喻为虚荣而干蠢事。

脚户骑驴——舒坦一段是一段。tGyel3一ll XU3 tG‘i51 ly51——fu53 t‘alll i13

tualal。吼1。il。tuan”。“脚户"，赶牲口从事驮运业的人，无货可驮时可自骑其

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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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里别的死老鼠——硬装的打猎的。i。53 lil pie51 ti2 s144 la44—51 pf‘U2——

linl3 pfarJ53 til ta44 liel3．1l ti。。“硬装的”，故意装的是

鼻洼里搁冰——眼热 了。pi51 val3 li44 kxl3．1l pins3——ian44乏Y13—1l la3。 “鼻

洼里”，鼻子上端凹陷处。“眼热"另有一义为“眼红”，即歆羡而嫉妒。此语

实指此义。

磨道里等驴——总有一天哩。mxl3．1l t03 lil ton44 lysl——tsuan“．51 iou44

i，。一ll t‘ian。li。。“磨道"，驴推磨的地方。“总有一天"，迟早会有一天碰上驴。

此语意为只要瞅准目标，总会达到目

破托笼蒸馒头——浑身出气。P

的。

‘Y13 t‘uY53 luonl tS9n53 man51 t‘Ou2——

xuon51孚an2 pf‘U13 tO‘i13。“托笼"，蒸笼。

风匣板子做锅盖——淘完冷气淘热气

kel——t‘a51 vail51

指所受的各种气。

钱衩子背冰

Ion44 tO‘i13 t‘a51

刖 心凉到

。fan53西al pan44 ts]l tsul3 kux53

乙Y13 tO‘i13。“

后

淘
"
' 受 。“冷气"、“热气”喻

心。tO‘ian5l t莘‘a13．．1l ts]3 pei53 pin53——

tG‘ian5l gin53 liard51 t02 xoul3．11 gin53。“钱衩子”，形同“褡裢"而小。中间一

面开口，人搭肩上，两头装东西。“前心凉到后心”喻指使人伤心，心凉透了。

粉条子拌豆芽——里勾外连。fan44 t‘ia51 tsl2 panl3 tOUl3 ia51——li“kouss

v￡13．1l lian5l。“粉条子"粉条儿。

卖水的看大河——尽是钱。

爷、3 tO‘Jan51。“大河"黄河。

mEl3 fei44 til k‘anl3 tal3一11 xY5I——tGinl3．11

缸缸子打掉耳耳子——无法提 。karl53 karjl tsll ta“tal u144 Ul{tsll——Vul3

fa。。t‘i。。。“缸缸子"，陶瓷小提缸。“耳耳子"，拴系绳的耳子。

背上媳妇子朝华山——出力不讨好。

XU813一11莘an53——pf‘U13 lil3 pul3 t‘a44·5l xa44。

公和儿媳妇过分亲密，故有此语

pe,

“媳

53莘3习l Gil3一ll fu3 tsll tS‘a5l

妇子"，儿媳妇。兰州甚忌公

背上猪娃子撵狼哩——寻着招祸哩。pei53争arjx

li2——gin51 tsY2 tSas3 XUYl3--11 li3。“猪娃子"，小猪。

ta{3。

pul3

pfu53 V81

“撵狼"，

tsll lian44 larj5l

追狼。

蚂蚁衔的榆钱子——牌子大。ma51 i2 xan5l ti2 Y5l tO‘ian2 tsl3——p‘￡51 ts]z

蚂蚁虫儿耢死猪——拉不动。ma44—5l i44 pf‘on51 u12 lal3 s144 pfu53——la53

tuon。3。“蚂蚁虫儿"，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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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桃红了染大红——得寸进尺。kx44 Sa习1 t‘a5l xuonz 103乙an“tal3一ll

xuon51——tyl3 ts‘uonl3 toinl3 tS‘．L13。“给上桃红了染大红"，给上桃红颜色后

又想染大红颜色。

烂眼猴儿吃疙瘩——绷眉巴眼的。lanl3．1l iant4 xon51 m2 t爷‘．L13 kYl3一ll

ta3——pon53 mi53 pa53 ian舯11 ti3。“烂眼猴儿”，谐指患眼疾者。“疙瘩’’，一种

面食。用糜谷面或玉米面做成鸡蛋大圆团，煮熟后当饭吃。“绷眉巴眼”本指

因“疙瘩"体积大，吃时张大口用力，使患眼疾者造成的蹙眉绷眼的痛苦样

子，喻指生气时瞪眼竖眉的状态。

北山的砂地——苦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pY，。一ll flans3 tit fla53

til——k‘U44—．5l sl“1044 tsll，ful3．．1l sl“m5l tsl2，tO‘Ynsl s144 suon53 tsll。“jI二

山"在兰州西北郊因降雨量太少，农民世代以“砂田"种植为生。“砂田"是

在平整好的地面上铺上半尺厚的砂子(卵石与沙粒的混合物)造成的。砂层

保墒保温，可保证小麦正常生长，且面质极为精良。所压砂石采自山坳或土

层之下，全靠人力背挑或牲畜驮运，劳苦非常。一般父辈压砂，儿辈获益，到

孙辈土石相混，无法保产，得把旧砂层搬走，换铺新砂，费力尤甚。

北山里的据羯——肚子里瓷实。p￥13—11莘an53 lil til toyl3 lyl3——tul3．11

tsl。li，ts‘1。。s．I．：。北山(见上条释文)适养山羊。山羊外表干瘦，但体内结实。

本语喻不外露，不显富的人。

核头客——世下砸着吃的。Xy51 t‘OU2 k‘Y13——$t13．1l xa3 tsa5l t§Y2

tS‘．L。。一。。ti。j“核头"，核桃。“核头客"，象核桃一样的家伙。“世下"，天生下

的。“砸着吃的”，本指核桃要砸开才能吃仁，喻指对有些人不能客气，要用

硬性手段整治才能使之就范。

铁匠巴屎——住一火。t‘iel3 toiorjl3 pa44．51 St“——pful3 i13 XtlY‘40“巴

屎"，去大便。“住一火"，停一会火，喻停一会。

拿的麻杆打狼哩——心强力不足。la51 ti2 ma51 kan2 ta“lot351 li2——Gin53

tO‘ior351 li。。pul。tsu。3。“麻杆"，大麻剥去麻后的茎秆，非常松脆。

袖筒里揣棒槌——直来直去。oioul3一11 t‘uon3 lil pf‘￡53 por313．11pf‘ei3——

t乱51 le5l t吼51 tO‘i13。

烟囱里绕手哩——往黑路上引哩。ian53 ts‘uanl lil乏a“．5l§au“lil——

vorj44 xYl3 lul3--11§a习3 in“li53。“绕手一，招手。

清鼻子淌到嘴里了_现来的福儿现受上。tG‘in53 pi51 tslz t‘0134‘t31

tsuei4t lil 10l——Gyanl3--Il l￡5l ti2 ful3一．1l瑚3 Oyanl3 Saul3．．1I$o习3。“清鼻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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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涕。“现来的福儿现受上’’，随时得来的福分随时享受上。

月亮底下穿孝衫——人白影子黑。yel3 liorjl3 ti44 xa3 Pf‘an53 Giol3一ll

san53——7．on51 pY51 in44 tsll xYl3。“人白影子黑’’喻指自身清白而印象肮脏。

黄瓜打驴——多半截子溅掉着哩。xu3rj51 kua2 ta44 ly5l——tuY53 panl3一ll

t‘：ie51 tsl2 tsanl扣11 t03 tSYl lil。“多半截子溅掉(因折断而飞掉)着哩’’喻指多

半辈子已过去或大部分已损失。

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xuar35l lian5l ful3一11 xa3 t‘all53 P‘i51

P‘a2——k‘u44 pfonl tsuYl3 luxl3。

黄连树上挂苦胆——从根苦到尖。xuor351 lian51 ful3．11 so习3 kual3k‘U44—5l

tan44——ts‘uon51 kon53 k‘U44 t01 tGian53。

黄河沿上的皮筏——全凭一口气。xuarj51 xy2 ian51 Sa习2 ti3 P‘i51 fa2——

tG‘yan51 P‘in44 i13．1。k‘ou。。tG‘i13。“皮筏”，也叫“羊皮筏子”，用十来个去毛

整体羊皮囊吹足气后做成，上置货物在黄河上划运。皮筏泄气，则无浮力而

沉水。“全凭一口气”喻指人活着全凭一口呼吸或一股精神。

聋子的耳朵——摆设。luon51 tsl2 ti3 uJ44 tuYl——pe44荸Y1。

龚家湾子的——木鼓。kuou53 tGial van53 tsll til——mul3．11 ku44。“龚家

湾子’’，兰州一地名，过去交通不便，此地人比城里人倔强、土气，城里人以

“木鼓”(不开窍的人)相诮。遂谓某人“木鼓”，则云“龚家湾子的"。

骑上骆驼赶鸡哩——能的放不下了。t9‘i51荸。习2 luxl3一11 t‘uY3 kan44 tGi53

lil——Ion51 ti2 for313 pul3．11 xa3 b1。“能的放不下了”喻指逞能而显得才大无

处可摆的样子。

崖头边上耍姿势——不是地方。E51t‘ou2 pian53莘。习1 fa44 tsl53§．L1——pul3

§Ls tita．．，，for3s。“崖头”，悬崖。“耍姿势”，扬手动脚，卖弄风姿。“不是地

方"，不是合适的场地，喻指不是合适的场合。

崔家崖的狮子——做劲儿着哩。ts‘uei53 tgial￡s1 ti2号t53 tsll——tsuYl3

tGin。3一。，m。tSs-1 li。。“做劲儿"，故做姿势，也指唱戏时的“亮相”。“崔家崖”，

兰州城西一乡村。据传某年正月耍社火，崔家崖的狮子跳得正欢的时候，顶

狮子的前一个人的裤带开了。继续跳，要出丑；停下来，没来由。值此危难

之际，演出者急中生智，马上抬起左膝，止住裤子下落，双手斜举狮子头，做

出“亮相"姿势，即“做起劲儿来了”。后一人遂产生了这条歇后语。现在一

旦有人故做姿态或有意摆架子，群众就会说他是“崔家崖的狮子”，言下之意

他在“做劲儿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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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儿吃大豆——嘴里不来的话。tG‘ia44 m1 t§t13 tal3—11 tou3——tsuei44 lil

pul3—11 le51 ti2 xual30“雀儿"，麻雀。“大豆”，蚕豆，体积大，麻雀不可能吃

到嘴里。“嘴里不来的话”本指大豆吃不到麻雀嘴里的话，喻指说实际上无法

实现的空话。

猪嘴的壁虱——倒吃客。pfu53 tsuei44 til pil3—11 SY3——t344 t§．L13k‘Y13。

“猪嘴”，猪嘴岭，在兰州东榆中县境，旧社会此地旅店卫生差，壁虱(臭

虫)很多，住者大受其苦。旅客按惯例住店要吃店家的饭。此歇后语字面说

壁虱反吃了旅客。

麻袋上扎花儿——底子太差。ma51 tel3—1l S3日3 tSal3—1l xua53 llll——ti44

tsll t‘￡13—11 tS‘a53。“扎花儿”，绣花儿。

棺材头上放屁——给死人胀气。kuan53 ts‘￡1 t‘ou51 So习2 for313P‘i13——

km44 si44乏anl tSor313 tq‘i13。

提起冰草根——拉扯的多。t‘i51 t9‘i2 pin53 ts‘a1 kon53——la53 tS‘Y44 til

tuY。。。“冰草”，一种细叶野草，根系横布，节上再发芽生根，极为柔韧发达。

“拉扯的多"本指冰草根蔓延牵连广，喻指牵扯的人或事多。

猴儿爬竹竿——节节直上。xon5l lll2 P‘a53 pful3一11 kan53——teie51 t9ie2

t莘151莘a日13。

锁子铁——铜里不去，铁里也不去。SUY44 ts]1 t‘iel3——t‘uon51 li2 pul3．11

tG‘i3 t‘iel3—11 li3 ie44 pul3—11 tO‘i13。“铜里不去，铁里也不去"本指旧式锁子既

不是纯铜，也不是纯铁，喻指既不是此，又不是彼，或既不精于此，又不精

于彼，不成材。

童养媳妇雷抓了——一步登天了。t‘uon51 ior344 Gil3 ful3 luei51 pfa53 101——

i。。pu。。ton。。t‘ian。。lo，。旧社会有些贫苦人家的女儿从小接到婆家抚养、劳作，

到十五六岁结婚成亲。这种女子叫“童养媳’’，在家中地位很低，经常受婆婆

虐待。“雷抓了"，雷击而亡，俗谓因前生或今世的罪孽被雷神抓去了。

窗台上拾镜子——想的美。pf‘3刁53 t‘￡51莘a习2乱51 teinl3-，11 ts23——oior344

ti。mei。。。“镜子”，照面镜子，过去常常搁在屋内窗台上。

照壁后头打尖脚——人背后的光棍。tpl3 pil3 XOtll3—11 t‘OU3 ta44 tqians3

tCyel3——乏an51 peil3 XOUl3．11 ti3 kuor353 kuonl3。“照壁”，旧式装饰性建筑，正

对大门外，上有装饰花藻。“打尖脚”，表演武术中提腿踢掌的动作，难度较

大，可显示武术水平。“光棍”，会武术而无所惧怕的人。

精沟子婆娘撵狼——胆大不害羞。tGin53 kau53 tsll P‘Y51 lior32 lia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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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35l——tan44 tal3 pul3 XE：13一11 Giou53。“精沟子’’，光屁股。

鞋垫子做了帽檐子——高升了。xe5l tianl3．1l ts]3 tsuYl3一11 103 mol3—11 ian51

ts]2——k053§an53 101。“鞋垫子"，鞋垫儿。“帽檐子”，帽檐儿。

瞌睡遇着枕头了——巴不得。k‘Y13 feil3 Y13一11 pfY5l tsan44 t‘Oul 10l——

pa。。puls．11 tY。。“瞌睡遇着枕头了”，正当瞌睡的时候遇到了枕头。“巴不得”，

求之不得，正中下怀。

瞎驴铳到草落上——抬住了。xal3 ly51 pf‘uonl3．1l t03 ts‘344 luxl3一11

s3习s——t‘￡s1 pfuz 10s。“铳到草落上”，无意中走到了草垛上。“抬住了’’，遇

到好事了，得到好机会了。 ，

寡妇拉娃娃——天赶给了。kua44 ful la53 va53 val——t‘ian53 kan44 kYl 101。

“天赶给了"，老天爷赶到(她)头上了，即事非自愿，天命使之这样。

戴了丈八高的帽子——摸不着顶了。tEl3．1l 103 tI；01313 pal3 k053 til m013．1l

tsl3——my53 pul3 pfx51 tin44 101。“摸不着顶了"，喻指自高自大。

鹰把兔儿叫哥哥——哄着拔毛哩。in53 pa44 t‘U13．11 m3 tGi013 kx53 kxl——

xuonss t§Yl pa5。mo。。li：。鹰善捕兔。旧社会有人专门驯鹰捕兔以为嗜好。“哄

着拔毛”，骗着拔其毛食其肉。喻指愚弄人，骗取财物。

癞蛤蟆过门坎——又碰沟子又暾脸。l￡13一ll Xy3 mal kuxl3 men5lk‘an2——

ioul3 P‘anl3 kou53 ts]l ioul3 tuon53 lian44。“沟子"，屁股。“瞰脸”，碰脸。“又碰

沟子又蹴脸”，喻指又受损失又伤脸面。

癞蛤蟆跳姜窝子——寻着挨锤子哩。lel3一ll xY3 mal t‘i044 tGior353 VYl

tsl——gin51 t莘Y2￡51 pf‘ei51 ts$2 li3。“姜窝子"，捣调和的臼。“寻着挨锤子”喻

自寻批评或惩治。

癞蛤蟆挈的割脚刀子——杀气大的很哪。l￡13一ll xY3 mal t9‘ie51 til kxl3

tCyl3 ta53 tsll——§a13 tG‘i13 tal卜11 ti3 xon44 lal。“契”，扛。讽刺盲目自大、色

厉内荏的人。

第二节 谐音类

九里的野狐——惜(细)皮。tGiou44 lil til ie“XUl——西13—11 P‘i51。“野

狐"，狐狸。冬季入九以后，因天寒狐狸的毛极为细密。这时的狐狸皮最珍贵

值钱，狐狸为免遭猎人暗算．深居简出以“惜"其皮。兰州话中“惜”、

“细”同音。“惜皮”谐”细皮”。“细皮"有二义，一指皮肤细嫩，二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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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

狗撵鸭子——呱呱叫。kau“lian44 ial3一11 tsl3——kua53 kual tGial3。“呱呱

叫"指上海(南方的代称)鸭子的叫声，谐表赞美的词同音词“呱呱叫"。

公鸡头上戴帽子——冠(官)上加冠(官)。kuon53 teil t‘OU51莘ar3z tel3

mal3．11 tsl3——kuan53莘a砸t9ia53 kuan53。

公鸡头上的肉疙瘩——尕大是个冠(官)。kuan53 t91 t‘ou5l sa习2 ti3 Z,oul3

kxl3．1l ta3——ka44 tal3莘．L1扣11 kx3 kuan53。“尕大"，大小。

老鼠的尾巴——肿(准)了有多奘哩!b“．51 pf‘U44 til i“pal——pfon44

lal iou44 tu953 pfarj44 lil。“肿"谐兰州方言同音词“准"。“奘"，粗。“准了有多

奘哩"，意为即使批准了也没多大好处或作用。

羊圈里出来的——浑身的羊(洋)气。iar351 tt；yanl扣1l li3 pf‘U13一ll le3

til——xuonl3．11 Son53 til iarj5l tG‘i13。

步云堂里的架阁——尽是书(输)。pul3．1l yn5l t‘at351 li2 til tGial3．1l

kY。——t9in。。一11 s1．。fu。。。 “步云堂"明末清初时兰州一书店。兰州话中

“书"、‘‘输"同音。“尽是输"，只输不赢。

茅厕里拾了个手巾——难揩(开)口。ma5l sll3．11 li3§．L51 la2 kyl莘au44

t9inl——lan51 k‘￡53 k‘Ou440“手巾”，手绢。

脚后跟朝北——南(难)走。tGyel3 xoul3．．1l kon53 t$‘313 pxl3——lan5l

tsou44 o

狗吃粽子——不解(改)了。kau44 t莘‘t13 tsuorll3．11 tsl3——pul3—1l k￡“

b，。“解"兰州白读与“改"同音，以“解”谐“改"。

夜明珠跌到醋缸里了——爱宝酸。iel3．11 min5l pfu53 tiela tal3 ta‘ula．11

kar35l li2 b1——￡13—11 pa44 suan53。“爱宝酸"字面义是心爱的宝贝变酸了。所

谐“爱宝酸"，是兰州方言词，指令人失望的人。

骆驼吃青盐——咸(寒)苦在心里。luYl3_．1l t‘uy3 tS‘113 tG‘in53 ianl——

xtln51 k‘1．14I tSE；13 gin53 lil。骆驼喜食青盐(青海产的结晶颗盐)，吃足青盐、喝

饱水后，方可长途跋涉。兰州“咸”(盐～)“寒’’同音，“咸苦一谐“寒苦"。

炒面捏娃娃——熟人。t莘‘a“mianl3 liel3 va51 vtl2——fu51 Z,an51。“炒面"，

把麦子(有时加上麻子或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是旧社会的一种常见于粮。

“熟人’’实指熟识之人的“熟人"。

咸菜上撒青盐——还是个咸(还)。xan5l t9‘￡13-．1l§a日3 sa44 t9‘ins3 ianl——

xan5l吼13．1l ky3 xan5l。兰州“咸一(～菜)、“还一(～是)同音，以“咸"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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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还是个还”，兰州方言成语，意为仍然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和影

响。

粉条子装到麻袋里——绝了。fan44 t‘ia51 ts]2 pforJ53 tol ma51 t￡13一11 li3——

tt；ye；l lo：。“绝”，断。此条以“断”义的“绝”谐“绝妙”义的“绝”。

卖油茶的不拿勺勺——倒的好(到底好)。mel3 iou51 t$‘a2 ti3 pul3—1l la51

fY51 fY2——tal3叫1 ti3 xa44。“勺勺"，勺子。兰州话中“的"、“底”在此连读同

音。

鸭子的爪爪——连手。ial3—11 tsl3 til pfa44 pfal——lian51 sau440“爪爪”，爪

子。鸭爪是“蹼”连在一起的，“连手”本指手指是相连的。兰州方言中“连

手"是一个名词，指一起做工的伙伴。实指这种“连手"。

贼娃子打官司——堂堂(趟趟)输。tsei5l va2 ts]3 ta44 kuan53 s11——t‘arj51

t‘3码z fu。。。“贼娃子”，小偷。“堂堂”指每次上堂打官司，谐音“趟趟"(意为

“每次”)。讥诮长输的赌客，也喻指老实人总评不上理。

犁把拉胡胡子——吱咕吱(自顾自)。li51 pa2 la53 XU51 XU2 ts]3——tsll3—11

kus tsl。。。“犁把”，外行。“胡胡子”，胡琴。“吱咕吱’’，形容难听的声音。

猪吃西瓜皮——想的脆(翠)。pfu53 t莘‘t13西53 kual P‘isl——eiarj44 til

ts‘uei。。。兰州方言里“翠”有“美”义，“耍翠"意为显弄美。此条以“脆

嫩’’义之“脆”谐“翠”。“想的翠”即“想的美”。

猪鼻子里插葱——装象(相)哩。pfu53 pi51 tsl2 li3 t荸a13 ts‘uon5l——pforJ53

eiarJ。。一。。li，3。“装象”，假装大象。“装相"，装样子。

满脸的雀斑——没痣(治)。man44—51 lian44 til tG‘yel3—11 pan53——mul3

t吼。s。“没治’’，没办法。

墙上挂牛皮——不像画(话)。tg‘iorj5l莘。习2 kual3 liau5l P‘iz——pul3 giorjl3



谚语·确认式 ·357·

第四章谚 语

谚语古称“谣谚”、“里谚’’、“俗谚’’，是人民群众口头上流传的经验总结

性的固定语句，一般都能揭示客观事理，富有教育意义。谚语句式整齐，音

调和谐，言浅义深。下辑兰州方言常用谚语从其语气与对听者的态度来说，可

分为确认式、建议式、讽刺式三种类型。

第一节 确认式

此类谚语从正面概括经验，认为事实或规律就是如此，数量最多。根据

所表达内容，可分为如下8个方面：

一、天象时令

早哨阴，晚哨晴，中午哨了刮大风。ts044 S013一11 in⋯van44荸313．11 tG‘in5l，

pfan53 vul$013．1l la3 kual3 tal3—11 fon53。“哨"，太阳起落的地方出现红霞。本谚

意为早晨“哨"，当天是阴天；傍晚“哨"，第二天是晴天。

日珥单，不过三；日珥双，晒破缸。矾13—11 lll44 tan53，pul3 kuxl3 san53，

乏．L13．．1l m44 forj53，S￡13．11 P‘Y3 kor353。“日珥”，太阳边出现的弧晕。“不过三"，

意为不过三天要下雨。“晒破缸"意为天晴炎热无雨。

日背弓，月带箭。互、13 pei53 kuon53，yel3 tel3 tGianl3。意为太阳、月亮边

出弧晕，天要下雨。

东虹热头西虹雨，南虹出来发大水。tuon53 ko日13乙Y13—11 t‘OU3西53 kor313

Y44，Ion51 k0913 Pf‘U13．11 l￡3 fal3 tal3—11 fei440本谚意为东面出现彩虹，天要转

晴；西边出现彩虹，天要下雨；南边出现彩虹，天要下大雨。

月亮毛敦敦，不是下雨就是风。yel3．11 lior33 m35l tuon53 tuonl，pul3§．L13

9ial3—11 Y44 tGioul3乱13．1l fon53。“毛敦敦”，形容月亮带晕朦胧的样子。

星宿挤眼，大雨不远。9in53 9ioul tel44．51 ian44，tal3．11 Y¨pul3-．11 Fan44。

“星宿挤眼”，形容星星忽明忽暗的样子。

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浇死鸡；云往南，下不完；云往北，不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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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51 vorj4t tuon53，i13．11 tS‘a习44k‘uon53；yn5l varj44 Gi53，tgia53 s144 tgi53；yn51

vorjl3一ll lan51，Gial3"pUl3．11 van5l；yn5l varjl3 pYl3，pul3 kuxl3 iel3。 本谚意为云

向东飘，没有下雨希望；云往西飘、往南飘，都会下大雨；云往北飘，不过

夜就可下雨。

瓦儿云，晒的老汉胯子疼。va44 m1 yn51，S￡13—1l ti3 la44 xanl k‘ua44 ts]l

t‘an。。。本谚意为天上云彩呈复瓦状(蓝白相间的花纹)，天晴炎热无雨。

黑云黄云上下翻，恶风暴雨在眼前。xYl3．1l yn5l xuorJ51 yn5l§a日13 xal3

fan53， Y13—11 fan53 pol3—1l Y44 ts￡13 ian44 tG‘ian5l。

雷打天顶，下雨不

“天顶”，天空中央。

屋里不出烟，必定

mlant o

狠。luei51 ta44 t‘ian53 tin44，Gial3—11 Y44 pul3—11 xan44。

雨绵绵。VUl3．1l li3 pul3 pf‘U13．．11 ian53，pil3 tinl3 Y44 mian51

蜂儿不出窝，有雨在

tGin53 kxl。“蜂儿"，蜜蜂

今个。fan53 111l pul3 pf‘U13一11 vY53，ion44—5l Y44 tsel3

。“今个"，今天。

燕低飞，雨信催。ianl3 ti53 fei53，

息在催促人。

不起过雨不下，不起过雨不

Y44 9inl3 ts‘uei53。“雨信催”，下雨的信

晴。pul3—11 tG‘i44 kuxl3一11 y44 pul3 9ial3，pul3一11

t9‘i44 kuyl3—11 Y44 pul3一11 t9‘in51。“过雨"， 雷阵雨。本谚意为久旱之后，起雷

阵雨后会接着下雨；久雨之后，起雷阵雨后会转为晴天。

久晴东风雨，久雨西风晴

fanl tG‘in5l。

。t9iou44 tg‘in51 tuon53 fanl Y44，tgiou44．．51 Y44 gi53

本谚意为久晴之后遇东风会降雨，久雨之后刮西风会转晴。

春寒有雨夏寒晴，下雪不冷消雪冷。pf‘on53 xan5l iou“一51 Y44 9ial3一ll xan51

tG‘in5l，9ial3 I；yel3 pul3—11 lan44 gia53 Gyel3 Ion440“春寒有雨夏寒晴"意为春天

由寒变暖，如果天气变冷，就会降雨；夏天气温炎热，如果天气变冷，就会

转晴。

九"，

九九有雪，伏伏有雨。tGioul4 tGiou44 iau44 Gyel3，ful3 ful3 iau44—51 Y44。“九

每个九。冬至开始人九，九天为一个九。“伏伏"，每个伏。夏至后第三

个庚日入伏，十天一伏，三伏而伏终。本谚意为如果逢九下雪，逢伏就会降

雨。

头九二九，关门袖手；三九四九，冻破岔口；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

九八九，精沟子娃娃拍手；九九尽，庄稼汉提起打牛棍

tGiau44，kuans3 mon51 giaul3．1l Sau44；

。t‘OU51 tGiau44 11113—．1l

san53 tGiau44 sll3—11 t9iou44，tuonl3 P‘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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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3．1l k‘OU44；vu44．51 toiau“lioul3一ll toiou“， ian51 xY5l k‘anl3--11 liau44；

tO‘i13一ll toiau44 pal3一11 toiou44，toin53 kau5l tsll va5l va2 P‘iel3．1l莘au“；toiau44—5l

toiau“toinl3，pfarj53 toial xanl3 t‘i51 tO‘i“ta44 liou5l kuanl30“岔121"9

岔口"， 盛放猪食之类食物的半截残缸。

巴过

“

精沟子"，光屁股。

也说“缸

三九的活神仙。pa53 kuxl3 san53 toiou44 til xuy51 flon2 oian3。“巴过"，

挣扎过。本谚意为挣扎过去三九天的是活神仙，极言三九时期的寒冷。

瞎五九，冻死狗。X813 VU4‘．51 toiou44，tuonl3一11 si3 kou440“瞎"，罟

恶。五九是立春前

正月初一天气

plat353 toial fan53爷a

一年两头春，

kueil3．1l si3 toin53。

的一个九，往往欲热反冷，天气变坏，故有此谚。

好，庄稼丰收肚子饱。tSan53 yel Pf

U53 tul3．11 tsl3 PD44。

米谷贵似金

语，可

‘U53 i1 t‘ian53 tO‘il xa44，

。i13—．11 lian51 liarj44 t‘OUl

“一年两头春"，

贵似金"，指发生旱灾，粮价暴涨。

正月立春，腊月又出现

春雪淌断沟，十种九不收。Pf‘on53 Oyel3

toiau“pul3．1l莘au53。本谚意为春天降大雪，

pf‘on53，

下年的立

m144 kul3

春。“米谷

t‘arj44 tuanl3 kau53，§．L13一11 plantI

夏秋会发生旱灾。

惊蛰天气晴，庄稼样样成。toin53 t§Y51 t‘ian53 tO‘il tO‘in51，pfarj53 toial iarJl3

iarjl3 t$‘on5l。

惊蛰寒，冷半年 。toin53 t莘Y51 xan51，

--)1清明不算青，三月清明遍地青

Ion44 panl3一ll lian51。

。m13一ll ye3 tG‘in53 minl pul3 suanl3

t9‘in53，Sarl53 yel tO‘in53 minl P‘ianl3 til3 tO‘in53。本谚意为清明出现在二月，麦

苗尚未出土，清明出现在三月，则麦苗已出齐呈绿色。

--fl清明种在后，三月清明种在前 。u113．1l ye3 tG‘in53 minl planl3一ll tse3

xoul3，san53 yel tO‘in53 minl planl3一11 ts93 tO‘ian51。 本谚意为清明出现在二月

则在清明后播种；清明出现在三月，则在清明前播种。

三月三，换单衫。sfln53 yel3 san53，xtlanl3 tan53各an53。

’

清明不在家，立秋不在地。t9‘ins3 minl pul3一11 ts￡3 toia53，lil3一11tO‘iau53

pul3．1l ts￡3 til3。 本谚指大蒜节令：清明前下种，立秋前收获。

但得清明晴一天，农夫不用力耕 田。tan53 tYl3 tO‘in53 minl tO‘in5l i13．1l

t‘ian53，luon5l ful3 pul3 ynl3 lil3．．11 kan53 t‘ian5l。“但’’，

霜"，

四月八，紧防黑

带冰粒的霜。

只。

霜杀。s113．．1l ye3 pal，toin“fax35l xYl3—11 farj51 Sal3。
“

四月天气长，农活样样忙

黑

。sll3叫l ye3 t‘ian53 tO‘i1 t莘‘arj51，luan51 XUY51 iarj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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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313 m01"351。

毛杏塞鼻子，家家种糜子。m051 xonl3 sxl3 pi51 tsl2，toia53 teia53 pfonl3 mi51

ts]。。“毛杏”，酸毛杏。“塞鼻子”，能塞住鼻子，指鼻孔那么大。

芒种芒种，样样要种；错过芒种，不要再种。m3习s· pfon_13 mot351 pfonl3，

ior313 ior313 i013 p{onl3；ts‘UYl3 kuYl3 mot351 pfonl3，pul3 1013 ts913 pfonl3。

锈”，

端午下雨，黄锈满地。

小麦锈病。

tuan53 vul Gial3-’1l Y44，xuor351 oioul3 man44 til3。“黄

黄六月，站一站，十冬腊月少顿饭。xuol35l lioul3．11 ye3，t莘an53 i13

莘113。11 tuon53 lal卜11 ye3 S344 tuonl fanl3。“黄

站”， 停一停，指不抓紧收割。

伏天打破土的头，胜过秋后挣死牛。fu，。．

S9n13 kuxl3 tO‘iou53 XOUl3 t[gonl3．1l s13 liou5l。

麦黄的时候。

t‘ian53 ta44 P‘Y13 t‘u44

打破土的头”，翻地。

tSanl3’

“站一

tilt‘OU5l，

本谚意为

伏天翻一遍地，比秋后翻几遍的效果好。

伏天耕一寸，等于上茬粪。ful3．1l t‘ianl kon53 i13 ts‘uonl3，ton44 Yl So日13．1l

ts‘al fan。。。“上茬粪”，上一茬粪，即上一次肥料。

伏里的雨，缸里的米。ful3—11 li3 til Y44，kor353 lil til mi44。

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ts044 S。】31 lil3．11 b3 tO‘iou53，van44莘。习1 liar35l

SOU53 SOU53 o

立秋十日没雨，晒的百草无籽。lil3—11 tO‘iou53§113乙t13 myl3。11 Y44，S￡13—1l

til pYl3—1l ts‘044 vul3—1l tsl44。

白露谷子不出头，趁早拔着喂老牛。pY51 lul3 kul3．1l tsl3 pul3 pful3t‘OU5l，

tS‘onl3—11 ts344 pa51 tSY2 veil3 1044 liou51。

冰花响，萝卜白菜长。pin53 XU81 oior344，lux51 pu2 px5l ts‘e2 t莘3日44。“冰花

响”，冰花初结，发出响声。指初冬时候。

立冬小雪冷的早，洋芋萝卜快下窖。lil3．11 tuon53 0i044 Oyel3 Ion44 til tsa44，

ior35l Y2 lu951 pu2 k‘UEl3 oial3 toi013。

不冷不热，庄稼不得。pul3—11 Ion44 pul3乙Y13，pfor353 toial puls tyl30“不冷

不热”，指该冷时不冷，该热时不热。

羊马年，广种田，但怕饥死恶狗年。ior35l mfl44 lian5l，kuor344 pfonl3．11

t‘ian51，tan53 P‘a13 toi53 s144 Y13—11 kou44 lian51。“但怕”，只怕。本谚意为羊年，

马年一般是丰收年，要多种田，而狗年往往是荒年，要饿肚子。

雨打隔埂田。Y44 ta44 kxl3—11 kon53 t‘’lan51。“雨’’，指冰雹。本谚意为雹雨

月六
"

月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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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范围和走向，这一块地里落冰雹，相邻地不见得落。

冰冻一瓦，能支

i13—11 ma440“一瓦”，

二、生产经营

一人一马。pin53 tuonl3 i13一11 va44，Ion5l t莘．L53 i13—11互an51

指一瓦厚。本谚意为水上结冰后具有很强的支撑力。

千买卖，万买卖，不如蹲在家里翻土块。tg‘ian53 m￡44 mE；l，vanl3 mE；44 m￡1，

pul3 vul3 tuon53 tsel t9ia53 lil fan53 t‘u44 k‘UE；l。 “翻土块

庄稼人离不了地埂儿，买卖人离不了铺I'-JJL。

"，指 耕地种田。

plot353 tGial乏anl li51 pu2 b3

til3 konl3．．11 U13，me44 mel Z,onl li51 pu2 Ia3 P‘U13—．11 mon3 LUl。

早起一时，消停一天。ts044．．51 tG‘i44 i13．1l S．L51，Gi053 t‘inl i13．11 t‘ian53。

“消停”，不忙乱。

打铁看火候，庄稼看时候。ta44 t‘iel3 k‘anl3 xuy“xoul，pfor353 tgial k‘finl3

S．L51 xou2。

庄稼不跟节，不如家里歇。pfa953 tGial pul3 kon53 tgiel3，pul3 VUl3 tgia53 lil

eiel3。“节"，节令。

庄稼若要好，茬口要常倒。pfor353 tGial Vyl3 ial3xa44，ts‘a51 k‘Ou44 i013．11

t§‘orj5l ta440“倒”，倒换。

人无粮吃饿断肠，庄稼无肥常发黄。乏an51 vul3．1l liar351 tS‘113 Y13tuanl3—1l

t§‘at351，pfor353 tqial VUl3—11 fei51 t§‘orj5l fal3．．11 xuoU51。

若要庄稼好，肥料要上饱。vYl3 iol3 pforj53 t9ial xa44，fei5l lial3 ial3 8at313 p0440

一籽人土，万籽归仓。i13—11 tsl44 VUl3．11 t‘u44’vanl3．11 tsl44 kuei53ts‘or3s3。

母肥儿壮，籽瘦苗黄。mu44 fei51 U151 pforjl3，tsl44 Saul3 mi05l xuol"j5l。

好种出好苗，好树结好桃。x344—5l pfon44 pf‘U13 x044 mi051，x3“ful3 tgiel3

xa44 t‘05l。

选好一粒种，增收千颗粮。Gyan44—51 xa44 i13．11li51 pfon4l，tson53 Sau53

t9‘Jan53 k‘UY“liar35l。

种好苗壮，丰收有望。pfon44．5l X044 mi05l pforjl3，fon53$au53 iou44 vorjl3。

针扎的胡麻卧牛的谷。tSan53 tSal3—11 ti3 XU51 ma2 vYl3 liou51 ti2 kul3。本谚

意为种胡麻要密，只有针才能扎进空隙；种谷子要稀，牛可以在间隙中伏卧。

深谷子，浅糜子，菜籽种在表皮子。§an53 kul3—1l tsl3，tG‘Jan44 mi51 tsl2，

ts‘￡13，1l tsl“pfonl3．1l ts￡3 pio“P‘i5l tsl2。“菜籽"，油菜籽。

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san53 fon53 pfonl3，tG‘i13—11 fon53 kua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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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13—11 fan53$au53 tt‘anl ts‘e51 pa44·51{；ian44。

干拌湿撬，不如家里睡觉。

tGlol3。

动。

“

kan53 panl3 5．L13 tG‘ial3，pul3 vul3

“干拌"，干地里乱翻腾。“湿撬”，湿地里走来走去。“撬

麦子旋黄旋割掉。my。

收了就种，杂草不生。

3—1l tsl3 gyanla-n

tau53 lal tgiou 13

种”指夏收后播种秋粮和秋菜。

你有你的万石粮，我有我的秋墒地。

vY44·51 iou44 vY44 til tg‘iau53 So日53 til3。“

tC

，，

'

ia53 lil feil3

泥水中走

xual35l Gyanl3．1l kuxl3一11

planl3，tsa51 ts‘344 pul3．．1

t33。

l莘ans3 o

li44—．51 iau44 li44 til vanl3 tanl3 liar351，

墒”，田地里保存的湿度。本谚意为秋

天的墒极为重要，今年的秋墒就是明年的万石粮

耙的细，耱的光，碾子打绵不走墒。pa，。一，，ti。

tsIll ta44 miansl PUl3—11 tSDU44§ar353。

不怕砂压土，就怕土压砂

lal3—11

稼。

“

0

Gil3，mY 13一ll ti3 kuar353，lian4t

。pul3 P‘a13 Sa53 ial3—11 t‘U44，tGiaul3 P‘a13t‘u44

sa。。。砂压土，可以保墒保湿，有利增产；土压砂则不利耕作，不长庄

大寒三四九，田间地头照常走。tal3一11 xan5l san53 sll3 tgiau44，t

3．11 t

在家

‘aU51 tS。13—11 tt‘ar35l tsou44。本谚意为在天冷农闲时要送粪

里偷懒。

三副连枷顶一副磙

‘ian51 toian2

运肥，不能

子哩。san53 ful lian51 toial3 tin44 i13一11 fu3 kuan44 ts31 lil。

连枷”，脱粒用具。长柄头上轴连一木条，扬动长柄，木条转动敲打麦谷脱

“磙 子”， 打场的石滚。本谚也喻指差的、弱的多了也可抵得上能的、强

家有千株柳，不用遍山走。tgia53 iau44 tG‘Jan53 pfu53 liau44，pul3 ynl3

P‘ianl3．1l莘an53 ts9u44。 本谚意为剪伐柳枝可烧火，不必上山打柴。

干榆湿柳水白杨。kan。。

柳树喜水，白杨树尤其喜水

Y51 Stl3一ll liau44 fei44 P％'s1 iar3z。

0

本谚意为榆树耐旱，

枣儿不害羞，当年红丢丢。tsa44 Illl pul3 x￡13—11 oiau53，tar353 lian51 xuon51

tiau。。tiau；。。“红丢丢"，红灿灿。本谚意为枣树结果早，当年就可见枣。

桃三李四杏五年，枣儿当年能赚钱，想吃核桃十八年 。t‘a51 san53 li44 sll3

x@n13 vu44 lian51， tsa44 uJl tal353 lian5l lan51 planl3—1l tO‘ian5l， oiar344 tt‘．L13 xY51

t‘au2乱13 pal3 lian51。

整枝打叉多修剪，果子结的吊串串。tSan44 tal53 ta44 t莘‘as3 tuY53 oiau53

m呆

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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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ian“，kux“tsll tGiel3一ll ti3 tial3 pf‘anl3一11 pf‘an3。“吊串串"，吊成了一串串，

形容果子结的多。

一个驼，两个骡。ilMl kx3 t‘UY5l，lior344 kxl lux51。本谚意为一个骆驼的

负载量顶两个骡子的负载量。据说一个骡子可驮200斤，而一头骆驼可驮400

斤。

十个鞠(上声)期，顶一个喽喽。n13二1l kx3 tSau44 tSaul，tin44 i13—1l kxl

lau。。lau。。“蹰卿"，唤鸡声，借代鸡。“喽喽”，唤猪声，借代猪。本谚意为十

只鸡的食量可以顶一头猪的食量。

中齿平，十岁零。plan53 t莘‘．L44 P‘in5I，n13 sueil3 lin5l。本谚说的是观察毛

驴牙口的经验。

家有十只羊，光阴年年强。t9ia53 iou44乱13．1l t乱3 iarj51’kuar353 inl lian51

lian2 tO‘iox35l。

乳牛下乳牛，三年五个牛。VU44 lioul Gial3 vu44 liaul，san53 lian5l vu44 kxl

liou5l。“乳牛"，奶牛。

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毫。乏an51 tG‘in51 i13．11 P‘i“ma44，me44 mel tsan53

fan。。xo。。。“人情一匹马”，人情像马奔驰一样，没有限度。

千里不贩粮，百里不运草。tG‘ian53 li44 pul3 fanl3 liar351，pYl3．1l li“pul3 ynl3

ts‘a。。。本谚意为千里运粮、百里运草，运费太贵，无利可图。

不怕不挣钱，只怕货不全。pul3 P‘a13 pul3 t§an53 tG‘ian51，t乱5l P‘a13 xuYl3

pul3—1l t9‘yan5l。

生处好挣钱，熟处好吃饭。莘an53 Pf‘U1 x344 tsanl3—1l tG‘ian51，fu51Pf‘U2 xa“

t§‘．L13 fanl3。

斤里没有了两里赶。tgin53 lil mul3—11 iau44 lal liar344 lil kan44。本谚意为大

处得不上利就从小处找利。

分斤了折两哩。fan53 tGin53 lal$Y51 liarj44 li。本谚意为按斤分派，肯定会比

总数少下几两。也喻指零散使用总会有折耗。

高粱不值钱，穗穗子值钱着哩。ka53 liarjl pul3 t莘．L5l tO‘ian51，sueil3—11 suei3

tsll t乱51 tG‘ian51 t莘Y2 li。。本谚意为高粱价格便宜，但用来做扫帚的高粱穗秆

却值钱。喻指只要有产品，就有值钱的部分，有时也喻指社会上重华轻实、认

假不认真的现象。

若要富，煤和醋。vYl3 i013 ful3，mei51 XUY2 tS‘U13。本谚指解放以前在兰

州开办煤场和醋坊易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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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墙的买卖好做。k‘313—11 tG‘iorJ51 ti2 me44 mel X044 tSUYl3。本谚意为有靠

山的买卖好做，往往喻指有靠山才容易当官或做事。

卖布的一叠，卖麻的一蹑。mel3 pul3一11 ti3 i13一11 tie51，m￡13—1l ma51 ti2 i13一11

vY。。。本谚意为卖布的最后叠好布打包，卖麻的随手一踱塞进提包即可，喻指

各行有各行的做法和习惯。

卖油的敲梆子，卖膏药的砸腔子。mel3 iou51 ti2 tGi053 porj53 tsll，mel3 k053

yel3—11 ti3 tsa5l k‘。习53 ts]1。

长帐是短帐。ts‘orj5l t莘orJl3乱13 tuan44 t莘or313。本谚意为帐面上多出了钱，

往往意味着实际上漏了记帐。

帐多不是债。tSor313 tuY53 pul3 Stl3 t莘￡13。

帐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t§orjl3 tuY53 101 pul3—11 t§‘au51，SYl3．11 ts]3

tuY53 101 pul3 i。习44。

现借现还，再借不难。Gianl3 tGiel3 Gianl3—11 xuan⋯ts￡13 tGiel3 pul3一11 lan5l。

红火处卖母猪肉。xuon51 xuy2 pf‘u3 mel3 mu44 pfu53乙aul3。本谚也喻指混

乱处易售奸做伪。

利萝卜不洗泥。li，。lux5。pu2 pul3一11 m。。li5lo本谚也可说“萝卜利了不洗

泥”。“利”，销售快。

卖瓜的不说瓜苦。mel3 kua53 til pul3 fxl3 kua53 k‘U44。

银钱不走空路。in5l tG‘iansl pul3．11 tsou44 k‘uon53 lul3，本谚意为货币投放

市场总会有利可赚。

钱在他人手，不算自己有。tG‘ian51 ts￡13 t‘a44 Z,onl莘au44，pul3 suanl3

tsll3—11 tel3 iou44。

隔夜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kYl3 iel3—11 ti3 tgin53 tsll pul3 vul3 tol3—1l$au44

ti。t‘uon小本谚意为高价赊铜不如低价收现金，也喻指既得小利胜过尚未得

到的大利。

先吃的肝子比肉香 。Gian53 t莘‘t13—1l ti3 kan53 tsll pi44 Z,oul3 Gior353。

铧破了拾碎钱哩。XUa5l P‘Y13—11 103 s．L51 sueil3—11 tq‘Jan3 lil。“拾碎钱”，意

为即使犁铧破了，拾起碎铁仍然是钱。多用做生意赔本后的自慰之辞。

船烂了钉子在哩。pf‘an51 lanl3．．11 103 tin53 ts'11 ts￡13．1l li3。本谚意同上条。

三十晚上算一帐，人在了本钱在哩。san53乱13 van44$a日1

t$ar313，Z,on5l ts￡13．．11 103 pon44 tG‘Janl ts￡13—1l li3。

千年的斧头万年的锛，大锯跟前蹲一蹲。tG‘Jan。。lian。，t

suanl3一11 i3

i2 fu44 t‘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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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l3—11 lian51 ti2 pon53，tal3 tCyl3 kon53 tG‘ianl tuon53 i1 tuon53，本谚意为木工

的斧工不易学精，需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使用锛子的功力更不易掌握，需要

比斧工花费更长的时间，至于用大锯解板比较容易，只要蹲在跟前学一学就

会了。

立木顶千斤。lil3 mul3 tin44 tG‘ian53 t9in53。本谚意为垂直木头可承受很大

压力。

一窍不得，少挣几百。i13 t9‘i013 pul3 tYl3，§344 tSanl3 tGi44 pYl3。

添油不如控提子。t‘ian53 iou5l pul3 vul3 kuonl3 t‘i51 ts]2。“添油’’，指买油

时售货员做人情再添一点儿。“控提子"指买油时售货员将油提儿每次多控一

会儿，使里面的油倒尽。本谚既言购油经验，又喻指打交道要干脆利落，没

有必要图小人情而失实惠。

要吃金泉水，离不了地溜鬼 。i313 tS‘飞13 tGin53 tG‘yan51 fei44，li51 pul3．11 103

ti，扣。。liou。kuei“。“金泉"，宝泉，最好的泉。“地溜鬼’’，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本谚意为要在外地做成事，必须要依靠当地的精明人。

银钱遍地有，看你会找不会找

xueil3．11 tSa44 pul3 xueil3 t$344。

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

。in51 tG‘ian51 P‘ianl3 til3 iou44，k‘aill3．11 li“

luon51 tuY53 pul3 t莘-L13 fei44，t9i53 tux53 pul3 9ial3

tanl3 o

软处好取土，硬处好打墙。van44 pf‘u1 X044 tCy44—51 t‘U44，linl3—11pf‘U3 x344

ta“tG‘ior35l。本谚也喻指欺软怕硬，看人做事等现象。

干啥的务啥。kanl3 sal3．1l ti3 VIll3 sal3。“务"，钻研。

进一门，如海深。tGinl3 i13—11 mon51，Vtll3一11 x￡44 san53。“进一门’’，

一种行业或专业。

打柴的陪不住放羊的。ta4t t莘‘e51 ti2 P‘ei5l pul3 pfua3 for213 i01251 ti2。

顾住一头，就顾不住

i13．1l t‘Ou51。

钻进

一头。kul3．11 pfu3 i13．11 t‘OU5l，tGioul3 kul3 pul3—1l pfu3

马的儿子快的好，人的儿子慢的好

乏an51 ti2 U151 tsl2 manl3．11 ti3 X：)44。

。 ma“til U151 tsl2 k‘u￡13—11 ti3 xa44，

慢工出细活。manl3．．11 kuon53 pful3磷13．1l XUY51。

忙人做不下好道场 。mor351 Kan2 tsul3 pul3．11 xa3 X044 tol3．1l t莘‘or344。“道

场"，人死后请和尚或道士所做的悼亡活动。本谚喻指忙乱赶急做办不好事情。

忙了不在紧上，一步跨不到岭上。mord5l l。2 pul3．11 tss3 t9in44 Sa习1，i13 pu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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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3—11 pu3 tol lin44 So日1。“

o

秋分凉了，懒婆娘

忙了不在紧上"，意为在吃紧的时候不要忙乱着

忙了。tO‘iau53 fan53 li3r35l 102，lan44

大福靠命哩，小富勤谨

三、衣食住行

哩。tal3 ful3 k‘313 minl3一n li3，

衣破耐千日。i53 P‘Y13 l￡13 tO‘ian53乏113。“耐"，

服即使破了，也可凑合穿好长时间。

绫罗绸缎不是常穿的。lin51 lux51 t8‘OU51 tuanl3

小洞不补，大了尺五。oia44 tuonl3 pul3一ll pu44

“大了尺五”， 意

微知著，遇事要

P‘Y51 liar32

oia44 ful3tO

mar35l 132。

‘in51 toin44

凑合、将就。本谚意为衣

pul3 S．L13 t§‘。勺51pf‘81"153

tal3—1 1 la3 t莘‘113．11 vu44。

为成了大洞，要用尺五布，即大块布来补。本谚也喻指要见

及时补救。

人要穿着，马要鞍着 。Kon5l ial3 pf‘an53 pfxl，

衣着，装束。“鞍着”，鞍鞯，辔饰。

鞯。

人是衣裳，马是鞍障

粮食

ma44 i013 an53 pfxl。“穿着’’，

。Kon51吼13 1’53 80rjl，ma44吼13 an53 t莘ar31。“鞍障”，鞍

宝中宝，一天三顿少不了。liar351乱13 pa44 pfonl pa44，i13叫1 t‘ian53 san53

tuanl Sa44 pul3—11 li344。

差一勺，睡不着。t莘‘a53 i13—11 fY5l，{eil3 pul3—1l pfx

狼饿了啃菜根子哩。bqs， vY 13—1l 133 k‘on44 ts‘e13·11

51 o

kan53 tsll

为狼平时以吃肉为生，但饿急了也会吃菜根子，喻指人饥不择食

lil。

o

本谚意

仓里无粮肚里空。ts‘or353 lil vul3．1l lior351 tul争+11 li3 k‘uan53。

家有三石秕谷子不算穷。toia53 iou44 san53 tanl3 pi44 kul3．1l tsl3 pul3 8Ranl3

tG‘yn51。

家有淡货不算穷，

tG‘ynsl，toia53 iau44 mi44

做活要人多，．吃饭

7-,ans】[1a44。

家有米糠饿不死人。toia53 iau“tanl3 xuYl3 pul3 suanl3

k‘。日53 vYl3 pul3一ll s23 Z,on51。“淡货”，冷货，滞销货。

要人少。tsu、913．11 xux51 i013 Kan51 tub"53，t莘‘．L13 fanl3 ial3

添粮不如减口。t‘ian53 lior351 pul3 vul3 toian44—11 k‘Orl44

口里省，肚里俭。k‘an44 lil莘au44，tu44 lil toian44。

节约要从口腹之欲上做起。

本谚

。“口"，

至文义，

人口。

意为俭省

婶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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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t莘‘1J。

tG‘yn51，suanl3 tGil3 pul3 tol3 i13 S．L13 tG

青一顿，黄两顿，磨成面了吃三顿

myl3．11 tfl‘on3 mianlpll b3 tS‘t13 san53

‘yn51。

。tG‘in53

tuonl。“

pul3一11 tG‘yn5l， pf‘an53 pul3—11

i13．1l tuon3，xuorj51 liorj44 tuonl，

青一顿，黄两顿

一顿饭吃的，黄粮食，即成熟收割的粮食，可以当两顿饭吃。

"
' 指青粮食当

家有千石粮，白萝卜当干粮。tGia53 iou“tG‘ian53 tanl liol351，px51 luy2 pu3

tar3。。kan。。li013，。本谚意为即使家中存粮很多，也要瓜菜调剂，节约用粮。

家有千石粮，外馍馍吃着香。tGia53 iou44 tG‘ian53 tanl liar351，v￡13—11 my3 myl

t乱t3．1l tfi￥s Giorjs。。“外馍馍"，别人卖的馍。本谚也喻指人们常以他人之妻或

他人之物美的心理。

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t‘ian53

Z,oul3。本

莘a习1 til luon5l乏aul3，til3—11 xa3 til 1Y51

谚意为人间的驴肉和天上的龙肉一样，是难得美味

冰碴据羯草芽鸡。pins3 t莘‘a5l tGyl3 lyl3 ts‘a44 ia5l tGi53。

羊肉和初春的鸡肉是最好吃的。

酒肉不是常吃的。

富是细下的，穷是

本谚意为初冬的山

tGiou44 Z．oul3 pul3§、13 t昌‘or351 t§‘t13—11 ti3。

吃下的。ful3 n13 m1扣11 xa3 til，tG‘yn5l Stl3 tfl‘．L13—11 xa3

ti，。“细下的"，节约下的。

馍馍渣垒成盘哩。my51 my2 tSa53 luei“t莘‘onl P‘an51 li2。“盘"，给神佛献

的馍。

见活不做人骂哩，碰饭不吃有罪 哩。tGianl3．1l xuy51 pul3 tsuYl3 Z,on51

mRl3．11 li3，p‘9n13 fanl3 pul3 t孓‘．L13 iou44 tsueil3—11 li3。

当见活就做，乐于助人，见饭就吃，不必客气。

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管

kuan4‘。

本谚意为做人要老实，应

。ts、13 Z．on5l tGia2 ti3 fanl3，Soul3 Z．on5l tGia2 ti3

吃上人家的散饭，要受人家的反乱 。tS‘．L13．．11 flat33 Z．on51 tGia2 ti3 8an44

fanl3，ial3莘aul3 Z．on5l tGia2 ti3 fan44 luanl3。“散饭”，一种杂粮便饭。“

腾，支配。

吃上的嘴软，拿上的手短

Sou44-51 tLlarl44。
“

手短

拳拳不离大拇

”
'

。tS‘．I．13—11

喻指无法动手抓

反乱"，折

S3习3 til tsuei4‘．+5l van44，la51 Sar3z ti3

人。

指。tG‘yan51 tG‘yah2 pul3．1l li51 tal3一11 mLl44 tnl。兰州习 惯，

喝酒划拳每次都要伸出大拇指，故有此谚。本谚也喻指有些重要人物在每一

场合都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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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

好厨子一把盐

硬汉子背不住

。“背”，

。x。44 pf‘u5l tsl2 i13—1l pa“ian5l。“厨子"，厨师。

三脬稀屎。linl3 xanl3—11 tsl3 pei53 pul3 pful3 san53 P‘a53 oi53

受。“三脬稀屎”，拉三趟稀，指闹痢疾。

剃头洗脚，强如吃药

“强如’’， 胜过。

。t‘i13．1l t‘au51 oi44 tOyel3，tO‘iorj51 VUl3 t$113 yel3。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pul3—11 kan53 pul3 toinl3，tS‘113—11 103 mul3 pinl3。

柴草上秤，阎王爷要命。t莘‘￡51 ts‘344 sa习13．1l t§‘onl3，ian51 vat32 iel3 i013

mini3 o

早

本谚意为柴草不自产要用钱买，就会贫困难以维生。

起早睡，精神百倍。

井里的蛤

ts044—51 tO‘i44 ts044 feil3，toin53 Sanl pYl3 peil3。

蟆井里好。toin44 lil til xY51 ma2 toin44 lil xa44。

的人就认为哪个地方好。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穷窝。toin53 V'953 in51 vY53，

tO‘yn vY53。

兔儿满山跑

toioul3—11 VY53。

本谚喻指哪个地方

pul3 VUl3 tsll3—11 toia3 til

，回来归旧窝。t‘u13．11 Ill3 man44 san53 P‘a44，xueisl le2 kueiss

本谚喻指人总要落叶归根。

出门门槛低，进门门槛高。pf‘u13．11 mon51 mon51 k‘an44 ti44，toinl3一ll

mon。，mon51 k‘all。。k053。本谚意为走出家门容易，返回家门就难了。喻指学艺

人门难，荒废易。也劝诫妇女不要为家庭矛盾使气离开婆家。

住上三年搬不动，搬上三年一条棍。pfu 13．11 Sa日53 san53 lian51 pan53 pu 13

tuonl3，pan53§。习1 sarls3 lian51 i13—11 t‘i03 kuonl3。“

棍”，喻家当少。

人冷了要焐腿，狗冷了要焐

lon44 131 iol3 VUl3—1l tsuei44。

人挪了活哩，树挪

搬不动”，喻家当多；“一条

嘴。互an51 Ion“b1 i013 vul3．11 t‘uei44，kou44

了死哩。z-,on51 luY5l b2 XUy5l li2，ful3 lux5l 102 s144 lil。

上句的“挪”，指改换地方或行业；后句的“挪"指移栽。

赶猪的到，骑马的也到。kan44 pfu53 til t313，tO‘i51 ma44 til ie44 t0130 本谚

意为慢走、快走都能到目的地，常用来鼓励行动迟钝者或条件差者不要气馁。

四、家人亲属

独人难活，独柴难着

一床锦被，盖净百丑

二斗

。tu51 Z．on51 lan51 xuY5l，

。i13—．11 pfor351 Kiln44 pil3，

tu51 t$‘￡51 lan51 phf．5l。

kel3 toinl3 pYl3 tSau44。

水地一头牛，家里有个剪发头，我的光阴不发愁。ILll3．11 tou44 fei44 ti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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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3．1l t‘a113 liou51'toia53 lil iou“kYl toian44 fal3 t‘OU5l，VY'44 til kuoDs3 inl pul3 fal3

t莘‘au。。。“二斗水地"，约合四亩水地。“剪发头"，借代妻子。

家有贤妻，夫不遭横事。toias3 iou44 g：ian51 tG‘i53，fu53 PUl3．11 tsos3 XU∈)[113

乱，。。“横事"，灾祸。

一辈子着气，娶个大妇小妻。i13 peil3—11 tsl3 ply51 tO‘i13，tO‘Y44kYl tal3 ful3

oio。。tO‘i。。。“着气"，生气。“大妇小妻"，指大老婆和小老婆。

女大两，黄金淌。ly44 tal3 liorj44，xuorj51 toin53 t‘orj44。本谚指妻大夫两岁，

则家有福气。旧社会男孩十六七岁就成亲，若女孩岁数小一点，既不利生活，

又不懂事，有害家计，故有此谚。

男大十岁不算啥，女大十岁当妈妈。lan51 tal3 n13 sueil3 Pul3 suanla sala，

ly44 tal3 5．L13 sueil3 torJ53 ma53 mal。。不算啥”，很正常，没关系。

男的属羊气堂堂，女的属羊泪汪汪。lan51 ti2 fu44 iorj51 tO‘i13 t‘a刁5lt‘3日2，ly44

til fu44 iorJ51 lueil3 vorj53 vorjl。兰州俗谓女人属羊命不好，故有此谚。

提起属羊的，心里凉凉的。t‘i51 t9‘i2 fu44 iorj51 ti2，gin53 lil liorJsl li0132 ti3。

“属羊的"，指女的属羊。

头一个老婆撂过墙，第二个老婆当成娘。t‘9u51 i13．11 kY3 b44 P‘Y1 1i013．11

kuYl tO‘iorJ51'til3 llll3．1l k￥3 1044 p‘Y1 torj53 tS‘onl lia习51。本谚意为弃离前妻后

始知妻子的作用与好处，于是对后娶者倍加钟爱。

家鸡的蛋大，常见着哩；野鸡的毛花，稀罕着哩。toia53 tgil til tanl3 tala，

tS‘。刁51 toianl3．11 tSY3 lil；ie“toil til ITIi)51 Xtla53，0i53 xanl t§Y1 lil。“毛花”，毛

色华丽。“稀罕"，不常见。本谚常喻指妻子虽不如情人妖艳，但总是稳定可

靠。

光棍三年，把母猪当成貂蝉。ku0953 kuonl sail53 lianl，pal3 mR44 pful torJsa

tS‘onl ti053 tS‘anl。

夫妻是前世的恩人，兄弟是前世的仇人。fu·s—ll tG'is3 tsl．1s t9‘ian51莘．L·s．11

ti3 on53 Z,onl，Oyn51 ti2莘-L13 tO‘Jan51乱13．．11 ti3 tS‘Ou5l Z,on2。“前世”，前生。兄

弟长大往往为分家产而争吵，故喻为前一生的仇人。

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tgiou44互9u13一11 ti3P‘on51 iouz，mi44mian”．11 ti3

fu，。叫，tO‘i。。。本谚意为朋友之间往往靠吃肉喝酒维系，夫妻双方为基本生活

共同奋斗。

男人有个主张哩，婆娘有个擀杖哩。lansl Z．on2 iou“k￥l pfu44 t莘om lil，

P‘Y5l liorj2 iou44kYl kan“tSorjl lil。本谚意为家中夫妻各有特长，要各尽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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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当官的做娘子，跟上杀猪的涮肠子。kon53 9ar3l ta953 kuan53 til tsuYl3

liarj51 tsl2，kon53 90r3l 9a13．11 pfu53 til fanl3 t9‘。q5l tsl2。

妻不由夫，业不由主。tG‘i

不怕不长，只怕不养。pu-。

53 pul3—．11 iou51 ful3，liel3 pul3—．11 iou51 pfu44。

P‘a13 pul3一11 tgar344，tSt44 P‘a13 pul3．11 iarJ44。

七死八活九精灵，十二个月的大蒙辰。t6‘i13．11 s144 pal3—11 xuY51 t6iou44

tGin53 lionl，9113 m13_-11 kY3 yel3．11 ti3 tal3 man5l SUOll51。 本谚意为小孩七月而

产必死，八月能活，九月聪明，十二个月才生的是大笨蛋。

葫芦是吊大的，娃娃是绊大的。XU51 lu2吼13 tial3 tal3．11 ti3，VR51 va2 S113

pan。。ta。。．。，ti。。“绊”，摔跤，跌跤。本谚意为不要对孩子娇生惯养。

儿不教不知，木不钻不透

pul3 t‘OUl3。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本谚意为教子要经常化。

tsl3。

。u15l pul3．1l tGia53 pul3—11 tgl53，mul3 pul3 tsuanl3

。san53 t‘ian53 pul3—11 ta44，

打下的孝子，惯下的暴子。ta。。xal til

莘。习13—11 farJ51 tGiel3．1l va44。

eial3—11 ts33，kuanl3．11 xa53 til pal3一ll

养儿不教，不如不养。iar344 lll51 pul3一ll tgia53，pul3 vul3 pul3—11 iar344。

龙生一子定乾坤，猪下一窝喙墙跟。luon51爷an53 i13 tsll3 tinl3 t6‘ion51

kuon2，pfu53 gial3 i13—11 vY53 xuei44 tt；‘ior351 kon2。“喙”(上声)，

龙生龙，凤生风，叫化子的儿子会抱棍。luon51 90n53 luan5l

用嘴拱土。

，fanl3 90n53

fanl3，tGial3 xual3—11 tsl3 til lll5l tsl2 xueil3 pal3 kuonl3。“抱棍”，拽上打狗棍讨

饭。

儿大不 由娘。ILl51 tal3 pu 13．11 iou51 liar35l。

一个女儿，吃着一颗米儿。 i13 kYl3 ly44 ILll，t9‘．L13 tgxl3 i13 kYl3 mi44 111l。

谚意为姑娘以饭量小、秀气为贵。

女儿年十三，不离娘身边。ly。。

本

Ull lian5l S．L13．1l san53，pul3一11 li51 liar35l 90n53

pian。s。本谚意为女儿到十三四，易冲动不慎，做娘的要严加看管。

女儿十六七，一个儿哪里也不能

女大不可留，留下是冤

t9‘OU51。

女生向外。

思向外的。

去。ly44 llll莘．1．13 lioul3 t6‘i13，i13 kYl3．11 1113

仇。ly44 tal3 pul3—1l k‘Y44 liou51，liou51 xal3 san53 yan53

ly44 90n53 9i。r313 vel3。“外” 指婆家。本谚意为女儿天生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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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不怕火炼，好女不怕人看

lY4t pul3 P‘a13互an5l k‘anl3。

狗大自咬，女大

。t莘an53 toin53 pul3 P‘a13 XLIY44 lianl3，XD4t一5l

自巧。kou“tal3 tsll3—11 ia44，ly“tal3 tsll3—11 tO‘ia44。

养下女儿是赔钱货，不赔钱时意不过。iarj。t xa。 ly44 m1 stl3 P'e151 tO‘ian51

xuyl3，pul3—1l P‘ei5l tO‘ian51 S．L2 i13 pul3 kuxl3。“意不过”，过意不去。

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xa4。U151 pul3 t莘

xa44—51 ly44 pul3—11 pf‘an53 tgial3—1l pfor353 i53。

‘1J3 fan53 toia53 fanl3，

本谚意为儿女以自立为贵。

要女看娘，择婿看爹。i313—11 ly44 k‘anl3—11 liar351，t莘Y51 Gy，3 k‘anl3—11 tie530

“要女"，选择姑娘做妻。本谚意为姑娘像母，儿子像父，选妻择婿只要看其

母其父就知其长相与性格了。

看衣看袖子，看女看舅子。

k‘anl3 tgiaul3一11 tsl3。“舅子”，

k‘anl扣11 i53 k‘anl3 oiaulpll tsl3，k‘nill3．1l ly44

妻子的兄弟。

看庄稼是别人的好，看娃娃是个家的好 。k‘anl3 pfar353 toial§t1 pie51 Z,on2

ti3 X044，k‘anl3 va51 va2 St3 krl3．1l toia3 til 9044。

“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不养娃娃不知道肚子疼

t‘on53 til。

’’

本谚意同《大学》所引古谚

的。pul3．1l iarj44 va51 va2 pul3—11 t龃,53 tOl tul．，．11 tsla

宁死个当官的老子，不死个叫化子娘

tsll，pul3 sl“kYl toial3 XUal3．1l tsl3 liar351。

更为重要。

arlsa o

不养儿女不知父

。lin51 s144 kYl tor353 kuan53 til 1044

本谚意为对儿女来说，母亲比父亲

母的恩。pul争+1l i3日44 LLl51 ly“pul3一11 t乱53 fulpll mR44 til

上了粮草不怕官，孝顺了父母不怕天。莘a日。s．-，l。s
7

kuan53， oiol3 fanl3．11 la3 ful3一ll mLl44 pul3 p‘a13 t‘Jan53。
“

娘老子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

liar351 ts‘344 pul3P‘a13

天
"

’ 指天谴。

石头上。liar351 la4t tsll til gin53 tsE；13 LU51

ly44 S。日1，m5l ly44 til gin53 tsE；13 S．L51 t‘Ou2 S3m。“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出自一则

民间故事，大意是父母老了，几个儿子不赡养。父母在箱子里装了些石头，夜

里翻动。儿子们以为是银子，都争着来奉养。等老人一死，打开箱子，他们

大失所望。

活时敬一口，赛过死后敬一斗。XUY51莘、2 toinl3 i13．11k‘ou44’sel3 kuYl3 s]44

xaul3 tom‘13 i13呻ll tou“。

云缝里的热头，后娘的指头。yn5l fanl3—11 li3 til 7-,x13—11 t‘OLl3，XOUl3—11 lio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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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 tStl3—11 t‘ou。“云缝"，云隙间。“热头"，

常的太阳光更灼烈。

秋里的热头，后妈的指

tstl3—1 l t‘OU3。“

太阳。云隙间射出的太阳光比正

头。tG‘iou53 lil til乏Y13—11 t‘Ou3，xoul3．1l ma53 til

热头"，太阳。俗谓“立秋十八天’’，太阳比夏里更毒。

爷爷孙子一辈人。ie51 ie2 NU

爷爷孙子没大小。ie51 ie2 SU

爷爷抱孙子，强如抱金子。

tsll。“强如"， 胜过

家家都有一本难

tGin53 lil。

on53 ts]l ila peil3 Kon51。

on53 tsll mul3 tal3一11 Gi044。

ie5l ie2 p313 sun53 tsll， tG‘ior35l Vul3 pal3 tgins3

念的经哩。tGia53 teial tu4p51 ioul4Lli 3 pon44 lan51 lianl扣11 ti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tGia53 iou44 tl；‘ian53 k‘OU44，pfu44莘113 i13．1l Kon51。

性子急，孙子迟。Ginl3—11 tsl3 tei51，suon53 tsll t$‘kl。“性子"，个性，禀

性，本谚也喻指欲速则不达。

lel

天怕秋来旱，人怕老来难

lanl3。“难”，多病，困苦。

。t plan53 P‘a13 tG‘iou53 l￡1 xarll3，互an5lP‘a13 b44

年轻时由不得，年老时舍不得 。lian51 t9‘in53§、1 iou5l pul3．11 t￡3，lian5l la44

s．乙，§Y。。pul3一n tg。。“由不得”，指没有经济支配权。

娃娃大了，老汉罢了。va5l va2 tal3．11 b3，b44 xanl pal3—1l 103。

辈辈的鸡儿辈辈抱 。peil3．11 pei3 til tei53 m1 peil3一ll pei3 p313。本

辈学一辈，上辈孝顺，下辈也孝顺；上辈悖逆，下辈也悖逆。

家里不和是婆娘的病，灶火不利是烟囱的病

谚意为一

。t9ia53 lil pul3．11 xul(51§飞13

P‘Y51 liorj2 ti3 pinl3， tsal3—11 xuY44 pul3 lil3 Stl3 ian53 ts‘uonl til pinl3。

弟兄不和硬似铁

一家之计在

。til3—．11 Cyn3 pul3—，11 xuY51 linl3 s113 t‘iel3。

于和。i13一ll tGia53 tnl t9i13 ts￡l争．11 Y3 XHY51。

三架四靠，倒了锅灶。san53 tgial3 sq_13 k‘a13，t044 101 kux53 tsal3。

靠”，兰州成语，指互相推诿。

袖筒里的火袖筒

“三架四

里灭。gioul扣1l t‘uon44 lil til xu944 Gioul3一11 t‘uon44 lil

rnie，。。本谚意为家中的、内部的矛盾，家里、内部解决，不能外扬

一辈亲戚三辈走。i13 peil3 t9‘in53 t9‘i1 san53 peil3 tsou44。

一辈亲，两辈远，三辈见了问不喘。i13 peil3 tG‘in53'lior344 peil3 yah44，sail53

peil3 toianl3．11 la3 vorll3 pul3—11 pf‘an44。“问不喘”，问不应，喻指冷淡而无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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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后头的各亲。

谁的亲戚谁亲。

kxl3 XOUl争+ll t‘OU3 tilkYl3-．1l tG‘in53。“各"，

fei5l ti2 tg‘in53 tG‘i1 fei5l tG‘in53。

各自。

亲的就是亲，远的不挂心。tG‘in53 til tgioul3 n13一11 tG‘in53，yan44 til pul3

kual3—11 Gin53。

亲戚盼的亲戚有，党家子盼的党家子走。tG‘in53 tG‘inl P‘anl3一11

tG‘inl iou“

“党家子”，

，torj44 tgial tsll P‘anl3咔1l ti3 tar344 tGial tsll tsou“。“有

ti3 tG‘in53

”，富有。

本家。亲戚无遗产纷争，互相经常扶助，所以说“亲戚盼的亲戚

有”。本家离走时依俗应把房地产优惠处置或优先售卖给本家，因此说“党家

子盼的党家子走
"

亲戚盼的亲戚富，个家人盼的个家人穷。tG‘in。。tG ‘inl P‘anl3一ll ti3tG‘in53

tG‘inl ful3，kxl3．1l tGia3 Z,onl P‘arll3一11 ti3 kxl3一ll tGia3 7-,onl tG‘yn5l。 “个家

人"，本家。本家穷败，也有出售田产问题，请参看上条释。另外，本家间并

列竞争，常有争败对方的心理。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 对门。yan“tg‘in53 pul3 VUl3 reinl3—11 lin51，

tginl3—．1l lin51 pul3 VUl3 tueil3—．11 man5l。

阿舅使了外甥的钱，牲口吃了路边的田。a53 tGioul3§．L44 lol v￡13一ll莘an3 til

tg‘ian51，flon53 k‘OUl t$‘．L13-．11 la3 lul3．11 pian53 til t‘ian51。“阿舅"，舅舅。牲口

顺嘴吃路边的庄稼是常有、不足怪的事。

阿舅的家里外甥大，外甥的家里阿舅大 。a53 tgioul3．1l ti3 tGia53 lil v￡13．1l

$an3 tal3，VE；13—．11 5anl til tGia53 lil a53 tgiaul3 tal3。“歹∈"，

女人的亲戚炕上座，男人的亲戚沿门过

尊贵，受到热情招待。

。ly44乏anl til tg‘in53 tG‘i1 k‘3习13．1l

争a习3 tsuYl3，lan5l乏an2 ti3 tG‘ins3 tG‘i1 ian51 mon51 kuYl3。

阿舅的妈外奶奶，舅母的妈认不得。a53 teiaul。．。。

teiau 13．11 mu44 ti ma53

ti3 ma53 vE；13一11 l￡“l￡1，

互anl。pul3一ll t￡3。“认不得”，意为没有亲缘关系。

立了秋的茄子卷了秧的瓜，死了婆娘的丈母家 。lil3一11 b3 tt；‘iau53 tiltg‘ie51

tsl2 tGyan44 lal iar353 til kua53，s144 lal P‘Y51 liar32 ti3 tsar313一11 mu44 tGia53。立

后茄子完了，卷了秧后瓜也完了，喻妻子死后跟丈母家的关系完了。

姑舅两姨，不见了想哩，见了嚷哩。ku53 tGioul liar3“i1，

giar344 lil，tGianl3．．11 lal

姨姐妹 。“嚷”，吵架。

画张子不是真东

tuon53西1，t‘ia44 tanl

秋以

pul3 tgianl3．11 103

乏3习。。li。。“姑舅"，表兄弟、表姐妹。“两姨"，姨兄弟，

西，挑担不是真亲戚

pul3 Stl3

。xual3一11 t$arj3 tsll pul3莘．L13 tSonsa

tSan53 tG‘ins3 tg‘il。“画张子"，图画张贴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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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指画张上面画的东西。“挑担”，连襟。

五、社会众生

人过五十，百工俱全。乏an51 kuxl3 vu44$1l，pYl3．11 kuon5l tGy53tg‘yan5l。

本谚意为人只要成一群体，总是各有所长，干什么的都会有。

人老三件宝，怕死爱财瞌睡少

E；13-．11 ts‘￡51 k‘Y13 feil3 S344。

七十二行，庄稼

vor351 o

。 乙an51 1044 san53 tgianl p044，P‘a13一11 s144

人为王。tg‘i13莘．L13 11113一ll xor35l，pforj53 teial乏anl veil3．1l

农民不种地，饿死世上人。

莘orJ3 Z。onsa。

luon5l rain51 pul3 pfonl3 til3，vYl3．1l s144§、13—11

庄稼人上了粮，脊梁靠给了墙。pf0135。tgial Konl §a日13一ll 103 lior351，tgil3—1l

lior33 k‘313一ll kY4。101 tg‘ior351。“上了粮”，缴了皇粮。本谚意为农民缴过皇粮

后心里稳当了。

看了鹰抓兔，庄稼买卖没人做

me44 mel mul3．11乏an5l tsul3。本

丧志误正事。

。k‘anl3一11 103 in53 pfa53 t‘u44，pforj53 tgial

谚意为受玩鹰抓兔之类游乐行为的影响，就会

乡里的大哥把苦受，城里的死狗流魂吃酒肉。giorj53 lil til tal3一11 kY3 pal3一ll

k‘U44 Saul3，t莘‘on51 li2 ti3 s144．51 kou44 liou51 xuon51 tS‘ti3．1l t(：iou44互aul3。“死

狗流魂”，地痞流氓。

乡里人进城，爱浪个辕

yanl3 mon51。“

门。gior353 lil互an53 tginl3—11 tS‘on51，￡13 lorjl3一11 kY3

辕门”，今省政府门口。这一带是过去最繁华的地区。

过去当兵一根绳，现在当兵一身红。 kmfl3—．11 tG‘y3 torj53 pin53 i13—．11 kon53

莘an51，gianl3 tsgl3 torj53 pin53 i13-’11 San53 XUon51。本

现在当兵披红挂彩。

秀才见阴阳，哈哈笑

西a13—1li3 t§‘。】31。“阴阳”，

谚意为解放前当兵强抓硬拉，

一场。gioul3—11 ts‘￡3 tgianl3—1l in53 iorJl，Xa53 xal

不出家的道士，以为亡人诵经作道场为业。阴阳一

般文化程度很低，故有此谚。

长圣人，短匠人。t莘‘orj51 Sanl3_-11乙an3，tuan44 tGioi313．1l Kon3。“圣人”， 指

德性高的读书人。“匠人”，工匠。本谚意为读书人“心长”(心胸开阔)，唯

恐别人学不会自己的知识，工匠“心短"(心胸狭隘)，唯恐别人学下自己的

技能。意近古谚“文长武短
"



谚语·确认式 ·375·

念书人憨死了，买卖人尖死了，庄稼人苦死了。lian，3一，，fu53乏anl

lal，me44 m91乏anl tGian53 s11 lal，pforj53 tGial互anl k‘U44 s11 lal。“憨"

真。
“

尖"，狡猾。

吃的阳间饭，做

xan53 sll

，幼稚天

的阴间活。t莘‘t13—11 ti3 iarj51 tGian2 fanl3，tsul3—11 til3 in53

tGian。XUY。。。本谚指的是旧社会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骑马乏，坐轿困，担上担子就有劲 。tG‘i51 ma“fa51，

tans3 S3习l tanl3—11 ts]3 tGiaul3．11 iau．4 tGinla。

三年学下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下个庄稼

tsuYl3 tGial3k‘uonl3，

人。san53 lian5l Gye51 xa2 kx3

m￡44 mE：1 7、ont，i13 peil3．11 tsl3 Gyesl pul3一ll xa3 kYl pfol353 tGial乙anl。

荒年饿不死手艺人。xuar353 lian51 VYl3 pul3．11 sll tau“il Kanl。

画匠不给佛爷磕头。xual3一11 tGior33 pul3 kx44 ful3—1l ie3 k‘￥13—11t‘Ou51。

佛像是由画匠绘塑成的，故有此谚。

书七戏三，影子匠的胡编。fu53 tG‘i13 Gil3一ll san53’in44 tsll tGiol31 til XU51

pian。。。本谚意为说书人讲的内容有七分真实性，戏剧内容有三分真实性，演

皮影戏的(即“影子匠”)则随口而编，很少有历史根据。

厨子的汤，戏子的腔。pf‘1．151 tsl2 ti3 t‘a习53，Gil3一11 tsl

意为厨师水平表现在勾汤上，戏剧演员水平表现在嗓音上

亚古子的包子马保子的面，福保子的生净八娃子的旦

3 til tG‘iorj53。 本谚

。ial3．11 ku3 tsll til

pa53 tsll ma44 pal tsll til mianl3，ful3 p044 tsll til tan53 tGinl3 pal3—．1I Va3 tsll til

tan。。。本谚概括的是解放前兰州人称道

者指秦腔表演。

买卖人不说谎，婆娘娃娃没人养

liar32 va51 va2 m、dla．11乏an51 ior344。

的“四绝”。 前二者指名优小吃，后二

。mE；44 mE；l乙anl pul3 fxl3．11 xuat344，P‘Y5l

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mE，s$t。。

mianl3．11 ti3。

xuei53 til tGianl3 pul3．1l te3 m￡13

阴阳的家里鬼上墙，药客子养的是病婆

$3日13—11 tG‘ial351，yel3 k‘Y13—11 tsl3 iar344 til莘．L13

卖药者。

娘。in53 ior31 til tGia53

pinl3一11 P‘Y51 li092。“

lil kuei“

药客 子’’，

铁打的衙门水漂的官。t‘iel3呻ll ta44 til ia51 mort2 fei“P‘i053 til kuan53。本谚

意为官府象铁打成的一样永远存在，而其中的官员象流水上飘荡的东西一样

在不断更换。

官大一品压死牛 。kuan53 tal3 i13—．1l P‘in4‘ ial3．1l s144 liau51。“压死牛”，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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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权力)极大。本谚意为官高一等则具有很大的权力差别。

文官一张嘴，武官跑

tuanl3—1l t‘uei44。

门神灶神一路

断腿。van51 kuan53 i13．．1l t莘ar353 tsuei44，VU44 kuan53P‘a44

神。man51 son51 tsal3一ll Son51 i13 lul3一11

名目虽殊，但其行径是一样的。

马王爷不管驴的事。ma“vat31

的各管一行。

son。。。本谚喻指官员

iel pua3—11 kuan44 ly51 ti2 S113。 本谚意为当官

当官的心比石头硬。tarj53 kuan53 til gin53 pi44$15l t‘OU2 linl3。

千里路上做官，为的是吃穿。tg‘ian51 li44 lul3．11莘3习3 tsuYl3．1l kuan53，

veil3。11 ti3§1．13 tS‘．L13，1l Pf‘an53。

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Z．on5l乏an2 pul3 tsu．1f13—11 kuan53，tsuxl3．1l

kuan53 tu44 i13—1l pan53。“一般”，

阎王爷好见，小鬼的气难受

tG‘i13 lan51 Saul3。

一样。

。ian5l vat35l ie2 XD44 tGianl3，Gia44．5l kuei44 til

新官上任，旧官晒粪。gins3 kuan53 sar313 Z,onl3，tGioul3．．1l kuan53 s￡13

“晒粪”， 把粪便晒干以在播种时施肥，这是一种低贱苦活。“旧官晒粪

为旧官地位骤降，无人追随。

凤凰落架不如鸡，倒毛的狮子叫狗欺

tGlsa，t：913

fanl3。

”，意

。fanl3一ll xuarJ3 lug-13 tgial3 pul3 VUl3

mD51 ti2 s．Ls3 tsll tgial3 kou44 tG‘i53。“倒毛"因病因老迈而毛不光顺。

仙家们打仗，老百姓遭殃 。9ian53 tGial moIll ta44 t§ar313，la44 pY 13 ginl3 tsa53

iar3。。。“仙家们”，神仙们，喻指居上位的统治者。

公鸡给母鸡踩蛋哩，楦鸡的头上遭难哩。kuon。。tGi。

tanl3．11 li3，gyanl3—11 tGi3 til t‘on2 Sat32 ts053 lanl3一ll li3。

kx44 mu44 tGil tS‘￡44

“踩蛋”，公鸡与母鸡交

配。“楦鸡"，被阉割了的鸡。本谚意为强者争利，弱者受害。

小殷勤买转帝王心。eia4。in51

法看谁犯哩，事看谁

panl3一l

有

1 li3。

办哩。

钱汉，顿顿吃的垢痂饭

tG‘in2 mE：44 planl3 til3．11 v

fal3 k‘anl3 fei51 fanl3—11 li3

a日3 9ln。

，n13 k‘anl3 fei5l

。iau44 tG‘ianl xflnl3，tuonl3 tuonl3 tS‘113—11 ti3

kou。。tgia。fan，。。“垢痂’’，污垢，本谚语意双关。一指有钱人很吝啬，吃的饭

反不如一般人的好；二指有钱人是靠剥削生活的，吃的饭“不干净

死人怕的飞机场，有钱汉怕的共产党。s144乏anl p‘a。3—11 ti3 fei53 tgi53

t$‘arj44，iau44 tG‘ianl xanl P‘a13—11 ti3 kuanl3一ll t莘‘an44 tar344。本谚流行于三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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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兰州平坟墓修飞机场，红军来了斗地主，故有此谚。

君子没钱把头低。tGyn53 tsll mxl3—11 tG‘ian5l pa44 t‘Ou5l ti44。

人有钱时话大了，马有膘时诧大了。Kon51 iou44 tG‘ian5l s．L2 xual3 tal3一ll

103，ma44 iou44 pi053莘b t莘‘a13 tal3．11 la3。“诧"，惊骇。“诧大’’指惊跳的强度增

大了。

马瘦毛长沟子松，穷人说话没人听。ma44莘anl3 m051 ts‘arj5l kou53 tsll

suon51，tG‘yn5l Kon2 fxl3 xual3 mxl3一11 Kon51 t‘in53。“沟子松"，屁股松，指常

拉稀屎。

穷生虱子，富生疖子。tG‘yn5l san53 sYl3一11 tsl3，ful3—1l San53 tGiel3．11 tsl3。

“穷”，穷人，也指穷的时候。“富"，富人，也指富的时候。

穷人的娃娃有不得，有了谋不得。t9‘yn5l Kon2 ti3 va51 va2 iou44 pul3一ll t￡3，

iou4。101 mu44 pul3—11 t￡3。“有’’，有钱有势。“谋不得”，不知高低，忘乎所以。

叫化子放不住隔夜的食。tgi013 XUal3—11tsl3 fordl3 pul3一ll pfu3 kxl3 iel3—11 ti3

S．L51。

三穷夹一富，想富不得富；三富夹一穷，想穷不得穷。san53 tI；‘yn51 tGia51

i13 ful3，Giarj44 ful3 pul3 t￡3 ful3；san53 ful3 tGia5l i13一“t9‘yn51，Giar344 tG‘yn51

pul3一11 te3 tG‘yn51。

官园街上没辰的，绸布街上没穷的。kuan53 yanl ke53莘o】31 mul3 suon51 ti2，

tS‘OU51 pul3 ke53莘。习1 mul3 tG‘yn5l ti2。“官园街"，今民勤街。“绸布街”，今酒

泉路北段，原多商铺。“辰"，次，窝囊的。

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师公子跳家神。kon53 s3习1 xa44 Konl Gye51 x044互anl，

kon53 S。习l莘．L53 kuonl tsll t‘ia44 tGia53阳n1。“师公子"，手敲羊皮鼓跳神的法师。

“家神"，祖宗神灵。

好汉访好汉，马武访冯彦。xa44xanl3fo／344一11 x344xarll3，ma44vu44farj44fon51

ian。。。“马武"、“冯彦”，东汉刘秀手下的将军。事见秦腔历史剧《玉虎坠》。

青衣僧的经，黄喇嘛的音，道士跟上了打和声。tG‘in53 i1 sonl til tgin53，

xual351 lal mal til in53，t013．11§、3 kon53 Sal 101 ta44 xY51莘an2。“青衣僧”，汉传佛

教的和尚。“黄喇嘛”，藏传佛教和尚。“打和声’’，随声附合。兰州丧事念经，

青衣僧念汉文经且音调优美，人们易懂爱听；黄喇嘛念藏文经，人们听不懂

经文，只能听音调；道士念经声音低沉呆板且文辞艰深，人们不太感兴趣，所

以讽嘲谓“打和声"。

和尚的家里喇嘛大，喇嘛的家里和尚大。xuY51 S。习2 ti3 tGia53 lil lal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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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3，lal3 mal3—11 ti3 tGia53 lil xuY5l§。日2 ta3。“和尚”，

“青衣僧”；“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

满瓶水不响，半瓶水光

kuor353 tor31。“

“大”，

汉传佛教的僧人，也叫

受到尊重。

当。man44 P‘in51 fei44 pul3—11 Gior344，panl3P‘in51 fei44

光当”，象声词，指半瓶子水摇晃而发出的声音。

一人豁命，万夫难敌

拳棍手怕的是叶子手

。i13—1l Kon5l xuY53 minl3，

。tG‘yan51 kuonl3—11 Sau44

vanl3—1l fu53 lan51 ti5l。

P‘al 3_+ll ti3 S、1 iel3．11 tsl3

sau。。。“拳棍手”，会武术的人。“叶子手”，胆大妄为的人。本谚意为有本事

的人敌不过亡命之徒。

机溜人点眼就发，窝囊履眼睛挤瞎 。tGi53 lioul Kon53

fal3，V'953 lot35l suon51 ian44 tGinl tGi44 xal3。“机溜人"，机灵

眼示意就明白所指

劲的眼色也没作用

“

tlan44．51

人。“点

窝囊辰”，冥顽不灵的家伙。“眼睛挤瞎”，

ian44 tgiou 13

眼就发”，用

意为使多大

每个羊嘴底下有一把草哩。mei51 k,92 iol351tsuei44—5l ti44 xal iou44 i13．11

ts‘a44 1i。。本谚意为只要有人，总会有饭吃，也喻指大自然的赐予是公平

pa44

的。

蛤蟆跳哩蛇蹿哩，各有各的路站哩。xY5l ma2 t‘iol3—11 li3§Y5lts‘uanl3—11

kxl3—，1l iou44 kyl3—．11 ti3 lul3 tsan，。．。。lis。“路站”，路径，喻指生活途径。

贼通九州，狼通十二个壑岘。tsei。，t

3一11 kx3 xuYl3 9ianl3

钉鞋了要掌子哩，

3．1l 103 i013 sot344 ts]l

‘‘

壑岘”，山沟。

唱戏了要嗓子哩

‘uon53 tGion44 t莘au53， l0951 t‘uon53§113

。tinl3 XE51 102 i013 tSor344 tsll lil，tS‘3习13

倒耧铧的倒不了钟。t013 laujl xua2 ti3 tol3 pul3—11 i03 pfon53。倒，浇铸。

人吃豆子没劲，给驴说去／1i信。乙an5l ts‘],13taul3—11 ts]3 mul3 tginl3，

ly5l fYl3 t9‘i13 pul3 Gin，。。豆子人吃后不易消化，放屁拉稀，身感无劲，牲

化力强，吃豆子最有劲，故有此谚。

k353。

人抬的人高，水抬的船高

山后头有山，人后头

t‘9u3 iou44乏an51。

。 乙an5l t‘￡51 ti2乏an51 k053

kx44

口消

，fei44 t‘￡51 ti2pf‘an5l

有人。San53 xaul3．11 t‘au3 iou44 San53，乏an5l XOUl3．1l

前三十年看父待子，后三十年看子待父

t￡13一11 tsl44，XOUl3 san53莘11 lian51 k‘an53

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哩。t‘ian。。t

tSYl lil。

。t9‘Jan51 sarl53 Stl lian51k‘anl3 ful3

tsl44 t￡13 ful3。

‘a13一11 xa3 l￡l iou44 tal3 kyl3一11 tsl3 ti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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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粮缴不起了有富家子当着哩。xuorJ5l li01351 toi053 pul3—11 tG‘i3 101 iou4I

ful3．11 tgia3 ts]1 tot344 t莘Yl lil。“富家子’’，有

凤凰展翅

钱人家。

一千里，鸱雀子喊死在沟底。fanl3．11 xu。rj3 titan44 tS‘153 i13—11

tG‘ian53 li⋯tS‘153 tG‘i044 tsll xan44 s11 tsE：13 kou53 ti44。“鸱雀子”，一种形似猫

头鹰的夜鸣小鸟，俗谓鸣声不祥。“喊死”，呜叫到死。

人比人了没活头，驴比骡子了没驮头。Z,on51 pi44乏an51 102 mxl3．11 XUy51

t‘an2，ly5l pi44 luy5l tsl2 103 myl3—11 t‘Uy5l t‘OU2。

头"，没办法驮。

来路的沙子压不住本

t113 t113—11

厩。

p313 o

“没活头”，没办法活。“没驮

地的土。le51 lul3．11 ti3 Sa53 ts'11 ial3 pul3—1l pfu3 pan44

t‘u。。。“来路的’’，从外地来的。

强龙敌不过地头蛇

马号里没马驴当差

。tG‘i。日5l luonsl ti51 pul3 kuxl3 til3一11 t‘au5l§Y51。

。ma44 xal3 li2 mul3—11 ma44 ly51 tot353 tS‘￡s3。“马号”，马

猫儿食养活不了金钱

人没尾巴难视量

豹。m05l m2 S151 i01344 xuy51 pul3．11 103 tGin53tG plansl

。Z,on5l mxl3 i44 pal lan51 S．L13．1l liord44。“视量”，

量。本谚意为人不比牲畜，脑子复杂，摸不透。

用目力衡

丈二大的人能养下，核桃大的心包不住。t莘orJl3 m13 tal3—11 ti3乙an5l lon5l

iorj44 xal，xY5l t‘32 tal3．11 ti3 gin53 p053 pul3 pful3。“核桃”，核头。“包不住”，

揽不住。本谚意为父母能生下子女，但决定不了子女的思想。

人不知自

tsll3--．11 tu51。

过，蛇不知自毒

包

。z-,an5l pul3—11 tS．L53 tsll3 kuxl3，SY51 pul3—1l t莘t53

死猪娃子不怕狼斋。s144 pfu53 val tsll pul3 P‘a13 lot351 ts￡53。“猪娃子"，

猪。“斋”，咬。本谚意为豁出命的人惹不起，或耍赖皮的人没办法对付。

小

死驴不怕狼扯。s144 ly51 pul3 P‘a13 101351 tsY44。“扯”，撕咬。本谚意同上条。

猪急了也斋人哩。pfu53 toi51 102 ie“tse53 Z,on5l li2。“斋”，咬。本谚意为再

老实的人逼急了也会反抗。

墙倒众人推

会乘机反对。

。tG‘ior351 t944 pfonl3—11 Z,on3 t‘uei53。 本谚喻指人失势时大家都

狗撵下坡狼。kou44 lian51 oial3．11 P‘Y53 lorj51。本谚意同上条。

狗顺墙根走。kou44 fonl3 tG‘i01351 kon2 tsou44。本谚喻指坏人总要凭依有利

于他们的势力。墙根常有行人拉的屎，狗可以碰上了吃一顿，故有此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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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下的曲儿吹不来，吹里吹里祸出来 。tGi053 xal3．11 ti3 tq‘Y13一11 1113 Pf‘ei53

pul3．11 le3，pf‘ei53 lil pf‘ei53 lil XUYl3 pf‘u13—11 l￡3。“吹里吹里"，吹着吹着。

谚意为自身没有悟性，别人的说教不起作用，甚至会弄巧成拙

借下的鸡儿不下蛋。tGiel3一ll xa3 til tgi53 m1 pul3 9ial3 tanl3。

自己的人不为自己效力。

借下的猫儿不抓老

本谚意同上条。

懒人懒马屎尿

汉偷懒的借口多。

懒人自有懒

本

本谚意为不是

鼠。tgiel3一u xa3 til m051 m2 pul3—11 pfa53 1044—51pf‘U“。

多。lanl3．11 Kon51 lanl3．11 ma44 S144 li013 tuy53。 本谚意为懒

办法。lanl3．1l Kon51 tsll3．1l iou44 lanl3 panl3—11 fa3。

人比驴好哄。Kon51 pi44 ly51 x044．51 xuon44。

阳世三间人哄人，阴曹地府鬼哄鬼。iorj51乱13 san53 tGianl3互an51 xuon44

Kon51，in53 ts‘a51 til3．11 fu44 kuei44—51 xuon44 kuei44。“阳世三间”，阳间，人间。

你哄我哄，终究不稳

V01244。

人心不足蛇吞象

。li44—5l xuon44 vY44．s1 xuon44，pfon53 tgiou44 pul3一ll

，蟾心 不足吃月亮 。Kon51 gin53 pul3 tsul3 5Y51 t‘uon53

Giorjl3，t莘‘an51 gin53 pul3 tsul3 tS‘．L13 yel3 lior313。

亮，故有后句。

饭碗子底下养仇人。

旧时民间认为月食是蟾蜍吃月

fanl3—．11 van44 tsll ti44 xal ior344 ts‘Ou51乏an2。本谚意为

受抚养或济助的人往往反目为仇，给自己找麻烦。

佛爷好了站着上香哩。ful3．11 ie3 xa44 lal t§anl3_．11 tSY3莘a日13．1l cirri53 1il。 本

谚意为神佛太慈善的时候，人们上香时不再下跪，喻指尊长太宽和时，下面

的人就会不尊重。

好人的头上磨难多。x。44 Z-,onl til t‘OH5l S。习2 my51 lanl3 tuY53。

死掉的哭不活，丢掉的找不着

tS044 pu 13．11 ply51。

人怕挨打，肉怕挨

山高皇帝

。s144 tal til k‘U13 pul3一11 XUy51，tiou53 tal til

剐。Z．on51 P‘a13￡51 ta4”乏aul3 P‘a13￡51 kua44。

远，王法在眼前。§an53 k353 xu。rj5l til3 yah⋯vzr351 fal3 tS￡13．1l

ian44 tG‘ianl。

马要笼头拿哩，人要王法拿

varj5l fal3 la51 li2。“拿"，管。

哩。ma44 i313 luon51 t‘Ou2 la5l li2，乙an51 i013

猴儿尕，铁链子拿着哩；骆驼大，毛绳子拉着哩。XOU。。 lll2 ka44，t‘i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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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l3—．11 tsl3 la5l t$Y2 li3；luxl3—．1l t‘UY3 tal3，ma51 San2 ts]3 la53 tSYl lil。“拿”，

管，牵制。

路不平了旁人修哩。lul3 pul3．1l P‘in51 la2 P‘。习5l Kan2 Giou53 lil。“旁人"，别

人。本谚喻指自己的人自己管不了，别人会管。

杨家门里没大小，媳妇子夹的公公跑 。iarj5l tgia2 man51 li2 mul3 tal3—．1l

Gia44，Gil3 ful3—11 ts]3 t9ial3--11 til kuon53 kuonl P‘a44。“没

本谚由杨家将故事中穆桂英救出杨六郎情节而来。

大小”，不管辈分男女。

寡妇嫁三嫁，鞋帮子会说话。kua44 ful tGial3 san53 tgial3，x￡51 parj53 ts]1

xuei。。fx。。xua，。。本谚意为妇女改嫁多次，则能说会道，难以信赖。

男的破烦了唱哩，女的破烦了哭哩。lan51 ti2 P‘Y13一ll fan3 lal t§‘a习13一11 li3，

ly44 til P‘Y13—11 fan3 lal k‘u13．11 li3。“破烦”，

活的怕死

烦恼。

的，男的怕女的。xuY5l ti2 P‘a13—11 s144 til，lan51 ti2 P‘a13—11 ly44

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ta44—51 ta44 til Gil3 ful3 Z,ou5l t044 til mianl3。本谚意

为媳妇经常挨打才能驯服，面团反复被揉才能柔韧。

姐儿爱的是人，鸨儿爱的是银

ti3 S1l in51。“

。tGie44 U11￡13—1l ti3 S．L1 Kan5l，pa44 1111￡13—11

姐儿"，窑姐儿，妓女。“银"，钱。

男想女，十万八千里；女想男，隔着一张纸 。lan51 Giarj44．．51 ly44，S113 vanl3

pal3．1l tG‘ian53 li44；ly“9iar344 lan51，kxl3—1l t§Y3 i13一11 tSarj53 t§1．“。“想”，指

成男女欢情。“十万八千里’’，喻离目的差的很远。“隔着一张纸’’，喻十分

易，只需举手之劳。

有了缘法，把母猪看成莲花。iau44 lal yan51 fa2，

t莘‘on51 lJan5l XUa2。

pa44 mu44 pfulk‘alll3—11

金花配银花，葫芦配南瓜。t西n53 xLIal P‘eil3 in51 XLIa2，XU51 lu2 P‘eil3 lan5l

kua2。

成不成，酒三瓶。t§‘on5I pul3一11 tS‘on51’tGiau44 san53 P‘in51。本谚指媒人

而言。意为无论婚姻成就与否，总得给媒人提三瓶酒为谢。

久赌神仙输。tGiau44．5l tu44莘an51 Gian2 fu53。本谚意为只要长赌，再精明

的赌客也会输。

赌博穷，腰里系的半截绳；赌博富，腰里系的半个布。tu。。px，t9‘yns-，ia53

t9i13．11 ti3 panl3—11 tGie51 San51；tu44 pxl ful3，ia53 lil tgil3—11 ti3 panl3 kxl3 pul3。

本谚意为嗜赌者无论输赢，总是处在穷困潦倒状态。

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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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箍碌子了输死哩。pul3 Ginl3 ku53 lul tsal lal fu53 sll 1il。“箍碌子’’，也

叫‘‘赌博箍碌子”，指以赌为生，精于赌博技巧的人。本谚意为不相信“箍碌

子’’的本领而相赌，肯定输得很惨，喻指不信行家就会吃亏。

典家打死买家。tian44 tGial ta44—51 sl“me44 tgial。“典家”，典地典房者

“买家”， 买地买房者。本谚指房主或地主先典后卖，一定要争得典家的同意

如果典家要买，则优先卖与典家，否则典家不同意，会整治买家。

毛线绳绳细处断。ma5l 9ianl3 San51§an2西13 pf‘U13 tuanl30“绳绳”，绳子。

本谚常喻指独子容易绝嗣。

六、言谈交流／、、置伙X明‘

人不喧人了没喧头 。乙an51 pul3 t；yan53 Kon5l la2 myl3 t；yan53 t‘aul。“

谈，聊天。“喧头’’，喧的内容。

三句好话买人心。san53 tGyl3 XD44 xual3 me44驹r151 Gin53。

三句好话顶不住一马棒

喧”交

。san53 tGYl3 XD44 xual3 tin44 pul3．．11 pfu3 i13．n ma44

pard。。。‘‘马棒”，旧社会打人的一种粗棒。本谚意为对有些人用硬的比用软的

奏效得多。

三句话离不开老本腔

tG‘iar353。

。san53 tCyl3 xual3 li51 pul3—11"k‘E3 la44—51 port44

本谚也喻指易露根底。

木不钻不透，人不喧不和 。 mul3 pul3 tsuanl3 pul3 t‘aul3， 乙an51 pula一11

t；yan53 pul3．1l xuY5l。“喧”，交谈，谈心。“和”，和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

rainsl o

睦，友好。

明。tan53 pul3 pYl3 pul3 liarJl3，xual3 PUl3 fYl3 PUl3—11

水没爪子刨烂坑，话没箭头射烂心口fei44 myl3 pfa53 tsll P‘a53 lanl3一ll

k‘on53，xual3 myl3 tGianl3一u t‘9u51 SYl3 lanl3一11 Gins3。

水冲破坑洞。

有理不在

“刨烂坑”，把坑刨烂，指

言高。iou44．11 li44 pul3 ts￡13 Jan51 ka53。“言高”，说话声音大。

舌头没脊梁。§Y51 t‘au2 myl3 tell3—11 liarj3。

可以说出各种话，喻指言语不可凭信。

多嘴说话，寻着挨骂

本谚意为舌头没骨头，是软的，

。tuY53 tsuei44 fXl3 XUal3，6in5l t莘Y2￡51 mal3。

好话不瞒人，瞒人无好

VUl3一ll x044 xual3。

话有三说，巧者为妙

话。xD44 xufll3 pul3—11 roansl Kartsl，man51 Kan5l

。xual3—11 iou44 san53 fYl3， tG‘ia44 t§Y1 Veil3 mi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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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三遍淡如水，再说三遍驴拌嘴。xual3 fxl3 son53 pianl tanl3 vul3—1l

fei44，tsel3 fxl3 san53 pianl3 ly51 panl3 tsuei44。

话说三遍比屎臭。xual3 fxl3 san53 pianl pi44．5l St44 tS‘Oul3。

骂一个和尚满寺红。mal3 i13 kxl3 XUy5l S3骁3 man44 sil3 xuan5l。“满寺红”，

整个寺里的和尚都会脸红。本谚喻指说一人会伤及同类的其他人。

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mal3～11 7-,an51 mul3 X044．51 k‘Ou44，ta44 Kan51 mul3

XO。。一。，sau。。。本谚意为只要骂人，总没有好言语；只要打人，总没有好动作。

婆婆的嘴碎，媳妇子的耳背。P‘Y51 P‘￥2 ti3 tsuei44 sueil，Cul3 ful3．11 tsll

ti。m。。pei，。。“嘴碎"，爱唠叨。“媳妇子”，儿媳妇。“耳背”，耳聋。本谚意为

尽管婆婆爱唠叨，儿媳妇装做听不见就行了。

缸口好盖，人口难捂。kol353 k‘OU44 x044 k￡13，Kon51 k‘Ou44 lan5l vu44。

说话不占地方。fYl3 xual3 pul3 tSanl3 til3—11 f0133。本谚意为说的话不占据

地方，喻指言语可以随便说，没有时空限制。

说惯的嘴，跑惯的腿。fxl3 kuanl3．11 ti3 tsuei44，p‘044 kuanl3．1l ti3t‘uei44。

本谚意为说的、跑的遍数多了，就成了习惯，难以控制。

笑话里有实话哩。9ial3 XLlal3一11 li3 iau44莘t51 XUal3．11 li3。“笑话”，开玩笑

的话。

玩话里有实话哩。van5l xual3．11 li3 iau44莘151 xual3一11 li3。“玩话’’，开玩笑

的话。

狼嚎一声，野狐子乱叫喊。lot351 xa5l i13．11 fion53，ie44 XUl tsll luanl3 tGial3—11

xan。。。“野狐子”，狐狸。本谚意为有权威的人说话不多，无足轻重的人才叨

叨不休。

站着说话腰不疼。tsanl3—11 t莘￥3 fxl3 xual3 ia53 pul3—11 t‘ons30本谚意为不

在其位说话随便而不负责任。

席子破了点烟哩，话说多了忏边哩。xi5l tsl2 P‘Y13—11 103 tian44 Jan53 lil，

xtlal3 fxl3 tuy53 lal t莘‘anl3．11 plan53 lil。上句指抽取破席子的蔑片引火点烟，过

去贫苦农家往往如此。“忏边”，纺织品或编织物从边上逐渐散离。本谚喻指

说话过多会失去控制而出现漏洞或把柄。．

截锯不如解锯。t9ie51 tGyl3 pul3 vul3 ke44 tCyl3。“截锯”，横锯木头。“解

锯”，顺解木板，比横截木头省力。在本谚中“锯”谐“句”，“解’’谐“改’’，

即“截句不如改句"。“截句”指把话说绝、说死。“改句”，也叫“改扯’’，指

说开脱性的话，使听者不致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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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 。tsuei44 S．L13 pian44 til， SY51 t‘au2莘1．13 van44 til。

谚意为只要有嘴有舌头，什么话也可以说出来，不能以言语为凭。

好话不出门，瞎话

本

传千里。x044 xual3 pul3 pf‘1313．1l mansl，xal3 xual3pf‘an51

t6‘ian53 li44。“瞎话"，坏话。

娃娃的嘴里掏实话

七、为人处事

哩。Va51 va2 til tsuei44 lil t‘053乱5l Xtlal3一11 li3。

人身子难得，得了难活。Kan51 san53 tsll lan51 tYl3，tYl3．11 103 lan51 XtlY51。

草贵茂盛，人贵清高。ts‘344 kueil3 mal3莘anl3’Kon51 kueil3 tO‘in53 ka51。

人活脸面树活皮。乙an5l xuY51 lian44 mianl ful3—1l xuy51 P‘i5l。

人怕的伤心，树怕的伤根

t；orJ5l kan53。

。Kon51 P‘a13—11 ti3 Sa习53 Gior353，ful3 P‘a13．11 ti3

人乏了缓过来哩，树乏了缓不过来。乏a

ful3一11 fa51 la2 xuan44 pul3 kuxl3一儿le3。“乏"，

n53 fa51

疲乏。

b2 xuan44 kuxl3—11 l￡51 1i2，

“缓”， 休息，

休息后恢复精力或生机。“树乏’’，树木缺水少肥，呈枯黄状

树怕刨根，人怕究底

“缓过来”，

。ful3 P‘a13 P‘353 kon53，Kon53 P‘a13 tGioul3．11 ti44 d

“底”，不光彩的身世。

人亏了天补着哩。Kan51 k‘uei53 101 t‘ian53 pu44 tSYl lil。

人有一亏，天有一补。Kon51 iau44 i13．11 k‘uei53，t‘ian53 iou44 i13一11 pu44。

没娘的娃娃天照顾

吃饭的肚子想事

。mul3一ll liar351 ti2 va51 va2 t‘ian53 t莘。13—11 ku3。

的心。tS‘113 fanl3—11 ti3 tul3，11 tsl3 Giar344莘．L13—11 ti3 ein53。

善没有错行的，恶没有善报

rllYl扣11

年

的。Sanl3 myl3．11 iau44 ts‘uYl3一11 Gin51 ti2，Y13

iau44 Sanl3 p013—1l ti3。

高四十九，不如五十的人。lian5l k053 sll3 n13—11 tGiou44，pul3 VUl3 vu44

Stl3．11 ti3乙an51。

人老心不老，

b44。

本谚意为年高一岁，智高一筹。

树老根不老 。乙an51 la44 9in53 pul3一ll 1044，ful3一11 1344 kon53 pul3

明人不做暗事。min5l Z-,on51 pul3 tsuyl3 anl3 s．L13。

好鞋不踏臭狗屎

白人不去沾染污秽。

。x044 x￡5l pul3—11 t‘a53 tS‘OHl3 kau44—51

人是饭吃大的，不是

莘．L。。。本谚意为清

吓大的。乙an5l§113 fanl3 tS‘113 tal3—11 ti3，pul3 n13 xal3

ta。。．．。，ti。。本谚意为人不能为权势所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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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招瘦着哩，尾巴翘着哩。toyl3 lyl3 saul3．11 t莘Y3 lil，i“pal tG‘ial3—1l t$Y3

li。。“据羯”，山羊。本谚喻指人穷志不穷。

向人向不过理。oiarJl3—11乙an51 oior313 pul3．11 kuy3 li44。“向”，偏向，偏袒。

钱财是身上的垢痂。tO‘ian51 ts‘e51 SL3莘an53莘3孙til kou44 toial。“垢痂"，

污垢。本谚喻指钱财是身外之物，去而可复生。

钱儿的面子大。tO‘ian51 lll2 ti3 mianl3．1l tsl3 tal3。

瞌睡没本，越务越紧。k‘Y13 feil3 mYl3．11 pan44，yel3 VL!13 yel3一11 toin440

“本”，根本，喻指标准。“务"，从事，本谚意为瞌睡没有标准，越睡越爱睡，

喻指人越不活动，就会越懒。

一客在家，十主不安。i13 k‘Y13 tsel3一ll toia53，乱13一ll pfut4 pul3一11 an53。本

谚意为只要有客人，主人全家正常秩序总会受到影响，显得忙乱一些。告诫

人们不要留连做客。

客一主二三，东家吃喜欢。k‘Y13 i13 pfu44 llll3—11 san53，tuon53 toial tS‘．L13一ll

oi。。xuan。。。“东家"，主人。本谚意为请客实际上客人吃为名，主人吃为实，真

正吃高兴的是主人方面。

瓜子不饱是人心。kua53 tsll pul3．11 pa44莘．L13 g．on5l oin53。旧社会常用瓜籽

做送人礼品，意为一包瓜籽虽然吃不饱肚子，但表达了一份心意。

道场随施主。tol3—11 t[g‘ar344 suei51 s．I．53 pfu440“道场"，老人死后请阴阳道

士或和尚做的追亡活动，所做的规模等级，由“施主”(家人)决定。本谚也

喻指捐助活动要尊重出资者的意愿。

前头的路黑着哩。tO‘ian5l t‘ou2 ti3 lul3 xYl3．11 tsY3 lil。“黑"，看不清。

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tso“ts．L53 sans3乙．L13乱13，ful3 kueil3 i13．11

tO‘ian53 lian51。

命是一堵墙。minl3$t13 i13—1l tu44 tO‘ior351。

命是定的，运是转的。minl3吼13 tinl3一ll ti3，ynl3 Stl3 pfanl3—1l ti3。

人有千方百计，天有一定安排

iau“i13 tinl3 an53 P‘￡l。

人恨人，要用哩；

t‘ian53 xonl3．11 Z,on5l，

得用人。

君子怨命不怨天

恨

。Z,on5l iau“tO‘ian53 far353 pgl3 toil3，t‘ian53

人，要命哩。7．on51 xonl3—1l Z,an51，ial3 ynl3．11 li3；

rainl3．．11 li3。 “人恨人，要用哩”，人虽然恨人，但还

。toyn53 tsll yanl3 mini3

瞎事来了双着哩，好事来了单着哩。xa。s

pul3 yanl3．．1l t‘ian53。

莘113 l￡51 la2 far353 t莘Yl lil，X044§．L13

天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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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132 tan。。t5Yl lil。本谚意同“祸不单行，福不双降”。

三年五载烧香念佛，抵不住一时胡涂造的孽。san53 lian51 VU44 tsel莘353

Gior353 lianl3—11 fx5l，ti44 pul3一11 pfu3 i13．1l s15l XU51 tu2 ts313—1l ti3 liel3。

嘴善心不善，枉把佛经

lianl3。

念。tsuei44 Sanl3 Gin53 pul3 l}anl3，vorj44 pa44 fx5l tgin53

若要好，小名叫到老。vxl3 i013 X044，oi044 min51 tgial3—11 t33 b44。本谚意

为年老了人们仍然称其乳名，表明一生吉利平安。

有个九十九哩，没有个一百一。iou44 kxl tgiou44 S．L1 tgiou44 lil，mul3叫iou44
kxl i13 pY

有个

。s i，s。本谚意为做什么都有个限度，不能无限止地扩大。

献猪献羊的，没有个献人的。iou。。kx。

mul3．11 iau44 kxl gianl3—1l Z,on53 til。“献猪献羊

Gianl3—1l

’’，向神灵

出人，出卖人。本谚意为出卖熟人是很可耻的。

八、哲理通义

pfu53 Gianl3—1l iorj51 ti2，

祭献牺牲。
“

上河没水下河干。S。习13一11 xY51 mul3—11 fei44 Gial3—11 xY51 kan53。

献人”， 供

死水怕勺舀。s1。4—51 fei4。P‘a13一ll fx51 io。4。本谚意为有出无入，就会穷竭。

净水怕勺舀。tginl3．1l fei。。P‘a13—11 fx5l i344。本谚意为再干净的水，给勺

子舀来舀去，总会变脏，喻意近似“常在河边走，不能不湿鞋”。

离山十里，柴在屋里；住在河边，水在河里

tsl；z vul3—11 li3；pful3 ts￡13 xY51 plan53，fei44

拆东墙，补西墙，窟窿还在原身上。t§

k‘U13 luonl3 xan5l tsel3 yan51莘an53莘3习l。

馍馍不吃盘儿里在。my51 my2 pul3 ts

包子香了没在褶褶儿(／皱(白读)皱

tS'd13 t莘Y1a Ull(／pf‘u13．．11 pf‘U3 tsll)莘a习1。

的皱褶。

脏水不脏脸

。li51 San53莘．1．13—．1l li44，tS‘e51

ts91 X'd51 li2。

‘Y13 tuon53 tG‘iar31，pu44 Gi53 tG‘iarjl，

‘．L13

子)

p‘an51 u12 li3 tsEl3。

上。

“褶褶J

。ts。r3ss fei44 pul3一11 tsor353 lian44。

脏水洗不会使脸变脏。

稠水不稠垢痂。t莘‘on51

P：)ss

L"、

tsll 9iorj53 lal mul3 ts￡13

“

皱皱子”，皆指包子上

本谚意为只要脸是白净的，用

fei44 pul3一ll tS‘on51 kou44 tgial。“

“垢痂"，污垢。“不稠垢痂”，

会睡觉的会翻

贼偷火烧当日

不会使垢痂变得更厚。

稠水”，浑浊的水。

身。xueil3 feil3—11 tgia3 til xueil3 fan53莘anl。

穷。tsei51 t‘9u51 XuY44§。53 tot353乙．L1 tg‘yn51。 “当El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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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变穷了。

年龄不饶人。 lian51 linl3 pul3—．11

等的，是掩盖不过去的。

蛇奖的窟窿奖

乏。。。乏an。，。本谚意为年龄对每个人都是平

。sY51 pfor344 til k‘u13—11 luon3 pfor344。“奖"，粗大。“窟窿”，

指蛇洞。本谚意为收入高的开支也大

鸡儿的嗉子猫儿的眼，吃不多来看不远。tGi53 m1 til SUl3一11 tsl3 m051 m2 ti3

ian44，t8‘113 pul3 tuY53 l￡1 k‘anl3 pul3 yan44。

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道哩。t9i53 m1 pul3 li044 suei53，kxl3—11 iou44 kxl3—11

ti3 t013．．11 t03 lil。“道道"，门道，办法。

有牙的没锅盔，有锅盔的没牙。iou44 ia51 ti2 mul3 kux53 k‘ueil，iou44 kux53

k‘ueil til mul3一11 ia51。

三年等了个闰腊月。san53 lian51 ton44 101 kxl yonl3 lal3 yel3。

月很少见，但等上多年也会等到。

水流百步净。fei44 liou5l pxl3 pul3 t9inl3。

当然这不包括现代污染。

本谚意为闰腊

本谚意为河水在流淌中会变干净，

事无三不成。n13 vul3一11 san53 pul3—1l t爷‘on51。“三’’，三次，泛指多次。

芽大豆不憋，憋了钻仰承哩。ia51 tal3—11 tou3 pul3 piel3，piel3．11 103 tsuan53

ior3。。ts‘on。li。。“芽大豆"，指水泡胀的蚕豆。“憋"，受热开裂。“仰承"，顶棚。

本谚意为泡胀的蚕豆不易炒而裂口，但一旦裂口，力量很大，要蹦到顶棚上

去。

火烧财门开。XUY。4 sa5。tS‘￡51 mon2 k‘e53。本谚意为遭火灾虽然受损失，但

有可能要发大财。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t9ioul3．1l ti3 pul3 tG‘i13，Gin53 til pul3—11 l￡51。

凤凰再好，也是鸱雀子窝里出来

t莘‘．L53

的。fonl3一ll xuol33 tsgl3一11 X044，ie44莘．L1

tG‘ial tsll vY53 li】pf‘U13一ll lel3 til。“鸱雀子"，

鸟，俗谓鸣声不祥而厌恶。

会水的鱼儿浪打死哩。

一种形似猫头鹰的夜鸣小

xueil3一11 fei“til Y5l u12 lor313 ta44 s11 lil。

淹死的人往往是会游泳的人。

骆驼的脖子长，吃不了隔山草

pul3—1l 103 kyl3一11莘an53 tS‘344。

树大的窟窿大。ful3 tal3—11

本谚意为树越大，上面的枯洞

。luxl3_．11 t‘uY3 til pY51

ti3 k‘U13—11

也越大。

lUOU3 tal3。“

本谚意为被

tsl2 tS‘or351，tS‘-L13

窟窿"，指树上的枯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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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多不黏，蜜多不甜

t‘ian51。“黏”指粘黏性强。

瞧不起的木匠盖楼房

。teia53 tuY53 pul3．11 ZI，ans]，mil3．1l tu953 pul3．1l

哩。tG‘i。51 pul卜11 tG‘i3 til mul3 tGiarjl3 kel3 lau51 fox351

1i。。“盖楼房"，喻指承揽很复杂的木工活。本谚意为有些木工平时被人瞧不起，

但有可能有大本事。

瘸子不瘸上天哩，瞎子不瞎做 官哩。t9‘ye51 tsl2 pul3—1l tG‘ye51莘a日13．1l

t‘ian53 lil，xal3—11 tsl2 pul3 xal3 tsuYl3 kuan53 lil。

得没有真本事。

第 二节 建议式

本谚意为表面残弱的人不见

这类谚语说话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建议或要求，认为应当这样做，而

不要那样做。其中往往有“要’’、“不要”之类的词语。

人心要实，火心要虚。Kan51 gin53 ial3 SfL5l，xulf44 gin53 iol3—11 Gy53。

火心要空，人心要公。xuh"44 Gin53 i013一11 k‘uan53，乏an51 gin53 ial3．．11 kuan53。

人要情感哩，驴要棍赶

过家要细，待客要盛

节约。

借

哩。互an51 iol3 tGin51 kan44 lil，ly51 ial3 kuanl3一11 kan44

。kuxl3．11 tGia53 ial3 Gil3，t913 k‘Y13 iol3莘anl3。“细"，

钱要忍，还帐要狠。tGiel3-．11 tG‘ian51 ial3乏an44，xuan51 tS01313 ial3 xan44。

打狗要看个主人脸

“看个修， 看一下。

打人不要打脸

哩。ta44—51 kau44 i013 k‘anl3—1l kx3 pfu44乏anl lian44 lil。

，骂人不要揭短。ta44乏an51 pul3 i013 ta44．5l lian⋯mal3一ll

Kan5l pul3 ial3 teiel3—11 tuan44。

吃了要吃个往来哩，哭了要哭个恩情哩。ts‘t13—11 b3 i。13 t莘‘．乙13．1l kY3

vorj44 l￡51 lil，k‘u13—1l la3 ial3 k‘U13·Il kx3 an53 tGinl lil。

哭笑要据恩冤。

吃饭要人少，做活要人多

i013一ll乏an51 tuY53。

lil3。

散饭凭菜哩，官司凭赖哩。

本谚意为吃喝要有来往，

。 t莘‘．L13 fanl3 ial3·1l乏an53$。44，tsu_"13--11 xuY5l

saD_44 fanl P‘in44 ts‘￡13 lil3，kuan53 s11 P‘in44 l￡13

“散饭”，一种家常便饭，用玉米面或糜谷面在沸水中均匀散搅而做成的

粘稠面食，要用酸菜、咸菜之类的菜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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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饭若要好，三百六十搅。sail“fanl vYl3 ial3 x。⋯san53 PYl3 lioul3—11 SL

t(11044。 “散饭’’见上条。“三百六十搅"指多次搅动，否则会结核夹生。本谚

除言做饭经验外，还喻指要做好一件事，必须认真下功夫。

话要端说，理要端行。XU；113 ial3 tuan53 fYl3’li44 ial3 tuan53 gin51。

活人要活心，活树要活根。XUY51 Z,on51 i313—11 XU'951 gin53，XUy51 ful3 ial3一11

xuY。，kon。。。“活人要活心”，一指人活在世上首先要心正

先要交心，不能尔虞我诈。

不要碰到一棵树上了吊死。

tial3—1l s144。

、心好， 二指交人首

pux3 ial3 ponl3 tol3 i13—11 k‘us"53 ful3—11$。习3 b1

本谚意为做事要有灵活性，不要只按预定目标硬做。

不懂公事，不要当保 长。pul3．．11 tuon44 kuon53莘11，pul3 ial3 tar353 p344—5l

t$arjtt。。保长’’，解放前乡镇下的行政领导，由于要他们抓兵拉夫，催粮要款，

不懂公事、不善周旋者很难胜任。本谚意为没有领导才能，就不要去当头儿。，

下去陕西不要喊乱弹，上去乐都不要唱少年 。xal3—11 tg‘i3 San44 9i1 pul3 i013

xan44 luanl3—1l t‘an3，莘a日13一ll t9‘i3 luxl3·1l tu3 pul3 i。13 t莘‘。习13莘。13—1l lian3。“

弹"

“少

’

乱

清唱秦腔，一般指在外随便唱秦腔。“乐都”，青海县名，文化比较发达。

年’’，也叫“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地区的一种民歌。兰州人爱唱秦

腔，但总不如陕西的秦腔正宗有味，兰州人也唱“少年"，但比不上乐都的

“少年"丰富婉转，故有此谚。

风刮倒了，不要怪老天爷 。fon53 kual3 t044 lal，pul3 ial3 ku￡13 la44t‘ian53

本谚意为自己经不住考验，不要怪客观条件。

天上下雨地下滑，地下滑倒自己爬 。t‘ian53莘a习l 9ial3一11 Y44 til3·11 xa3

xua5l，til3．．11 xa3 XLla51 t044 tsll3—．1l tei3 P‘a51口

前客让后客，不要当旋客

Cyanl3 k‘Y13。

要留连盘旋。

。t9‘ian5l k‘Y13乏3习13 XOHl3 k‘Y13，pul3 ial3 tar353

本谚意为做客要识局，吃完就走，给后来的客人让开位置，不

天阴不要刮风，人穷不要奔亲。t‘ian53 in53 pul3 ial3 kual3—11 fan53，Z,an51

tG‘yn51 pul3 ial3 ponl3．11 tG‘in53。

再穷不要跪着吃，再富不要睡着吃。ts813．11 tG‘yn51 pul3 i。13 kueil3．11 tSY3

t$‘．L13，ts￡13 ful3 pul3 i013 feil3—．1l t莘Y3 t莘‘t13。“

“睡着吃" 喻自恃富有，傲气十足地吃。

饱了不要丢干粮，热了不要丢衣裳

乙Y13—11 l。3 pul3 i313 tiou51 i53莘a习1。

跪着吃一喻低声下气乞求吃；

。p。“131 pul3 ial3 tiou53 kan53 liarjl，



390· 兰州市志·方言志·方言熟语

穷了穷，帐不要拉；旱了旱，风不要刮。tG‘yn5l b2 tG‘yn51，

la53；xanl3．11 la3 xanl3，fan51 pul3 ial3 kual3。

只要娘娘正，不怕香炉

t莘DrJl3 pul3 iDl3

歪。tSt44 ial3 liarJSl lial3z tSonl3，pul3 P‘a13 Giar353 loul

VE。。。“娘娘”，供奉的女神。

只要风匣气大，不在风匣口答 。tSl44 ial3 fan53 9ial t9‘i13 tal3，pul3 tsel3 fan53

cia-t‘iass ta，s。“口t‘ia。。答”，象声词，指拉风匣时风舌发出的声音，本谚中

指这种声音是否好听。

宁叫高竿把头挂，纲常不要失 。lin51 tGial3 ka53 kan53 pal3。ll t‘ou51 kual3，

karl53 ts‘。珧l pul3 ial3§113。“高竿把头挂"，

宁叫贼子贼孙，不教贼子断根

tGlDl3

指杀头要命。“纲常”，指人伦气节。

。lin51 tGiol3 tsei51 tsl44 tsei51 suon53，pul3

tsei5l ts]44 tuanl3—11 kon53。“贼子贼孙”，指贼儿子生下贼孙子。“断根”，

指生不下儿子而绝嗣。

宁叫牛挣死，不叫车翻过 。lin51 tGial3 liou5l t莘anl3．．11 s144，pul3 tGial3 t5‘Y53

fan。。kux，。“挣死”，用力过度而死。

kxl。

宁叫油缸倒，不叫事耽搁。lin。。

宁叫粮多，不要房宽

tGial3 iou51 kar353 ta44， pul3 tgial3 S113 tan53

。lin51 t9ial3 liarj51 tuY53，pul3 ial3 far35l k‘uan53。

宁叫嘴里流脓，不叫肚里受穷

tul3—11 li3 Saul3一11

穷”，

。lin51 tGial3 tsuei44 lil liou51 luon51，pul3 tGial3

tG‘yns·。“嘴里流脓”指食肥甘之物过多而生口疾。

吃得不满足。

“

肚里受

宁叫肚里病，不叫锅里剩。lin51 tGial3 tul3．11 li3 pinl3，pul3 tGial3 kux53 lil

莘anl3。“病”， 指因吃多而撑坏。本谚劝诫人们尽量不要浪费食物。

宁吃仙桃一个，不吃酸李子半背斗。lin5l tS‘113 9ian53 t‘a51 i13—11 kx3，pul3

ts‘1J3 suan53 li44 tsll panl3 peil3．11 tou44。“背斗"，口方底尖的一种背篓。

宁走三十里平川，不翻一架高 山。lin5l tSOU44 san53 sll3—11 li44 p‘in51

t莘‘uans3，pul3一11 fan53 i13 tGial3 ka53 San53。

宁给狠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辰汉子出谋定计。 lin5l kx44 xon44 xanl3．1l tsl3

tG‘Jan53 ma44 pfeil3 tonl3，pul3—1l kx44 suon5l xanl3—11 tsl3 pf‘U13．11 mtl5l tinl3

tgil3。“狠汉子"，有本事的男子汉。

能穿朋友的衣，不沾朋友的妻

P‘on51 iou2 ti3 t9‘i53。

天下纱帽，还得把头伸出去

“坠镫"， 往下拉好镫 。“辰汉子”，窝 囊废。

。lon51 pf‘an53 P‘on51 iou2 ti3 i53，pul3 t{；an53

。t‘Jan53 qial3 Sa53 m313，xan51 tYl3 pal3一11 t‘OU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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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53 pf‘U13 t口‘i13。

得做出主观努力。

“纱 帽"，乌纱帽，喻指官位。本谚意为客观条件再好，也

公事公办，婆娘娃娃还得吃饭。kuon53 s．L1 kuon53 panl3

xan51 t￥13 t莘‘．L13 fanl3。

，P‘Y51 liorj2 va51 va2

本谚意为既要秉公处事，也得考虑必要的个人利益。

不能骆驼脖子上一刀子，鸡的脖子上也是一刀子。pu。。一。。Ion；， luYl3—11

t‘uY3 pY51 tsl2 So日3 i13．11 t053 ts]1，tgi53 til PYsl tslz莘3习3 ie44莘t1 i13一11 t053 tsll。

本谚意为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刮风扬场，下雨馒墙。kual3一11 fan53 iorj5l tS‘o习51，Gial3．11 Y44 manl3一11

tg‘iar3。。。“镘墙’’，泥墙。下雨可利用廊檐水活泥。本谚意为做事要善于利用

客观条件，抓住机遇。

有事不可胆小，无事不可胆大。iou44莘．L13 pul3．11 k‘Y44 tan4p5l gi044，vul3

$．L13 pul3一11 k‘Y44 tan44 tal3。“有事’’，出了事。

福不可重受，油饼子不可夹肉。ful3 pul3—11 k‘Y44 pf‘an5l S9u13，iou51 pin2

tsll pul3一11 k‘Y44 tgia51 Kaul3。

狗铺不得草，人贻不得好。kou44 p‘u 53 pul3—11 tE3 ts‘344，Z,an5l i51 pul3—11

t￡。x3。。。狗不怕冷，无须为之铺草，铺草后反会刨掉。“好"，好处，利益。本

谚意近上“饭碗子底下养仇人"。

旋匠把擀杖旋，炸油饼子的把眼眼钻。gyanl3—11 tgiorj3 pal3 kan44 t爷orjl

gyanl3，tSa5l iau51 pin2 tsl3 til pal3 ian44 ianl tsuanl3。“油饼子"，油炸的一种圆

饼，中间有个圆眼。

使牛的把牛使，赶车的把车赶。s．L44 liau5l til pal3一11 liau5l$144，kan44tS‘Y53

til pal3一11 tS‘Y53 kan44。

人情不是债，便把锅儿买。Kan51 t9‘in51 pul3乱13 ts￡13，pianl3 pal3 kux53 1111

mgm本谚意为人情不能欠，为了偿还把锅卖了，也是应该的。

不吃凉粉了，把板凳腾开。pul3 t莘‘．L13 liar35l fan2 101，pal3 pan44 tonl t‘on5l

k‘e。。。“凉粉儿"，凉粉，兰州常见小吃之一。“板凳”，条凳。本谚意为自己

不干，要把位置让出来。

老年人不娶少年妻，娶了终久还是他人的。104；lianl乏anl pu。3一ll t9‘y4。

5313—1l lian51 tg‘i53，tg‘y44 b1 pfan53 tgiaul xanl3 S．L13 t‘a44乙anl til。

娶媳妇，鞴鞍子；养娃娃，拿鞭子。tg‘y44 Gil扣11 fu3，pil3 an53 tsll；ior344

Via5l va2，la5l pian53 tsll。“拿鞭子”指要尽教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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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蒸馍馍蒸(争)口气。pul3—11 t$踟53 my51 my2 tsan53 k‘Ou44 tG‘i13。

官大三品，不忘乡党之人。kuan53 tal3 san53 p‘int4，pul3 Va习13 Giar353 t0044

t吼53 Z．on51。“官

老乡。

大三品”，意为即使做了三品以上的大官。“乡党之人”，本地

好狗不扯上门的客 。X044—5l kou44 pul3 tS‘Y44莘3日13．11 mon51 ti2 k‘Y13。

意为对上门的客即使成见再深也要以礼相待。

酒不攀东。tgiau44 pul3 P‘fillsl tuon53。“东”

时不要向主人过分敬酒。

腰里没款子，不敢下馆子。ia53 lil mul3 k

kuan44 tsll。

腰里没铜，街

’

本谚

东家，主人。本谚意为饮宴

‘uan44 tsll，pul3—11 kan44 9ial3

上不要胡行。i351 li2 myl3．11 t‘uon5l，k￡53 S卸1 pul3 ial3 XU5l

Gin。，。“铜”，指钱。“胡行”，随意走。本谚意为口袋没装上钱，就不要随便上

街。

敬小人如敬父母。tGinl3 Gi044 Konl vul3 t9inl3 ful3．1l mu44。

随阴阳不遭横事，随婆娘不着闲气。suei51 in53 Jar351 pul3．11 ts053 xuanl3

S．1．13，suei5l P‘x51 liar32 pul3—11 pfx51 Oian51 tG‘i13。“随”， 顺从。“阴阳”，不出家

的道士，丧事上做道场，平时相宅卜吉凶。“横事”，突发事故。

前帐未清，免开尊口。tG‘Jan。，

k‘OU44。

债拉一万，步

t莘ar313 veil3．1l t9‘in53， mian44 k‘￡53 tsuon53

子不乱。t莘￡13—11 la53 i13 vanl3，pul3一11 tsl3 pul3 luanl3。本

意为负债再多，也不要惊慌失措，喻指在困难时要沉得住气。

石头大了蔓着走，惹不起了躲着走。st5。t‘Ou2 ta。。．11

tsou44， 互Y44 pul3 tG‘i44 lal tuy44 tsYl tsou44。“蔓”，

存。

闲时拾掇忙

绕道。

时用。clan5l莘t2$．L5l tuYl3 m3习5l S1．2 ynl3。“

说下钉子就是铁

能二，要守信用。

穷了穷个干散

不耍赖。

。fxl3—11 xa3 tin53 ts]l tGioul3莘t13 t‘iel3。

谚

103 vanl3一11 tSY3

拾掇”，收拾，收

本谚意为说一不

哩。t9‘yn51 102 t9‘yn51 kx2 kanl3．11 sfln44 lil。“干

若要试人心，害病遭年成

ts‘on2。“遭年成”，遭天灾。

散’’，利索，

。 vY 13 i313莘．t．13乙an51 Gin2，XEl3 pinl3 ts053 lian51

没主意了，寺底下问赵爷去。mul3 pful3．．11 i3 101， sll3 ti44 Xal YOU 13 t§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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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9‘i，。“寺"指卧桥寺。“寺底下"在今兰州工人文化宫附近。本谚流传已

久，“赵爷"是什么人，已不可考。本谚意为自己没主意，就应当去请教高明

的人。

见了回民叫马哥。tGianl3．．11 103 xuei5l min2 tGi013 ma44 kYl。回民多姓

“马"，一般称“马哥”没有错。本谚也讽刺有些人盲目类推，搞经验主义。

慢雀儿早飞。manl3一ll tG‘i044 llll ts044 fei53。

少活聪明，老活德性。s313—11 xuY5l ts‘uon53 min51，1044 XUY5l tXl3 Ginl3。本

谚意为年轻人活人以聪明为贵，老年人活人以有德性为贵。

人老实了阳世上闯，刀子老了石头上钢(去声)。Kon51 b；4 s1，10l iord。l

吼1扣11莘。习3 Pf‘or344，t053 tsll 1044 101莘．L51 t‘Ou2§3日3 kor313。“阳世上"，人世间。

“钢"，刀老后在石头或缸沿上粗磨几下。

吃饭穿衣量家当。t莘‘．L13 fanl3 pf‘an53 i53 lior313一ll tGia53 tor3l。“家当"，家产。

本谚意为吃穿消费要与家庭财力相称。

吃没吃，脸上看；穿没穿，身上看。ts‘．L13 mxl3 tS‘．L13，lian“莘。习1k‘anl3；

pf‘ans3 mxl3-n Pf‘ans3，争ons3莘3习1 k‘anl3。

父子虽亲，财路各别。ful3一ll tsl3 suei53 tG‘in53，ts‘￡51 lul3 kYl3．1l pie5l。本

谚意为即使父子之间，理财时要各算各帐，不要搅在一起。

戴帽有顶，穿衣提领。t￡13 m013 iou44—51 tin44，pf‘an53 i53 t‘i5l lin44。“戴帽

有顶"意为戴帽子时白有帽顶可拿，不要乱抓。

夹屁’嗪唾沫。tGial3．．1l P‘i44 ianl3 t‘u13一11 my3。“夹’’，夹住。本谚意为要

乖乖做事，别说废话。

买卖一时作三行。me44 mel il扣11莘．L5l tsuYl3 san53 xorJsl。

第三节 讽刺式

这类谚语说话人把不合情理的现象或不应该说的话直接摆出来，而自己

所持的否定态度不出现在字面上。用以讽刺某些人或行为。

一天价游四方，一晚夕补裤裆。ils．1l t‘ian53 tGial iou51 sll3一11 fox353，i13．．11

van44 Gil pu44 k‘U13．1l t01353。“一天价"，白天。“一晚夕"晚上。本谚讽刺不按

时作息或不善于利用时间而显得忙乱。

七十年的谷子，八十年的糜子。tG‘i13 s1J3 lian51 ti2 kul3一ll tsl2，pal3 S．L13

lian51 ti2 mi。。tsl2。本谚讽刺说话内容陈旧，没有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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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散饭没吃饱，女婿的点心包包吃饱了。U151 ts]2 ti3 san44 fanl myl3

ts‘t13 pa44，ly44 GYl til tian44 Ginl p053 pol t莘‘．L13．1l p044 101。“散饭”见前。“点

心包包"，年头节下送来的点心。本谚讽刺老人偏心女婿、低估儿子作用的行

为。老人受儿子的赡养，虽然吃的是家常便饭，但饱食暖衣，晚年有靠，女

婿虽然年头节下送来了点心，但不能养活老人，只能是客人行为，故有此谚。

马槽里伸出个驴嘴来。ma44 ts‘D51 li2 san53 pf‘u13—11 kx3 ly51 tsuei44 l￡l。

个家的沟子没擦干，还笑旁人鞋上的土哩。kxl3—11 tGial til keu53 ts]1 myl3

ts‘a13 kan53，xan5l qiol3 P‘or351乏an2 XE51 So日2 ti3 t‘u44 lil。“个家的”， 自己的。

“沟子"，屁股。

个家的油缸倒掉着不管，扶旁人的水缸去着哩。kxl3．11 tGial til ieu5l kor32

to“t01 tSYl pul3—11 kuan44， fu51 P‘a日5l互an2 ti3 fei44 ko习1 tG‘i13一ll tSY3 lil。

门里说话，门外变卦。men5l li44 fxl3 xual3，men5l VEl3 pianl3 kual3。

不是饶爷的孙子。pul3乱13乏a5l ie51 ti2 suon53 tsll。本谚讽刺人厉害，不易

对付。

不拿扁担挑瓜哩。pul3—11 la5l pian44 tanl t‘i344 kua53 lil。本谚喻指不花成

本而想成事。

牙缝里把血钻上了。ia5l fenl3一11 li3 pal3 9iel3 tsuan53莘3习l b1。本谚讽刺得

到了非分之财。

见不得穷人的家里喝拌汤。tGianl3 pul3．11 t￡3 tG‘yn51乏an2 ti3 tGia53 lil xYl3

pan，。．．。。t‘o习。。。“拌汤”，拌面为粒煮成的流质饭食，是度荒的主食。本谚讽

刺见别人稍有好处就产生嫉恨心理的人或现象。

见不得穷人的娃娃穿裤子。tGianl3 pul3叫l t￡3 tG‘yn5l乏an2 ti3 Va5l va2

pf‘all53 k‘U13．11 tsl3。本谚意同上条。

手往磨眼里杵(阴平)哩。sau44 vor313 myl3—11 ian44 lil pf‘u53 lil。“磨眼”，

磨盘中间往下漏粮食的眼儿。本谚讽刺向明显有危险的地方钻的行为。

牛说牛大，角说角长。lieu51 fYl3 lieu51 tal3，kyl3 fxl3 kxl3一11 t$‘o日5l。本谚

讽刺只夸自己，互不相让，作无谓争论。

心不疼的娃娃往石头上掼哩。tin53 pul3．11 t‘an53 til va51 va2 vorjl3 St51 t‘au2

莘3日3 kuan。s一-。li。。“心不疼”，不疼爱。“掼"，摔打。本谚讽刺私心太重，对非

己之人或物不爱惜。

正做的不做，茶里头调醋。tsanl3 tsul3．1l ti3 pul3 tsu⋯ts‘a51 li44t‘aul t‘i351

ts‘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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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亲娘养丈母。ta“．．5l s144 tG‘in53 lior351 ior344 t[；orjl3—11 mu440“丈母"，岳

母。

打虎没人动，吃肉抢先行。ta4扣5l XU44 mul3一11 Kon5l tuanl3，tS‘1J3乏aul3

tGior344 Gian53 Gin51。“动”，行动。“肉”，指老虎肉。。

打罢仗着记起拳来了，吃罢饭着记起盐来了。ta44 pal3 t莘or313．11 tSY3 tGil3．1l

t9‘i3 tG‘yan51 l￡2 103，tS‘t13 pal3 fal3一11 t莘Y3 tGil3—11 tG‘i3 ian51 l￡2 103。“着”，时

态助词，表示前后动作同时发生。“拳"，武术。

左踏左窟窿，右踏右眼眼。tsuYl3—11 t‘a53 tsuxl3 k‘U5l luon2，ioul3t‘a53

ioul3—1l ian44 ianl。本谚喻指进退遭殃，总是倒霉。

白吃萝卜嫌辣哩。pY51 ts‘．L13 luy51 pu2 Gianl3 lal3．．11 li3。本谚意为白吃了别

人的萝卜，还嫌味辣不好吃，讽刺既得好处，又找麻烦。

头磕下了，揖做不下。t‘OU5l k‘Y13．11 Xfl3 10l，i13 tSUl3 pul3一ll xa3。本谚讽

刺难的、复杂的部分做了，容易的、简单的部分却未做或不愿做。 ‘。

老牛不死，稀屎不断。1044 liou51 pul3．1l s144，m53 s144 pul3 tuanl3。本谚讽

刺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老狗记起了千年的屎。1044 kou44 tGil3—11 tG‘i3 bl t9‘ian53 lian51 ti2$1440本

谚讽刺重提令人不喜欢的旧事。

世的穷，摆的匀。乱13．．1l ti3 tG‘yn51，pc44 til yn5l。“世"，生。本谚讽刺条

件差却爱排场、好讲究。

有了一顿，没有了抱棍。iou44 101 i13 tuonl3，mul3一11 iou44 lol pol3 kuonl3。

“抱棍”，指讨饭棍。本谚讽刺有了铺张浪费，没有了叫苦求援。

死了没埋的，埋了没死的。s144 101 mul3．11 mei51 ti2，mei5l 102 mul扣11 sltI

ti，。本谚指旧社会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意为他们在地下作业，没有生命保证，

说死了吧，还没有掩埋，说没死吧，见不到天日，等于已埋葬了。

死人的头上学待诏哩。s14I乏anl til t‘OU5l So习2 9ye5l t￡13一ll t莘a3 lil。“待

诏”，理发员。本谚讽刺自己不花成本、借别人的人力或物力练习本事。

阴山里吃草，阳山里巴粪。in53 San53 lil t$‘．L13一11 ts‘a44，ior35l San53 lil pa44

fon。。。“巴粪”，拉屎。本谚讽刺从甲处得利，为乙处补偿。

吃上五谷了想六谷哩。t莘‘．L13．1l Sa日3 vu44 kul 101 Gi3习44 lul3-．11 ku3 lil。本谚

意同“得陇望蜀"。有时专指吃饱肚子还想抽大烟。

吃上韭菜着把宿根留下了。tS‘t13．1l S3习3 t9iou4‘ts‘￡1 tSYl pal3 Gyl3．1l

kou53 liou。。Xa2 lo。。“宿根"，来年可再发的草禾根。本谚讽刺得利一次，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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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坏毛病，总想得利。

吃的官饭，放的私骆驼。ts‘113—1l ti3 kuan53 fanl3，far313一11 ti3 s153 luxl3一ll

t‘us"。。“放"，放牧。本谚讽刺拿的是公家的俸饷，实际上为个人做事。

吃的是雀儿的食，驮的是骆驼的驮子。tS‘、13—11 ti。n。tO‘ia。。m。ti。§t。。，

t‘US"5l ti2 SL luxl3—11 t‘US"3 til tuyl3．11 tsl3。“雀儿”，麻雀之类的小鸟。本谚讽

刺劳重酬轻。

吃的鸡儿食，出的牛力气。t§‘113—1l ti3 toi53 m1 s．L5l，Pf‘U13—11 ti3 liou5l lil3

tG‘i13。

吃的碗里的，恨的锅里的。tS‘．L13一11 ti3 van44 lil til，xanl3一11 til kux53 lil til。

“恨”，眼睛盯。本谚意为碗里的还没吃完，两眼却盯着锅里的，讽刺贪心不

足。

吃筵席了还要带个手巾哩。t莘‘t13一ll iansl oi2 la3 xanl3 ial3 tel3．11 kx3莘au44

toin。li，。“手巾”，手绢。本谚意为做事必须付出一定成本或具备必要的工具，

讽刺赤手空拳却想成事。

当面的野狐，背山弯子的狼。tar353 mianl3．u ti3 ie44 XHl，peil3_．11 san3 van53

tsl，ti。larj。，。“野狐”，狐狸。“背山弯子”，背后。本谚意为当面一套，背后又

是一套。

年年盼的年年富，年年穿的没裆裤。lian51 lian2 P‘anl3一ll ti3 lian51 lian2

ful3，lian51 lian2 pf‘an53 til mxl3—11 tar353 k‘u13。本谚讽刺旧社会一年不如一年

的现实。

有利处钻冰取火，无利处狗舔热油。iou44 lil3 pf‘U13 tsuanl3—1l pin53

tO‘Y“．’51 xuY44，VUl3 lil3 pf‘U13 kau4卜5l t‘ian44乙Y13．1l iou51。“钻冰取火’’喻明

知不成功却努力求取。“热油"指沸腾的清油。“狗舔热油"喻因烫了嘴而不

再问津。本谚讽刺见利就钻。

先修楼房后加固，先修马路后挖沟。oian53 oiou53 lou5l farj2 XOUl3 toia53

kul3，oian53 oiau53 ma44 lul3 XORl3 V853 kou53。“沟”，指下水道。本谚讽刺城市

建设中追求短期效应和政绩而造成的浪费现象。

后悔药连包包子吃上了。xaul3 xuei44 yel3 lian5l pa53 pal tsll t5‘113一．Il SoD3

b。。“包包子”，指包药的包儿。本谚意为后悔到了极点。

羊肉没吃上，惹了一身臊气子。iar351 Z．oul3 ms-13 ts‘．L13．1l莘。习3，乙Y44 b1 i13—11

莘an。。sa。。tO‘i，。一，l tsl3。“惹"，染，招致。本谚意为没得好处，却招来了坏名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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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搅成了肉价钱。toul3—1l fu3 tcia44 ts‘anl la2 z．aul3 tgial3—11 tg‘ian3。

“搅”，花费。本谚讽刺小钱花成了大钱。

驴价大过了马价。ly5l tGial3 tal3 kuxl3．．11 la3 ma44 tGial3。本谚意同上条。

把上坟的当成了揭墓贼。pal3$o习13．11 fan51 ti2 torj53 t莘‘onl 101 tt；iel3 mul3—1l

tsei。。。“上坟的"，扫墓的。本谚讽刺把好人当成了坏人，把善举看成了恶行。

好心当成了驴肝肺。X044 gin53 tarj53 ts‘onl lal ly5l kan53 feil3。本谚意同上

条。

把福禄寿拿脚踢哩。pal3 ful3 lul3莘anl3 la51 tGyel3 t‘i13一ll li3。本谚讽刺不识

好歹，自弃福气。

驴往窄处挤。ly51 vorJl3 tsYl3 pf‘U13 tgi440本谚讽刺凑热闹、赶时髦、不开

拓等行为。

尿不到一个壶里。li013 pul争+11 t03 i13 kxl3 xu5l li2。“壶”，夜壶，便壶。本

谚讽刺各有心思，想不到或做不到一起。

针尖上削铁，牙缝里刮肉。t莘an53 tGian53 Sa日1 Gyel3 t‘iel3，iasl fanl3．11 li3

kua，。乏au。。。本谚讽刺取利精到了极点。

好狗不挡路。X1)44．．51 kou44 pul3 tarjl3 lul3。本谚意为挡路不让者不如狗。

没娘老子的夸孝心哩，没儿女的夸干净哩。mul3 liarj51 la44 tsll til k‘ua53

西313—11 gin53 lil，mul3 m51 ly44 til k‘ua53 kan53 tginl lil。本谚讽刺占据有利地位

夸耀自己能干。

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mul3 tS‘t13 kuxl3 pfu53 Koul3 tgianl3 kuxl3 pfu53

pa。。ti。。本谚意为人对未得到的，不见得对之一无所知，讽刺别人不要自己得

到而小看别人。

没变驴把吃草的心想下了。mtll3 pianl3—11 ly5l pal3 t§‘．L13—11 ts‘a44 til gin53

giarj。。xa。lo。。本谚意为还未具备做坏事的条件就已产生了做坏事的想法。

没盘槽就把变驴的心想下了。mul3 P‘an5l ts‘35l tgioul3 pal3 pianl3．1l ly5l

ti2 gin53 giorj4。Xal lal。“盘槽”，砌造喂驴的槽。本谚意同上条。

没婆婆的媳妇没笼头的马。mul3一ll P‘Ysl P‘Y2 ti3 Gil3 ful3 myl3 luan5l t‘9u2

ti。ma。。。本谚意为没婆婆的媳妇和没笼头的马一样，无所管束，难于驾驭。

卖面的还怕吃十八碗?mE；13 mianl3一11 ti3 xanl3 P‘813 t莘‘．L13§113 pa,3．1l

van447“面"，指面条。“吃"，指顾客吃。

抬脚割掌子。t‘e51 tGyel3 kxl3 tSarj“tsll。本谚意为刚抬起脚，就把鞋掌

割掉了，讽刺刚一离位，就抢取其好处。本谚有时也指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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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拉成筛子了。tsar313 lal3一11 t莘‘an3莘￡44 ts]l 101。兰州方言中称借债为“拉

帐"。本谚讽刺借债太多，无法偿还了。

肥肉上贴膘，干骨头上熬油。fei51 Koul3一11莘。勺3 t‘iel3．1l pi053，kan53 kul3．11

t‘otl3$a习l 053 iou51。本谚讽刺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肥猪也哼哼，瘦猪也哼哼。fei51 pfu53 ie44 xan53 xonl，莘aul3—11 pfu53 ie44 xon53

xon，。本谚讽刺穷的叫唤生活困难，富的也叫唤生活困难。

姑娘养娃，养的早的；寡妇养娃，没养了的。ku53 lior3l ior344 va5l，iar344 til

ts044 til；kua44 ful ial344 va51，mxl3—11 ial344 lia44 til。本谚意为姑娘生小孩，生的

是早一点的孩子；寡妇生孩子，生的是原先没来得及生的孩子。讽刺人做错

事总有理由可说。

狗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酥油。kau44 tul3—11 ts]3 lil pfor353 pul3一11 pfu3 m13一11

liar344 SU53 ioul。本谚讽刺承受不了一点福分。

狗屎斋住了沙糖换不过。kau44．．5l s144 ts￡53 pful lal莘a53 t‘a13l xuanl3 pul3

kux。。。“斋住”，咬住。本谚意为有人咬住了狗屎，别人用沙糖去换狗屎，他

都不换，讽刺先人为住，抱劣拒优。

夜猫子搁不住隔夜的食。iel3—11 m05l tsl2 kxl3 pul3一11 pfu3 kxl3 iel3—1l ti3

s、。。。“夜猫子”，夜晚觅食的猫。本谚讽刺有福就享，没有长远打算的行为。

油倒到灯盏窝子后头了。iou51 t044 t01 ton53 t莘anl Vy53 tS]1 XOUl3—11 t‘OU3

b。。“灯盏窝子”，灯碗。过去民间用的油灯(铜制或陶制)分为灯架、灯碗

两部分。灯碗放灯架上，可以向前倾斜。油少了就得前倾，以润灯捻子。如

果灯碗平放，把油倒近后部，就使灯捻子吸不到油，灯光不亮。本谚讽刺财

物没用到该用的地方。

屎憋到沟门子上了找茅厕着哩。$L4 piel3 t313 kou53 man51 ts]2莘a日3 101 t§044

ma5l s12 tsY3 lil。“憋"，胀。“沟门子"，屁股眼。“茅厕”，厕所。本谚讽刺事

前不考虑，到了危急关头，才开始找出路。

怕树叶子跌下来把头打破了。P‘a13 ful3 iel3—11 tsl3 tiel3．11 xa3 lel pal3—1l

t‘au5l ta44 P‘Y13．11 133。本谚讽刺过分胆小，无所作为。

院子里不栽摇钱树，屋里头不放聚宝盆。yanl3—11 tsl3 lil pul3．11 tsE53 ia51

t9‘ian51 ful3，vul3．11 li3 t‘OUl pul3 far013 tI；y13—1l pa44 P‘on5l。本谚意为富人不会

常富，也会有贫穷的时候。

看人下菜碟。k‘anl3—11 Kon51 9ial3 ts‘￡13—11 tie5l。本谚讽刺不一视同仁。

看人戴帽子。k‘anl3一11 Kan5l tel3 m013一ll tsl3。本谚意同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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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仙的迟，得道的早。Giou53 Gian53 til tS‘．L5l，tYl3tal3一11 ti3 ts044。本谚意

为修仙的时间不长，得道的时间却很早。讽刺非个人才能而破格升迁。

前搭拉三，后搭拉四。tG‘ian51 tal3．11 la3 san53，XOUl3 tal3—11 la3 sll3。本谚

讽刺说话前后矛盾，语无伦次。

活人的眼睛里打沙子。xuY5l Z,on2 ti3 ian44 tGinl lil ta44 sa53 tsll。本谚讽刺

公开地欺骗人或诬陷人。

活人的眼睛里插柴哩。xuh"5l Z,on2 ti3 ian44 tGinl lil t莘‘a13—1l t$‘￡51 li2。本谚

意同上条。

挈了个割脚刀刀子，舞旋旋的做啥哩?tG‘ie5l 102 ky3 kxl3 tGyel3 t053 t01

tsll，VIl44 Gyan53 Gyanl til tsul3 sal3．Il li37“挈”，拿。“割脚刀刀子"，割脚刀。

“舞旋旋的”，挥舞刀枪的样子。本谚讽刺虚张声势、吓唬别人的样子。

借别人家的灵堂，哭自家的僖惶。tGiel3 pie51 Z,on51 tGial til lin51 t‘at32，k‘u13

ts313．．11 tGia51 til Gi53 Xu：)rJl。

提上猪头了找不见庙f-i。t‘i51 s3日2 pfu53 t‘OUl 13l t莘a44 pul3 tGianl3 mial3

mon。。。本谚意为拿上猪头要给庙里的神献，却为找不见庙门而发愁，讽刺具

备了决定性的条件却不能创造次要条件而办不成事。本谚也指欲行贿赂而找

不到门径。

能着一个指头子剥蒜哩。Ion51 t酗2 i13 kxl3 t吼13．1l t‘Ou3 tsll P'g'13 suanl3，11

li。。“指头子”，指头。本谚意为无论你再能，一个指头是剥不成蒜的。讽刺不

具备必要条件而逞能。

冤死好人笑死贼。yan53 sl“x044乙anl Giol3—11 s144 tsei51。

谁有头发了爱装秃子哩?fei5l iou“t‘OH51 fa2 la3￡13—1l pfor353 t‘U13一ll tsl3

lil7

穿衣的架子，馕饭的皮袋。pf‘an53 i53 til tGial3一11 tsl3，lor351 fanl3—11 ti3p‘i5l

t‘e。。。“馕饭"，狠劲吃饭。本谚讽刺行尸走肉，无所作为。

脚大了怪车瓜拐着哩。tGyel3 tal3—1l 133 kuel3 ku53 kuE44 t爷Y1 lil。“车瓜拐”，踝

骨。本谚讽刺不从自身找毛病而把问题推给别人的行为。

脚走不动了怪后跟，驴走不动了怪纣棍。tGyel3．．11 tsou44 pul3 tuonl3．．11 b3

ku￡13 XOUl3—11 kon53，ly5l tsou44 pul3 tuonl3—11 133 kuel3 tSaul3一11 kuon3。“纣棍”，

驴尾下的木棍，两头与鞍子牵连。本谚意同上条。

猫儿跑的快，狗娃子追上着哩。ma5l lll2 P‘044 til k‘u￡13，kou“VAl tsll pfeis3

S。习。t莘Y。li。。“狗娃子”，狗。本谚意为狗追猫的时候猫不得已而跑得快，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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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干得好是形势所迫，并非出自真心。

猪八戒为嘴着把神仙耽搁了。pfu53 pal3 toiel3 veil3一ll tsuei44 t莘Y1 pal3莘an51

Oian：tans。kx。。一。。la。。本谚意为猪八戒由于贪吃把成仙的机遇耽误了，讽刺因

小失大或为眼前利益而丧失了长远利益。

猪槽里没食着把瘦狗的心操烂了。pfu53 ts‘a5l li2 mYl3。11莘．L5l t$Y2 pal3

§9u13．11 kau44 til oin53 ts‘a53 lanl3—11 la3。本谚讽刺越俎代疱、多管闲事。

笼里的鸟儿不抓，半天里抓鹞子着哩。luan44 lil til li044山1 pul3—11 pfa53，

panl3—11 t‘ian53 lil pfa53 i013一ll tsl3 tSYl lil。“鹞子”，一种善捕麻雀的飞禽，形

体如鸽子大，敏捷善飞，不易捕获。本谚讽刺舍易而求难。

在手的鹌鹑不抓，满天抓鹞子着哩。tsel3．．11爷au44 til an53 tS‘uonl pul3一11

pfa53，man44 t‘ian53 pf‘a53 ial3—11 ts)3 tsY3 lil。本谚意同上条。

棺材头上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的。kuan53 ts‘￡51 t‘Ou5l s3习2k‘U13一11 la3

panl3—11 t‘ian53，xanl3 pul3 t莘153 tol3 feisl s144 til。本谚讽刺还没搞清楚事情真

像，就动情表态。

量住马着吃车哩。liar313—11 pfu3 ma44 t§Y1 t莘‘，L13．11 toy53 lil。本谚由中国象

棋奕术而来，意为量住马无力救援硬性要吃车，讽刺看准对方弱势硬行欺负

或劫夺对方。

街上摆浪子，屋里馇糨子。ke53$卸l p￡44 101313．．11 tsq3，VIll3．1l li3ts‘a13

toior3-s—11 tsl。。“摆浪子”，大摇大摆显阔气。“馇糨子”，打糨糊，指乱作一团。

本谚讽刺外治内乱、外强中干、名不符实等现象。

猴儿的手里刁枣儿哩。XOtl51 1112 ti3 sau44 lil tia53 tsD44 illl lil。“刁”抢，夺。

本谚讽刺想从比自己更狡猾的对手的手中夺取好处。

猴儿的屁脸当疮着害哩。XOU5l m2 ti3 P‘i13．1l lian44 tarj53 pf‘a强3 tsYl x￡1¨ll

li。。“屁脸”，屁股。本谚意为猴子的屁股是红的，象疮疤，便充疮疤当病养。

讽刺有人以假充真，自显病态。

鼓里活人着哩。ku4。lil xuY51乏an2 tsY3 lil。本谚讽刺环境闭塞，不了解外

情。

搬掉了碾盘石，压上了磨扇石。pan53 tal lal lian5l P‘an2§、5l，ial3．．11蚕。习3

101 my。s—l，5an。§．Ls-。“碾盘石”，碾米台上铺的石板。“磨扇石”，磨盘石，比

碾盘石大而重。本谚意同“前门走了狼，后门来了虎”。

置得起马，备不起鞍子。tSll3 tYl3．，11 tO‘i3 ma44，pil3 pul3—11 tO‘i3 an53 tsll。

本谚讽刺置得起大件，舍不得购置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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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里头拔旗杆，瘸子里头拔将军。k‘UE；13—11 tsl3 li44 t‘Oul pasltG‘i5l

kan2，tG‘ye51 tsl2 li44 t‘Oul pa51 teiarj53 tCynl。“拔”，选拔，挑选出。本谚意为

实在不得已，只好求其次，也指不具备条件而降低标准，滥竽充数，对凑。

满地的石头绊脚哩，没一个做秤砣的。man44 til3—11 ti3爷．L51 t‘OU2 panl3

t9yel3．．1l li3，myl3 i13 kYl3 tsuYl3 ts‘onl3．．1l t‘US"3 til。本谚意为手下人很多，却

没有一个堪委重任或做接班人的。

一河滩的石头，找不上一个姜槌子。i13 Xh"5l t‘an2 ti3吼51 t‘Ou2，t莘344 pul

s。日l i13．¨kY3 tcia05。pf‘ei】tsll。“姜槌子’’，捣调和的小杵。此谚意同上条。

溜沟子比烧香来的捷。liou51 keu53 tsl pi44 Sa53 oiar353 l￡5l ti2 tgie51。“溜沟

子”，溜须拍马。“沟子”，屁股。“烧香”指以礼相待。“捷”，快，奏效。

摸不着锅子。mx53 pul3—11 pfx3 kux51 tsll。“锅子"，旱烟枪装烟的部分。本

谚讽刺还没摸着头脑，对情况一无所知。

鼻疙瘩上落不得苍蝇。pi5l kxl3．．1l ta3§o习l lu't13 pul3一ll te3 ts‘arj53 inl。“鼻

疙瘩”，鼻子。本谚讽刺受不了一点委屈或批评。

精沟子的笑穿裤衩子的着哩。tein53 kou53 tsll til Gial3 pf‘an53 k‘U13

t$‘a13．11 ts]3 til t莘Y1 lil。

瞎子算的好，尽往车轱辘上碰着哩。xal3—11 ts'13 suanl3．11 ti3 x344，tGinla

var313 ts‘Y53 kul3 lul3．11 S3日3 P‘onl3—11 t莘Y3 lil。“算”，算命，旧社会有许多盲人

(瞎子)以算命为生。本谚讽刺自诩高明的人往往预事不中，多在实际中碰壁。

瞎娘抱了个土娃娃，旁人不夸自己夸。xal3．11 liar33 pal3一11 b3 kxlt‘u44 va5l

va2，P‘arj51 Kan2 pul3—1l k‘ua53 tsll3—11 tqi44 k‘ua53。“瞎娘"，眼瞎的母亲。“土

娃娃”，浑身是土的脏娃娃。本谚讽刺自己看不到自己方面的缺点而盲目自夸。

踮踮脚儿装大汉。tian53 tian53 tGyel3—11 Ull pfar353 tal3．．11 xan3。“踮踮脚

儿"，抬起脚跟。本谚讽刺为充大而自欺欺人。

箭头子不硬，握折箭杆。tGianl3 t‘OH51 tsl2 pul3 linl3，vY51 SY5l tGianl3一ll

kan。。。“握折"，指用力撑而折断。本谚意为箭头不利，以箭杆用劲撑，只能

折断箭杆，箭头仍然射不进去，喻指主要条件不具备，附加条件再好也没用。

鞭子挨上磨推上。pian53 tsll e5l S。q2 myl3 t‘uei53 S3日1。本谚讽刺自己不明

智主动，既受了苦，又挨了整。

鞭打的快牛。pian53 ta44 til k‘UE；13—11 liou51。本谚讽刺姑息落后，苛求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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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语法特点

在语言的历时发展过程中，语法比之语音词汇，总是最稳定一些；与兄

弟方言做共时比较，语法方面的共性总是最多一点。做为北方方言之一点的

兰州方言，在语法方面与普通话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不论从词法角度来观察，

还是从句法角度来审视，也还存在着许多相异点，相异点就是特点。兰州方

言语法的有些特点已有文献揭示、描写过，也有一些特点尚未引起学者们的

注意。下面我们对兰州方言的各种语法特点一并加以总结介绍。有必要再强

调一遍的是下文所说的“语法特点”不等于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语法特

征"，前者是指兰州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有差异的语法特点，而不是兰州方言语

法所具有的全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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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词法特点

第一节 名词的语法特点

一、前缀“尕”、“阿”

(一)“尕”。“尕’’义为“小"，用于口语。“～个子"即“小个子”；“房

子太～"，即“房子太小”。“尕"作为名词前缀，同普通话名词前缀“小”一

样，有表小指爱作用，一般加在姓氏前面称呼小孩和年轻人。例如：～张、～

王、～李。

对十分熟悉的年轻人还可在这类名词后加后缀“子”。例如：～张子、～

马子、～梁子。

前缀“尕’’也可加在小孩和年轻人的名字末字前表小指爱，一般由其家

人或亲属称呼。例如，可称“刘娟”为“～娟’’，“徐得全”为“～全”。

(二)“阿”作为前缀已经蜕化，只把舅舅称为“阿舅”、妻子把夫兄称为

“阿伯子”。

二、后缀“娃子”

“娃子"在兰州话中单独成词，义为男孩，与“女子”相对当。“娃子”作

为后缀读轻声，有五种用法：

(一)加在“男”、“儿"、“女"、“孙"、“月”等语素后构成指称小孩的名

词：儿～(男孩)、女～(女孩)、孙～(孙儿)、月～(未满月的小孩)、私

～(私生子)。

(二)加在排行“三”、“五"、“六"、“七"、“八”、“九”后构成小名：三

～、五～、六～、七～、八～、九～。

以“娃子’’为后缀的小名一般为平民所用。

(三)加在名字的一个字后构成家人或熟人对年轻人的称呼。如“李军’’

可称为“军～"，“赵光明”可称为“明～"。如果为双名，加“娃子"的不是

排行用字，而是名中用字。如弟兄二人叫“吴永高”、“吴永贵’’，则前者可称

“高～”，后者可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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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在形容词、动词、名词性语素后构成名词，指称某类人(不管性

别)，带有明显的贬义。常见的有如下几个：寡～(傻瓜)、绺～(掏腰包的

毛贼)、贼～(盗贼)、戏～(演员。五十年代后已不使用)、硕家～(富户，

有钱人)。

(五)加在“鸡"、“狗’’、“牛"、“驴"等动物单音名词后构成指称小动物

的名词，“娃子’’有表小作用。例如：鸡～(小鸡)、狗～(小狗)、猪～(小

猪)、骡～(小骡子)、狼～(小狼)、猴～(小猴子)等。

三、后缀“婆子’’

“婆子”单独不成词，作为后缀读轻声，加在单音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

三音节名词。这类名词多带有贬义，一般不用于面称。常见的有：月～(分

娩未满月的妇女)、锅～(做饭的女佣人)、蛮～(永登薛家弯村每年定期出

外卜算求生的妇女)、疯～、神～(女巫)、大～(一夫多妻者的元配妻子)、

二～(一夫多妻者的第二个妻子，依次可称“三～一、“四～”等)、小～(一

夫多妻者的最末一个妻子，也叫“尕～")、妖～(戏剧中的老丑旦)。

四、后缀“客"、“客子"、“户”、“把式”

(一)“客"单独成词，作为后缀读轻声，加在动、形、名等性质语素后

构成指称人物的名词。大多数具有贬义，一般不用于面称。例如：叶子～

(有胆量的人)、脏腑～(有胆量的人)、骆驼～(拉骆驼搞运输的人)、猪～

(贩猪的人)、大烟～(嗜吸大烟者)、沆～(傻瓜)、执子～(性格执拗的

人)、五子～(耍滑头不实干的人)、嘴子～(耍嘴皮的人)、刀～(刁狠的

人)等。

(二)“客子"不能单独成词，作为后缀读轻声，加在单音节语素后构成

名词，一般为中性。例如：水～(挑水为生的人)、筏～(扳筏子的水手)。有

的有贬义。例如：谝～(爱聊天的人)、显～(爱卖弄的人)。

(三)“户"可单独成词，作为后缀读轻声。例如：车～(驾驶马车的

人)、脚～(跑脚搞运输的人)、绝～(没儿女的人家)、富～(有钱人家)等。

(四)“把式"可独立成词，义为技术高的工匠，作为后缀加在名词性语

素后构成名词而指称专业性人物。常见词有：车～(善于赶车的人≯、墙～

(善于筑墙的人)、天～(务果树的高手)、瓜～(种瓜或挑瓜的行家)、转峡

～(精通黄河险峡水情的老水手)等。



·406·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法特点

五、后缀“子”

“子”单独不成词，作为名词后缀在兰州方言里的使用范围比普通话要广

得多。在外地人听来，兰州人一说话，满口是“子”。“子”作后缀读轻声。其

用法可分为两种：

(一)加在非叠音语素后面作名词标记，义属中性，同普通话“子”后缀

名词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例如：单～(①床单。②药方)、璺～(器物上

的裂纹)、糨～(糨糊)、吵～(挂在马颈上的串铃)、碗～(喝茶的盖碗)、奶

～(乳品，也可单指牛奶)、鼻～(①鼻子。②鼻涕)、沟～(屁股)、脚～

(制酸菜或浆水的引子)、胚～(①器物泥胎。②人的体质和气质)、鹞～(鹞

鹰)、麦～(小麦)、散～(一种油炸的细长圈曲面食)、锅～(火锅)。

(二)加在叠音语素后面构成名词，有表小作用，还附加上了轻视、不乐

意的义素。如说“屋里摆了几个桌子”，“桌子”义属中性；如说“屋里摆了

几个桌桌子”，则表明这几个桌子不是大而好的桌子，说话人对这些桌子或这

种摆法有不满情绪和轻视心理。后缀“子”加在叠音语素后构成的名词在兰

州方言里非常丰富。例如：山山～、坡坡～、水水～、路路～、瓜瓜～、草

草～、树树～、叶叶～、花花～、籽籽～、虫虫～、驴驴～、手手～、腿腿

～、碗碗～、罐罐～、盘盘～、布布～、帽帽～、褂褂～、抽抽～(口袋)、

板板～、凳凳～、纸纸～、刀刀～、本本～、房房～、台台～、院院～、车

车～、轿轿～、铲铲～、棍棍～、笼笼～、缝缝～、洞洞～、盖盖～、底底

～、位位～。

六、后缀“儿”

“儿”llls。可单独成词，作为名词后缀读轻声，自成音节，不与前面音节

发生“儿化”，与普通话后缀“儿’’在读音上有明显差异。加在非叠音语素后

构成名词，具有表小指爱作用，这与普通话“儿”后缀名词在意义上没有什

么区别。例如：花～、鸟～、雀～、鸡～、猫～、狗～、弹～。

加在叠音语素后构成名词，表小指爱性更强。例如：枝枝～、叶叶～、花

花～、罐罐～、瓶瓶～、碗碗～、盅盅～(酒盅或茶杯)、本本～、刀刀～、

包包～、桌桌～、凳凳～、房房～、院院～、弯弯～、圈圈～、眼眼～、洞

洞～、铲铲～、车车～、路路～、桥桥～、面面～(①表面。②粉状物)、头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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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画了个圈圈～"比说“画了个圈～”更能表现“圈～一小而可爱。

七、后缀“头”

“头"可独立成词，作为名词后缀读轻声。作为“木～、砖～、斧～、捶

～(拳头)"等表示实有客体名词和“前～、外～、里～、脑～(最里～)”等

方位名词的语素，其用法与普通话的名词后缀“头"没有什么区别。其用法

特点在于“头"几乎可以加在任何常用动词之后构成抽象名词。例如：看～、

听～、吃～、嚼～、说～、讲～、喧～、喝～、抬～、拿～、打～、洗～、做

～、写～、给～、跑～、浪(游玩)～、踏～、睡～、减～、学～、买～、请

～、研究～、劳动～、工作～、表扬～、批评～、比赛～、保存～、补充～、

参加～、汇报～、活动～、欢迎～、反对～、拥护～、顺从～、损害～、贪

污～、担心～、限制～、保存～、比较～。

这些在动词性语素后面加上后缀“头"构成的名词一般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v的必要”。其中的“v"代表后缀前的动词性语素。“有

看头”就是“有看的必要”，“没看头”就是“没看的必要"。“有学头一就是

“有学的必要"，“没学头"就是“没学的必要"。“有研究头"就是“有研究的

必要"，“没研究头"就是“没研究的必要”。“有批评头"就是“有批评的必

要"，“没批评头一就是“没批评的必要"，不值得批评。

第二个意义是“v的内容”。“有看头"就是“有看的内容”，“没看头"就

是“没看的内容"。“有学头"就是“有学的内容”，“没学头”就是“没学的

内容"。“有研究头’’就是“有研究的内容"，“没研究头"就是“没研究的内

容"。“有批评头"就是“有批评的内容”，“没批评头"就是“没批评的内

容"。

一般来说“v’’若是及物动词，即可带受事宾语的动词，“v头"型动词同

时具备上述两个意义。上面所举“看头"、“学头”、“研究头"、“批评头"四

个名词的“v’’都是及物动词，所以它们同时都具有“v的必要"及“v的内

容”两个意义。“v"若是不及物动词，“v头"型名词一般只具备前一个意义

而不具备后一个意义。例如，“缓"是个不及物动词。“有缓头"就是“有缓

的必要”，“没缓头"就是“没缓的必要”。例如，两个人挑担子进城，一个人

累了，要缓(休息)一会儿，另一个人说：“就到了，没缓头，快走!"其中

的“缓头"正是这个意义。“游行"也是个不及物动词，所以“游行头"只具

备“游行的必要”这一意义，而不具备“游行的内容"这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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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v头”型名词，在句子中表达的是第一个意义，还是第二个意

义，这要从具体语境去判定。如说一个姑娘要去看对象小王，包括女方在内

的周围人对小王都很熟悉，他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别人会对这位姑娘说：

“小王再没看头，．把这事定下就行了。”其中的“看头”就是用的第一个意义，

即“看的必要”。如果一个景点名不符实，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过的人很扫兴，

对后来的人说：“回，这里没看头。"其中的“看头”则用的是第二种意义，即

“看的内容”。如果一件事大家意见分歧很大，领导认为“有讨论头”，“讨论

头”用的是第一种意义。如果一个问题讨论越来越深入，发现了许多新情况，

大家认为这一问题“有讨论头”，当然“讨论头”用的是第二种意义。当然这

两种意义有密切联系，有时候在一个句子里很可能兼而有之。

八、后缀“屎"

“辰”suon。，可单独成词，义为精液。作为名词后缀一般读单字调阳平，不

读轻声，加在形容词性语素后构成指称人物的名词。这种名词都是詈语，不

用于严肃场合。构词能力较强，词根多为贬义性很重、可单用的形容词。例

如：坏～(坏蛋)、瞎xa，。～(坏蛋)、杂～(杂种，刻薄鬼)、笨～(笨蛋)、

楞～(笨蛋)、沆～(傻瓜)、寡～(同上“沆～”)、懒～(懒鬼)、脏～(脏

家伙)、老～(老鬼)、杂八～(刻薄阴狠的坏蛋)。个别词根是可单用作詈语

的名词。例如：狗～(狗东西)、尿～(贱货。“尿”，阴茎)、展～(义同上

“尿～”)。有些前面可加“大”而加深詈骂程度。如说“大坏～”就要比说

“坏～"重一蝼。

九、后缀“个"、“会”

(一)“个”可单独成词，作为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后缀一般读轻声。其

用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个"只能加在表示整天和整年的时间名词之后或以“面”

合成的方位词之后，构成的词是有限的，可以尽列出来。

表示整天时间的：今～(今天)、明～(明天)、后～(后天)、外后～

(大后天)、昨～(昨天)、前～(前天)、先前～(大前天)。

表示整年时间的：今年～(今年)、明年～(明年)、后年～(后年)、外

后年～(大后年)、年时～(去年)、前年～(前年)、先前年～(大前年)。

表示方位的：东面～、西面～、南面～、北面～、东南面～、东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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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面～、西北面～、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前面～、后面～、

里面～、外面～。

第二个特点，后缀“个”不太稳定。表示整天时间的“个”可以置换成

“天"，而在听觉上无生硬感。因此，今个一今天，明个一明天，后个=后天，

外后个=外后天，昨个=昨天，前个一前天，先前个=先前天。

后缀“个"不稳定性的第二个表现是，表示整天时间的名词之后还可加

上“天”，而在听觉上无生硬之感。因此，今个=今天=今个天，明个一明天

一明个天，后个=后天一后个天，外后个一外后天一外后个天，昨个=昨天

一昨个天，前个一前天一前个天，先前个一先前天一先前个天。加上“天”后，

“个”失去了该词的后缀地位。我们可以设想，兰州话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

中，“今个一今天一今个天”之类的三词并存竞用形式是发展演变的共时表现，

其演变程序当是：今个一今个天一今天。

后缀“个"不稳定性的第三个表现是，表示整年时间的词和表示方位的

词中的“个”可以脱落不用，脱落后的形式在听觉上也无生硬感。因此，今

年个一今年，明年个一明年，后年个=后年，外后年个=外后年，年时个一

年时，前年个=前年，先前年个=先前年，东面个=东面，西面个=西面，南

面个=南面，北面个=北面，东南面个=东南面，东北面个=东北面，西北

面个一西北面，上面个=上面，下面个一下面，左面个=左面，右面个一右

面，前面个=前面，后面个=后面，里面个一里面，外面个=外面。我们也

可以设想，兰州话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今年个一今年"、“东面个=东

面"之类的并存形式也是发展演变的共时表现，其演变程序当是：‘‘今年个一

今年"，“东面个一东面"。

(二)“会’’可单独成词，作时间名词后缀读轻声。以“会"为后缀的时

间名词很有限，而且大多表示一天之内的某一阶段。后缀“会’’可以脱落而

不影响语义，听觉上也无生硬感。这种并存竞用形式可看作是向普通话靠拢

的共时演变表现：早先会=早先(原先)，早上会=早上，饭罢会=饭罢(上

午10时左右)，晌午会一晌午(中午)，后晌会=后晌(下午4时左右)，半

夜会=半夜，亮半夜会一亮半夜(后半夜)

十、复数形式“们”

兰州话与普通话一样，“们”可加在单个人物名词之后表示复数，如“人

们"、“男人们”、“娃娃们”、“老汉们"、。农民们"；也可加在几个并列名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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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示复数，如“老师、同学们”、“工人、农民、解放军同志们”等。兰州

话的“们”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几乎可以加在任何一个名词之后表示复数。

(一)“们”可加在非人物可数名词之后表示复数。例如：

(1)一楼的苍蝇们多着把人吃上哩。(一楼的苍蝇太多，快要把人吃上了。)

(2)兰州城里喜鹊、老娃(乌鸦)们见不着了。

(3)手扶拖拉机家家有了，牲口们没人养了。

(4)你们的猪们打针了没有?

(5)几年没来，山上的树们长起来了。

(6)天水的苹果们堆成山了。

(7)学校的桌桌子们(桌子)都是刨花板板子(纤维板)做下的。

(8)南方的山们秀流(清秀美丽)的很，都长树着哩。

(9)兰州的街道们变的认不出来了。

(10)这几年的书们贵着买不起了。

(--)“们”可加在非人物的不可数名词之后，有概全指遍作用。例如：

(1)河里的水们脏着喝不成了。

(2)这几天的菜价们跌着下来了。

(3)早晨的空气们新鲜的很。

(4)那(他)们家炒的菜味道们就是好。

(5)打桩子的响声们把人吵死了。

(6)这些人的思想们坏到底了。

(7)我们的火箭专家的水平们就是高。

(8)奈(那)个医院的服务态度们太差，人们都骂着哩。

(9)儿子抽大烟做贼着哩，把家里的名声们全叫他坏掉了。

(10)村上的人们修水渠的劲头们越来越大了。

(三)名词前已经有表示确定数目的数量词时，该名词后一般不加“们"。

如说“三亩水地”不说“三亩水地们’’；说“一群牛羊"，不说“一群牛羊

们”。但名词前有表示复数的“这些"、“奈(那)些”之类指代词时，该名词

后仍然可加“们”而表示复数。例如：

(1)这些白杨树们叫天牛吃死了。

(2)我见到奈(那)些虫虫子(小虫子)们心里就痒苏苏的(发痒难
● ● ● ● ● ●

受)。

(四)单数非人物名词后有时也可加“们”，表示强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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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要变了，把帽子们戴上了出去。

(2)热头(太阳)们把人晒坏给了。(太阳把人晒坏了。)

(五)“们”不能加在判断句中充当表语的非人物名词之后。例如，能说

“这些是牦牛，奈(那)些是犍牛”，不能说“这些是牦牛们，奈(那)些是

犍牛们”；能说“这面个(这面)是平房，奈(7III)面个是楼房”，不能说

“这面个是平房们，奈(至J11)面个是楼房们’’。
Ill ● ● ● ● ●

十一、叠音形式

(一)兰州话与普通话一样，单音时间名词可以重叠并附加上了“每’’的

意思。如“秒秒、分分、时时、天天、日日、夜夜、月月、年年"等。特殊

的是，兰州话中的单音重叠构成的名词非常丰富。构成语素来源有三种。第

一种是名词性语素。凡常用单音节名词，几乎都可重叠构成双音节名词。例

如：坡坡、洞洞、眼眼、嘴嘴、坑坑、窝窝、槽槽(沟槽)、场场(场地)、角

角(角落)、坎坎(坎儿)、台台(台阶、平台)、边边(边缘部分)、心心

(中心)、根根、穗穗、枝枝、桩桩(桩子)、棒棒(1'--I子)、墩墩、罐罐、碗

碗、馍馍、汤汤、帽帽、架架(背心)、珠珠、环环(环儿)、弹弹(小圆

球)、泡泡(泡JL)、沫沫(沫JL)。

第二种是动词性的语素。例如：铲铲(铲子)、锁锁(锁子)、提提。(小

提筒)、盖盖(盖子)、褶褶、拐拐(拐角)、包包(包儿)、围围(小孩胸前

护围)、套套(套子，办法，套路)。

第三种是形容词性的语素，为数甚少。例如：弯弯(弯JL)、尖尖(尖

JL)、辣辣(春头上小孩掘食的一种白细根茎野草)。

单音重叠形式的作用有两点。首先使单音名词双音化，增加了区别度。例

如，“洞”和“冻”是同音词，作“洞洞”就不与。冻’’是同音词了。其次，

使有些单音动词或形容词变成名词，发生词性变化，从这种名词易于看到所

表事物的功用和特性。例如：“钩"是动词，重叠后的“钩钩"(钩子)变成

了名词，而“钩钩’’(钩子)的功用就是钩住或钩取东西。“弯”是形容词，重

叠后的“弯弯”是名词，而“弯弯"(弯JL)的特点就是“弯"。这显然有利

于理解新构名词的意义。

(二)叠音名词在语义上的总体特征是有表小作用，但在程度上或使用范

围上仍有差别。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有些叠音名词一般用于小孩之间或大人给小孩使用，如“手手、腿腿、



·4i2·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法特点

碗碗、花花、豆豆、糖糖、兔兔”等。这时候该名词不但有明显的表小作用，

还有明显的指爱作用。

2、有些叠音名词与未叠音的单音名词同义混用，没有什么明显差别。如

说“挖了十个树坑’’与“挖了十个树坑坑"、“手里拿的棒’’与“手里拿的棒

棒”、“墙上打了个洞”与“墙上打了个洞洞”、“门前是一道坎"与“门前是

一道坎坎"基本是一样的，可以混用不分。

3、有些叠音名词表小作用较明显，与未叠音的单音名词不能混用。如说

“门前栽了个桩桩"和“门前栽了个桩”不一样，前者指比较细小的桩，后者

指比较粗大的桩。可以说“墙上钉了个桩桩”，但不能说“墙上钉了个桩”，因

为墙上不可能钉一个粗大的桩子。可以说“前头是一道大坡”，不能说“前头

是一道大坡坡"，因为“坡坡’’本身就有表小作用，与“大”有排斥性。

4、有些叠音名词与未叠音的名词所指有差别．互相不能替代。例如，

“心心"是中心部分，“心’’则是心脏；“架架”是“背心”，“架”则不能指背

心。

(--)正如本节“五”、“六”所述，叠音名词一般都可加上后缀“子”，加

重表小作用，并附加上了轻视色彩；加上后缀“儿”加重了表小指爱作用。在

兰州话中，叠音名词形式、叠音名词带后缀“子”的形式与叠音名词带后缀

“儿"的形式虽然三足鼎立，但实际上大量使用的是后面两种形式。

一、基数

第二节 数量词的语法特点

(一)与普通话相较，兰州话中的基数词“两’’比“二"使用范围广一

些。具体表现是，千位及其以上基数的头一位数普通话用“两”用“二"皆

可，而兰州话只用“两”，不用“二”。例如，兰州话说“两千’’，不说“二

千”；说“两千两(／二)百二十五"，不说“二千两(1--)百二十五’’；说

“两万"，不说“二万”；说“两万两(1--)千两(／-)百二十二"，不说

“二万两(／--)千两(／二)百二十二；说“两千万”，不说“二千万”；说

“两千两(／--)百二十八万”，不说“二千两(／--)百二十八万”；说“两亿

两(／二)千两(／二)百二十一万”，不说“二亿两(／二)千两(／二)百二

十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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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位数基数中，百位或千位为零数时，“零"后往往加助词“着"

t§Y(轻声)作标记。例如，基数“2030"说作“两千零着三十"，“30914"说作

“三万零着九百一十四"， “400726"说作“四十万零着七百二十六”，

“50000932”说作“五千万零着九百三十二”。

(三)分数一般用“成儿’’、“亭儿”表示，而且只表略数。“十分之三’’说

“三成儿’’(／“三亭儿")，“百分之四十’’说“四成儿"(／“四亭儿’’)。不计

尾数，要说得更精确点的话，超过用“多些儿"或“过些儿"表示，不足用

“不到”表示。如表示“六分之一多”，则说“六成儿(／六亭儿)多些儿”，或

“六成儿(／六亭JL)过些儿"；如表示“不足七分之一’’，则说“七成儿(／七

亭JL)不到”。“十分之五"一般用“一半"或“亭半”表示。

(四)兰州话没有“俩”、“仨"之类的数量合成基数词，要说就用“两

个”或“两位”、“三个”或“三位”表示。

二、序数

兰州话同普通话一样，在基数词前加前缀“第’’可表序数，但“第一"一

般说作“头一"。例如：

(1)毕业班头一名是李小红，第二名是马胜利。

(2)头一天来了十几个人，第二天全来了。

(3)我是头一回到上海。

(4)过了头一关，第二关就好过了。

(5)头一个冲上去了，第二个还没冲上去。

五十年代前，学生或军人排队表示排列次第，用“打"而不用“第"。表

示“你第一、他第二、他第三⋯⋯"，就说“你打一、他打二、他打三⋯⋯"。

自己也可说“我打一、你打二、他打三、他打四⋯⋯"。“打一"也可说成

“打头"。三四十年代兰州学生有一则调侃式的顺口溜：

打头一点红，

打二冒火辰。

打三为太子，

打四揭过鼻盖子。

打五骑红马，

打六做高官。

打七、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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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子(屁股)里插蜡。

打九、打十，

莲花娃娃。

其中的“打头、打一、打二⋯⋯打十”即指学生排队时的“第一、第二、

第三⋯⋯第十’’。

三、物量词“个’’

物量词“个’’的使用特点主要有两点：

(一)使用范围比普通话中的“个”广得多，几乎非度量衡的绝大多数专

用物量词都可用“个”代替，这种替代是不自觉的。兰州话中许多专用量词

照常在使用，但用“个"代替时听觉上无生硬感，处于并存竞用的阶段。例

如：一位客人／一个客人、两头牛／两个牛、三匹马／三个马、四头骡子／四个

骡子、三十只羊／三十个羊、十五头猪／十五个猪、两只狗／两个狗、三只雀儿

／三个雀儿、两块胰子(肥皂)／两个胰子、三条手巾(毛巾)／三个手巾、五

条毡／五个毡、四支水笔(钢笔)J四个水笔、一张条桌／一个条桌、两条枪／

两个枪、三发子弹／三个子弹、三根洋火(火柴)／三个洋火、一支蜡／一个蜡、

十棵树／十个树、五朵花JL／五个花儿、几辆尕卧车(小轿车)／几个尕卧车、

一次会／一个会。

不能用“个”替代的物量词也还存在。较明显的是：

计纸用“张”、“刀”(读去声，一百张)不用“个”。例如，说“买了三

张红纸，一刀白纸”，不能说“买了三个红纸，一个白纸”；说“一张报纸两

毛钱”，不能说“一个报纸两毛钱"。

计书用“本”不用“个”。例如，说“看了两本书”，不能说“看了两个

书”；说“买了三本杂志”，不能说“买了三个杂志”。

计话用“句”不用“个’’。例如，说“讲了三句话就走了”，不能说“讲

了三个话就走了”；“一句话顶一万句”，不能说“一个话顶一万句”。

计旧式平房内部间数用“间"不用“个”。例如，“堂屋三间”不能说成

“堂屋三个”，如说，意思就成了“堂屋三座”了；“两间厨房”不能说成“两

个厨房”，如说，意思就成了“两座厨房”了。

计旧式平房院数用“院”不用“个”。例如，“一院土房，一院瓦房’’不能

说成“一个土房，一个瓦房”，如说，意思就成了“一座土房，一座瓦房"了。

计液体用“碗”、“瓶’’之类，不用“个”。例如，说“舀了一碗汤，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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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盆水”，不能说“舀了一个汤，端了一个水”；说“倒(买)了两瓶醋”，不

能说“倒了两个醋”。

计砂土用“堆’’不用“个”。例如，说“f-l#l-头有一堆砂子两堆土”，不

能说成“门外头有一个砂子两个土”。

兰州方言中“个”的大量使用，是物量词合并而标记化的一种表现，能

否彻底替代一切非度量衡的专用物量词，只能再过多年以后才能得出结论。

(二)“个”经常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动词与状态补语之间(详见后

“句法”章)。例如：

(1)到天水路粮站买个面、倒(买)个油就回来了。

(2)上了个北京，浪(游玩)了个十三陵。

(3)我要问个明明白白。

(4)事情做了个干散(利索、漂亮)。

四、量词“些”和数量词组“一家”、“一人”

(一)兰州话中量词“些”可单用，也可加后缀“儿”使用，语义上与普

通话的“些”或“点儿’’相当。但一般前面不加数量词“一"。例如：

(1)给孙子给了些(儿)早点钱。

(2)从云南带了些(儿)白药。

(3)奶奶的病好些(儿)了没有?

(4)把烟渣子(碎烟叶)端过来些(儿)。

(5)到学校里早些(JL)去，迟下了罚钱儿哩。

(6)这些(JD)活儿我一个人就做完了。

(7)才蒸了这们(么)些(儿)馍馍吗?够谁吃哩!

(8)奈(i11I)些(儿)衣裳是送给你嫂子的。

(9)奈(那)们(么)些(儿)场场子(场地)能盖个学校吗?

还有一个特点是，“些(儿)’’还有“份(儿)"一义。使用这一意义时，

前面一定要加“一"、“两”、“三"之类的数词或指代词。例如：

(1)把挖下的洋芋分成三些(儿)，两些(儿)窖下(放到窖里)，一些

(Jk)卖掉去。

(2)贾(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儿填炕(烧炕的燃料)亭亭(均等)分成

两些(儿)。这些(儿)我留下，奈(711I)些(儿)你拉走。

(二)兰州话的“一家”同普通话一样可指家庭、店铺数量，如“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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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了两家"、“路口子(路口)是一家牛肉面馆子"。特殊性在于兰州话的

“一家’’还有“每人”、“每个单位”的意义，常用于分配、分摊的语境中。例

如：

(1)我给你姊妹三个一家买了个收录机。

(2)一分厂三个车间，一家上山栽了一天树。

(三)兰州话的“一人”除了表示人的数量外，还有“每人"的意义，也

用于分配、分摊的语境中。例如：

(1)今天一人写两仿大楷。

(2)时节不多了，一人说上几句。

五、量词的叠音形式和后缀“子”、“儿”

兰州话的常用量词大多都可重叠，如“个个”、“家家’’、“本本”、“堆

堆”、“块块”、“片片”、“条条”、“件件”、“斤斤”、“寸寸”、“趟趟”、“回

回”、 “划(去声。次)划’’等。兰州话中的许多常用量词可以带上后缀

“子”或“儿”，如“家子(／JL)99,I“本子(／JD)99 t“堆子(1iD)99、“块子(／

儿)99、“片子(／Jb)"、“条子(／Jb)’’、“件子(／Jb)99“趟子(／Jb)”等。叠

音量词后也可带上后缀“子"或“儿”，如“本本子(tJb)99、“堆堆子(／

儿)”、“块块子(／Jl,)”、“斤斤子(1iD)”、“趟趟子(／JID”等。其使用特点

分述如下：

(一)物量词“个"、“家”和动量词“趟”、“回”、“划(去声)可重叠使

用，重叠形式对原量词附加有“每"的意义。“个个”即“每个”，“趟趟”即

“每趟”。例如：

(1)河州(临夏)人个个都会做买卖。

(2)个个房子里都生的洋炉子。

(3)上个月家家都把电话装上了。

(4)那(他)来的时节(时候)趟趟都把儿子领上着哩。

(5)我回回去，你们的门上都挂的是锁子。

(6)一年搬了--戋tl(次)家，划划把人挣死(累的要命)着哩。

这种用法的叠音形式前不能加数词，后面不能加后缀“子(／Jb)99 o

(二)普通话表逐个义可用“一个个”、“一群群”、“一趟趟”之类的数量

结构，兰州话中没有这种结构。表达这类意义，可用“一个一个”、“一趟一

趟”的形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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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家的心热起来了，一个一个地争着发开言了。

(2)一群一群的牛羊在草原上吃草着哩。

(3)把新衣裳一件一件地摆出来了。

(4)一根一根的松木椽子都叫火烧掉了。

(5)山里都是一层一层的水平梯田。

(6)一道一道的沟里都没水了。

(7)姑娘一趟一趟的去看那(她)爹去着哩。

(8)老师一遍一遍的给学生讲这一道题着哩。

(9)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哩。

(三)兰州话物量词大都可加后缀“子”。例如：一本子书、两沓子

(叠)信纸、三敦子(厚叠)报纸、三件子毛衣、四瓶子墨水、两窖子(块)

水地、一畦子萝卜、两条子肉、一挂子(辆)牛车、一溜子(条)白布、两

截子料子(衣料)、三分子(份儿)礼当(礼品)、两堆子土、三牙子瓜、四

杯子酒、一勺子水、十盘子菜、一只子鞋、八根子椽子、两院子房子、三面

子房子、四扇子窗子、一帮子人、两块子肉、一对子棒槌、三把子筷子。

用得最频繁的“个"却不能加后缀“子’’，如“一个鸡蛋"绝不能说成

“一个子鸡蛋”。“匹”、“双"等量词也不能加后缀“子"。有些物量词不能带

后缀“子"，很可能是为避免同音歧义而造成的。例如：

“一张纸"不能说“一张子纸”。“张子”是专用于计量擀好的面张或蒸好

未切的面食“酿皮子"张数的量词，只能说“一张子面’’、“两张子酿皮子"等。

“一头牛’’不能说“一头子牛”。“头子"是一个常用名词，指长形物的端

头或人的团伙首领。对一根木头可以说“一头子(一端)奘(粗)，一头子

细”。

“一间房子”不能说“一间子房子"。“间子"和“件子’’同音，“件子"是

常用量词。

“一碗开水"不能说“一碗子开水"。“碗子”是常用名词，指泡茶的盖碗

(也叫三泡台)。

“一锅饭”不能说“一锅子饭”。“一锅子饭”是常用名词，也叫“一锅子

面"，指菜肴与短面条相混的一种汤面条。“一锅水"也不能说“一锅子水"。

“锅子"是常用名词，指的是火锅。

加后缀“子”的量词和不加“子"的语义上没有什么差别，如“一本子

书"和“一本书’’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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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词“趟”、“阵"也可带后缀“子”。例如：

(1)跑了三趟子，还是没找见。

(2)从师大进一趟子城得半天多。

(3)一会会时节，过雨起了三阵子。(一会儿时间雷阵雨发作了三次。)

(4)一阵子笑着哩，一阵子哭着哩。

(四)兰州话常见单音重叠物量词还可加后缀“子”，如“本本子"、“堆

堆子”等。这些物量词表示量小并带有说话人蔑视的感情色彩。例如：

(1)你才写了这们几本本子大楷吗?

(2)一篇子作文才写了十几行行子。

(3)把几根根子葱还拿到街上卖着哩。

(4)一亩地里上了三四车车子土粪，打不了多少粮食。

(5)拿上些毛毛子钱(一角或几角的钱)，上车买票方便些儿。

(6)提了两包包子点心看丈母去了。

(7)你的瓜是数个个子着哩吗，秤斤斤子着哩?

(8)剩下的这些洋芋按堆堆子贱卖掉。

(9)一牙牙子西瓜几分钱?

(10)买把把子菜比称斤的划来。

这类物量词有时置名词后，表示该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式样，则表小指蔑

作用不明显。例如：

(11)这米颗颗子大碌碌的(大而饱满)，比粮站上的好。

(12)学生们的桌子里撇下的馍馍块块子多的很。

(13)路边里都是砂堆堆子。

动量词“趟"、“阵"的叠音形式也可带后缀“子”。例如：

(1)跑了两趟趟子就不想跑了。

(2)住的地方离单位远的很，一天车上跑趟趟子哩。

(3)刮了一阵阵子风就下开雨了。

第三节 代词的语法特点

一、人称代词

(一)兰州话第三人称代词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他”t‘a44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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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en，，分别表示单复数，用于各种场合，与普通话的第三人称代词没有

什么差别。第二种是“那”1a。。和“那们”la。。men。也分别表示单复数，经常

指称亲呢熟惯的人。例如：

(1)我妈那说那要到我阿舅家去哩。
· (2)那学习不好，老叫我给那做夹带着哩。

(3)王嫂子住院了，我们到医院里把那看了一下。

(4)那的男人到城里打工去了。

(5)那爹世(天生)下的坏脾气，还说是我不孝顺，一达里(一块儿)过
●

不成了。

(6)我哥那说要给我买个收录机哩。

(7)那们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看门着哩。

(8)那们的男人有本事，把钱儿挣下了。

(9)那们人多，我把那们没办法。

(10)听说那们要搬家哩。

(11)村长连书记那们到县上开会去了。

(12)老师那们的工资还月月发着哩。

“那99“那们’’可以加在主语名词后表示复指((1)、(6)、(11)、(12))。

五十年代后因普通话的影响，“那”、“那们”比“他”、“他们”的使用频率有

所降低。但是，五十年代前的人们，同时使用这两种人称代词形式，不是说

“他”、“他们”是推广普通话的产物。

(二)兰州话没有第一人称复数的包括式“咱们”。“我们’’既可作排除式

(不包括对方在内)，也可作包括式(包括对方在内)，根据语境而区别意义。

例如：

(1)你先走，我们后头就来。

(2)你们的单位效益好，我们的单位没情况了(情况不佳)。

(3)(面对对方说)我们都是一个先人的后人，有话好说。

很明显，例(1)、(2)的“我们”用的是排除式，例(3)的“我们"用

的是包括式。

兰州方言里也没有“咱"这一第一人称代词。五十年代后，“咱”、“咱

们"进入了兰州话中，但听觉上有生硬感，本地人还未认可。

(--)兰州话没有“您"、“悠”之类的敬词。

(四)人称代词“个家"(自己)、“自家"(自己)、“人家”(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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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后皆可带“们”。例如：

(1)个家们先做好了再说别人。

(2)自家们的事儿不要给旁人推了。

(3)人家们都盖上新房子了，我们还是这个老样子。

(4)把人家们再不要说。

(5)大家们都出上一把力。

(6)这事儿还要靠大家们哩。

“个家们”、“自家们”表示自己方面((1)、(2))。“人家们”表示复数

((3))。例(5)、(6)“大家们"也可说成“大家”，加“们”有强调多数的

意味。

二、疑问代词

(一)指人疑问代词“谁”后可加“们”表示复数。“谁们”即“哪些

人”。例如：

(1)谁们到山上栽树去了?

(2)谁们是定西来的民工?

(3)这是谁们的行李?

(4)你把谁们惹(得罪)下了?

(5)领导表扬谁们了?

(--)“谁家”是兰州话中的一个常用疑问代词。在询问句里义为“哪

家”。例如：

(1)谁家的儿子考上北大了?

(2)谁家的房子要装阳台哩?

(3)谁家要抓猪娃子就到三队里抓去。(哪家要买小猪就到三队里买去。)

在反问句或感叹句里“谁家"义为“哪有”，即“不会有”，“不可能有”。

例如：

(4)你这们懒，谁家的姑娘给你当媳妇哩?(你这么懒，哪有姑娘给你当

媳妇?)

(5)谁家的儿子还有不养妈的!(哪有儿子不养妈的!)

(6)你做下的那一摊子事谁家不知道煞!(你做下的那些事谁不知道!)

(三)“谁个"{ei。。kY。也是兰州话中的一个常用疑问代词，义为“哪个”即

“哪一个人"。“谁个’’也可说“谁一个”fei。，i：kY。。“谁个"比“哪个"的兰



词法特点·代词的语法特点 ·421·

州话味重，一般用“谁个”，而不用“哪个"。例如：

(1)谁个会打算盘?

(2)这是谁个的手套子(手套)?

(3)谁个是一把手就谁个说了算(算数)。

(4)这几个姑娘里头你看上的是谁个煞?

(四)兰州话指物疑问代词用“啥”sa，。，而不用“什么"。“啥”义为

“什么"。“做啥"一般合音为“tsua。3”。例如：

(1)啥叫“公证人"?(什么人叫“公证人”?)

(2)你年纪轻轻的，说的是啥话?

(3)那(他)们是啥时节(时候)走的?

(4)学习班上学的是些啥煞?(学习班上学的是些什么?)

(5)小王把啥丢掉了?

(6)你爹在家tsua。。(做啥)着哩?(你爸爸在家在做什么?)

(五)上述指人疑问代词“谁”和指物代词“啥”可加定语，这种定语一

般是表示处所的词语或动宾结构。例如：

(1)你们家的谁是当下兵的?

(2)省上的谁们到厂里检查来了?
‘

(3)小王结婚的时候，那(他)们单位上的谁都没有来。

(4)房子里的啥响着哩?

(5)f-j外头的啥叫唤着哩?

(6)天上的啥跌下来了?

(7)过年的啥都买下了吗?

(8)说下的啥都忘掉了?

(六)兰州话有一个固定词组“得知道”，其中的“得"义为“谁"。“得

知道”义为“谁知道”，使用时总带有慨叹语气。实际上“得知道"就是“天

知道”、“不知道"。例如：

(1)信寄出去着半个月了，没个回音，得知道收到了没有!

(2)这个婚事得知道最后成不成!

(3)得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吗假话!

(七)普通话表处所疑问代词“哪儿玎、“哪里"兰州话作“哪达"la。。ta，。

“哪达一后面可加“儿静或“里"，“儿”、“里”自成音节，读轻声。“哪达"、

“哪达儿”、“哪达里”的语义、用法没有差别，一般使用“哪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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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到哪达去哩?

(2)哪达要临时工着哩?

(3)哪达的人说的是哪达的话，向(偏向)的是哪达的人。

(八)普通话表时间疑问代词“多会儿"兰州话一般作“多会子”tug。。xuei。

ts]l。例如：

(1)你多会子开会去哩?

(2)那(他)说的是多会子的事情煞，我都记不起来了。

(九)普通话表情状的疑问代词“怎样”、“怎么”，兰州话用“咨们”ts]。。

manl，“咨们家"tsl53 manl tGial和“哪们”la44 moill、“哪们家”la44 manl tGial

两套词表示。这四个词意义、用法一样，可以自由替换。例如：

(1)这个事情咨们(／咨们家／哪们／哪们家)做了对着哩，我也说不清了。

(2)通知的是来三个人，咨们(／咨们家／哪们／哪们家)来了十几个煞?

(3)日子过的咨们(／咨们家／哪们／哪们家)这们快煞?

(4)这两天天气咨们(／咨们家／刚1'1／哪们家)这们冷煞?
(5)你说咨们好我们就咨们办。

(6)你说咨们家好我们就咨们家办。

(7)你说哪们好我们就哪们办。

(8)你说哪们家好我们就哪们家办。

“咨们”、“咨们家”、“哪们99、“哪么家’’四个词在一个句子里前后呼应出

现时只能用其中之一，不能以乙呼应甲。从例(5)一(8)就可看出这一点。

三、指示代词

兰州方言里的指代词比较丰富且用法有不少特点，兹分述如次：

(一)近指代词“这"t乱。。、远指代词“奈”l￡，。(那)在名词前一般要加

量词，组成指量结构作定语，不单独加在名词前作定语。例如，说“这个

人"，不说“这人”；说“这件毛衣’’，不说“这毛衣"；说“这根筷子’’，不说

“这筷子”；说“这堆土"，不说“这土”；说“奈个人”，不说“奈人"；说

“奈条路”，不说“奈路”；说“奈只鞋”，不说“奈鞋”；说“奈桶水”，不说

“奈水’’。

在“年、月、日”之类的单音节时间名词前一般也不直接加“这"、

“奈”，而要带上数词“一”。例如，不说“这(／奈)年”，而说“这(／奈)一

年”；不说“这(／奈)月”，而说“这(／奈)一月”；不说“这(／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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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这(／奈)一天”；不说“这(／奈)刻”，而说“这(／奈)一刻”；不

说“这(／奈)秒”，而说“这(／奈)一秒"。

(二)指量结构“这个”、“奈个”可以表单数，也可表复数，具体意义据

语境定。例如：

(1)这个树比奈个树耐活。(这一棵树比那一棵树耐活／这些树比那些树

耐活／这一类树比那一类树耐活。)

(2)我要这个洋芋哩。(我要这一个洋芋／我要这一些洋芋／我要这一种洋
● ●

芋。)

(3)奈个书是谁的?(那一本书是谁的／那些书是谁的?)

“这个”、“奈个”指人的时候表单数而不表复数。例如：

(4)这个人没出息。(这一个人没出息。)

(5)奈个娃娃是李家的。(那一个小孩是李家的。)

(三)普通话表处所的近指代词“这儿”、“这里”，兰州话用“这达’’t吼，。一。，

ta3、“这达里”t莘．L13．．1l ta3 lil、“这达儿"t乱13一11 ta3 LLll表示，三者意义和用法

没有差别。普通话表处所的远指代词“那儿”、“那里’’，兰州话用“奈达”1￡，。．，，

ta3、“奈达里"l￡13—11 ta3 lil、“奈达儿"l￡13．11 ta3 U11表示，三者意义和用法也

没有差别。例如：

(1)这达(／这达里／这达儿)原先是坟滩，奈达(／奈达里／奈达JL)原

先是砖瓦窑。(这儿原来是坟地，那儿原来是砖瓦窑。)

(2)这达(／这达里／这达儿)的人是老兰州，奈达(／奈达里／奈达儿)的

人是外地户。

(3)我们家在这达(／这达里／这达儿)哩，我阿舅家在奈达(／奈达里／

奈达儿)哩。

如上指代词中的“达”也可读送气音t‘a。

(四)普通话表时间的近指代词“这会儿’’，兰州话用“这达会"t吼，。一n

ta3 xueil、“这家会”t乱13—1l toia3 xueil、“这会子”t乱13—1l xueil3 tsll表示，三

者意义和用法没有差别。普通话表时间的远指代词“那会儿”，兰州话用“奈

达会”l￡13．．11 ta3 xueil、“奈家会”l￡13．11 toia3 xueil、“奈会子”l￡13．．11 xuei3 tsll

表示，三者的意义和用法也没有差别。例如：

(1)这达会(／这家会／这会子)不到八点钟，还早着哩。

(2)奈达会(／奈家会／奈会子)你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着哩。

(五)普通话表情状的近指代词“这么”、“这样”、“这么样”，兰州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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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们”t乱13 manl3、“这们家"t吼13．．11 man3 t$ial表示。普通话表情状的远指

代词“那么”、“那样”、“那么样”，兰州话用“奈们”l￡13 man，。、“奈们家”l￡13

man。。．，。tqia。表示。“这们”、“奈们”既可加动词前，也可加在形容词前。例

如：

(1)这们(／奈们)做下去这个家就败了。

(2)给人帮忙不能这们(／奈们)帮。．

(3)这们(／奈们)好的姑娘你不要着还要谁哩?

(4)你考下的分数这们(／奈们)高，保险取上哩。

而“这们家"、“奈们家”只能加在动词前，不能加在形容词前。例如：

(5)这们家(／奈们家)做下去这个家就败了。

(6)给人帮忙不能这们家(／奈们家)帮。

(7)*这们家好的姑娘你不要着还要谁哩?

(8)*你考下的分数这们家(／奈们家)高，保险取上哩。

(五)兰州话表逐个义除了同普通话一样用“每”外，还可用“见”表示。

例如：

(1)见个人都分了五斤油。(每个人都分了五斤油。)

(2)我爹见天晚夕看电视着哩。(我爸爸每天晚上都在看电视。)

(3)兰大的见个树上都挂着个尕牌牌子。(兰州大学的每个树上都挂着个

小牌儿。)

(4)李爷的儿子当处长着哩，见回来坐的是尕卧车。(李爷爷的儿子当的

是处长，每次来坐的都是小轿车。)

例(4)的“见回”(每次)为了强调频繁，可以说成“见见回"。

四、无定代词

兰州话有系统性的无定代词，有指人的，指物的，也有指时地情状的。兹

分述如次：

(一)“什谁”n。。一。，fei。，义为无论谁，不管什么人，是专指人的无定代

词。例如：

(1)你们三个人什谁去一个都行哩。(你们三个人中无论哪一个去都行。)

(2)私立学校不要户口，什谁的娃娃都能报名。(私立学校不要户口本，

无论谁的孩子都能报名。)

(3)今个早上什谁也没有碰上。(今天早上没遇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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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啥"S．L。。．11 sa。、“信啥”百n13一，l sa3，义为无论什么，不管什么，

是专指事物的无定代词。例如：

(1)家里穷的很，什啥(／信啥)都没有。(家里穷的很，什么东西也没
● ● ● ●

有。)

(2)下班回家的时节什啥(／信啥)菜买上些就行了。(下班回家的时候，

无论什么菜买上一些就行了。)

(3)问了好几遍，什啥(／信啥)话没有说。(问了好几遍，无论什么话

也没有说。)

(三)“什哪个”莘．L。。la。。kx，义为无论哪一个，既可指人，也可指物。例如：

(1)两个老汉什哪个说了都算。(两位老人无论哪一位说了都算话。)

(2)单位上什哪个的房子都比他的大。(单位上无论哪一个人的房子都比

他的大。)

(3)这个瓜什哪个都熟着哩，用不着挑。(这些瓜都是熟的，用不着挑。)

(4)这几种写法什哪个都成哩。(这几种写法无论哪一种都行。)

(四)“什哪里"s、l。la“lil、“什哪达"$．L13 la“ta。义为无论哪里，不管什

么地方，是专指处所的无定代词。例如：

(1)什哪里(／什哪达)都有好人坏人哩。(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人和坏
● ● ● ● ● ●

人。)

(2)一到四川，什哪里(／什哪达)的山都是绿茵茵的。(一到四川，无

论哪儿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3)活了一辈子，什哪里(／什哪达)都没去过。(活了一辈子，无论什

么地方都未去过。)

上面“什哪达一的“达"也可读送气音t‘a。

(五)“什多会"§．L。。tuY。。xuei，义为无论何时，不管什么时候，是专指时

间的无定代词。例如：

(1)你什多会来我都在哩。(你无论什么时候来，我都在呢。)

(2)贾(现在)车多的很，什多会都能坐上。(现在车多得很，无论什么

时候都能坐上车。)

(六)“什咨们"§．L。。tsl，。一。。man。义为无论什么样的，是专指情状的无定

代词。例如： ．，

(1)只要是你手下的，什咨们的个人来都行哩。(只要是你手下的人，无

论什么样的一个人到这儿来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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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都是从困难时节过来的，什咨们的饭都能吃下。(我们都是从困
● ● ●

难时期过来的，无论什么样的饭都能吃得下去。)

“什咨们’’还可做副词，义为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明显贬义。例如：

(1)没有人好好监工，什咨们修下的楼房，过几天就塌了。
● ● ●

(2)李主任什咨们说了几句就走了，啥问题也没解决。
● ● ●

一、后缀“达”

第四节 动词的语法特点

兰州话中“达”可做动词后缀。“达"前的词根由单音节、可单说的动词

充当，“达’’读轻声。常见的有：趸～(搞脏，造成不良后果)、臊～(搅

扰)、逛～(闲逛)、浪～(游转)、转～(转来转去)、绕～(绕圈子，为躲

避而闲逛)、混～(鬼混)、谝～(闲聊，乱说)、拐～(胡编，凑合着做)、捣

～(乱动，捣乱)等。

以“达’’为后缀的动词总带有贬义色彩，一般都表现出说话人抱怨、反

感之类的情绪。例如：

(1)大人上班去了，两个娃娃把房子趸达坏了。(大人上班去了，两个小

孩把房子搞得又脏又乱。)

(2)我做作业着哩，你不要臊达煞!(我正在做作业，你别搅扰!)

(3)听说收费的要来，那(他)到街上绕达去了。(听说收费的要来，他

躲到街上闲逛去了。)

(4)老王就会胡拐达，正经话一句也说不上。(老王只会胡编乱说，正经

话一句也说不来。)

很明显，后缀“达"的作用有两点：一是使单音动词双音节化，二是加

重动词的贬义色彩。

二、AABB重叠形式

普通话双音节动词一般无AABB重叠形式，这是与双音节形容词相区别

的重要特征之一。兰州方言中有一部分动词具有这种重叠形式。例如：对凑

——对对凑凑、凑合——凑凑合合、顿摔(数落、声色俱厉地找麻烦)——

顿顿摔摔、谝达(闲聊，乱说)——谝谝达达、拐达(乱说，凑合行事)——



词法特点·动词的语法特点

拐拐达达、肘巴(摆架子，故做姿态)——肘肘巴巴、摔达(摔来摔去)——

摔摔达达、扣就(克扣，过分节约)——扣扣就就、跌绊(奋斗，挣扎)——

跌跌绊绊、捣达(乱动，捣乱)——捣捣达达。具有这种重叠形式的动词从

构词法来说，要么是并列式的，要么是后缀附加式的。如果是他动词，即可

带宾语的动词，重叠后变成了自动词，即不能带宾语的动词。要交待受事者，

只能用“把”字引进。例如：

(1)你顿摔谁着哩煞?(你在数落谁呢?)*你顿顿摔摔谁着哩煞?

(2)再不要把儿媳妇顿摔了。(再不要数落儿媳妇了。)再不要把儿媳妇

顿顿摔摔了。(再不要经常把儿媳妇数落了。)

(3)王师傅就爱扣就那(他)的大儿子。(王师傅就爱克扣他的大儿子。)

*王师傅就爱扣扣就就那(他)的大儿子。

(4)王师傅就爱把那(他)的大儿子扣就。(王师傅就爱克扣他的大儿子。)

王师傅就爱把那(他)的大儿子扣扣就就。(王师傅老爱克扣他的大儿子。)

AABB重叠式增加了动作的经常性、重复性和描写性，这是它的意义特

征。

三、尝试态、短暂态“一下／喀"

普通话动作尝试态、短暂态往往用“看看”、“看一看”、“考虑考虑”之

类的动词重叠形式表示。兰州话动作尝试态、短暂态一般不用这种重叠形式，

而是用动词后加“一下’’或“喀”表示。 “一下"的“下”读xa，轻声；

“喀"读k‘a，轻声。二者意义相同，可以互换。例如：

(1)你不要急，看一下(／喀)了再说。

(2)桌子上的果子都是将(刚)下下的(摘下的)，请领导们尝一下(／

喀)。
●

(3)你们先等一下(／喀)，过一会会(一会JL)王局长就来了。

(4)我们到广武门阿舅(舅舅)家坐一下(／喀)了再到光辉市场走
● ● ■ ■

(去)。

(5)借钱的事儿我还要思谋(考虑)一下(／喀)哩。

(6)电视机上的雪花片片子(雪花点)多的很，小华你过来拾掇(收

拾)一下(／喀)。

(7)脚底下放麻利些儿，再蔓延(磨蹭)一下(／喀)火车就开了。

(8)两方面都让付(退让)一下(／喀)，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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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当源于“一下”的合音。由于“喀”方言味重，年轻人使用频率显

然低于中老年人。

四、能愿动词

兰州话能愿动词与普通话的大同小异。“能、能够、会、可、可以、愿意、

敢、该、应该、应当”等兰州话中也广泛使用。比较明显的差别有两点。首

先，普通话单音能愿动词“愿”不加否定词时，兰州话一般不使用，而用双

音词“愿意”或“情愿"表示；普通话的“应”，无论加不加否定词兰州话都

不用，而用“该”或双音词“应该”、“应当”表示。例如：

(1)小梅愿意(／情愿)找个当兵的。※小梅愿找个当兵的。

(2)贾(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情愿)看秦腔。贾(现在)的年轻人

不愿看秦腔。

(3)三年前借下的帐该(／应该／应当)还了。※三年前借下的帐应还了。

(4)今年旱地里不该(／应该／应当)把包谷种上。※今年旱地里不应把

包谷种上。

其次，普通话能愿动词“须”、“须要”兰州话不使用，而用“要”表示，

“可能”很少说。

五、趋向动词

“上、下、进、出、回、开、过、起、来、上来、下来、进来、出来、回

来、开来、过来、起来、去、上去、下去、进去、出去、回去、开去、过

去"这些普通话趋向动词在兰州话中都使用。特殊性有两点：

1、与“开”通用的还有“脱”，意义无别。年轻人一般不说“脱’’，而说

“开”。例如：

(1)雨又下脱(／开)了。

(2)说脱(／开)了劲大的很，做脱(／开)了没拉事(不像样)。

(3)快把手放脱(／开)!

(4)病还没好，那(他)就转坦(走转)脱(／开)了。

(5)一过腊八，家家撩峦(忙乎)脱(／开)年事了。

2、“去”兰州白读t9‘i，轻声，如果做趋向补语，其意义相当于“起来"。

例如：

(1)闻去香，吃去了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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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业踢踏(挥霍)去了比啥都容易。

第五节 形容词的语法特点

一、后缀“AA的’’

普通话形容词“AA的”式后缀，所加词根是单音节形容词，如“红艳艳

的、绿茵茵的、热乎乎的、香喷喷的”等。兰州话也有这类形容词，特殊性

在于其数量特别多，几乎达到了难以尽列的地步。兰州话的每个常用单音形

容词几乎都可带一个或几个“AA的"式后缀，而且所带后缀不同，所表意义

和感情色彩也有差别。后缀读音有特定模式：首位A不论前字与自身的单字

调是第几声，均读阴平(53)，次位A和第三位的“的"均读轻声(1)，遵从

兰州话阴平后轻声变调规律。至于后缀前的单音形容词均读单字调，不发生

变调。如“尖戳戳的"(很尖细的样子)中“戳”单字调为去声，但第一个

“戳"实际读阴平(53)，第二个“戳’’和后面的“的’’读轻声(1)，“尖”仍

读阴平(53)。这个形容词的读音是：tgian53 pf‘Y53 Pf‘Yl til。

(一)兰州话有的“AA的"式后缀只能附着在某一个特定单音形容词之

后。例如：

丢丢的：红～(鲜红美丽的样子)

脱脱的：长～(长而拖沓的样子——为省笔墨，下面括号释文中尽量省

写“的样子"三字)

有的“AA的"后缀只能附着在少数几个特定单音形容词之后。例如：

刚刚的：红～(红而不好看)、甜～(很甜)

差差的：水～(水份多而不香)、老～(苍老无精神)、乱～(乱轰轰

的)

野野的：平～(平坦开阔)、展～(很平展)、满～(液体盛得很满)

有的“AA的”后缀可附在许多特定单音形容词之后。例如：

登登的：圆～(圆而无棱角)、满～(满而鼓出)、瓷～(很瓷实)、硬～

(坚硬而饱满)、实～(很实沉)、僵～(很僵硬)、肉～(①肥硕有弹性，②

慢腾腾的)、稠～(粘稠)

几几的：红～(红而不好看)、绿～(绿而不好看)、黑～(黑而不好

看)、酸～(酸而不好吃)、苦～(苦而不好吃)、冰～(冰冷不适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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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腻不适意)、尕～(小而不适意)、碎～(碎小不适意)、瘦～(瘦弱不好

看)、软～(软而不适意)、湿～(潮湿不适意)、黏Kan。，～(黏糊不

适意)

(二)后缀“AA的”承担着表达说话人感情色彩的作用。由此可将之分

为三种类型：

l、褒义性的。例如：

丢丢的：红～(鲜红美丽)、圆～(圆润美丽)

茵茵的：蓝～(蓝而新鲜漂亮)、绿～(绿而新鲜漂亮)、凉～(凉爽舒

适)

朵朵的：花～(绚丽多彩)、圆～(圆而好看)、黏Kan。，～(黏稠惬意)

生生的：白～(洁白好看)、脆～(松脆味美)、净～(洁净舒心)

敦敦的：圆～(圆浑可爱)、胖～(胖而可爱)、肉～(丰满可爱)、憨～

(憨厚可爱)、绵～(绵软舒适)、方～(方正好看)、糊～(粘稠惬意)

溜溜的：直～(直而好看)、弯～(弯而美丽)、细～(细长好看)、速～

(敏捷轻快)

这类褒义性的“AA的’’后辍在“的”前都可加轻声“儿"山而加重说话

人的喜爱色彩。例如，“红丢丢的枣儿’’和“红丢丢儿的枣儿”都透露说话人

的喜爱感情，但后者喜爱色彩更重。同样，“尕孙子憨敦敦儿的”比之“尕孙

子憨敦敦的”更富有喜爱意味。

2、贬义性的。例如：

挖挖的：湿～(潮湿而不合心意)、粘Kan。。～(粘而不合心意)、腻～

(油腻不洁)、冷～(冷而不适)、冰～(冰冷不合心意)、干～(干燥难受)、

扎～．(刺多扎手的感觉)。

蚩蚩的：寡～(傻乎乎的)、沆～(傻而笨的样子)、大～(个头高或年

龄大而又傻乎乎的)、硬～(无所顾忌硬性行事的样子)、红～(红而刺眼)

辛辛的：甜～(淡而无味或甜而不适)、潮～(恶心不舒适的感觉)

囊囊的：肥～(肥而虚软，不合心意)、肉～(臃肿无筋骨的样子)、虚

～(虚而不实)

恰恰的：窄～(窄而不合心意)、短～(短而不合心意)、薄～(薄而不

合心意)、秕～(干瘪不饱满)

根根的：硬～(硬而不合心意)、瓷～(瓷实不合心意)、死～(执拗不

灵活或吝啬不大方)、紫～(颜色发紫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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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贬义性的“AA的"式后缀在“的’’前一般不加“儿"。例如：“湿挖

挖的"不能说“湿挖挖儿的”，“寡蚩蚩的"不能说“寡蚩蚩儿的’’。有些可带

“儿”是为了突出被修饰事物的“小"。如“窄恰恰儿的巷巷子(巷子)"比

“窄恰恰的巷巷子”更显得窄一些。这种“儿"的作用是“表小"，而不是

“指爱”，与褒义性“AA的”式后缀“的”前所加“儿"作用不同。

3、中性的。例如：

堂堂的：亮～(很明亮的样子)、红～(红色满布的样子)、空～(空而

无物的样子)

札札的：猛～(猛然，突然)、硬～(生硬)、野～(粗俗，粗野)、怪～

(奇怪，意想不到)

苏苏的：辣～(略有辣味)、麻～(①略有麻味，②惊恐而产生的痉挛

感)

拉拉的：麻～(很多，数不清的样子)、刮～(讲诵很流利的样子)，志

～(急声叫唤的样子)

野野的：展～(平展无皱的样子)、平～(平坦广阔的样子)

腾腾的：潮～(湿度大)、热～(热度大)、闷～(烦闷的感觉)

这类中性“AA的"式后缀可在“的"前加“儿"增入表爱色彩。如说“满野

野的一碗茶”，是否表达了说话人的满意感情，必须从具体语境去判定。如果

说“满野野儿的一碗茶"，无疑表达了说话人的满意心情。显然“儿"有使中

性“AA的”式后缀褒义化的作用。当然，如果后缀前的语素明显是贬义性的，

整个词义的感情色彩先已决定，“AA的"中就不可能再加进“儿”了。例如，

可说“这姑娘没家教，野扎扎的”，就不能说“这姑娘没家教，野扎扎儿的"。

所以，中性“AA的’’式后缀中能否加进“儿’’决定于其前的词根的性质。在

能否加“儿"上来说，中性后缀显然与褒义性、贬义性后缀也是有区别的。

(--)兰州话中带“AA的”后缀的形容词从组合关系来看有两个明显特

点。一是前面不能加程度副词做状语，后面不能加表示程度的补语。兰州话

在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深的常用副词有两个。一个是“希不"，另一个是“希

吗”。如“希不(／希吗)凉"即“非常凉”，“希不(／希吗)嫩"即“非常

嫩”。但是，在带“AA的”后缀的形容词前面既不能加“希不"，也不能加

“希吗”。因此，“希不(／希吗)凉生生的"、“希不(／希吗)嫩闪闪的"之类

的说法是不存在的。兰州话在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浅的副词最常用的是“踅

薄”(稍微)。可以说“踅薄短些"，但不能说“踅薄短恰恰的一。兰州话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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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很”，“死了"等词语作程度补语。可以说“腥的很"、“腥死了”，但不

能说“腥戳戳的很”、“腥戳戳死了’’。由此可见，“AA的’’式后缀实际上扮演

着形容词最高级形态的角色，所以以其为后缀的形容词的前后就不能加表示

程度的词语了。

第二个特点是，带有“AA的"后缀的形容词只有肯定式没有否定式，即

在其前不能加“不"。例如，可以说“不高”，但不能说“不高楞楞的”；可以

说“不胖”，但不能说“不胖赛赛的”(“胖赛赛的"，胖而不好看的样子)。这

说明“AA的”后缀还肩负着肯定式的形态角色。

(四)兰州话丰富多彩的“AA的”式形容词后缀的语法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大大促进了形容词的多音节化，使本来为单音节的形容词变成了四音

节或五音节(加“儿”)，从听觉上加强了语言的区别性。其次，它使单音形

容词的描摹功能剧烈增加，使其极尽绘形绘色之能事。一个单音形容词每加

上一种“AA的"式后缀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描摹效用，给人以一种新的形象或

感觉。例如，一个表示大小的单音形容词“大”，其形容作用是很粗放、有限

的，如果加上了不同的“AA的”式后缀，则其形容作用就非常精细而广泛了。

例如：“大碌碌的’’可形容眼睛、玛瑙、米粒之类的圆颗性东西，给人以大而

美丽的形象和令人喜欢的感情色彩。“大亨亨的”可形容人物，给人以个头大，

粗壮，却不懂事的形象和令人不满的感情色彩。“大夸夸的”可形容人物，给

人以个头高大而松垮不精干的形象和令人不喜欢的感情色彩。“大蚩蚩的”可

形容人物，给人以个头高或年龄长却傻而不明理的形象和令人讨厌的感情色

彩。“大口口P‘ia。。P‘ia。的”可形容物，给人以大而难看的形象和令人反感的

感情色彩。

兰州方言中每一个“AA的"形容词后缀所表达的意趣非常微妙，对带有

它的形容词作出精确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不是长期在本地生活的人，要准

确使用它，自然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二、后缀“不AA的"

兰州话中部分“AA的”后缀可加上“不”字而构成“不AA的’’式后缀。

带有这种后缀的形容词的意义不是“AA的"后缀的否定式，而是其加强式。

例如，“红几几的”意为红而不好看；“红不几几的”不但是红而不好看，而

且“不好看"的程度更深了一点。前加上了“不"字，但未否定“几几的"的

贬义性，而是加强了“几几的”的贬义性。放到句子里来看，如说“赵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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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皮子蛋(涂擦)的红几几的”表示了说话人的反感情绪，说“赵娜的嘴皮

子蛋的红不几几的”这种反感情绪更强了一些。“不AA的”式后缀的读法是：

词根读原调，“不"读轻声，高度决定于前面词根的单字调；首位“A"读阴

平(53)；次位“A”和“的"均读轻声(1)，与“AA的"式后缀的读法相

同。“红不几几的"这一形容词的读音为xuan51 pu2 t9i53 tGil til。

“不AA的’’后缀固然是在“AA的"后缀前加“不’’构成的，但可加

“不’’的“AA的’’后缀是很有限的，而不是周遍性的。具体说，是贬义性

。AA的”后缀的一少部分。常见的有“几几的、希希的、辛辛的，蚩蚩的、光

光的"等。以其构成的常见形容词有：

不几几的：红～(红而难看)、绿～(绿而难看)、黑～(黑而难看)、酸

～(酸而难吃)、苦～(苦而难吃)、甜～(淡而无味或甜而难吃)、冰～(冰

冷不适意)、油～(油腻不适意)、尕～(小而不适意)、碎～(碎小不适意)、

细～(纤细不适意)、瘦～(瘦弱不适意)、矬～(个头矮小不适意)、软～

(柔软提不起来的样子)、黏Kan。。～(黏糊不适意)、芽～(内向，女性化的样

子)、光～(光滑不适意)

不希希的：水～(水份多而不适意)、烂～(烂而不完整)、软～(软而

无筋骨)、帕～(纺织物质地疏松单薄而不结实)、脏～(很脏的样子)

不辛辛的：老～(老而不明理)、寡～(傻乎乎的)、甜～(淡而无味或

甜而难吃)

不蚩蚩的：大～(个头高或年龄大而不知理)、寡～(傻乎乎的)、沆～

(傻乎乎的)、硬～(无所顾忌、硬性行事)、虚～(虚而不实)

后缀“不AA的”肯定是贬义性的，但并不是说贬义性的“AA的"后缀

皆可加上“不"而构成“不AA的"后缀。例如，可说“臭轰轰的"，不能说

“臭不轰轰的"；可说“辣挖挖的"，不能说“辣不挖挖的"；可说“沙拉拉

的"(粗糙，不平滑)，不能说“沙不拉拉的"；可说“大夸夸的”(人高大而

不精于)，而不能说‘‘大不夸夸的"等等。“不AA的”中的“不”和“AA儿

的’’中的“儿”不一样。前者只能加入少数贬义性。AA的"后缀中，后者却

能加入所有褒义性“AA的’’后缀中。

由“不AA的"后缀构成的形容词的组合特征和语法作用与带“AA的"

后缀的形容词相同，兹不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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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缀“不楞登的”

“不楞登的"是兰州话形容词后缀之一。这种后缀附在某些单音形容词之

后构成五音节的形容词。其读音模式是：词根读原调，“不”读轻声，高度决

定于前字单字调变调规律；“楞’’读阴平(53)，“登"读轻声(1)，“的”读

轻声(1)。如“紫不楞登的”这一形容词的读音是：ts]44 pul len。。tenl til。以

“不楞登的”为后缀的形容词数量很有限，常见的有：花～(花花绿绿的)、紫

～(紫色深而不好看)，矬～(个子矮而胖，不好看)、圆～(圆鼓鼓的，不

好看)、柔～(柔而无筋骨，令人不喜欢)、皮～(韧劲大，不在乎外力的样

子)、肉～(慢腾腾地，不精明)、死～(执拗不灵活)等。

带“不楞登的”后缀的形容词都是贬义性的，描摹的事物是难看的、不

好吃的、令人反感的。这种语义效果不是每一词根固有的，而是由词缀附加

上去的，所以带有“不楞登的"这种后缀的形容词其组合特征与语法作用跟

带有“AA的”后缀的形容词相同。

四、后缀“几瓦达的”

“几瓦达的”也是兰州话形容词后缀之一。其词根有十多个单音形容词充

当。所构成的五音节形容词的读音模式是：词根读原调，“几”读轻声，高度

决定于前字单字调变调规律；“瓦”读原调(44)，“达”、“的”皆读轻声

(1)。如“秕几瓦达的”读音是：pi。。t9i。va。。ta。til。带“几瓦达的”后缀的

常见形容词有：黑～(黑而零乱)、水～(水份大，不适意)、尕～(小而零

乱)、碎～(碎小零乱)、秕～(籽粒不饱满而零乱)、冰～(冰冷，不适意)、

湿～(湿而不适意)、黏～(黏糊，不适意)、烂～(烂而零乱)、油～(油乎

乎的)、脏～(脏乱)等。

“几瓦达的”是贬义性的后缀，所构成的形容词描摹的是多而零乱的较大

事物，反映出说话人嫌弃、厌恶的情绪。这类形容词与以“AA的”为后缀的

形容词的最大差别是，它所形容的事物要么是群体性的，而不是单个性的；要

么是成片成团的，而不是细微纤小的。下面运用“几瓦达的"后缀的例句中

(4)、(6)可说，(2)、(8)不可说，原因就在于此。

(1)这颗包谷秕恰恰的。(这一粒玉米是秕的。)

(2)*这颗包谷秕几瓦达的。

(3)这一堆堆子包谷秕恰恰的。(这一堆玉米是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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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一堆堆子包谷秕几瓦达的。(这一堆玉米很糟糕，全是秕的。)

(5)锅头上放了一片片子油不几几的抹布。(锅台上放了一块很油腻的抹

布。)

(6)锅头上放了一片片子油几瓦达的抹布。(锅台上放了一块很油腻的抹

布。)

(7)尕几几的是小米。

(8)※尕几瓦达的是小米。

五、后缀“巴郎"

“巴郎"是兰州方言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形容词后缀，二字均读轻声。其词

根是单音节形容词，数量很有限。以“巴郎”为后缀的常见形容词有：

吊巴郎：吊长形。例如：王家的院子是～，盖不成四合头的房子。

扁巴郎：扁平，不圆。例如：好好的个壶叫你踏成个～了。

弯巴郎：弯曲，不直。例如：拆下的钢筋都是～的，不砸直用不成。

歪巴郎：不直，有弯度。例如：铁锨把子～着哩，不好使。

偏巴郎：歪斜，不端正。例如：花瓶没放端，～着哩。

斜巴郎：横斜，不端直。例如：你咨们(怎么)～写字儿着哩!

横巴郎：横，不顺。例如：大夫说，肚子里的娃娃～着哩，要开刀取哩。

倒巴郎：倒，不正。例如：李爷不识字儿，～拿的书看着哩。

这类形容词的词根都表示形状或位置状态，加词缀后具有贬义色彩。从

组合关系来看，这类形容词前面不能加程度副词，后面也不能带程度补语。例

如，可以说“小惠的眉毛希不(特别，十分)弯了着"，不能说“小惠的眉毛

希不弯巴郎了着’’；可以说“小惠的眉毛弯的很”，不能说“小惠的眉毛弯巴

郎的很"。其前也不能直接加否定词“不”，但能加“不是"。例如，不能说

“筷子不歪巴郎"，但能说“筷子不是歪巴郎”。
● ● ● ●

六、重叠形式与后缀“儿"

兰州话单音节形容词也有普通话“AA"重叠形式。为了表示说话人对所

描写人或事物的爱怜之情后面还可加上后缀“儿”。“儿"自成音节，不与前

面音节发生“儿化"音变。例如：

(1)老三虽说二十了，还寡寡(儿)的着哩。(老三虽然二十岁了，还傻
● ●

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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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个娃娃尕尕(儿)就在那外奶奶家搁着哩。(这孩子从小就放在他

外祖母家生活着呢。)

(3)端了满满(儿)一碗灰豆子。

(4)把醋调的酸酸(儿)的。

(5)一路上不要跑，慢慢(儿)走。

但是，也有许多常用单音形容词不能重叠。如“歪”(厉害)、歹(美气，奇

特)、二(傻)、毒(厉害，用劲有力)、杂(可恶，刻薄)、憎(可憎，可

恶)、硕(大，兴盛，富有)、尖(狡猾，聪明)、皮(皮实)、睐(上声。

羞)、渗(冷气逼人，恐怖)、俊(长相漂亮)、狠(能干，厉害)等。

兰州话双音形容词也有普通话“AABB”重叠形式。例如：

(1)两口子日子过的沃沃耶耶的，离的啥婚煞?(两口儿日子过得美美满

满的，何必要离婚!)

(2)人是个麻麻利利的人，就是身子矮了些。(人是很精干的，就是个子

低了些)。

(3)把事儿办的干干散散的。(把事情办得顺利漂亮。)

(4)人老了，颠颠顿顿的，不要出远门了。(人老了，糊糊涂涂的，不要

出远门了。)

但是，也有许多常用双音形容词不能重叠。如“资格(人品好，有礼貌)、窜

活(敏捷)、攒劲(能干，精明)、当人(热情，周到)、心疼(漂亮可爱)、素

气(朴素顺眼)、麻缠(粘糊，做事不干脆)、破烦(麻烦，烦躁)、差迟(差

劲，不像话)、神煞(狰狞凶恶)、厌气(讨厌)、日眼(不顺眼)、裸怜(可

怜，提不起来)、法沉(沉重，权大)、法码(气派，了不起)、僻背(偏僻)、

陡雄(气魄大，很威严)”等。

七、“多的"与“少的”

普通话有“多数的”、“大多数的”、

话一般不这样说，而是用形容词“多"、

示。例如：

“少数的”、“少量的”诸说法，兰州

“少”直接跟上结构助词“的"来表

(1)多的你拿上去，少的给我留下。
● ● ● ●

(2)村里的媳妇子们多的到新疆摘棉花去了。
● ●

(3)贾(现在)的娃娃多的是独苗儿。
● ●

(4)城关区小学里多的老师是女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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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两天多的地方下大雪了，少的地方只冒了些雪花子。

相比之下“少的"比“多的”用得少一点，而且使用时往往与“多的”处于

对比状态。

“少的”前面加上“好”后发生了反义变化。“好少的"不是“很少的”，

而是“好多的"。例如：

(1)解放前东城壕里的鸡毛洞(贫民窟)好少的。

(2)年时个(去年)河口好少的白杨树叫天牛吃掉了。

一、丰富性

第六节 副词的语法特点

兰州话中的副词比之普通话要丰富得多。这种丰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普通话的绝大部分常用副词，如“很、更、更加、最、太、都、只、才、就、

已经、正在、常、一直、再三、忽然、不、也、再、还、又、越”等，在兰

州话中不但经常使用，而且兰州话中还用许多不见于普通话的副词。例如：一

到古(一直，从来)、一手儿(一并，同时)、代(刚：尕王～一说话就脸红

了)、吃等(非要：快做作业去，～叫你爹打沟子哩吗)、搀(尽，全：路边

里栽下的～是槐树)、替另(干脆，实在：眼睛花着～看不成书了)、稀稀

(确实，实在：～走不动了)、敞口儿(随便，无拘束地：钱儿多的很，～用

着哩)、一夫劲(一个劲地，一鼓作气：打拳要～练哩，停上几天手脚就硬下

了)、哈吧(大概，可能：你的孙娃子～上大学了吧?)。二是兰州话的许多副

词往往有多个同义词，可以充分选用而表示很细微的语义差别。例如：“原先，

本来”的意思可用“底根、原根、原根里、原本”等副词表示，“差点，险

些"的意思可用“些乎、些些乎、稀乎、稀稀乎”等副词表示，“有序地、不

间隔地”意思可用“赶茬儿、赶茬子、赶顺儿、赶顺子”等副词表示。

当然，普通话中的有些副词在兰州话中也不使用，但它们总有对当的兰

州方言词。例如：兰州话不说。永远”而说“永共"，不说“终于”而说“到

个”，不说“刚”而说“将’’，不说“一下子”而说“一喀叱"，不说“渐渐"

而说“旋(去声)旋"，不说“重新”而说“从新”，不说“一块儿一而说

“一搭里"，不说“稍微一而说“踅薄”，不说“特意”而说“立古"，不说

“竟然"而说“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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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的特殊用法

． “肯’’在普通话中是一个常用能愿动词，但在兰州话中既不能单独回答问

题，也不能单独做谓语，只能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做副词使用。其意义有三

种：

(一)常、常常，表频率。例如：

(1)包老师讲课时肯说“反正”、“反正”。

(2)我们家里肯吃面，不肯吃米。

(3)那(他)肯到十里店子的阿舅家去，不肯到陈官营的娘娘(姑姑)家

去。

(---)太、很，表程度。前加“不”，只用于否定式。例如：

(1)肉鸡吃去味道不肯好。

(2)这个人不肯老，大模儿有个五十来岁。

(3)真丝绸子颜色看起来不肯新鲜。

(三)容易、惯于，表肯定。例如：

(1)王师傅肯出汗。

(2)白杨盖房子肯生虫虫子。

(3)娃娃们看录像肯走上邪路。
●

三、叠音形式

兰州方言的一部分副词是用叠音形式构成的。这类副词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由单音副词重叠构成的。例如：将(刚)——将将、单(偏偏)——

单单、麻(表示程度深，只做补语。如“肚子饿～了”)——麻麻(如“肚子

饿的～的了")、挺(去声，没有办法的样子，只做补语，如“前头的楼房把

光线挡～了")——挺挺。另一种是由其它类别的单音词重叠构成的，这种重

叠式副词的意义在原单音词意义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例如：匀(形容词，均

匀)——匀匀(副词，一直，接连。如“王妈深圳的大姑娘～望家里寄钱着

哩")、初(动词，不出声)——初初(副词，悄悄。如“～坐着，不要乱

说’’)、定(动词)——定定(不动的样子。如“那(他)～蹲在家里吃闲饭

着哩”)。

四、后缀“儿"和“子”

兰州方言的一部分多音节副词可带后缀“儿”。“儿”读轻声，自成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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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前面音节发生“儿化”音变。凡是上文所言的叠音副词皆可带“儿”后

缀，其它副词可带“儿一后缀的也不少。例如：起头(起初)——起头儿、底

根(原本)——底根儿、带过(顺便)——带过儿、见天(每天)——见天

儿、贵贱(无论如何)——贵贱儿、一夫劲(一鼓作气地)——一夫劲儿。加

上“儿”后说话语气显得比较缓和一些。

还有一些双音副词既可加后缀“儿”，也可加后缀“子”，形成对立关系。

带“儿”的语气比较和缓客气，带“子"的语气比较生硬直率。例如：由性

儿(任性地)——由性子、照实儿(如实地)——照实子、迎面儿(迎面、对

面)——迎面子、仄楞儿(侧着)——仄楞子、整趸儿(整批、大宗地)——

整趸子。

第七节 象声词的语法特点

一、叠音后缀

兰州话中的象声词十分丰富。其中一大部分带有叠音后缀，而且后缀后

一般要带“的"。例如：

刮答答的——言谈诵读十分流利的声音：燕燕幼儿园里才上了一年，唐

诗背的～。

垮嚓嚓的——裂变倒塌的声音：还没地震，前头的楼房～倒掉了。

罢答答的——抖动的声音：风大的很，树树子摇的～。

苏碌碌的——行动很快发出的声音：一个虫儿～爬到树上了。

噗蚩蚩的——流质物往上冒发出的声音：锅里的米汤～漫了一锅头。

志拉拉的——尖声叫唤的声音：娃娃的手手门缝里轧下了，～哭着哩。

这类象声词的构造和读音模式均与叠音后缀形容词相同。首字读原调，次字

读阴平(53)，后两字读轻声。例如“步登登的”(跑动的声音)的读音是pu。s

ton53 tonl til。

二、“细里发拉’’型

象声词“细里发拉"形容的是雨水继续声或杂乱悬挂物发出的声音。例

如：

(1)昨晚夕廊檐水～的淌到鸡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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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墙上～的挂了些辣角子和蒜瓣子。

(3)娜娜耳朵上戴的是～的珠珠子，不像个学生娃。

这类象声词在兰州方言中有一定数量。结构特点是皆由四个字构成，第

二字是“里”，第三、四字是叠韵联绵字，四字皆读去声。“细里发拉”的读

音是百。s li。。fa．。la。。。语义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表示出说话人对这种声音的反

感和厌弃心理。下面举几个常用例词：

踢里踏拉——鞋未穿好而发出的声音或物体零乱掉下的声音。

劈里啪啦——乱摔、乱丢东西发出的声音。

几里咕噜——听不清的说话声或东西放不稳而发出的声音。

的里嘟噜——说话断续哕嗦的声音。

七里喀拉——行动迅速敏捷而发出的声音。

乌里哇啦——说话含糊不清的声音。

第八节 介词、连词的语法特点

一、用“望”不用“往”

兰州话表动作方向用介词“望”而不用介词“往”，读去声而不读上声。

如说“望家里走"，而不说“往家里走”；“望前面个(前面)看”，而不说

“往前面个看”；说“望里头进"，而不说“往里头进”；说“望后退”，而不说

“往后退”。

二、用“叫”不用“被”

普通话表示被动，一般用介词“被”。如果一定要引出行为主动者，也可

用“叫”。兰州话表示被动，无论引出行为主动者与否，都用“叫"而不用

“被”。例如：

(1)山上的树叫人砍光了。

(2)钱JLN贼娃子(小偷)偷掉了。

(3)头叫打破了，脸叫打青了。

(4)路两旁的铺子全叫拆掉了。
●

三、“跟”与“从"

和普通话一样，兰州话“跟”既可作连词，也可作介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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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他)跟那(他)爹都是执子客(脾气执拗的人)。

(2)我跟李镇长说了半大十天(好长一会儿)，那(他)还是不吐话(表

态)。

特殊点在于兰州话“跟"作介词还可表示动作和时间的开始，义同“从”。兰

州话表起始的介词用“跟"或“从"，而不用“由”、“自"等。例如：

(1)这回你到北京跟(／从)北线走哩吗，跟(／从)南线走哩?

(2)昨个(昨天)我跟(／从)天亮到掌灯没顾上吃一口饭。

四、“问"与“向"

兰州话中“问"有时候可作介词与“向”通用，但许多语境中只能用

“向"，不能用“问”。例如：

(1)我问(／向)你借些粮食来了。

(2)这些事儿问(／向)你爹说去，我管不了那么多。

(3)向前头看。*问前头看。

(4)向英雄学习。*问英雄学习。

一、“的”与“了"

第九节 助词的语法特点

兰州话中结构助词无论是加在定语、状语后，还是加在补语前，都读ti

(轻声)，我们写作“的”。“的"当然也可构成名词性的“的字结构”，也可作

句末语气词。例如：

(1)兰大～校门朝西开着哩。

(2)把爹～这句话要牢牢～记住。

(3)马儿跑～越快越好。

(4)吃～碗里～，恨(使劲瞅)～锅里～。(谚语，讽刺贪心不足。)

(5)上海到兰州～火车是三点到～。

兰州话与普通话一样，“了"作为时态助词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

动作或性状的实现。但字音由齐齿变成了开口，读轻声，与“了解"、。私

了一的。了"在语音上有了明确的分工。例如：

(1)你把那(他)们家的情况了lia。。．．。。解了b。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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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死人的事听说是已经给了b，三万块钱儿私了li。。。了b，。

二、“着”

“着”在兰州话中有两读。一读pfY51，与普通话t[；ua35、tsau35两读对应，

用于“衣～”、“附～’’、“～手”、“～落”、“上不～天，下不～地”、“～火

了”、“睡～了”、“猜～了”等意义；第二读为轻声tsY，与普通话轻声tSY对

应，作为助词或其它虚词使用。有人为便于区别将后一读写作“者”，我们考

虑到历史来源与共时关系，仍写作“着"。本节所述的“着”自然是读音为轻

声tsY的“着”。

“着”作为时态助词，可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在进行或状态

在持续，这一点兰州话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例如：

(1)下车的奈(那)个人胛子(肩膀)上挈～个大皮箱，手里提～个花

包袱。

(2)大门开～哩，堂屋门关～哩，房子里的灯亮～哩。

(3)贾(现在)你就躺～说，不要坐起来。

(4)老王正在火车站口口子上举～个牌牌子等人哩。

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上例(3)的“躺～”、(4)的“举～”既表示动作的持续，也表示

后一个动作得以进行的状态方式，若划分句子成份，可将之划为“状语”。兰

州话中这类带“着"状语十分丰富。一些句型中的此类“着”字，若以普通

话说，一般应该去掉。例如：

(1)我是你们家七碟子八碗的摆宴席娶～来的，可不是我个家跑～来的。

(2)病房里又推～进来了一个病人。

(3)从狗洞里爬～出去了。

(4)不要坐车，走～过去。

(5)好不容易从河里捞～上来了。

(6)跟(从)崖上跳～下去了。

(二)“着”可加在动词或形容词的某些补语前，起着与结构助词“得”相

类似的作用。例如：

(1)哭～嗓子哑掉了。

(2)高兴～跳嘣嘣哩。(高兴得跳个不停。)

(3)把手洗～干干净净的了再吃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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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吃不下饭了。

(5)眼睛里头看～清清的了。

(6)红～耀乏a。。眼睛哩。

(三)“着”可加在动词后的方位词组前，起与介词“在"、“到"相类似

的作用。例如：

(1)见天(每天)坐～办公室里开会着哩。

(2)死～医院里了。

(3)凤凰落～梧桐树上了。

(4)一直送～十里店子了。

(5)你有意见了拿～会上说煞!

(四)“着”可加在句中，表示停顿，并含有“时"或“之后"的意思。带

这种“着"的短语或分句总为后面短语或分句的动作指明发生的时间。这种

“着”省去不影响句意，实际上还是一种语气助词。例如：

(1)吃罢饭了～再写作业去。

(2)鸡JhPq了三遍～才走了。

(3)El本鬼子的飞机丢下了炸弹～，就朝东飞掉了。

(4)三十年前修下了水渠～，庄稼一直没欠收过。

(五)“着"可加在句末“了"后，表示停顿，隐含着说话人无可奈何或

劝告的语气。这类“着”也可省去而不影响句意。例如：

(1)我不叫那(他)去，那偏去了～。

(2)再不要往医院里送了，人都没气了～。

(3)领导已经决定了～，我们有啥说头哩!

(4)那(人家)的姑娘把娃娃都怀上了～，我们不要着成哩吗?

(5)贾缓给喀，看把你挣坏了～。(现在休息一下，小心把你累坏了。)

(6)对了，对了，不要把你老汉家气下个病了～!(好了，好了，别把您

老人家气得生出病来!)

三、“嘉"与“呔一

“嘉”t$ia。。与“呔一t￡。。是兰州话语助词中的两个高频发语词，都读阴平。

“嘉”与时间名词“贾"不同，后者读上去，意为“现在"。有人将二者写为

一个字，显然是不恰当的。

(一)“嘉”用于句首，单独成句，提示对方注意，表示要给对方东西，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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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给你”的意思。例如：

(1)～!这个是你的铲铲子。

(2)～!快背上了到学校里去。

(3)～!把这几片片子药吃上就好了。

(4)．～!报纸。

(5)～!吃来!

这种“嘉”使用时带有轻蔑味和随便性，一般用于长对幼、上对下或十

分熟悉的人之间，而且总用于宽松的说话场合。如果幼对长、下对上严肃地

加重语气说出必然表现出说话人的反感情绪。这种“嘉”从语意和语音上推

断，很可能源于《礼记·檀弓》“嗟来之食”的“嗟”。

(二)“嘉”后加“看"、“好"、“来"等词语，置于句首，引起对方注意，

表示说话人的遗憾与诘难。例如：

(1)～看，新新的衣裳叫你烧下了个洞洞子。

(2)～好，妈的(你妈)气死了，媳妇离掉了，你一个人蹲(呆)着去!

(3)～来，百合又堆成山了，卖给谁哩煞!

(4)～抽(指抽烟)，把个好好的人抽成个气管炎了!

这种“嘉”字短语后大多可跟上语助词“煞”。如“～看煞”、“～好煞”、

“～抽煞"等。

(三)用于句首，引起话题，无实意，不用也可。例如：

(1)～你说煞，我到底错在哪达了?(你说吧，到底错在哪儿了?)

(2)～结结啃啃的说不来蛮。(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

(四)用于主谓语之间或呼语之后表示对后面话语的强调，不用也可。例

如：

(1)你～让付一下煞!(你忍让一下吧!)

(2)这个～年成多了，记不起来了。(ig个年代久了，记不起来了。)

(3)妈～心上老意不过去着哩。(妈在心中一直抱欠着呢。)

(4)呔，～你认不得人了吗?(喂，你难道认不得我了吗?)

(5)师傅，～你不要生气了!(师傅，你不要生气了。)

(五)“呔”用于旬首，义同“喂"，用于招呼他人。但“呔”用于宽松场

合，不用于严肃的、礼貌性的环境。例如：

(1)～，车子上捎的菜跌到地下了!

(2)～，把奈(那)个筐子给我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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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上课去哩吗?

四、“煞"与“哩煞”

这是两个高频句末语助词。主要用于祈使句、疑问句末，有时也用于陈

述句末。

(一)“煞"用于祈使句末，相当于“吧"或“啦”。

(1)嘉你快说～，我还急着上班去哩。(你快说吧，我急着要上班去呢。)

(2)过年了到城里浪来～j(过年的时候到城里玩来吧!)

(3)奶奶有病哩，再不要吵～!(奶奶有病哩，再不要吵啦!)

(4)娃娃们考试压力大的很，你再不要叨叨～!(孩子考试压力很大，你

再不要唠唠叨叨啦!)

“煞”用于疑问句末，相当于“呀"或“吧”。例如：

(1)那(他)的官名叫的啥～?(他的官名叫的是什么呀?)

(2)你到个看上了吗没看上～?(你到底看上了呢，还是没看上呀?)

(3)后个是清明～?(后天是清明吧?)

(4)假期作业做完了～?(假期作业做完了吧?)

(5)一开春把乡亲们忙坏了～?(一到春天，乡亲们忙坏了吧?)

“煞"用于陈述句、假设分句末相当于“的话"。例如：

(1)我要到奶奶家去了～，你就乖乖儿在家里蹲着。(我到奶奶家去了的

话，你就乖乖地在家呆着。)

(2)你但说慌～，就没你好吃的果子。(你只要说谎的话，就没有你好受

的。)

(二)“哩煞’’用法与“煞”有同有异。许多疑问句里既可用“煞"，也可

用“哩煞"，皆相当于“吧"或“呀"、“呢”。例如：

(1)新栽下的树树子活着～?(新栽下的树活着吧?)

(2)房子里的灯开着～?(房里的灯开着吧?)

(3)家里的人都好着～?(家里的人都好hi57)

(4)西宁的天气还冷着～?(西宁的天气还冷吧?)

(5)这个数数子咨们给上头报～?(这些数字怎么能给上级报告呀?)

(6)我的调动问题你们啥时节研究～?(我的调动问题你们什么时候研究

呀?)

(7)你们几号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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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煞”也可用在个别陈述句后面，表示“的呀"或“呢"之类的意思。

例如：

(1)我们没有办法才这们做～。(我们没办法才这么做的呀。)

(2)你给我没压个底线，我当然就奈们家说～。(你事先给我没交个底，

我当然就那么说呢。)

“哩煞”与“煞”的差异主要有四点。第一，“煞’’可用祈使句，“哩煞"

不能用于祈使句；第二，“煞’’前可出现时态助词“了”，“哩煞"前面不能出

现；第三“煞"可用于由判断句型(有判断词“是"或可加上判断词“是”

的)构成的疑问句后，“哩煞”则不能出现在这种疑问句后；第四，“煞”可

用于正反问句后，“哩煞”则不能。因此，下面句末用了“哩煞’’的例句都是

不能成立的；当然，如果将其中的“哩煞”换成“煞”，则都是很通顺的句子。

(1)*把桌子抬进来哩煞!

(2)*出去了就坐上个黄蛋蛋(黄面的)哩煞!

(3)*下班了哩煞?

(4)*你妈的病好了哩煞?

(5)*赶沟子(紧跟着)进来的是谁哩煞?

(6)*你说的哪一国的话哩煞?

(7)*这个人老实吗不老实哩煞?

(8)*明个天(明天)王处长来哩吗不来哩煞?

五、“哩”与“哩吗"

“哩"与“哩吗"都是兰州话中的高频语气词。“哩’’读轻声，“哩吗”二

字皆读轻声。

(一)“哩”常用于陈述句末，相当于“呢"，前面常有时态助词“着"t莘Y轻声。

(1)你说你的，我听着～。(你尽管说，我听着呢。)

(2)快回家去，你妈四面个找你着～。(快回家去，你妈到处找你呢。)

(3)裤子还新新的着～，再不要买了。

(4)我上班去～，你在家缓着。(我上班去呢，你在家里休息吧。)

(5)你由性子做～，我还怕人说～。(你随意乱干呢，我还怕人笑话呢。)

(二)“哩”可用于疑问句末，也可用于非判断动词“是"为谓语的正反

问或选择问的句中。用于句末相当于“呢”。例如：

(1)你爷几时从乡里来～?(你爷爷什么时候从乡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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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要看谁去～?

(3)羊肉你吃～不吃?(你吃不吃羊肉?)

(4)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三)“哩吗”只用于句中，条件与“哩”用于句中的相同。用于非判断

动词“是”为谓语的正反问句或选择问句的中间。上“(二)"中的例(3)、

(4)中的“哩’’皆可换成“哩吗’’。

六、“来"、“蛮”与“哩蛮”

“来”与“蛮”都是句末语气词，读轻声。

(一)“来"用于疑问句末，相当于“呢"。这种疑问句一般是特指问，具

有商量口气。例如：

(1)他的名字叫个啥～?我熟熟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他的名字叫什么

呢?我本来很熟悉的，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2)照你说，这个门朝哪面个开～?(按照你的意见，这个门朝哪面开呢?)

(3)今个天你咨们来的这们早～?(今天你来的怎么这么早呢?)

(4)妈，我的书包～?(妈，我的书包在哪儿呢?)

(5)大学考上了好，考不上了～?(大学考上了当然好，考不上了怎么办

呢?)

(6)你情愿，姑娘那不情愿了～?(你愿意，姑娘她不愿意的话怎么办呢?)

(---)“蛮”一般用于陈述句末，相当于“嘛”。例如：

(1)我买哩，那不卖～。(是我要买，而是他不卖嘛。)

(2)你妈为你好～。(你妈为你好嘛。)

(3)已经跟上浙江木匠着跑掉了～，再找啥着哩。(已经跟上浙江木匠跑

掉了，何必再寻找呢。)

(4)记不起来了，三十多年了～。(记不起来了，已经三十多年了嘛。)

“蛮”也可用于陈述句或反问句中，表示延缓语气。例如：

(5)老王～，就会听个老婆的话。(老王嘛，只会听老婆的话。)

(6)把他～，三句话就问住了。(把他嘛，三两句话就问住。)

(7)就奈们一点点活～，三个人有啥做头哩煞?(就那么一点儿活，用得

着三个人去做吗?)

(8)家里头说下的话～，外头说啥着哩煞?(家里边说下的话，外头有必

要说吗?)



’448’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法特点

——————————————————————————————————————————————_—————一一-

(三)“哩蛮”比“哩"语气强一些，甚至带有夸张色彩。例如：

(1)话是这们说的，活还是要干～。(话虽然是这么说的，活儿还是要照
干嘛。)

(2)那(他)在电影院门口等着～。(他在电影院门口等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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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句法特点

第一节 把字句

把字句，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式。“把"的作用是将宾语提到动词前面而

表示一种处置，所以也叫“处置式”。兰州话中很喜欢使用把字句，可分为处

置性的和非处置性的两类。

一、处置性的

处置性的在结构和意义上与普通话把字句基本上是一致的。特殊性主要

是出现频率高，普通话一般不用处置式的，兰州话往往用处置式表示。例如：

(1)你把老师问了没有?(你问老师了没有?) ．

(2)粮站上把豆子收哩吗不收?(粮站上收不收豆子?)

(3)把酒喝上!(喝酒!)

(4)快把车上!(快上车!)

(5)把名报上了再交学费。(报上了名再交学费。)

(6)把你看一趟。(看你一趟。)

(7)把桌子抹一下。(抹一下桌子。)

二、非处置性的

兰州话的一部分把字句是非处置性的，根据谓语中心语的性质和“把"的

功能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谓语动词不是表示积极活动的动作性动词，对其受事者无处置作用。

例如：

(1)他把娃娃死了。(他死了孩子。)

(2)我把啥没有煞?(我什么没有呢?)

(3)我把这件事情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

(4)那把话的意思没听清楚就发脱脾气了。(他没听清楚话的意思就发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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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老师连着讲了三节课，

嗓子讲哑了。)

(二)谓语中心词是形容词、

“把"相当于介词“使、让、叫”。

果补语。例如：

把嗓子讲哑了。(刘老师连着讲了三节课，

自动词或不表示积极活动的动作性动词，

这种把字句的谓语一般带有程度补语或结

一 (1)一放假把妈忙坏了。(一放假使妈忙坏了。)

(2)爹的一出差，把两个娃娃娆zo。。死了。(他爹一出差，使两个小孩乐

开心了。)

(3)坐了三天火车，把人坐直了。(坐了三天火车，使人坐僵了。)

(4)城里吵的很，站了十天来，就把那站够了。(城里嘈杂得很，住了十

来天，就让他住的不耐烦了。)

(5)人家不急，把你急啥着哩?(人家不急，叫你有什么急的呢?)

(6)孙子到上海去了，把爷的想疯了。(孙子到上海去了，使爷爷想疯了。)

这种把字句若不带程度补语或结果补语，就要带助词“着”t莘x或“了”

b，含有肯定的意思。例如：

(1)你快些说，把我急着。(你快点说，让我好急。)

(2)娃娃不争气，把老师费心了。(小孩不争气，让老师费心了。)

(三)谓语中心词是“好”，“把”相当于介词“对”。例如：

(1)校长就是把理科班的学生好。(校长就是对理科班的学生好。)

(2)那把小儿子好，把大儿子不好。(他对小儿子好，对大儿子不好。)

(3)贾把娘老子好的儿女不多。(现在对父母亲好的儿女不多。)

(4)把谁个好，把谁个不好，我心里清楚着哩。(对谁好，对谁不好，我

心里清楚。)

(四)用于反问句或感叹旬，“把”无实在意义，起加强语气作用，前无

主语。例如：

(1)把你有啥了不起煞?(你有什么了不起呢?)

(2)把他算个啥煞?大经理还没来哩。(他算个什么东西?总经理还没来

呢!)

(3)贾把大专生多的是!(现在大专生多的很!)

(4)把我们有啥哩?功劳是大家的。(我们有什么呢?功劳是大家的。)

(5)把那们谋不得的!(看他们得意的那个样子!)

(6)天不下雨，把农民惆怅的!(天不下雨，看农民多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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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6)之类的句子“把"前也可加上“看"而句意不变。

第二节 给字句

“给’’兰州话读kY⋯作动词义为交付、送与，在这一点上与普通话没有

什么区别。但作为介词(读去声13)或助词(读轻声)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普

通话差异较大。我们将使用有介词或助词“给’’的句子称为“给字句"。兰州

话给字句的特点，有如下三点；

一、介词“给"有“同、跟、和”义

兰州话介词“给”同普通话一样，具有“替、为"的意思(如“我～他

买了一斤冰糖”)、“被”的意思(如“把左手～划破了”)、“朝、向、对”的

意思(如“～大人说话”、“～我使了个眼色")等，和普通话不一样的是，还

有“跟”和“同"的意思。例如：

(1)那已经～我商量过了。(他已经跟我商量过了。)

(2)我哥～我嫂子嚷仗着哩。(我哥跟我嫂子正在吵架呢。)

(3)一个尕面包～一个大轿子碰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同一辆大轿子车撞

上了。)

(4)那～你是老同学，你认不出来了吗?(他和你是老同学，你认不出来

了吗?)

二、助词“给"使用范围广

普通话中有“送给”、“交给"、“转给"、“转交给"、“递给"、“借给’’、

“留给"之类的说法，我们称这种“给"为助词。普通话中助词“给"前的动

词是有限的，而且所表示的总是给予义或与给予义相近的意义。兰州话中助

词“给"前的动词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所有动作性动词后都可带上“给”字。

因此，兰州话不但具有上列普通话“送～"之类的说法，而且还可说“给

～"、“说～"、“听～"、“喝～"、“喂～"、。写～’’、“抱～’’、“抬～"、“盖

～"、“打～"、“研究～"、“工作～"、“站～”、“休息～"等。兰州话中的助

词“给"使用频率很高，前面的动词范围很广，但所出现的句子是有条件的：

(一)把字句。例如：

(1)把盖盖子盖～。(把盖子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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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娃娃把帽子戴～。(给小孩把帽子戴上。)

(3)树栽上了，把水浇～。(树栽上后把水浇上。)

(4)把社员们的要求答应～。(答应社员们的要求吧。)

(5)给儿子早些个把家安顿～。(给儿子早点安排个家。)

(6)把尕的个洗～了一顿。(把小家伙美美打了一顿。)

(7)老师把李军站～了半天。(老师让李军站了半天。)

(8)把男同学批评～了一阵子。(把男同学批评了一会儿。)

(9)把见个抽屉反揭～了一遍。(把每个抽屉翻腾了一遍。)

(10)把一个尕问题研究～了三天。(把一个小问题研究了三天。)

上例“给”字紧跟在动词之后，似无实义，但从说话人心且中来说，不

能取掉，隐含有“给⋯⋯”的意思。“把盖盖子盖～”，意为“把盖子给⋯⋯

盖上"，其中的(。e ee⋯”根据语境而定，可能是瓶子，也可能是茶杯之类。因

此，例(1)、(2)、(3)中的“给”我们用普通话的“上”对译，这是不得已

而为之，它在兰州话中并不能用“上”替代，替代了意思就有差别了。例

(1)“盖给"含有给所指物体盖上的意思，若换为“盖上"则单指去完成

“盖”的动作。例(2)“戴给”强调给该小孩戴上，若换为“戴上”则单指去

完成“戴”的动作。

(--)前有介宾词组“给⋯⋯”。例如：

(1)给孙娃子买～了一辆车子。(给孙子买了一辆自行车。)

(2)给我摘～了一筐子果子。(给我摘了一筐果子。)

(3)给商店划拨～了一条走道。(给商店划拨了一条走道。)

(4)给每个困难户救济～了一袋子白面。(给每个困难户救济了一袋子白

面。)

这种句子里的助词“给”也是有作用的，它强调动作的给予性，若省去，

就会使句意发生细微差别。

(--)后面的宾语不是光杆性的，总是限定有数量词语。例如：

(1)我送～了十斤苹果。(我送了十斤苹果。)

*我送～了苹果。

(2)借～十块钱。(借十块钱。)

*借～钱。

(3)表演～了几个节目。(表演了几个节目。)

*表演～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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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捐献～了好多衣裳。

*捐献～了衣裳。

(四)后带有数量词组构成的补语。例如：

(1)教～了三天，还没学会。(教了三天，还没学会。)

(2)收音机坏了，我哥那拾掇～了半十天，又响脱了。(收音机坏了，我

哥收拾了好长一会儿，又响开了。)

(3)跌绊～了一个月，才把房子装修好了。(折腾了一个月，才把房子装

修好了。)

(4)前个天往西固跑～了两趟。(前天往西固跑了两趟。)

(5)这个问题又研究～了好几遍。(这个问题又研究了好几遍。)

(!til)祈使句末有“咔”(／“一下")。例如：

(1)嘉你等～咔，我就来了。(你等一下，我就来了。)

(2)嘉饶～咔，再不要打了。(饶一饶，再不要打了。)

(3)孝子们，起灵了，大放悲声的哭～咔!(孝子们，起灵了，大放悲声

的哭几声!)

(4)快来帮～咔煞!(快来帮一下呀!)

(5)两个人不要争了，都让付～咔!(两个人不要争了，双方让一让吧1)

(6)我们这里条件差，大家将就～咔!(我们这里条件差，请大家将就一

下吧!)

(六)前有“坏"、“完"、“展”j“葬晃”等表示程度深的补语。例如：

(1)我妹妹一听就吓坏～了。(我妹妹一听就吓坏了。)

(2)好话都叫你说完～了。(好话都叫你说完了。)

(3)从早到晚跪展～了。OA早到晚跪坏了。)

(4)全家子都来了，吃葬晃～了。(全家都来了，大吃了一顿。)

三、一句可出现三“给”宇

兰州话中作为动词的“给一、作为介词的“给”、作为助词的“给”可同

时出现于一个句子里，这在普通话中是不允许的。例如：

(1)～(介词)儿子把学费～(动词)～(助词)了。(把学费交给儿子

了。)

(2)把钥匙～妈～～了。(把钥匙交给妈了。)

(3)你把报纸～老师～～了没有?我早就～他～～了。(你把报纸交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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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了没有?我早就交给他了。)

一句话三“给”同现的关键是助词“给’’，助词“给”的出现是有条件的。

下面两点值得注意：

(一)动词“给"前有否定词“不’’时，后面不能出现助词“给”。例如：

(1)这些钱我就是～他不～。

*这些钱我就是～他不～～。

(2)～儿子不～，～孙子～～了。

*～儿子不～～，～孙子～～了。

(二)介词“给’’的宾语为第一二人称时，动词“给"后面不能出现助词

“给”。例如：

(1)～我～了一本子书。(给我给了一本书。)

*～我～～了一本子书。

(2)～我们～了一套房子。(给我们给了一套房子。)

*～我们～～了一套房子。

(3)～你～了没有?(给你给了没有?)

*～你～～了没有?

(4)急啥哩，迟早要～你们～哩。(急什么呢，迟早要给你们给的。)

*急啥哩，迟早要～你们～～哩。

一句话出现三“给”字的极端性例子是三“给"连用。这是介词“给”后

的宾语在一定语境中无须说出而造成的。例如：

(1)“谁把毛衣～你侄儿子～～了?”“我～～～了，你再不要说了。"

(2)“～王师傅把工钱～～了没有?"“我爹早就～～～了。

第三节 “一个”句

“一个"在兰州方言中出现频率很高。这除了“个”字在词法上的特点

(可代替“支、匹、头、回"等多个量词)外，还有句法上的特殊性。“一

个”作为定语(如“～学生)和宾语(如“拾上了～，丢掉了两个”)在用法

和意义上和普通话是一致的，毋庸赘述。本节所言的“一个"句是指“一

个”置于句末的一种特殊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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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作后置定语

“一个"置于句末，前面是名词。例如：

(1)那的大儿子是研究生～。(他的大儿子是一个研究生。)

(2)你还是尕娃娃～，抽的啥烟煞!(你还是一个小孩，怎么抽起烟来了!)

上句中的“一个”是数量词组，表示前面名词的数量。这种句子中的

“一个”可以提到名词前头而不改变语义。因此，(1)、(2)两句中的“一

个”可看作是后置定语。那末，(1)、(2)句中为什么不把“一个”直接加在

名词前呢?从本地说话人的感觉来说，说成(1)、(2)有利于强调主语是

“研究生”、“尕娃娃"，而且这样表达语气上显得更加轻松、自然一些。

二、“一个”作语气助词

“一个”置于句末，但不表示前面事物的数量。例如：

(1)李主任是天水人，爱看秦腔～。(李主任是天水人，就爱看秦腔。)

(2)定西路卖的是旱地洋芋～。(定西路卖的是旱地洋芋。)

(3)地里种的是麦子连包谷～。(地里种的是小麦和玉米。)

(4)那把人不当成人～。(他把人不当成人。)

(5)抓老鼠的猫儿才不叫唤～。(抓老鼠的猫儿才不叫唤呢。)

(6)这事儿一到古给我没说过～。(这事儿一直给我没说过。)

(7)那穿的裙子柴得很～。(她穿的裙子很难看。)

这类“一个"之所以是语气词，有三个原因。首先，“一个"不能提到前

面名词前作定语，如上例(1)不能说成“李主任是天水人，爱看～秦腔”。其

次“一个’’前不独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或形容词。动词、形容词后的“一

个"作其定语不可能，作其状语或宾语皆违背句意，甚至不成话。再次，将

这种句末的“一个"略去，不影响句意。实际上人们在说话过程中不带出这

种“一个”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置句末只表达肯定、强调之类的语气而已。

三、出现的条件

句末“一个"经常出现，但并非句句皆有，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种

条件基本上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用于判断句末。如上“二”之例(1)、(2)、(3)。

(二)不能用于光杆形容词谓语句末。形容词后要么要有补语，要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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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音后缀，要么要有助词“着哩”。例如；

(1)乡里的天蓝得很～。(乡里的天蓝得很。)

*乡里的天蓝～。

(2)这路远的了得哩～。(这路远的不得了。)

*这路远～。

(3)兰兰越长越高了，看起来野刮刮的～。(兰兰越长越高了，看起来挺

吓人的。)

*兰兰越长越高了，看起来野～。

(4)给我的果子红丢丢的～。(给我的果子红红的，挺好看的。)

*给我的果子红～。

(5)再不要打电话了，娃娃乖着哩～。(再不要打电话了，娃娃乖着呢。)

*再不要打电话了，娃娃乖～。

(6)饭还热着哩～。(饭还热着呢。)

*饭还热～。

(三)用于过去时或完成时动词谓语句末，如果动词是进行时或将来时则

不能直接带“一个"，要带，前面须有语气词“哩”出现。

(1)我爹我妈到西固看我阿舅去了～。(我爹妈到西固看望舅舅去了。)

(2)那们的百合全卖完了～。(他们的百合全卖完了。)

(3)乡长们正开会着哩～。(乡长们正在开会呢。)

*乡长们正开会着～。

(4)明个天我要上医院去哩～。(明天我要上医院去。)

*明个天我要上医院～。

(四)前面没有数量词组。例如：

(1)摘了两筐子冬果。(摘了两筐子冬果梨。)

*摘了两筐子冬果～。

(2)早上吃了一碗牛肉面。(早上吃了一碗牛肉面。)

*早上吃了一碗牛肉面～。

第四节 疑问句

一、是非问旬

兰州话是非问句的明显特点是句末要加上“吗”、“哩吗"、“煞”、“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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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之类的语助词。谓语词性不同、时态不同，是否为反问句，皆影响到语

助词的使用差异。

(一)动词谓语句，一般要在旬末加语助词“吗"。例如：

(1)你听见了～?(你听见了吗?)

(2)那还没到学里去～?(他还没到学里去吗?)

如果动作指的是非过去时或非完成态的，则句末一般要加语助词“哩吗"。例

如：

(3)你到学里去～?

(4)明个天开会～?

如果无疑而问，即为反问句，或带有商量试探的语气，则句末一般要用

语助词“煞”。例如：

(5)你是昨个天从北京来的～?(你是昨天从北京来的吧?)

(6)那还没退休～?(他还没退休吧?)

(二)形容词谓语句，句末一般要加“着吗"或“着哩吗”。其中的

“着"是时态助词，读tsY，轻声。例如：

(1)今年乡里的雨水好～?(今年乡里的雨水充足吧?)

(2)你拜年去着，李处长高兴～?(你拜年去时，李处长高兴吗?) ·

如果无疑而问，即为反问句，则句末一般要用“着煞”或“着哩煞”。例如：

(3)茶还热～?(茶还热着吧?)

(4)姑娘干散～?(姑娘漂亮精明吧?)

二、特指问句

兰州话中的特指问句末一般要加语助词“煞”。加上“煞”后疑问语气显

得强一些。例如：

(1)上席里坐的是谁～?(首席坐的是谁?)

(2)你手里提的一卷卷子啥～?(你手里提的是一卷儿什么东西?)

(3)钥匙放到那达了～?(钥匙放到哪儿了?)

(4)为啥单单他不来～?(为什么只有他不来?)

(5)依你说哪个工作好～?(依你说哪个工作好?)

(6)这个路咨们这们远～?(这条路怎么这样远呀?)

非过去时或非完成态动词后面一般用“哩煞”。例如：

(1)这事情到个咨们做～?(这事情到底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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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楼上的暖气问题啥时候解决～?(我们楼上的暖气问题什么时候

解决呢?)

(3)人心坏了，谁敢管～?(人心坏了，谁还敢去管呢?)

(4)到哪达找个阴凉～?(到什么地方找个乘凉的地方呢?)

三、正反问旬

兰州话里的正反问句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判断句中，一般不用“是不是”的形式，而用“是⋯⋯吗不是”

(“⋯⋯"指表语)的形式。例如：

(1)他是少数吗不是?／他是少数吗不是少数?(他是不是回民?)

(2)这药是你吃的吗不是?／这药是你吃的吗不是你吃的?(这药是不是

你吃的?)

(二)一般动词谓语句中，肯定形式之后要加语助词“哩”或“哩吗”。例

如：

(1)今晚夕的《二进宫》还唱～不唱?(今晚的《二进宫》还唱不唱?)

(2)新买的房子你思谋着装修～不装修?(新买的房子你打算装修不装

修?)

(3)就剩下这几根了，你要～不要?(就剩下这几根了，你要不要?)

(4)明个天你出去～不出去?(明天你出不出门?)

(三)单音形容词的正反形式之间一般不加“吗”，如“好不好”、“大不

大”、“饿不饿’’等，形同普通话。多音形容词的肯定形式之后一般可加语助

词“吗”。例如：

(1)女婿娃麻利～不麻利?(女婿精悍不精悍?)

(2)王厂长说的话牢靠～不牢靠?(王厂长说的话可靠不可靠?)

(四)动词前有能愿动词时，一般不采用能愿动词的正反形式后加动词的

格式(如“会不会做”)，而采用能愿合成谓语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连用的格

式。例如：

(1)出院后能吃饭吗(／哩吗)不能吃饭?(出院后能不能吃饭?)

(2)这话到个应该说吗(／哩吗)不应该说?(这话到底应该不应该说?)

(3)算盘你会打吗(／哩吗)不会打?(你会不会打算盘?)

(4)同学们愿意报名吗(／哩吗)不愿意报名?(同学们愿意不愿意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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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择问句

同普通话一样，兰州话选择问句的后句以“还是”开头。兰州话选择问

句的特点体现在分旬末虚词的使用上，这种使用往往是前后相配套的。具体

可归结为四种情况：

(一)若为判断句，有两种格式。一种是前一分句末一定带上语助词

“吗"。例女日：

(1)这是国槐～，还是洋槐?(这是国槐，还是洋槐?)

(2)桑塔那是中国产的～，还是外国产的?(桑塔那是中国产的，还是外

国产的?)

(3)你要的是大红的～?还是缃色的?(你要的是大红色的，还是咖啡色

的?)

第二种格式全句为单句，中间用“吗是"衔接，不用“还"字。例如：

(1)你买的手扶是常州的吗是无锡的?(你买的手扶拖拉机是常州的，还

是无锡的?)

(2)黑饭吃的是面片子吗是拉条子?(晚饭吃的是面片儿，还是拉面?)

(3)你买的桃儿是个家的吗是挂下的?(你买的桃子是自家产的，还是批

发来的?)

这种格式实际上是第一种格式的紧缩句。紧缩过程中，将后一分句前

“还是"的“还"挤掉了。在实际交流中，经常用此而不用彼。

(二)如为一般动词谓语句，也有两种格式。如果是将来时，则前句之后

带语助词“哩吗”，后句之后带语助词“哩"。例如：

(1)你报兰大哩吗，还是报师大哩?(你报兰州大学，还是报西北师大?)

(2)明年种西瓜哩吗，还是种籽瓜哩?(明年种西瓜呢，还是种籽瓜呢?)

(3)先商量一下哩吗，还是就把话给上哩?(先商量一下呢，还是就把意

见说清楚?)

其中的“哩吗"有时也可说成“哩呀”，年轻女子往往做如是说。说话急

促一点，“哩吗”可省作“哩"。但“哩吗”是常式，是具有特征性的用语。如

果是非将来时，即过去时或现在时，则两分句之后都带有“着哩”。“着"读

tsY，轻声，可看作时态助词。“哩”是语助词。例如：

(1)是我哄你着哩，还是你哄我着哩?(是我欺骗你，还是你欺骗我?)

(2)在城里念书着哩，还是打工着哩?(在城里念书呢，还是打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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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上班走着哩，还是骑车子着哩?(你上班是步行呢，还是骑自行车
● ● ● ●

呢?)

例(1)不是判断句，其中的“是”可看作表强调语气的副词。

(三)形容词谓语句中有两种格式比较特别。一种是前后分句末都有“了

A”结构。其中“了’’读la，轻声；“A’’指形容词。例如：

(1)上夜大了好，还是上函授了好?(上夜大好呢，还是上函授好?)

(2)吃鸡蛋了香，还是吃肉了香?(PZ鸡蛋香，还是吃肉香?)

(3)赶滨河路走了远，还是赶白银路走了远?(从滨河路走远，还是从白

银路走远?)

(4)睡炕了舒坦，还是睡板床了舒坦?(炕上睡舒服，还是床上睡舒服?)

为使语气舒缓，在前句“A"后可加语助词“哩”或“呀”。其特点在于

不能丢掉“了”。此“了”不是过去时的标记。第二种格式是单句形式，句末

有“A1吗A2”结构。其中的“A1”、“A2”指两个反义形容词或一个形容词

的肯定式和否定式。例如：

(5)农民巷的菜贵吗贱?(农民巷的菜价贵，还是贱?)

(6)农民巷的菜便宜吗不便宜?(农民巷的菜便宜，还是不便宜?)

(7)门外头冷吗热?(门外边冷，还是热?)

(8)f-j外头冷吗不冷?(门外边冷，还是不冷?)

上面这两种格式的选择问句都表示的是一种高下优劣的比较意念。

一、宾语的前置

第五节 特殊语序

兰州话日常所用较短句子中宾语往往置动词前，在疑问句和祈使句中尤

其明显。例如：

(1)雨又下开了。(又下雨了。)

(2)洋芋才种上。(才种上洋芋。)

(3)果子将将摘完。(刚刚摘完果子。)

(4)茶喝了，饭没有吃。(喝了茶，没有吃饭。)

(5)袖子没套上就走了。(没套上袖子就走了。)

(6)饭吃了没有?(吃饭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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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脸洗了没有?(洗脸了吗?)
●

(8)面见过了吗?(见过面了吗?)
●

(9)酒喝煞!(喝酒吧!)
●

(10)菜下着吃j(下着菜吃!)
●

二、否定词及能愿动词置“把’’宇词组后

“不"、“没’’、“没有”之类的否定词及“能”、“该’’、“要”、“应当”、“情

愿"之类的能愿动词普通话置于“把”字之前，而不能放在“把”字之后，兰

州话一般放在“把"字词组之后。例如：

(1)把学校不修好，群众就有意见。(不把学校修好，群众就有意见。)

(2)把门不要锁住。(不要把门锁住。)

(3)把爹妈还没问一声，就跑到媳妇子的房子里去了。(还没把爹妈问一

声，就跑到媳妇的房子里去了。)

(4)那把学生没有骂过一声。(他没有把学生骂过一声。)

(5)我把这们几个字儿能写上。(我能把这样几个字儿写上。)

(6)把村上的账目该公布一下了。(该把村上的账目公布一下了。)

(7)把公家的事儿要诚心做好哩。(要把公家的事儿认真做好呢。)

(9)你把这们好的工作情愿辞掉吗?(你愿意把这样好的工作辞掉吗?)

三、时态助词“着”置宾语后

时态助词“着”t莘Y轻声可置宾语后，必须和语助词“哩”连用。例如：

(1)妈正在厨房里炒菜着哩。(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呢。)

(2)姑娘在兰大里上研究生着哩。(姑娘在兰大里正上研究生呢。)

(3)领导上正研究你的问题着哩，你再不要跑了。(领导正在研究你的问

题呢，你再不要跑了。)

(4)对门子的拾破烂着哩。(对门一家在拣垃圾呢。)

第六节 省 略

一、判断动词“是”的省略
’

兰州话中，“的”字词组作主语，判断动词“是”经常省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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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们家的老大上的清华。(他们家的老大上的是清华。)

(2)昨个天你们到兰园里看的啥戏?(昨天你们到兰园里看的是什么戏?)

(3)写的一套，做的一套。(写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4)身上穿的西装，嘴里拐的洋话。(身上穿的是西装，嘴里诌的是洋话。)

二、介词“到”的省略

介词“到”构成的介宾词组放在动词前表示所往。兰州话中介词“到’’经

常省略。例如：

(1)王书记北京出差去了。(王书记到北京出差去了。)

(2)兰兰学里去了没有?(兰兰到学校里去了没有?)

(3)那们两个街上浪去了。(他俩到街上玩去了。)

(4)屋里喝茶走!(到屋里喝茶去!)

(5)放假了家里来煞!(放假了到家里来!)

三、“再说”的省略

“再说”指的是“过几天再说”、“等我毕业了再说’’这类句子中的“再

说”这一状中词组。兰州话中“再说”可以省略，条件是在同一位置要加上

“了着”。“了"读b，轻声，是时态助词，表示前面的动作已经完成；“着’’读

t莘Y，轻声。例如：

(1)这个问题先不讨论，等到把底子摸清了着。(这个问题先不讨论，等

到把底儿摸清楚了再说。)

(2)“热头压山了，该走了。’’“你先走，我把这一行子薅出头了着。"

(“太阳落山了，该走了。"“你先走，我把这一行薅完了再说。")

(3)“你们坐火车哩吗坐飞机哩?”“等我跟王主任商量一下了着。"(“你

们坐火车，还是坐飞机?”“等我跟王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4)“这一本子书你买哩吗不买?”“等我翻着看一下了着。"(“这本书你

买不买?”“等我翻看一下了再说。”)

第七节 程度补语特点

兰州话的程度补语特点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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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很’’不用“极”

“很"这一表程度深的副词在兰州话中不作状语，只作补语。也就是说，

只能置于形容词后，不能置于形容词前。常说“香的～、臭的～、热的～、冷

的～、宽展的～、窄恰(狭窄)的～"等，而不能说“～香、～臭、～热、～

冷、～宽展、～窄恰”等。普通话常用程度副词“极”，兰州话中既不用它做

状语，也不用它做补语。

二、“直、麻、扁、酸、稀、咂"

这几个词均用在动词后作程度补语，表示施事者的感觉难受到了极点或

很高程度，相当于“坏"。一般来说，他们可以互换，不影响句意。例如：

(1)三天没吃上一顿饭，把人饿～了。(三天没吃上一顿饭，把人饿坏了。)

(2)又是刮风，又是下雪，把担担客们冻～了。(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把挑担叫卖的小贩冻坏了。)

三、“葬"与“葬晃"

这两个词中的“葬’’都读tsorJ。。，用在动词后表程度深，带有多而杂的意

思，具有明显的贬义性，可以互换。例如：

(1)何家的媳妇子上吊了，叫娘家人整～了。(何家的媳妇上吊自杀了，

娘家人把何家整了个一塌糊涂。)

(2)电影子一散，满个四处是石头瓦块，趸～了。(电影一演完，到处是

石头砖块，搞了个乱七八糟。)’

四、“了得哩”与“下的个’’

这两个词组都用于形容词后作补语，表示程度深。“了得哩”义同“不得

了”，其前的形容词必定带助词“的”。例如：

(1)外头冻的～，手都不敢伸出去。(外头冷的不得了，连手都不敢伸出

去。)

(2)新局长的阵势大的～，开车碾死人都没人管。(新局长的派头大的不

得了，开车碾死了人都没人敢管。)

“下的个"直接跟在形容词后，一般用于感叹句。例如：

(3)你不知道，这几年兰州一夏里热～!(你不知道，这几年兰州夏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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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了!)

(4)这个人日眼～!(这个人太糟糕啦!)

五、“说不成”与“没办法"、“没治”

这三个词组用于形容词后作补语，表示程度深，可以互换，前面一定要

有助词“着"t莘Y或“的”ti，后面往往有助词“了”b，一般用于感叹句。例

如：

(1)把你还能着～了!(你也太能了!)

(2)事情难的～了!(事情太难啦!)

(3)老王家的房子窄便着～了!(老王家的房子太窄小啦!)

(4)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日子难辛的～了!(几个月没发工资了，日子太

难过啦!)



方言志
第五篇 历史演变与内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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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演变

一种方言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兰州方言的形成也是如此。古代

没有录音设备，古人说的话我们无福聆听到一言半语。中国保存了世界上最

丰富的书面文化典籍，但它们基本上都是按先秦通语的凝固形式——文言文

或后世的通语写成的。我们未看到清代中叶以前用兰州方言写作的古代作品。

这就为考察兰州方言的历史演变过程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这一障碍

也存在于其它兄弟方言的研究路途中。全面系统地描写出兰州方言的历史演

变面貌虽然是不可能的，但通过披览文献，钩稽零星资料，充分利用今人有

关古代西北方言研究成果，窥见其一些踪迹则是可以的。

第一节 古音遗存与音变线索

一、古无轻唇音残存

古无轻唇音是清儒钱大昕的重要发现，已成为上古声类方面的定论。兰

州话个别字的读音还保留了这一特点。例如：

(1)“水阜河"的“阜”pu，。声母读重唇音P而不读轻唇音f。“水阜河"是

兰州市皋兰县一乡名。《说文》释“阜"为“山无石者"，即土山，与其地地

貌相契。“阜"中古为轻唇奉母字，依理今应读唇齿音f，之所以读双唇音P，

正是古无轻唇音的遗留。

(2)“中孚"的“孚”P‘u轻声声母读重唇音P‘，而不读轻唇音f。“中孚"

是临洮县一乡名，与兰州市相邻接。“孚”中古为轻唇敷母字，依理今应读唇

齿音f，之所以读双唇音P‘，也显然是古无轻唇音的遗留。地名易存古读，这

两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见系声母未舌面化残存

同普通话一样，兰州话tG、t9‘、9三声母是古代见系、精系两组声母在

细音前舌面化的结果。王力在《汉语史稿》中认为北京话见系的舌面化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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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舌面化要早些，也可能是同时，但在18世纪以前都已完成。在兰州话中

一些见系细音字至今尚未舌面化，仍保持着舌根音声母。这些字往往存在于

白读中。例如：

(1)不读tG声母，而读k声母：街kc。3(～道I上～)、解ke“(～开l～

板)、芥k￡。3(～末l辣～)、戒k￡ts(～指)。

(2)不读tG‘声母，而读k‘声母：敲k‘a。。(～钟l～打)、悭k‘an5。(～

辰f太～)、腔k‘3习。。(～子)。

(3)不读G声母，而读X声母：项x。日，3(～圈I～列式)、巷x3习，3(～道

子l井下打～)、鞋x￡。。(穿～I～袜)、瞎xat。(～子l眼睛～掉了)、下xa，s

(～去I坐～)、馘xan。，(盐～I太～)。

三、戈韵溪母宇仍保持合口特征

果摄戈韵(举平以赅上去)字在中古为合口字。其见母字，如“锅、果”，兰州

话同普通话一样，仍具合口特征；溪母字北京话皆已失去韵头U，读开口，而

兰州话却仍读合口，未变为开口。例如：“科窠棵颗”读k‘UYs。，“课”读k

‘UYl3。

四、“容荣瑞”等字尚未混入日母

“容锫溶蓉融"为中古喻四(以母)字，“荣嵘"为中古喻三(云母)字，

“瑞’’为中古禅母字，北京话皆窜人日母，与“惹如饶"等日母字同声母。兰

州话尚未发生这一音变。“容镕溶蓉融”读yn"与“用欲育”等喻四字保持

着同声母的特点。“荣嵘"读yn；。，与“永云"等喻三字保持着同声母的特点。

“瑞"读fei。。，与禅母字“睡谁"等保持着同声母的特点(兰州话莘声母在合

口呼前变为f)。

五、a系前后鼻韵尾明代已混

中古鼻韵母字在北京话中无论a系还是a系，都有n、rj前后鼻尾之分。兰

州话a系也有n，习前后鼻尾之分，而a系鼻尾已经混同，全变成了1'1韵尾。

所以，暗≠盎，前≠强，完≠王，而跟一耕，音一鹰，准=肿，运一用。这

一混同音变发生在什么时代，至今无人说明。我们认为至迟在明代已经完成

了这一音变。明人张位(1533年,--,1604年)在其《问奇集》中说：“秦晋红

为魂，⋯⋯东为敦。"明袁子让《字学元元》(1603年刊行)中也说：“秦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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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如吞，读东如敦，读龙如论，读红如魂，盖谬东韵于真文也”。秦即陕西。

兰州明属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从这一句话中当然还可得到一点音变信息。兰

州话中“论轮沦仑”诸字读撮口而不读合口，从袁子让所言“读龙为论”可

知，“论”等字当时仍读合口，尚未变为撮口。

六、明代已读“去”为“气”

明陆容(1436年～1494年)《菽园杂记》卷四云：“又如去字，山西人为

库，山东人为趋，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北人为处"。兰州明属陕

西布政使司临洮府。兰州人白读“去"为“气"t9‘i。。，这一音变至迟当在明

代发生。

七、隋唐“去声为入”

涉及兰州方言声调的最早记述首见于隋陆法言《切韵序》(601年)。“古

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

浊。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秦陇”指包括今兰州在内的西北

地区。其时“去声为入”，这是陆法言指出的秦陇方言调值的突出特征。若将

“为入”之“为”理解为“是”，则去入不分，皆以人声形式出现，显然有失

偏颇。此“为”与下句“似去”之“似’’当为互文见义，故此“为"应理解

为“似为”。这就是说，当时秦陇去入两调调值很接近，或者是许多去声字读

作入声。据清儒段玉裁考证，古无去声。黄侃、王力诸大师皆遵其说。隋唐

通语平上去人四声界域井然，而秦陇“去声为人”，显然当时兰州地区声调在

去入之分上较多保存了上古声调的特点。

第二节 零星古词遗存

有些古代词语今普通话已不使用，若使用，也只以成语成份或复音词语

素形式存在，但它们有可能在这个方言或那个方言中依旧服役。这就是古词

遗存。古词遗存是语言发展长河中的积淀，是各方言发展不平衡性的一种表

现。兰州方言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古词遗存，由之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兰州方言

的历史残貌。下面介绍一些比较常用、比较可信的遗存词语。

(1)褐：兰州话名词，读xY。。，解放前农民用羊毛织成的一种衣料，像粗

糙一点的呢子，颜色一般为驼毛色。单称这种织物叫“～子”。一般为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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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此词见于上古，例如：无衣无～，何以卒岁。(《诗·豳风·七月》)郑

玄《笺》：“～，毛布也。"“毛布"是兰州所言“～子”。上古丝织者为帛，麻

织者为布，毛织者为褐。褐最为便宜，为穷人和囚犯所穿。所以扬雄《解

嘲》说：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而傅。

(2)喱：兰州话动词，义为痛快地吃。例如：～了半斤包子I到馆子里～

了一顿。此词见于上古。例如：履虎尾，不～人，亨。(《易·履》)后世古

文一直袭用。例如：今反欲～我。(明马中锡《中山狼传》)

(3)逝：兰州话动词，义为往前跑。例如：这个人见利就望前～哩I快～

上去(快冲上去)l马看见前头人多，就不～了。此词见于上古。例如：子在

川上日：～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

利兮骓不～。(《史记·项羽本纪》)

(4)谩：兰州话动词，义为说些甜言蜜语或给点好东西，使对方高兴，即

为讨好而哄骗。“会～领导"，就是会讨领导喜欢。也可加“散’’，构成双音词

“谩散”，义同“谩”。“谩”见于上古。例如：单于尝为书(写信)嫂(戏

弄)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日：“臣愿得十万之众，横行

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太后，以哙言为然。布日：“樊哙可斩。夫以高帝三十

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且

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谣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

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汉书·季布传》)其中“面～"、“面谀”同

义对文。“谩、谀"与“阿吕太后"之“阿”皆指说吕后爱听之言而讨其好。

“谩"也可和“诎”连作“诎漫"使用。例如：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而不疑。

(屈原《九章·昔往日》)

(5)镘：兰州话动词，义为用泥涂物面使之平整。例如：～墙I～锅头

(泥锅灶)。谚语“稀泥～光墙”，喻指不讲原则，和事摆平。此词见于上古。

例如：～，谓之污。(《尔雅·释宫》)此“镘”亦借作“慢”。例如：郢人垩

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庄子·徐无鬼》)“垩"是石灰，“慢其

鼻端”即“～其鼻端”。

(6)衍：兰州话动词，义为因晃动，水、酒之类液体溢出来。例如：一

桶酱油～成半桶了f慢些走，碗里的开水～出来了。此词见于上古。例如：河

灾～溢，害中国也尤甚。(《史记·河渠书》)I曼天日旦，及尔游～。(《诗

·大雅·板》)《毛传》：“～，溢也。"

(7)世：兰州话动词，义为生。例如：聪明人是天～下的。J～下的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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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没出息)，娘老子有啥办法哩!此词见于上古。例如：故物损于彼者盈于

此，损盈成亏，随～随死。亦如人自～至老，貌色智态，亡日不异；皮肤爪

发，随～随落。(《列子·天瑞篇》)

(8)硕：兰州话形容词，读fY。。，义为大而美。例如：北山的洋芋～的很。

可形容钱多富足。例如：王家的生活就是～。解放前把有钱人称为“～家娃

子”。此词见于上古。例如：有美一人，～大且卷。(《诗·陈风·泽陂》)吉

甫作诵，其诗孔～。(《诗·大雅·崧高》)郑玄《笺》“其诗孔～’’云：“言

其诗之意甚美大。"《诗·卫风》所描写赞美的“～人"就是一位身材高大的

美人。上古“硕”也可单纯指大而不带美义。如《诗·魏风》所讥斥的“～

鼠”就是一例。

(9)颠顿：兰州话双音节形容词，指人思路不清或因年老而行走不稳。例

如：人老了，～了，出门不方便。也可以重叠说“颠颠顿顿”。“颠顿”见于

上古。例如：今学者无圣人之才，而不为详说，则终身～乎混溟之中，而不

知觉悟乎昭明之术矣。(西汉刘向《淮南子·要略》)其中“昭明”与“混

溟”反义对文，“觉悟”与“颠顿”反义对文。此“颠顿”不但有胡涂之义，

而且还有颠仆难进之趣，与今兰州话“颠顿”相契。后世古文中沿用。例如：

～狼狈，失其所操持。(韩愈《答崔立之书》)

(10)觳觫：兰州话形容词，读Xtl。。莘．L。，指比较肥大的物体抖动的样子。

例如：牛太热了，躺在地上～～的喘着哩I崖头～一动，就裂开了个口子。此

词见于上古。例如：王(梁惠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

“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若无罪而就死地。”

(《孟子·梁惠王上》)“觳觫”是叠韵联绵字，形容牛拉去挨刀前恐惧发抖的

样子。“觫”是入声字，今普通话读SU。。，与兰州读音有异，这是方音变化造

成的。

(11)年时：兰州话时间名词，义为去年。例如：～雨水多，今年旱坏了。

I尕张子是～三月份下岗的。此词见于中古。例如：～忆看花前醉，而今花落

人憔悴。(苏庠词《菩萨蛮》)记得～中酒后，直至而今。(赵长卿词《浪淘

沙》)近古沿用。例如：我～从京里来，价钱都一般。(元《老乞大》)

(12)投：兰州话副词，义为待，至，等到。例如：～你到汽车站时，他

早就到定西了I～毕业还得三年哩。此词见于中古。例如：～老心情非复昔，

当时山水故依然。(王安石诗《观明州图》)近古广泛使用。例如：～到孩儿

每来时，噌老两口儿先拜了坟者。(元杂剧《老生儿》剧三)～到年终，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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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买了。(元《老乞大》)

(13)划：兰州话副词，读ts‘an"义为只。例如：你～说的是个家(自

己)的优点，把人家的一点儿也没提l来的～是娘家的亲戚。此词见于中古。

例如：～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唐李廓诗《长安少年行》)～骑犊子不施

鞯，老迈犹堪学力田。(宋刘克庄诗《生日和竹溪再和》)

(14)旋旋：兰州话副词，义为渐渐。例如：麦子～黄了I光阴(生活)～

好起来了。此词见于中古。例如：歌声怨处微微落，酒气薰时～开。(唐自居

易诗《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空中斗起朵云头，～开来～收。(宋杨万里诗

《暮热游河池上》)

(15)晚夕：兰州话时间名词，义为晚上。例如：今～没月亮I三十～不

睡觉。“一～”义为整个晚上，整夜。例如：一～打麻将，一天价(白天)睡

大觉，教人没治了。此词见于近古。例如：早起～休离了，煎汤煮水，问候

着。(元《老乞大》)又是苦也，～怎地得去。(《水浒传》二十三回)

(16)拔：兰州话动词，义为在冷水里浸泡，使之变凉。例如：把苦苦菜

炸(煮)过后，放到冰水里～一下就不苦了I粉条子水里～的时节(时间)太

长就绵掉了。此词见于近古。例如：伙伴你将料捞出来，冷水里～着。(元

《老乞大》)

(17)央及：兰州话动词，义为央求，请求。例如：一个人顾不过来，快

去～几个人来帮忙J贾(现在)的人不给钱儿～不上。此词见于近古。例如：

他京里I瞄起身时节，那般磕头礼拜～我。(元《朴通事》)我先与你五贯铜钱，

～你就锅中替我安排些茶饭。(《水浒传》七十四回)“央及"近古也写作

“殃及"。

(18)折证：兰州话动词，义为争辩。例如：爷父(父子)两个～了半天，

谁也不听谁的I再不要～了，各把各的活做去。此词见于近古。例如：尽着他

放浪形骸，我可也万千事不～，则我只·t,,JL里忍耐。(元杂剧《争报恩》)你

办着一片志诚的心，可自有个峥嵘日。你是必休～，是和非。(元杂剧《儿女

团圆》)

(19)折辨：兰州话动词，义同“折证"。此词亦见于近古。例如：你两

家不须～高低。(元《老乞大》)近古也写作“折辩”。例如：荷花，你可怎生

不近前来～?(元杂剧《张天师》)

(20)争竞：兰州话动词，义为为小利益计较争辩。例如：老婆子们买菜

爱和菜贩子～I～了半天，还是没得上好处。此词见于近古。例如：这偌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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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要什么～。(元《老乞大》)远近亲戚闲杂人等，往来～，卖主一面承当

不词，并不干买主之事。(元《朴通事》)

(21)慕古：兰州话形容词，义为反应迟钝，糊涂，不聪明。一般写作

“木鼓”。例如：老王退休后不出门，越来越～了I这就是～人做下的～事。此

词见于近古。例如：四季相续，光阴暗把流年度。休～，人生百岁如朝露。

(金《董西厢》)包龙图往常断事曾着数，今日为官忒～。(《蝴蝶梦》)

第三节 由《方言》所见西汉方言词汇

一、地域界定

扬雄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卒于王莽新朝天风五年(18

年)，所著《方言》全称《辅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今见第一部集释

方言词语的专著，也是我们窥察上古兰州方言的最重要文献。《方言》所涉地

域甚广，称名除汉代实际地名外，还有汉代习用的秦以前的国名地名。东起

北燕朝鲜、东齐海岱、吴越东瓯，西至秦陇凉州、梁益蜀汉；北起燕赵、秦

晋北鄙，南至沅湘九嶷。所列区域往往大中有小，据方言词语的分布广狭而

冠之大区域名或下属小区域名。打个比方，如某词在西北通用，则冠以“西

北”，某词只在甘肃通用，则冠以“甘肃"；某词只在兰州通用，则冠以。兰

州”。如将“兰州方言”不是限定为与“天水方言”、“西安方言”之类相对比

的产物，而是确定为与普通话相对比的产物，则其方言词不只包括冠以“兰

州”的，也应包括冠以“甘肃”和“西北”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方

言》所胪词语，如冠以如下地域名称的，皆有可能为西汉末今兰州地区的方

言词语：凉州西南之间、雍凉之西郊、西陇、秦晋之西鄙自冀陇而西、自关

而西陇冀以往、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自关而西秦陇之间、周晋秦陇、秦之西

鄙、秦、西秦、秦晋、秦晋之郊、关西、自关而西、自关之西、关之东西。下

面我们将这些地区的方言词汇条文移录以示。为便解读，对一些字词在圆括

号内适当注音释义。若引晋郭璞原注，则标明“郭璞注”三字。至若“秦晋

之间"、“秦晋之北鄙”、“秦晋之故都”、“秦晋中土"、“秦邻之间”、“三辅”、

“秦之旧都”、“秦汉之间”等地域虽与今西北有关，但排除了今兰州地区，其

方言词语我们一概不予收列。



历史演变·由《方言》所见西汉方言词汇

二、词汇条文

(1)腭、谲，诈也。凉州西南之间日“膀”。

(2)倚、跨(qi)，奇也(郭璞注：奇偶。)⋯⋯雍凉之西郊，凡兽支体不

全者谓之“踌"。

(3)车枸篓，⋯⋯西陇谓之“椿”(b爸n)。

(4)秦晋之西鄙、自冀(郭璞注：冀县，今在天水。)陇而西使犬日

“哨”。

(5)搋(yin9)、膂Off)、贺、腾，儋(dan)也。⋯⋯自关而西陇冀以

往谓之“贺”，凡以驴马、骆驼载物者谓之“负他”，亦谓之“贺”。

(6)熬、炒、煎、惫(bi)、巩，火干也。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关

西陇冀以往谓之“惫”。

(7)鸨鸱(k丘n dan郭璞注：鸟似鸡，五色，冬无毛，赤倮，昼夜鸣。)⋯⋯

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鹃(h6)鸱”。

(8)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

(9)叟、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或谓之“艾"。周

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

(10)膊、晒、唏，暴也。东齐及秦之西鄙言相暴修为“膊”。

(11)傺、眙，逗也。南楚谓之“傺"，西秦谓之“眙”。(郭璞注：“逗”，

即今“住"字也。“眙”谓注视也。“西秦”，酒泉、敦煌、张掖是也。)

(12)虔、儇，慧也。秦谓之“谩”。

(13)娥、嫡，好也。秦日“娥”。

(14)台、胎、陶、鞠，养也。晋卫燕魏日“台"，陈楚韩郑之间曰

“鞠”，秦或日“陶”。

(15)悼、怒、悴、愁，伤也。⋯⋯秦谓之“悼”。

(16)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日“逞”，楚日“苦”，秦日“了"。

(17)瘼、瘕，病也。⋯⋯秦日“瘿"(chin)。

(18)缗、绵，施也。秦日“缗”，赵日“绵"。

(19)够蛱，齐谓之“螟蟪”，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秦谓之

“够蚨”。

(20)郁、悠、怀、怒、惟、虑、愿、念、靖、慎，思也。⋯⋯秦晋或日

“慎”，凡思之貌亦日。慎”，或日“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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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嫁、逝、徂、适，往也。⋯⋯“逝”，秦晋语也。

(22)抵、傲，会也。雍凉之间日“抵”，秦晋亦日“祗”。

(23)钊、薄，勉也。秦晋曰“剑”，或日“薄”，故其鄙语日“薄努”，犹

勉努也。

(24)腠(rdn9)：盛。傻、浑、脾、腹、懈、泡，盛也。⋯⋯秦晋或日

“膣"。

(25)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日“绫”，秦晋日“靡”。

(26)茫、矜、奄，遽也。吴扬日“茫"，陈颖之间日“奄”，秦晋或日

“矜”，或日“遽”。

(27)予、赖，雠也。南楚之外日“赖”，秦晋日“雠”。

(28)卷(jihn)、展，难也。⋯⋯荆吴之人相难谓之“展”，若秦晋之言

相“惮”矣。

(29)铪(hcin)、龛，受也。⋯⋯受，盛(ch6n9)也，犹秦晋言“容

盛”也。

(30)痴、嗌，噎也。(郭璞注：皆谓咽痛也。)楚日“痴”，秦晋或日

“嗌”(ai)，又日“噎”。

(31)诬、诡，与也。吴越日“诬”，荆楚日“淹与”，犹秦晋言“阿与”。

(32)蹇、妯，扰也。人不静日“妯”，秦晋日“蹇”，齐宋日“妯”。

(33)铺颁，索也。东齐日“铺颁”，犹秦晋言“抖薮"也。

(34)参、蠡，分也。齐日“参”，楚日“蠡”，秦晋日“离”。

(35)痴、披，散也。东齐声散日“痴”，器破日“披”。秦晋声变日

“痂’’，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谓之“癫”，器破而未离谓之“璺”。

(36)痣(yi)、谛，审也。齐楚日“痣”，秦晋日“谛”。

(37)抠揄，旋也。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

揄”。

(38)缰(醇ng)、筵(tin9)，竞也。秦晋或日“缰”，或日“竟”，楚日

“筵”。

(39)搁(yhn)、业¨(qi色)，续也。秦晋续折谓之“搁”，绳索谓之“业¨”。

(40)爰、嗳(huhn)，恚也(郭璞注：谓悲恚也。)。楚日“爰”，秦晋曰

“暖”，皆不欲应而强答之也。

(41)谆憎，所疾也。宋鲁凡相恶谓之“谆憎”，若秦晋言“可恶”矣。

(42)皮傅、弹俭(qidn)，强也。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东齐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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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之间日“弹俭”。

(43)东南丹阳会稽之间谓“磋’’为“榷”(1i)，“泔”谓之“箨”，“箨”

谓之“筏”。筏，秦晋之通语也。

(44)迹迹、屑屑，不安也。(郭璞注：皆往来之貌也。)江沅之间谓之

“迹迹”，秦晋谓之“屑屑”，或谓之“塞塞’’，或谓之“省省”，不安之语也。

(45)颔、颐，颌也。南楚谓之“颔”，秦晋谓之“颐"。颐，其通语也。

(46)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或谓之“妒蝗"，或谓之“蜥易”。

(47)眉、黎、耋、鲐，老也。东齐日“眉”，⋯⋯秦晋之郊、陈兖之会

日“翥鲐”。

(48)蛋(y五)、械(jian)、盏、温(fan)、闻(xi矗)、盗(ydng)、鹰

(m6)，杯也。⋯⋯秦晋之郊谓之“盈”。

(49)腼(色r)、饪、亨、烂、糟、酋、酷，熟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日

“腼”。

(50)斟、协，汁也。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日斟。自关而东日“协”，关西

日“汁’’。

(51)裤，齐鲁之间谓之“祷"(qidn)，或谓之“栊”。关西谓之“裤”。

(52)缟(jfi郭璞注：汲水索也。)，自关而东周洛韩魏之间谓之“绠"，或

谓之“络”。关西谓之“缟绠"。

(53)槌(郭璞注：丝蚕薄柱也。)，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

其横关西日“械"(znn)。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栉”(dai)，齐部谓之

“待”(zhdi)，所以悬栉，关西谓之“绘”(1ian)。

(54)貔(pi)，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貅”(1di)，⋯⋯关西谓之“狸”。

(55)獾(huan)，关西谓之“貉”(tuan)。

(56)箭，自关而东谓之“矢"，⋯⋯关西日“箭"。

(57)盾，自关而东或谓之“骸’’(托)，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

(58)轮，韩楚之间为之“软”(da)，⋯⋯关西谓之“辍”(zSn9)。

(59)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日“逆”，自关而西或日“迎”，或日

“逢"。

(60)奕、傈(y色)，容也。自关而西凡美容谓之“奕’’，或谓之“僳”。

(61)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日“苏”，自关而西或日“草”，或日

“芥”。

(62)凡草木刺人，北朝鲜之间谓之“荣”，或谓之“壮一。⋯⋯自关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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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刺”。

(63)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

⋯⋯自关而西谓之“毒”。瘌，痛也。

(64)逞、晓、佼、苦，快也。自关而东或日“晓”，或日“逞”。⋯⋯自

关而西日“快”。

(65)揠、擢、拂、戎，拔也。自关而西或日“拔”，或日“擢”。

(66)汗濡⋯⋯自关而西或谓之“祗稠’’(di dao)。

(67)檐榆(chdn yfi宽大的直筒袖便衣)，江淮南楚谓之“谴榕"，自关

而西谓之“檐榆”，其短者谓之“桓(shfa)榆”(短的“檐榆”)。以布而无缘，

敝而线之，谓之“褴褛99 o自关而西谓之“杭掘(chbng jue)，其敝者谓之

“缴”(zhi)。

(68)扉、屦、粗，履也。徐兖之郊谓之“扉”(fei)，自关而西谓之

“屦”。中有木者谓之“复舄”，自关而东谓之“复屦”。

(69)釜，自关而西谓之“釜”，或谓之“钹”。

(70)箸筒，⋯⋯自关而西谓之“桶桅”(sbng)。

(71)蓉瓤(qi)谓之“盎”。自关而西或谓之“盆”，或谓之“盎”。其小

者谓之“升瓯”。

(72)瓶(bian)，陈魏宋楚之间谓之“题”(ti)。自关而西谓之“瓶”，其

大者谓之“瓯”。

(73)所以注斛(郭璞注：盛米谷泻斛中者也。)，陈魏宋楚之间谓之

“篙”，自关而西谓之“注"。

(74)扇，自关而东谓之“篷”(sha)，自关而西谓之“扇”。

(75)饲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裢(yan)囊”，或谓之“裢篼”，或谓之

“楼篼”。

(76)钓(郭璞注：悬物者。)，宋楚陈魏之间谓之“鹿觞”(醇)，或谓之

“钓"。自关而西谓之“钓”，或谓之“镄”(wei)。

(77)佥(郭璞注：今连枷，所以打谷者。)⋯⋯自关而西谓之“椿"

(bang)，或谓之“梯”(fta)。

(78)刈钩，⋯⋯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镰”(1idn)，或谓之

“锲”。

(79)薄，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蔷”，或谓之“麴990自关而西谓之

“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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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槌(郭璞注：丝蚕薄柱也。)，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自关

而西谓之“槌”。

(81)簟(dian)，宋魏之间谓之“笙"，或谓之“篷菡”，自关而西谓之

“簟"，或谓之“菥”(zhi)。

(82)符篇(h6ng tang)(郭璞注：似篷蘸，直文而粗。)，自关而东周洛

楚魏之间谓之“倚佯99 0白关而西谓之“符管”，南楚之外谓之“管”。

(83)掩、索(su6)，取也。自关而东日“掩”，自关而西日“索”，或日

“狙"。

(84)布谷，自关而东梁楚之间谓之“结诰"，⋯⋯自关而西或谓之“布

谷"。

(85)尸鸠，⋯⋯东齐海岱之间⋯⋯或谓之“戴胜”。⋯⋯自关而西谓之

“服鹬’’(f／a)，或谓之“鹪(亿)鹞"。

(86)桑飞(郭璞注：即鹪鹩也，又名鹪骘也。)，自关而东谓之“工爵”，

⋯⋯自关而西谓之“桑飞"，或谓之“憔爵”。

(87)鹂黄，自关而东谓之仓庚。自关而西谓之“鹂黄”(郭璞注：其色

黧黑而黄，因名之。)，或谓之“黄鸟”，或谓之“楚雀”。

(88)三刃枝(郭璞注：今戟中有小孑刺者，所谓雄戟也。)⋯⋯其柄自

关而西谓之“秘”(bi)，或谓之“殳"(shfa)。

(89)剑削，自河而北燕赵之间谓之室，⋯⋯自关而西谓之“裨"(bi)。

(90)车纣，自关而东周洛韩郑汝颍而东谓之“鳅"(即“缯”)，⋯⋯自

关而西谓之“纣"。

(91)车钮(gang，车毂中的铁圈。)，齐燕海岱之间谓之“锅”，⋯⋯自关

而西谓之“钮’’，盛膏者乃谓之“锅”。

(92)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

(93)户钥，自关之东陈楚之间谓之“键”，自关之西谓之“钥"。(周祖

谟注“自关之西”之“之"说：慧琳音义引作“而”，戴本作“而”与慧琳音

义合。)

(94)苏亦荏也。关之东西或谓之“苏’’，或谓之“荏”。

(95)竿(feng)、荛；芜菁也。陈楚之郊谓之“竿"，⋯⋯关之东西谓之

“芜菁"。

(96)迨、迟(ta)，及也。东齐日“迨”，关之东西日“迟”，或日“及”。

(97)禅(dan)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襟”(di6)，关之东西谓之“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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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98)纲(1ifing)、续(shufing)，绞也(郭璞注：谓履中绞也。)。关之东

西或谓之“纲”，或谓之“续”。

(99)辖(gu丘n)、软(da)，铄铺(dub)也。关之东西日“辖”，南楚日

“软”。

(100)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狼”，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

“豕”。

(101)蔽膝，江淮之间谓之“神”(w否i)，⋯⋯自关东西谓之“蔽膝”。

(102)案，陈楚宋魏之间谓之“杩”，自关东西谓之“案”。

(103)杯箔(1u6郭璞注：盛杯器笼也。)，陈楚宋卫之间谓之“杯箔”，又

谓之“豆笤”，自关东西谓之“杯箔”。

(104)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

(105)翱、幢，翳也(郭璞注：舞者所以自蔽翳也。)。楚日“翱”，关东

关西皆日“幢”。

三、演变情况

如上105条涉及今兰州地区西汉末方言词145个。经两千年漫长岁月的

语言演变，它们或存或亡，或转或易，验之以今兰州话，大致可分为三类情

况。

第一类：仍然作为兰州方言词活跃在兰州话中。(4)言使犬日“哨”，

(2)言往为“逝”(如“往前～”)，(39)言续绳索为“划”(今读“截”，如

“把断了的绳～上")，(91)言毂中铁圈为“钮”(gang)，皆为此类，共4词。

第二类：已由古方言词变成了今普通话词汇(部分只作书面语使用)，当

然大多数也存活于今兰州话中。(5)言儋(今作“担”)为“贺”(今作

“荷”)，(8)所言“蝙蝠”(兰州话中“蝙”读[pie。。]，音有转移)，(9)言叟

为“公”或为“翁”，(13)言好(女子貌美)为“娥”，(15)言伤为“悼”，

(27)所言“雠”，(30)言咽痛为“嗌”，(33)言索为“抖薮’’，(34)言分为

“离”，(35)言器破而未离为“璺”，(36)言审为“谛”，(41)言所疾为“可

恶"，(43)言箨为“筏”，(45)言颔为“颐”，(50)所言“汁"，(51)所言

“裤”，(56)所言“箭”，(57)所言“盾”，(60)言美容为“奕”，(61)所言

“草”、“芥”，(62)所言“刺”，(63)所言“毒"(今言“中毒")，(64)所言

“快"，(65)所言“拔"、“擢”，(68)言履为“屦”，(69)所言“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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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钹"(后世均作“釜”)，(71)言罄魉为“盆"、为“盎"，(72)言大觑为

“瓯”，(74)所言“扇"，(76)所言“钓”，(84)所言“布谷”，(90)言缯为

“纣”，(92)言舟为“船”，(95)所言“芜菁”，(96)所言“及"，(102)所

言“案"，皆为此类。此类中有些词古今用字有了变化。(1)言诈为“胳”

(“腭"今写作“狡”，作“狡诈"、“狡猾"之类双音词的语素)，(5)言驴马

骆驼载物为“负他”(“负他”即“负驮”，今单说“驮”)，(6)言火干为

“惫"(今作“焙”)，(10)言暴修(“谬”通“戮”)为“膊’’(今作“搏")，

(29)言盛(ch6n9)为“容盛"(今言“盛”)，(31)所言“阿与"(今作“阿

谀")，(35)言声变为“痈”(今作“嘶”)，(46)言守宫为“蜥易”(今作

“蜥蜴”)，(60)言美容为“僳’’(今作“冶”)，(78)言刈钩为“镰’’(今作

“镰’’)，(83)言取为“索"(4-作“索’’)，(87)言鸽鹧为“鹂黄”(今作“黄

鹂”)，(97)所言禅衣(无里之衣。今作“单衣”)，皆属这种情况。此类共54

词。

第三类：今既不言于兰州话，也不用于普通话，少数残存于其他方言中，

绝大多数已成了死亡了的词汇。(2)言兽肢体不全日“踌”，(3)言车枸篓

(今作“车轱辘”)为“格”，(7)言鸨鸱为“鹗鸱”，(11)言逗(住)为

“眙’’，(12)言慧(聪明)为“谩”，(14)言养为“陶”，(16)言快(愉快)

为“了”(今存陕西关中方言)，(17)言病为“瘿"，(18)言施为“缗"，

(19)言蟪蛄为“够蛱”，(20)言思为“慎”，(20)言思之貌为“慎”，或为

“怒”，(22)言会为“柢”，(23)言勉为“剑”，(23)言勉努(努力)为“薄

努"，(25)言布帛之细者为“靡”，(26)言遽(it)为“矜”，(28)言难

(诘难)为“惮”，(32)言扰为“蹇"，(35)言器破而不殊，其音为“痈”，

(37)言凡物树稼早成熟为“旋"，(38)言“竟"为“缰”，(39)言续折为

“搁”，(40)言不欲应而强答之为“暖”，(42)言非其事为“皮傅’’，(44)言

往来不安之貌为“屑屑”、或为“塞塞”、或为“省省”，(46)言蜥蜴为“守

宫”，为“妒蝗”，(47)言老为“肴鲐"，(48)言杯为“盔"，(49)言熟为

“腼”，(52)言汲水索(井中打水的绳子)为“缟绠”，(53)言丝蚕薄柱横杆

为“楸”，(53)言丝蚕薄柱为“绘”，(54)言貔为“狸”， (55)言獾为

“编"，(58)言轮为“辍”，(59)言迎为“逢”，(66)言汗濡(：}--t衣)为“祗

稠"，(67)所言“檐榆’’、“桓榆"、“杭裾”、“缴"，(68)言中有木之屦为

“复舄”(复鞋)，(70)言箸筒(装筷子的筒儿)为“桶桅"，(71)言盎小者

为“升瓯”，(72)所言“觑”，(73)言往斛中泻米谷器具为“注”，(75)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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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马橐为“裢囊”、或为“裢篼”、或为“楼篼”，(76)言悬物之钩为“锹”，

(77)言佥(连枷)为“桔”(棒)、或为“拂”， (78)言刈钩(镰刀)为

“锲”，(79)所言“薄”，(80)所言“槌”，(81)所言“簟”、“菥”，(82)所

言“符簏”，(83)言取为“狙”，(85)言尸鸠为“服鹬”、“鹪鹬”，(86)所

言“桑飞”、“懒爵(雀)”，(87)言鸽鹧为“黄鸟”、“楚雀”，(88)言雄戟之

柄为“秘”、或为“殳”， (89)言剑削(鞘)为“稗”， (91)所言“锅”，

(93)言户钥为“钥”，(94)所言“苏”、“荏”，(96)言及为“迟”，(98)所

言“纲’’、“续”，(99)言铄铺为“辖”， (100)言猪为“彘”、为“豕”，

(101)所言“蔽膝”，(103)言盛杯器笼为“杯箔”，(104)言虎为“伯都”，

(105)言舞者用于自我掩蔽之具为“幢”，皆为此类，共87词。

如上三类中，第一类占3％，第二类占37％，第三类占60％。可见方言

词在二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变化是很大的。存者为1／3，亡者占2／3，而存者

中绝大多数已成了普通话词汇。

第四节 由《说文》所见东汉方言词汇

一、概 况

许慎(约58年～约147年)著《说文解字》始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

(100年)，竞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历时21年。据我们统计，《说文》一

书中，许慎在145字下谈到了各地方言词语。今依上节“地域界定"之例抽

列可能为今兰州地区方言词之记述32条，并在圆括号内适当注音释义。

二、词汇条文

(1)陇西谓犬子为“犹”。

(2)凉州谓粥为“鬻(mi6)。

(3)秦名土釜(即今之砂锅)日“群”(gu6)。

(4)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

秦谓之“笔”。

(5)眄，目偏合也，一日衰视也，秦语。

(6)雅，楚乌也，⋯⋯秦谓之“雅”。

(7)箱，饭笛(jd)也。⋯⋯秦谓笛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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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秦人谓相谒而食麦日“惚铠"(w色n wen)。

(9)舜，草也，⋯⋯秦谓之“蔓”，蔓地连华。

(10)榱，秦名为“屋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

(11)枵(wfi)，所以涂也，秦谓之“枵”，关东谓之“栈"。

(12)衰(su6)，草雨衣，秦谓之“萆”(bi)。

(13)广(w6i)，仰也。⋯⋯一日屋相(1矗)，秦谓之“桷”，齐谓之

黔，黎也。⋯⋯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

蛤(驴)，蜃属，有三，皆生于海。千岁化为蛤。秦谓之“牡厉”。

蛩(qibng)，蛩蛩，兽也。一日秦谓蝉蜕日“蛩"。

埂，秦谓坑为“埂”。
’

陈，秦谓陵阪日“陬”。

晓(qiang)，秦晋谓儿泣不止日“晓”。

辟(zai)，益梁之州谓聋为“弹’’，秦晋听而不闻、闻而不达谓之

(21)娥，帝尧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晋谓好(女子貌美)日“蛭娥”。

(22)婴(kui)，娓也。⋯⋯秦晋谓细为“婴”。

(23)螨(rui)，秦晋谓之“螨’’，楚谓之“蚊”。

(24)逆，迎也。⋯⋯关东日“逆"，关西日“迎”。

(25)篇，书也。一日关西谓榜日“篇"(通“扁”，今作“匾”)。

(26)踞(jfl)，北方谓鸟腊(干肉)日“踞”。

(27)私，⋯⋯北道名禾主人日私主人。(段玉裁注：北道，盖许时语，立

乎南以言北之辞。)

(28)盎(m6ng)，北方谓地空，因以为土穴为盆户。(段玉裁注：因地之

孔为土屋。《广雅》：盎，窟也。)

(29)鲞(zha)，藏鱼也。南方谓之“黔”，北方谓之“羞"。

(30)螭(chi)，若龙而黄，北方谓之“蝼”。

(31)蓠(f色i)，周成王时州靡国献讶，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唇掩其

目。食人，北方谓之“土蝼”。

(32)卤，西方碱地也。⋯⋯安定(郡名，辖境在今甘肃景泰、靖远、会

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一带。东汉治所安定，

在今甘肃泾川北。)有卤县。东方谓之“廖”，西方谓之“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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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变情况

上列32条，计有32词。验之以今兰州话，大致可分为两类情况。

第一类，今已成普通话词(有些只用于书面语)，当然大多也用于今兰州

话。(3)言土釜为“胖"(今写作“锅")，(4)所言“笔"，(5)所言“雅’’

(今写作“鸦’’)，(7)所言“箱”(今写作“筲”)，(10)言榱为。“屋椽"，

(14)言民为“黔首”，(15)言蛤为“牡厉”，(18)言陵阪为“陈”(今作

“坻”)，(23)言蚊为“蚋"，(24)所言“迎”，(25)所言“篇"(匾)，(32)

言西方碱地为“卤”，皆为此类，共12词。

第二类，既不见于今兰州方言，也不用于今普通话，已成了死亡了的古

代方言词。 (1)言犬子(小狗)为“犹"， (2)言粥为“鬻”， (5)所言

“眄”，(8)言相谒而食麦为“偬铠”，(9)言舜草为“蔓”，(11)所言“枵”，

(12)言草雨衣为“萆”，(13)所言“桷”，(16)言蝉蜕为“蛩"，(17)言坑

为“埂"，(19)所言“哓”，(20)所言“眸”，(21)言好为“烃娥”，(22)言

细为“婴”，(26)言鸟肉干为“腮”，(27)言禾主人为“私主人”，(28)言

窑洞为“地空”，(29)言藏鱼为“羞”，(30)言螭为“蝼”，(31)所言“土

蝼”；皆为此类，共20词。

上列第一类为今存者占1／3，第二类为今已亡者，占2／3。比例与上节

《方言》中情形吻合。可见今兰州地区汉代方言词大都已经消亡。

第五节 由郭璞注文所见魏晋方言词汇

一、概 况

研究魏晋方言词汇的最重要材料当推郭璞的《方言注》与《尔雅注》。郭

璞字景纯，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卒于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

年)。郭博学多闻，注汉扬雄《方言》与古籍《尔雅》时多以各地方言证之。

兹依上第四节“地域界定”例稽得有关兰州方言词汇记述18条(为便识读，

我们在圆括号内适当注音释义)，其中见于《方言注》的11条，《尔雅注》的

7条，共得方言词20个。

二、词汇条文

(1)《方言》：庸谓之儆(sbn9)，转语也。郭璞注：儆犹保儆也。今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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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懒为“儆”。

(2)《方言》：娥、婉，好(女子貌美)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

嫱(mido)。郭璞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姑”。

(3)《方言》：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咣喂’’(qihng li￡mg)。郭璞注：今关

西语亦然。

(4)《方言》：虔、刘、惨、j；}lc(1in)，杀也。郭璞注：今关西人呼打为

“拊”。 ．

(5)《方言》：裙，陈魏之间谓之帔(pi)，自关而东或谓之“摆”(b吾i)。

郭璞注：今关西语亦然。

(6)《方言》：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日抱，雀子及鸡雏皆谓之彀(ga)。

郭璞注：关西日“彀"。

(7)《方言》：扬越之郊凡人相侮以为无知谓之弭(n色)。晖，耳目不相信

也，或谓之斫(zhu6)。郭璞注：“斫"，顽直之貌，今关西语亦皆然。

(8)《方言》：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崎。⋯⋯其小者谓之麦蛰。

郭璞注：如蝉而小，青色。今关西呼“麦蟹”(ji龟)。

(9) 《方言》：马炫(xian)。北燕谓之蛆蜾(q6)。其大者谓之马蚰

(zhti)。郭璞注：今关西云“马蛭’’。(“关西云’’后“马蛭”二字据周祖谟校

增。)

(10)《方言》：筑里，匹也。郭璞注：今关西兄弟妇相呼为“筑里”。

(11)《方言》：茫、矜、奄，遽也。吴扬日“茫”。郭璞注：今北方通然

也。

(12)《尔雅·释草》：薜菪、英芜。郭璞注：英，明也。叶黄锐，实如山

茱萸。关西谓之“薜菪"(jig gbu)。

(13)《尔雅·释草》：莲蒴(zh6 tang)，马尾。郭璞注：《广雅》日：马

尾，蒿陆。《本草》云：别名蒴。今关西亦呼为“蒴”。

(14)《尔雅·释草》：荣(c色)，刺。郭璞注：草刺针也。关西谓之“刺”，

燕北朝鲜之间日荣。

(15)《尔雅·释木》：扭檬(niu yi)。郭璞注：似棣，细叶。叶新生可饲

牛，材中车辆。关西呼“杠子一，一名“土檀”。

(16)《尔雅·释兽》：罴，如熊，黄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

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日“缎(jia)罴"。

(17)《尔雅·释兽》：鼢(shi)鼠。郭璞注：形大如鼠，头似兔，尾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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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关西呼为“鼠句”(qfl)。

(18)《尔雅·释草》：莞(huan)，苻蓠，其上蒿(K)。郭璞注：今西方

人呼蒲为“莞蒲”。蒿谓其头台也。今江东谓之苻蓠，西方谓之“蒲中茎”。

三、演变情况

如上18条有方言词20个。验之以今兰州话，可分为两类情况。

第一类，今仍存于兰州话，有些已成了普通话词汇。(10)言兄弟妇相呼

为“筑里”，今兰州话音义全合。北京话作“妯娌”。兰州话读“筑”，而不读

“妯99 o (1)言懒为“儆”，今兰州话作“厩”，读阳平，音有变化。而且

“辰"的词义范围扩大，不光指懒，也指其它不良行为。(4)言打为“摊”，今

音有一定变化，读[1yn。，]，而不是[1in。。]。(8)言小蝉为“麦鲢”，今音有

变化，写作“蚂蚱”，已成普通话词汇。(11)言遽为“茫”，今写作“忙”，音

义全合，已成了普通话词汇。(14)言草刺针为“刺”，今音义全合，已成了

普通话词汇。此类计有6词。

第二类，今已从兰州话中消失，普通话中也不见用，已成了死亡了的历

史方言词汇。(2)言好为“姑”，(3)言啼极无声为“晓哏”，(5)言裙为

“摆”，(6)言雀子鸡鸲为“彀”，(7)言顽直之貌为“斫”，(9)言马炫为

“马蛭”，(12)言英芜为“薜菪”，(13)言莲蒴为“薅’’，(15)言桠檬为“杠

子’’，或为“土檀”，(16)言罴为“缎罴”，(17)言鼯鼠为“鼬”，(18)言蒲

为“莞蒲”，言蒲之蒿为“蒲中茎”，皆为此类，计有14词。

如上第一类占1／3，第二类占2／3，比例与上第三、四节所述《方言》、

《说文》中情形吻合。可见，魏晋兰州方言词汇存留至今的也是少数。

第六节 从藏汉对音所见唐代声韵系统

一、根 据

从佛经藏汉对音观察包括兰州在内的唐代西北方音的重要文献是罗常培

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上海)。罗常培所据材料为敦煌石室四种残

卷：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金刚经》、

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新唐书·吐蕃传》载，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吐

蕃攻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次年“人大震关，攻取兰、河、鄯、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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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于是陇右地尽亡”。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平定瓜、

伊、甘、肃、兰等十州，陇右复归唐。罗常培认为上述四种残卷“大概都是

吐蕃占据陇西时代为学习汉语的方便而作的，所以应该是唐代宗广德元年

(763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7年)之间的东西。从发见的地域看，它们

所译写的语言似乎就是当时沙州或沙州附近流行的方音。”罗常培将之声韵系

统作了归纳，称之为“唐五代西北方音”，并用兰州、平凉等西北六个点的现

代方音作了纵向对比，找到了许多渊源关系。7从四种残卷藏汉对音归纳出来

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虽然非当时兰州方言所独有，但肯定包含了当时兰州

方言的基本语音特点。这不光是罗常培作如是观，而且从多种资料可知，古

代陇右(或称“陇西”)一带属于同一次方言区，音系方面内部差异不会太大。

因此从藏汉对音所归纳的声韵系统可大致窥见唐代兰州方言声韵系统。

二、声母系统及其特点 ，

(一)大体上讲，共有29个声母，兹与《切韵》音系声类对比如下：

P：邦

P‘：滂、非、敷

b：并、奉

’b：明、微

m：明(在一n、一矗前)

t：端

t‘：透

d：定

’d：泥

n：泥(在一矗、一m前)

l：来

c：照、知

C‘：穿、彻

j：澄

S：审、禅、床

Z： 日

，

j：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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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精

ts‘：清

dz：从

S：心、邪

k：见

k‘：溪

g：群

’9：疑

·：影

h：晓、匣

Y：喻三开、喻四开合

’w：喻三合

(二)与《切韵》音系声类系统比较起来，有如下特点：

1、舌上音混入正齿音。

2、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即没有庄章二组之分别。

3、全浊禅、邪、匣三母(皆浊擦音)变入清音审心晓三母(皆清擦音)。

4、全浊床母大部分由全浊禅母变为清音审母，舌上音全浊澄母却变为正

齿音照母的全浊(本来床母是照母的全浊)。

5、轻唇音非敷奉大部分变作与滂母同音，大多数作送气音p‘，已露出了

轻重唇分化的痕迹；

6、明泥两母因为后面声随的不同各分化为两类。

7、腭化声母并不专以三等为限。

8、声母系统大大简化，比《切韵》音系41声母少了12个声母，比今之

兰州方言25个声母只多出4个声母。

三、韵母系统及其特点

(一)大体上讲，共有54个韵母，它们与《切韵》音系韵类的关系是：

a：歌开一、戈合一、麻开二、佳开二

ya：麻开三

ua：戈合一、麻合二、佳合二

0：模开一、唐开一、唐合一、阳开三、阳合三

yo：阳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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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模开一

e：庚开二、庚开三、清开三、青开四

ye：齐开四、庚开三、清开三、青开四

we：齐合四、庚合三、清合三

i：脂开三、之开三、支开三，微开三、微合三、鱼开三

wi：脂合三、支合三、微合三

U：虞合三、鱼开三、模开一、尤开三、侯开一、脂合三、支合三、微合

三、之开三

'U：尤开二

ai：哈开一、灰合一、泰开一

wai：灰合一、泰合一

ei：皆开二、佳开二、祭开三、齐开四、灰合一

wei：皆合二、祭合三

au：豪开一、肴开二、宵开三、侯开一

yau：宵开三、萧开四

eu：侯开一、尤开三、豪开一、肴开二、萧开四

yeu：宵开三

am：覃开一、谈开一、咸开二、衔开二、凡合三

yam：盐开三、添开四、严开三

im：侵开三

an：寒开一、桓合一、山开二、删开二、元合三、仙开三

yan：元开三、仙开三、先开四

wan：桓合一、山合二、删合二、元合三、仙合三

in：痕开一、真开三、欣开三

on：魂合一、谆合三

un：魂合一、谆合三、文合三

aIi：江开二、唐开一、阳开三

yari：阳开三

waft：江开二、唐合一、阳合三

eIi：登开一、蒸开三、庚开二、庚开三、清开三、青开四

yeri：清开三、青开四

ori：东开一、冬合一、唐开一、阳开三、阳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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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i：阳开三

wori：唐合一

uri：东开三、锺合三

ab：合开一、狎开二、乏合三

yab：叶开三、业开三、帖开四

ib：缉开三

ar：曷开一、末合一、黠开二、薛开三、月合三

yar：薛开三、屑开四

war：末合一、月合三、薛合三

ir：质开三

ur：没合一、物合三、术合三

ag：铎开一、药开三、觉开二

ya9：药开三、觉开二

wag：烛合三

eg：德开一、陌开二、麦开二

ig：职开三、昔开三、锡开四

09：屋开一、沃合一、烛合三、德合一

ug：屋开三、烛合三、德开一

(--)与《切韵》音系韵类比较，有如下特点：

1、宕，梗两摄的鼻韵尾一习有一部分开始消变。

2、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

3、通摄一三等元音不同。一等为0，三等为U。

4、同韵字往往受声母的影响变成不同的韵。

5、一等元音和二等元音在藏文写法上没有分别。

6、合口洪音和合口细音在藏文写法上没有分别。

7、入声的收声一p、一t、一k藏文写作b、r(或d)、g。

8、与《切韵》音系172个韵母(据王力《汉语史稿》)来说大大减化，少

了118个韵母。与今兰州方言35个韵母来说，仍比较繁杂，要多出19个韵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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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清张国常所举方言词汇

一、概 况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兰州人张国常撰成《重修皋兰县志》，卷三

“风俗"下附“方言”一节。其末有“又案”介绍了当时兰州方言的大概情况，

交待了写“方言"一节的体例与收词原则。认为明初封藩，肃王驻兰，有大

批随从和贬谪之人来兰定居繁息。清朝建立省会，风气大开，外来者益众。

“语言称谓大率与南北诸省互相出入。”语音“虽小有转变"，但“同者实多”。

以前兰州志书，俱无方言记载。他仿效《畿辅通志》体例而撰此节。其目的

是“粗举数条，并附案语于各条后，以溯原起而正舛误”。可见，他不是尽量

收集方言词以昭示时贤和后人，而是列举少量方言词，引证文献字书，考求

其来源和本字。统览本节，凡列23条，涉及方言词31个。因此，我们从其

“方言"看到的只能是当时的少量兰州方言词汇。数量虽少，但毕竟是很可贵

的。因为会说光绪十八年兰州话的活人现在一个也没有了，没有这份“方

言’’，我们连这少量的方言词也无由得知。何况通过考察这些词在今天的存亡

转变，我们可获得一百多年间兰州方言演变的许多信息。下文尽列其词条，关

于考求来源与本字的文字一般删节不录。

二、词汇条文

(1)嗟(音如嘉)：发语辞也。重言之，则日“嗟嗟”。

(2)嗄答：语助辞也，急言之则日嗄(音如沙，平去二声)。

(3)吠(音如代平声)：叱声也，又戏相呼也。

(4)恩、啊(音如阿，转入麻韵)、嗑(音盎)：皆诺辞也。又口然而心

不然也。⋯⋯若语重声长，均为口然而心不然之辞。“啊、嗑"声轻而缓，亦

为问辞。

(5)窖(音教)；田地段数也。⋯⋯邑语田地成段日“窖”，俗讹作

“墩”，字书无之。今据《兰州府志》改正。

(6)晌(音如尚)：田地亩数也。⋯⋯邑语田二亩半日晌，音从“尚”，俗

书作“墒”。考《广韵》、《集韵》“墒"并音宠，“墒培，不安貌。”与此土音

义不合。姚文燮《圈占记》记，每壮丁分给五晌，晌六亩。⋯⋯今据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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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音沃)干：镇名也。⋯⋯《宋史·地理志》：“兰州领阿干堡。"

此阿干镇名之所由始。考阿干镇因阿干山得名。《三国志·陈泰传》、《晋书·

张轨传》阪名、岭名俱作“沃干"，是“阿干”即“沃干"也。“阿干”之

“阿”应从入声沃音。邑俗皆呼作平声，转人麻韵。或又呼“阿’’如“蛙”，

“干"如“冈”。

(8)哒口什哮哕：地名也。谨按《钦定元史国语解》：“达实，唐古特语，志

祥也。”又领名孛罗，蒙古语，青色也。县西南乱山中有地名“哒咐哮哕”，盖

因番蒙旧语。

(91哈喇：鼠名也。⋯⋯《甘州府志》作“他刺不花”(《古浪志》同)，

《武威志》作“哈刺不花”。邑语则谓之“哈喇”(平番与县境西北接壤亦同此

称)。

(101自称日“阿”(音如沃上声)。按《本草纲目》：“阿芙蓉，一名阿片。”

李时珍日：“阿，方言称我也。"《韵会小补》：“阿，音屋。”⋯⋯邑语称阿则

从沃上声，要皆“我”之转音也。(今京师及凉州人称“阿”皆从沃音。邑语

“饥饿”之“饿”亦从沃音。)

(11)倩人日“诀”(音如央上声)。按《博雅》：“诀，问也。”《类篇》：

“诀，告也。”邑语倩人谓之“款告”，或云“诀及”，或云“诀求”。

(12)寻觅日“找"(音如爪)。⋯⋯今俗谓补不足日“找”，音从爪。邑

俗寻人觅物亦谓之“找”，音盖本此。

(131盈掬日“杯”(音裒)。⋯⋯邑中鬻蔬者，凡葱及白菜用马兰叶束缚，

谓之“把”。不用束缚，惟以手掬而成把，则谓之“杯”。人皆习闻其语，而

不知其字，由误读“于不"为“杯勺”之“杯”故耳。

(14)太阳日“热头”。⋯⋯邑语呼太阳为“热”，即“日”也，“头"则

为语助辞。

(15)潦池日：“溘沱"。

(16)汗襦日“汗褐”(音如塔)。

(171刺谓之“札”。⋯⋯俗书皆相沿作“扎”。考韵书“扎"并训“拔”，

与刺之意不合，今改正。

(181粳谓之“摩”(音如磨去声)。⋯⋯邑语摩地及摩地之器皆日“摩”。

(191末耜谓之“广"。

(20)革械谓之“排”(音牌)，⋯⋯邑俗以大木联属纵横各二三丈者呼为

“木筏"，以牛羊浑脱为囊，其数或四或八或十余不等，上用围一二寸小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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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相联属者呼为“排子”，亦名“皮筏"。

(21)果核谓之“胡”。

(22)烟草谓之“烟"。⋯⋯邑语则通称为。烟”，不名烟草也。

(23)萁蔗谓之“萁箕990《钦定续通志》“萁"原注“萁”或从竹作

‘箕”。《郑语》“压弧箕服”。《汉书·五行志》“压弧萁服”，刘向以为“萁
服”盖以萁草为箭服。颜《注》：“萁草似荻而细，织之为服也。一⋯⋯《古浪

志》称为“萁萁”，《甘州志》称为“藉藉"，《武威志》及王全臣《宁夏渠务

书》称为“席萁”，《黄志》称为“萁蔗”，其实皆一物也。《宁夏府志》名

“夕芨"，又名“芨芨"，即“席萁”、“萁萁"之讹。邑俗沿何锡爵《饬禁河桥

诸弊碑》亦书作“芨”。考《玉篇》：“芨，堇草，即乌头也。”《本草纲目》：

“白芨，可作糊，本名‘连及草’，或作‘白及’，或作‘白给’。”谢灵运《山

居赋》自注：“芨皮可作纸。’’皆与此草异种。《黄志》谓“萁蔗”俗名“积

积”，似“即99 0《甘州志》称“藉藉”之义。顾“积积"音“系”人声，与此

土之呼作平声者不类。今依《续通志》作“萁”，依《古浪志》定为“萁萁”，

庶与土音稍相合欤?

三、演变情况

如上23条，实则共记清光绪时兰州方言词32个：嗟、嗟嗟、嗄答、嗄、

恩、呵、嗑、窖、晌、阿干、蛙冈、哒咐哮哕、哈喇、阿、诀告、诀及、诀

求、找、杯、热头：溘沱、汗褐、札、摩、广、排、木桐}、排子、皮筏、胡、

烟、萁箕。按之今兰州话，可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今存于兰州话，也见于普通话，非本志所言兰州话方音词。实

际上它们也是张国常时通语词汇，作者只不过出于指明本字和语源而作了考

证罢了。此类有5词：

(7)之“阿’’(音沃)干"。此为兰州镇名，今属七里河区。“阿”今读本

音[a。。]，张国常时“邑俗皆呼作平声，转入麻韵”，与今读音相契。作者认

为《三国志·陈泰传》和《晋书·张轨传》中称阪名岭名为“沃干一，故兰州

地名“阿干”本字当是“沃干”。列此条目的显然是为“阿干”正名，俗使人

读“阿”为“沃"。“阿干"这一镇名是否来自古书中的“沃干"尚待进一步

研究。即使如张氏所考为“沃干"，以古律今，强改口音，显然是不可行的。

(8)之“哒时哮哕”。此为“县西南乱山中”小地名。作者引文献证明来

源于“番蒙旧语”，并非当时通语对此地名另有所称。此地名今地图犹有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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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名若非政令强改，一般不易变化，当地倘仍有人居住，当仍言此名。

(10)之“阿”(音沃上声)，实即“我”，时为通语。作者也指出：“今京

师及凉州人称‘阿’皆从沃音。”今兰州话称“我”仍为“音沃上声”。张氏

之所以绕圈子，将兰州话第一人称单数不写作“我”，而写作“阿(音沃上

声)”，原因不难看出。《广韵》音“我，五可切”。折合今音当为俄上声，而

非沃上声。兰州话五十年代前文读“我”为俄上声，而口语读沃上声，清季

也当如此。张氏当以为文读来自正音，而白读另有来源。据其所考，则源乎

李时珍所言“阿，方言称我也。"而“阿”兰州已“转入麻韵”且为平声(见

上(7))，与兰州口音不符，所以又硬给“阿"注了实际口音“音沃上声”。这

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张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又补充说“要皆

‘我’之转音也。”“我俄鹅”等字中古都是果摄开口一等歌韵字，后来“俄

鹅”等字读开口，“我”读合口，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不光发生在兰州，也

发生在北京及北方大部分地区，没有必要从“阿”上找根据。从“阿"上找

根据语音障碍比“我”更大。因为“阿”当时既不读“沃”，又不读上声，所

以还要注“音沃上声”，弗若用“我”只注“合口”省事且符合语源实际。

(12)之“找”(音如爪)。作者说：“今俗谓补不足日‘找’，音从‘爪’，

邑俗寻物亦谓之‘找’，音盖本此。’’意为“找”作“补不足”义(即“找零

钱”之“找”)是“俗谓”，即通语所言，而作“寻物”义(即“寻找”之

“找”)却是“邑俗”，即兰州方言习惯，而且此音源于“补不足”之“找”。今

“找”之上二义不但见于兰州话，而且也用于普通话。音亦同“爪”未变。实

际上作寻找义的“找”清朝已经成了通语，《红楼梦》诸书中多所使用(如三

十一回；“这可丢了，往那里～去?”)，当时非兰州方言所专用。

(17)之“札”，今通作“扎’’(“刺～手”、“～花”)。作者谓俗书皆相沿

作“扎”。说明“扎”已作通语使用。今按《红楼梦》、《醒世因缘》等清代小

说，多有所见。例如，《红楼梦》二十四回：“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

个绣的好，那一个～的精。"《醒世姻缘》四十三回：“好个～手的人。刚才不

是借们这些人，也撵不动他。”之所以列这一条，他认为“札”当为本字，作

“扎”与义不合，并非“札”是通语不用的兰州方言词。

如上5词实际上不应计人当时兰州方言词中，所以张氏所记兰州方言词

实为27词。

第二类，今兰州话仍作方言词使用，音义皆未变。有些词书面用字有所

不同，但这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此类共有24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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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之“嗟"(音如嘉)，今仍为发语词，吾等写作“嘉”。说话急切，也

可重叠为“嘉嘉”

(3)之“畎”(音如代平声)，今仍用于呵斥或呼叫，带有非礼貌和不严

肃色彩。今依字典写作“呔"。

(4)之“恩’’、“呵"(音如阿，转入麻韵)、“嗑”(音盎)今仍作应答语

气词。今“恩”依字典写作“嗯”、“呵"写作“啊”，“嗑”吾等写作“印”。

(5)之“窖"，今指周边有地埂的一块地为～窖，即“田地成段曰窖"。一

般带“子”尾，称“窖子"。

(6)之“晌”是表地亩量词，每晌合二亩半，“俗书作墒”。今兰州话二

亩半仍合一晌，字作“墒”。作者认为“墒"本读“宠’’，“墒熔’’为不安貌，

“墒"作地亩量词音义不合。作“晌’’音合且有文献根据，故应作“哨”。

“墒”字今已列人字典，它不是古代“墒培"之“墒’’的假借字，而是群众新

造的形声字。“墒"从土，比起“碍；5i”从日作为田亩量词更易被人们接受。已

约定俗成，不烦改字。

(9)之“哈喇”，今仍为鼠名，指一种肥大的田鼠。今也称“瞎老”。

(11)邑语倩人谓“诀告"、或云“诀及"、或云“谀求”，与今无殊。此

“诀"今作“央”。“央及”见于元明时期，其初多作“殃及”，意思是求人做

事，“殃及别人”是客气话，与“殃及池鱼”之“殃及”同源。“殃、央”读

阴平，今兰州口语也读阴平，而张氏注音为“音如央上声”是“诀”的读音。

“诀”依字书义为问、告，张氏则以为是“央及’’之“央”的本字。“诀”既

非本字，又为上声，依其读之，必强改口音。

(14)之“热头”，今仍指太阳。称“热"当与日性燥热有关，不见得一

定源于“日"。至若“头则为语助辞”，确为行家语。以今术语言之，“头"为

名词后缀而已。

(15)之潦池日“溘沱”，今犹如此，一般写作“库沱"。指低洼处聚集的

水面，有的地方也指山间水冲击成的洞穴。

(16)之汗襦日“汗溘”(音为“塔”)，今犹如此。“汗襦”即衬衣。

(18)之摩地及摩地之器皆日“摩”(去声)，今犹如此。“摩”今写作

“耱”。“摩地之器”是用荆条编成的一种长方形农具，上面站上人或压上石块，

由畜力或人力牵引使地面平松。今多加“子一尾称“耱子”。“摩地"指用

“耱”平松土地的劳作行为。

(19)之耒耜谓之“广’’。今犹如此。“广"指旧式木犁的主体部件。上为



兰州市志·方言志·历史演变与内部差异

扶手，下为戴铁铧的三角头部。今多称“广子"，永登地区也称“广朵落”。

(20)之“排”(音牌)、“木排”、“祠}子”、“皮筏”今犹如此。“排”今依

字典当写作“篇”。70年代开始这些旧式水运工具已不见使用。

(21)之果核谓之“胡”，今犹如此。此“胡”今依字典写作“核”，北京

亦然。

(22)之烟草谓之“烟”，今犹如此。称种烟草为“种烟”，烟草籽为“烟

籽”，烟草叶为“烟叶子”，等等。

(23)之“萁箕”今一般依音写作“芨芨”，适如张氏所举《宁夏府志》及

“邑俗”写法。这是一种细叶硬茎草，耐旱，广生于甘肃山野。其茎约2毫米，

长约1米，极柔韧。秋后拔下可作扫帚，也可编织器具。张氏据古书而找本

字，列志书而举异文。用“萁箕’’二字表示，虽有文献依据，然于乡音不合

(“萁’’读送气音)。其按语末“依《古浪志》定为“萁萁”，与始言“萁箕”

又相龃龉，殊不可取。 ，

第三类，与今兰州话说法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共有2例，其中1例

尚有待探究。

(2)云：“嗄答，语助词也。急言之则日嗄(音如沙，平去二声)。此

“嗄”(吾等写作“煞”)今兰州话读阴平，而无去声一读，不说“嗄答”，只

说“嗄”，使用频率甚高。今保存了“急言’’形式，而抛弃了舒言形式，

“嗄”的平去两读，只保留了平声一读，抛弃了去声一读。这是兰州话语气词

方面百年来的一项重要变化。

(1)之“杯"(音裒)，今兰州话不见用，所用者为“捧”，如“一～米”、

“两～大豆”。“捧”读Ep‘on。。]，阳声韵，上声。“手不”(音哀)《广韵》音

“薄后切”，今字典注音为Ep‘ou。；]，阴声韵，阳平。今兰州话不用“杯”，且

无Ep‘ou3这一音节。“杯”若折合成今兰州话读音，则为Ep‘￥。。](仿

“剖"读Ep‘Y。。]声韵例)，“于不”与“捧"韵调皆不合。若张国常时“杯’’读

Ep‘Y。。]，则与今“捧"韵调皆有很大变化；若读Ep‘9u。。]，则不但与今

“捧”韵调有很大变化，而且当时兰州存在[p‘au]这一音节，关系到了音系

上的重大差异。这一问题是由张氏拘泥“本字”而未顾及实际读音造成的呢，

还是口音适如字读而由百年间的历史音变造成的，尚难冒然肯定，只能作进

一步考察。

由上介绍可知，张国常所记述的32个清末兰州方言词绝大多数今天仍然

使用，只有一两个词在读音和形式上有所变化。据此推断，清代的兰州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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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兰州话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八节 高本汉所记民初兰州声韵系统

一、根 据

民国初年，瑞典学者高本汉(1889年～1978年)为了重构汉语古音系统，

以《切韵》音系为纲，调查、收集了高丽、日本、安南、广州、北京、兰州

等26个点的例字读音，写成了《方言字汇》。其法文原版《中国音韵学研

究》从民国4年(1915年)到民国15年(1926年)分四次出版，《方言字

汇》为该书第十八章。《方言字汇》从《广韵》收例字3125个。高氏为1345

个例字直接标写了兰州方言的声韵拼式。如果再加上表下未注“不详"的同

音字1766个，可以说高氏为3111个例字指出了兰州方言的声韵母。这是用

现代注音符号记录兰州方言声韵的第一份文献。我们若将这311 1个例字的相

同声母提取出来，就可列出其声母系统；将这3111个例字的相同韵母提取出

来，就可列出其韵母系统。下面的声韵表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可惜的是高

氏标音只记声韵，不记调类调值，无法归纳出声调系统来。我们所据文本是

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汉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下文“P”指该书的

页码。

为了准确归纳声韵母表，我们有必要排除《方言字汇》中相关的一些明

显排印错误。它们是：

1、P606表端“眼”字当为“眠"，因形近而误。

2、P572表端“赛”字兰州标音sei当为St，与上风台注音s￡颠倒而误。

3、P598表端“残"字兰州标音t‘奄当为ts‘奄，夺s而误。

4、P687表端“锺”字兰州标音t‘u 5当为tu；，蒙右“衙”标音而误。

5、P716表端“剔’’字兰州标音ts‘i当为t‘i，衍s而误。

6、P719表端“即”字兰州标音tcia当为tel，蒙上风台标音而误。

下文依上校改为据。 ．

二、声母表

依高氏《方言字汇》标音归纳出来的兰州方言声母共有28个，兹各配6

个例字(收字不足6字者，尽数列出)胪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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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巴被败表伴棒P‘怕婆配盘平篷m马美毛灭名忙f非水富书坟顺

v武务屋如入肉

t多地刀道端定

tG肌佳件今精江

k歌瓜盖甘光公

ts字旨在斋走争

ts知治制侄直织

t猪追转周真张

。衣眼王月二勿

ps琵披皮批匹僻

t‘胎推头帖天通

tG‘欺秋乔千青墙

k‘科夸开看肯康

ts‘菜茶慈齿草搀

tS‘迟池痴持尺敕

t‘除吹传抽陈昌

n奶哀男安能恩

n泥年女牛娘硬

S私师赛晒孙生

莘射世守善神赏

l罗离来雷兰良

G西邪孝仙星乡

x何花海会寒魂

z柔

乏惹日锐饶染人

其中的ps只出现在psi音节组合中，实质上这是P‘受闭元音i的影响，送

气时带上了舌尖擦音特色造成的，并非P后跟上了一个标准辅音s，否则后面

的韵母就不是i，而是1了。今兰州郊区老年农民发P‘i时，往往也带有这种

特征。因此，ps与P‘是条件变体，二者当看成一个声母P‘为宜。n、n二声

母也是条件变体，前者只出现在洪音前，后者只出现在细音前，看作一个声

母n也是可以的。

三、韵母表

高氏韵母标音比之声母显得杂乱一些，从中直接提取出来的韵母有43

个。基于音位学原则和语言自身的系统性，也考虑到便于与兰州市方言韵母

比较，我们适当作了一些归并，省去了7个韵母，兹陈具体原由如次：

1、or、￡r是高氏为止摄日母开口字“二儿尔"和“耳而"分别标写的韵

母。此类字共收5个，分作两音，可能含有显示“脂支’’(二儿尔)韵与

“之"韵历史差异的意图。这两韵母皆是卷舌音，元音有前后之差，当是一个

音位的变体，应当合并为一个韵母。ar之字多一个，权以之为代表。

2、ye当归入yo。ye韵母只有一个“雪”字。与“雪"同属薛韵精系合

口字的“绝”韵母作yo，可见二者应当合并。合并后标为ye于理见长，但yo

属字甚多，且与0、io、UO形成系统，故以yo作韵母代表。

3、ea、eul、e丕、e；、e 5分别当并入io、im、i丕、i；、i 5。前五者属

字声母皆为边音l(如“燎流连林良")，后五者属字声母皆非边音1(如“乔

九盐心唐’’)，具有严格互补性。介音i之所以变为开口度略大的e，显系受边

音声母l影响造成的。e、i音色差别不大，纯为条件变体。根据四呼系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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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音e，留介音i，是很合适的。

作了如上三处归并后，共得韵母36个。好在被归并的韵母及其属字情况

已作了交代，这种归并不会阻碍贤达明察高氏韵母原貌的目光。实际上应当

归并的还有o、uo等处，但为防牵扯面过大，其余唯原标音是遵。下面是归

并后的高氏36韵母表：

i衣地皮喜急密 u苦补猪谋如绿 Y居女愚菊肃俗

1字次私旨齿师 q租祖醋诉素族

t知直迟尺世识

Dr二儿尔耳而

8茶纱巴大拉瞎 ia家牙下哑掐鸭 url瓜夸瓦挂话袜

ie夜写怯灭铁节

。歌科锁高好夺 io交窖敲巧咬孝 uo卧讹倭恶若弱 yo绝脚药确削学

。超潮照烧少绕 ia乔妖焦苗消燎

￡开来抬带买派 u￡外怪乖坏槐块

￡i车射惹折舌热 uei拙

ei肥水丕黑北客 uei鬼追吹会岁国

OLU钩头走愁周寿im九牛油秋袖刘

昆男甘站染盼伴 i丕盐欠甜件扁连 u把官换端酸传万 yae卷权旋劝元辕

；针陈人能生风 i 5今民林清星灵 u 5棍温尊红虫龙 Y否论俊云永熊用

5唐忙张常双棒 i 5强秧娘墙江凉 u 5床光皇窗桩王

四、与今兰州方音特征的共同点

本标题所言“今兰州方音特征”指的是今兰州方言与北京话相比，在声

韵方面显现出来的明显特点。将上列高氏声韵母表与今兰州方言声韵母表相

比，这种特征共有7点：

(一)高氏标“哀、怪"等字韵母为无i韵尾的￡、UE；，“烧、焦”等字韵

母为无U韵尾的o、ia。今兰州音这两类字韵母略有动程，但没有北京音明显，

一般不标ai、uai和aU、iau，而标无尾韵母e、u￡和a、io。高氏标a系鼻韵

母为鼻化音，而不标鼻尾韵。今兰州音这类韵母虽有发鼻尾n的动作，但不

到位，主要元音明显鼻化。故这类韵母有人标作鼻化音，同高氏一致；有人

标作n尾韵，对其特点略作说明。这都是同一音位的标音差异。同样，对a系

后鼻音韵母，高氏标作5、i 5、U 5，表明主要元音开口度较小，鼻化，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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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尾。今兰州音主要元音开口度也较小，鼻尾rj不够到位，有人标作5、i 5、

U 5，同高氏一致；有人标作orj、iorj、uarj，对其特点略作说明。这也是同一

音位的标音差异。在这些韵母方面高氏标音与今兰州音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具

有共同的方音特征。

(---)a系鼻韵母前后不分。依高氏标音，真t；=蒸、盆P‘5一棚，今tgi

；=经、音i；=英，魂XU 5=红、敦tu否=东，群tg‘Y 5一穹、云Y 5一拥，

皆与今兰州音相合。

(三)s声母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此类字要发生音变：su作fu，su一作f一。

依高氏标音，数fu一富，税fei一废，顺f 5一风，刷fa一发，皆与今兰州音相

合。

(四)今兰州音唇音声母不与Ou韵母相拼(高氏标OU为OUl)，此类字韵

母皆作u，高氏标音也是如此：

例 字 否、 浮、 谋、 牟

高氏标音 fu、 fu、 mu、 mu

今兰州音 fu、 fu、 mu、 mu

(五)“论伦”等字今兰州音作撮口呼而不读合口呼，高氏标音也是如此：

例 字 论、 抡、 伦、 轮、 纶

高氏标音 1y 5、 ly 5、 ly；、 ly；、 ly 5、

今兰州音lyn、lyn、lyn、lyn、lyn、

(六)高氏标音果摄合口一等皆为0。高氏0出现于辅音声母之后，UO出

现于零声母之后，属于互补的条件变体。0依系统性当为UO，按四呼属合口。

今兰州音果摄合口一等也皆为合口。例如：

例 字过、 火、 科、 课

高氏标音 ko、XO、 k‘0、 k‘0

今兰州音 kuo、XU￥、 k‘uY、 k‘uY

C-t：)中古部分见系字今兰州音白读仍保持舌根音特点，其韵母读洪音，

而不读细音，高氏标音中也有反映，但字数较今为少。高氏列字有如下7个

(加※者高氏所标又音)：

例 字 街、 解、 项、

高氏标音 ※ke、 ※kz、X 5、

巷、 瞎、 鞋、 血

X 5、Xa、 x￡、 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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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兰州音 k￡、 ke、xarj、xarj、xa、xE；、 gie

． 五、与今兰州方音的实质性差异

本标题所言“实质性差异’’指的是音位性的差异，即不是非音位性的标

音差异。如“钩头”等字韵母高氏标作OLU，今标作OU，“九牛”等字韵母高

氏标作im，今标作iau，这是非音位性的标音差异，不属于实质性差异。高氏

标音与今兰州音的实质性差异主要有如下14点：

(一)高氏比今兰州音多出了t、t‘两个舌尖后塞音声母，少了pf、pf‘两

个唇齿塞擦音声母，但t、t‘的属字与pf、pf‘的属字并非一对一的关系。t、t‘

的属字有两个系列：

1、今兰州音pf、pf‘的属字，即今北京话t爷、t莘‘的合口呼字。例如：

例 字 追、 转、 准、 庄、 猪、 捉，

高氏标音tuei、tuae、tu 5、tu 5、tu、to，

今兰州音pfei、plan、pfon、pfor3、pfu、 pfY，

例 字 吹、 传、 春、 窗、 除、 出

高氏标音 t‘uei、 t‘u把、t‘U 5、t‘U 5、t‘u、 t‘U

今兰州音 pf‘ei、pf‘an、pf‘on、pf‘or3、pf‘U、pf‘U

2、今兰州音ts、tS‘二声母的非．L韵母的开El呼字，也即今北京音t莘、ts‘

二声母的非．L韵母的开口呼字。例如：

例 字 沾、 针、 张、 兆、 肘，

高氏标音 k、t 5、 t 5、 ．to、tom，

今兰州音 tSan、 t莘9n、tSarj、 tS3、t[；ou，

例 字 缠、 陈、 畅、 超、 抽

高氏标音t‘奄、 t‘否、 t‘5、t‘a、t‘OUa

今兰州音 t§‘an、 t§‘on、 t事‘orj、 tS‘a、 t$‘Ou

基于这一原因，高氏虽立ts、ts‘二声母，但其属字仅限于．L韵母字，如“知

制侄直、迟池尺敕”等，比今兰州音ts、ts‘二声母的属字要少得多。

(二)高氏rl、1分立；今兰州音混同不分，属于一个音位的自由变体。

例如：

例 字 泥、 梨， 年、 连， 拿、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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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兰州音和高氏标音皆有v声母，但属字前者多而后者少。v声母

有两个来源：

1、来自古微、疑、影、喻四母合口字。这些字今兰州音声母皆为v，而

高氏只有“武无毋巫诬舞侮务雾”(微母)和“屋"(影母)10个字作v声母

(与今一样拼作vu)，其余皆作零声母，而不作v声母。例如：

例 字 晚、 文、 亡，

高氏标音 u赞、 u弓、 u 5，

今兰州音 van、 van、 vorj，

例 字 蹊、 威、 温， 卫、

高氏标音 UO、 uei、 U；， uei、

今兰州音 vY、 vei、 yon， vei、

2、来自古日母合口字。这些字今兰州音声母皆为v，而高氏只有“如儒

乳入辱褥肉”7个字作v声母(与今一样拼作vu。今“肉”读Z．ou，老派读书

音为vu)，其余皆为。声母。例如：

(四)高氏立有z声母，但属字只有一个“柔’’字。兰州今读“柔"为乏

声母。今兰州音也有z声母，常用字只有两个：娆z。。。，义为美好惬意；口z1。。，

义为任性不驯。

(五)高氏ts组声母不与U韵母拼合，此类音节元音受声母影响变成舌尖

圆唇元音q(1的圆唇元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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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氏ts组声母属字比今兰州音多。原因是非江摄知组开口二等字、

庄组开口字及章组开口止摄字声母作ts、ts‘、8；而今兰州音声母作t莘、tS‘、

$，与今北京音一致。例如：

例 字 罩、 争、 止， 茶、 抄、 齿， 纱、 示

高氏标音tso、ts 5、tsl，ts‘a、ts‘a、ts‘1， sa、 sl

今兰州音 t莘o、 t5an、 tn， tS‘a、 t莘‘a、 t莘‘．L，tga、 叽

(七)高氏零声母有齐合撮三呼字，而无开口呼字(“儿耳"等字除

外)，因为这些开口呼字都冠上了n声母(个别为11l声母)；而今兰州音零声

母具备开口呼，无冠n声母之痕迹。例如：

例 字 蛾、 挨、 安、 恩、 昂、 遨、 偶、 轭、 额

高氏标音 no、TIE；、 n匏、 n 5、 n 5、 n1)、n@LLI、nei、 币e

今兰州音 Y、 e、 an、 on、 orj、 a、 Ou、 Y、 Y

(八)中古部分人声字高氏标音有韵尾i，而今兰州音无韵尾i。这些古

人声字分属曾摄一等，曾摄庄组，梗摄二等，臻摄开口庄组。例如：

例 字 刻、 黑、 北、 国、 或， 测、 色，

高氏标音 k‘ei、xei、pei、 kuei、xuei，ts‘ei、 sei，

今兰州音 k‘Y、Xy、 pY、 kux、xuy， t莘‘Y、 $Y，

例 字 格、 白、 责、 麦、 获， 瑟

高氏标音 kei、pei、tsei、 mei、xuei， sei

今兰州音 kx、 pY、 t莘Y、 ms、xuY， 莘￥

(九)高氏无开口呼Y(或作a)韵母，今兰州音Y韵母字高氏分属ei、

0两韵母：

1、高氏￡i韵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韵母。属字不多，来自假摄开口三等章

组字和山摄开口三等知照系入声字。例如：

例 字 蔗、 车、 射、 惹， 摺、 彻、 涉、 折、 舌、 热

高氏标音tgi、t‘Ei、S￡i、 乙￡i，tei、t‘ei、§￡i、tgi、 莘￡i、 乏￡i

今兰州音 tSY、tS‘￥、 莘Y、 乏Y，ttx、tS‘Y、 昌Y、ttx、 争Y、 互Y

2、高氏的0实际上是LIO(高氏记北京音“骡朵妥座”之类字韵母也为

o)，也可认为是uY。高氏UO韵母拼零声母，0韵母拼辅音声母，系互补变体。

高氏的0按四呼应归合口呼；今兰州音Y声母为开口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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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字 歌、 可、 蛾、 何、 播、 婆、 魔、

高氏标音 ko、 k‘0、 no、 NO、po、P‘0、 mo、

今兰州音 kx、 k‘Y、 Y、 xY、 pY、P‘Y mx、

例 字 合、 葛、 钵、 泼、 末、 佛、 博、 朔

高氏标音XO、 ko、po、P‘0、 mo、 fo、po、 fo

今兰州音 xY、 kx、 pY、p‘Y、 mx、 fx、 pY、 fx

(十)高氏标果摄一等字韵母为0，标效摄一等字及二等唇舌齿字韵母也

为0，二者混同不分；而今兰州音前者为UY，后者为。，判然有别。例如：

例 字罗、 多、 左、 过、 火； 考、 道、

高氏标音lo、to、tso、 ko、XO； k‘0、to、

今兰州音lux、tuY、tso、 kux、xuy； k‘o、to、

例 字 皂、 保， 包、 茅、 闹、 罩、 抄、 稍

高氏标音tso、po，po、 mo、 no、tso、ts‘0、 SO

今兰州音tSo、 p。， pa、 mo、 b、 t莘。、 t莘‘。、 莘。

(十一)高氏标效摄二等牙喉音字韵母为io，标效摄三等非知照系字和

四等字韵母为io，判然为别；而今兰州音二者统为i3，混同不分。例如；

例字 交、 敲、 咬、 效； 表、妖、 悄， 挑、 叫、 晓

高氏标音tgio、tG‘io、nio、 gio；pio、 io、tG‘ia，t‘io、tgio、Gio

今兰州音tGio、tG‘io、 io、 Gio；pio、 i0、tG‘io，t‘io、tgio、gio

(4---)高氏咸山二摄字均无鼻音尾，其中唯独齐齿字韵腹为鼻化音，有

鼻韵母特点，而开合撮三呼字韵母皆为口元音，韵腹不鼻化，完全失去了鼻

韵母特点，变成了阴声韵。今兰州音此两摄字无论开齐合撮，虽鼻尾n发音

不够到位，但韵腹皆明显鼻化，各韵母仍具有明显鼻韵母特点，属阳声韵，而

不是阴声韵。例如：

例 字 感、 兰， 碱、 眼， 换、 段， 全、 旋

高氏标音 k赞、lm， tGi丕、 痞， xu把、 tu罡，tg‘y把、 gyae

今兰州音 kan、lan，tGian、 ian，xuan、tuan，tO‘yah、Gyan

(十三)中古止摄开口日母字，即“儿尔二耳"等字，高氏标作卷舌音

or和er。今兰州音无卷舌动作，是舌面后高不圆唇元音lll，这也是今兰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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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音的重大差别之一。

(十四)高氏与￡i韵母相配，立有合口呼uei韵母，其属字只有一个

“拙"tuei字，与“说"fo韵母不同；今兰州音无uei韵母，拙字读pf‘Y，与

“说”fY同韵母。

六、差异的原因

高氏标音与今兰州音虽有七点共同特征，但明显差异却有十四处之多。这

种巨大变异是否完全由兰州方言的历史音变造成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

这种变化是何时完成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末还有哪些因素起了作用

呢?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上文的归纳总结失去了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而

且要回答得很准确，也确实不容易。下面我们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如有大

雅君子指谬匡正，则不胜感激之至。

(一)高氏记音具体年月难以知悉。《中国音韵学研究》从民国4年(1915

年)开始分期出版，《方言字汇》中的资料是其中的直接资据。也就是说，如

无包括兰州方言在内的这26个点的方音材料，就无法完成本书的核心内容

——构拟古音的《历史上的研究》这一部分。据此可知高氏记音时段的下限

是民国4年。是年高氏26岁，获博士学位。调查中国复杂的方言，没有足够

的语言学知识和汉学功底是不可能操其觚的。即使高氏有绝顶的天分，在其

攻读博士学位前是不可能来华从事和实践这一工作的。攻读学位以三年计，则

民国元年(1912年)，即其23岁的时候开始读博，才有可能来华从事方言调

查。据此可知，高氏记音时段的上限是1912年，正是民国元年。从民国元年

到民国4年三年时间内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调研基础工作和写出部分

文稿是完全可能的。作为一个西方人，在这样年轻的岁数有能力做这样浩繁

而沉重的工作，确实说明他是一位学术天才。从高氏记音时段上限民国元年

到今近100年。但是，这并不表明，上述兰州方言巨大历史语音差异是这一

百年间形成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今兰州音”是指兰州老派方言，即以五六

十岁以上的城区老年居民(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的口音为依据的。

我们的主要记音人赵浚世居兰州城区，乡音纯正，博闻强志，是研究兰州方

言的权威性学者。他出生于民国11年(1922年)，四岁记事，民国15年(1926

年)以后的事全能记得。他认为他今天的口音是儿时形成的，与民国15年

(1926年)时的发音没有什么区别，当时不存在高氏记音中所反映的十四点差

异。其父赵生彦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比高本汉大一岁)，去世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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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1936年)，享年48岁，时年赵浚14岁。赵浚讲，其父音容笑貌，至

今宛在眼前，言谈庭训，至今犹存耳际。其父口音与其一致，不存在把

“猪”叫tu、把“针”叫t；、把“茶"叫ts‘a、把“恩”叫n；、把“国”叫

kuei、把“车”叫t￡i、把“好”叫XO、把“三"叫s茁、把“儿”叫ar、把

“拙”叫tu￡i之类的“奇怪”发音。赵生彦在高本汉记音上限民国元年时已24

岁，足见当时兰州年轻人说的话和今天的兰州话语音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也

就是说，今兰州语音系统的形成起码是90年前的事情。高本汉的发音人若是

年轻的兰州人，则笔下就不会出现上述重大语音差异。因此，高氏标音与今

兰州音的明显语音差异最保守说，不是近90年来的实际语音演变造成的。

(--)高氏在其《方言字汇·绪论》中说：“关于河南、山西、陕西、甘

肃各方言的记载，不过是取一个标本的性质。《字汇》里所记的音都是我挑选

了认为可以代表那地方一个个人的读音。如果将来在这些地方多找些人做详

细一点的调查，当然会有好些地方可以改正跟补充我们关于这些方言的知识

的。”很明显，高氏的发音人是一个人，至于这个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

基本情况皆未交代，今亦无从考察。斯人若是地道兰州人，那他应当是六七

十岁的老人，否则不会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如此之大的语音差别。清末兰

州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移民活动。为什么共处一时一地的新老两派会发

生如此之大的语音差别?在短短几十年间，如此巨大的语音演变是如何完成

的?这一切都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兰州方言清末新老两派之间有一定

语音差异是可能的，但突发如此巨大变化是不大可能的。以今为例，解放五

十年来，兰州政治经济、社情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兰州入移居民超

过了本地居民数倍，普通话的普及前所未有，但从兰州方言的音系方面来看，

新老两派之间的变化并不显著。社会变化远不及今的清末，兰州新老两派之

间会发生14个方面的声韵巨变，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认为，高氏许多标

音是出在发音人的发音上面，高氏记音也有一定问题。

(--)我们认为高氏所选的这位发音人是住在兰州的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

教书先生，他尽量发的是读书音，即教书用的读音，而不大愿意发地道的兰

州方音。高氏记音具有7点今兰州音特征，这说明发音人是兰州人，当然，如

果不是兰州人，高本汉也不会“挑选”出来的。据八九十岁的许多兰州老人

讲，他们儿时读书，老师教学所用读书音多带有北京音和中原官话特点。这

位发音人喜用读书音发音，还有如下理由可说明：

1、兰州音中有一定数量的文白异读词，这位发音人涉及到了7个(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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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之“(七)")。其中“街解"二字发的是文读，但指出了白读又音。“项

巷瞎鞋血"五字直接发的是白读。但是还有一些白读音他并没指出来。例如：

例 字

高氏标音

今兰州文读

今兰州白读

角、

tOyo、

tOye、

kx、

例 字 雀、

高氏标音 t9‘yo、

今兰州文读 tG‘ye、

今兰州白读 tG‘ia、

敲、

te‘io、

te‘ia、

k‘a、

鹊、

tO‘yo、

tG‘ye、

tG‘i3、

腔、 下、

te‘i 5、 oia、

tO‘iar3、 oia、

k‘or3、 xa、

猫

m10

mla

ma

咸(盐～)、

Cl瑟、

Olan、

Xan、

今兰州音的上列白读应该说早已有之，因为它们距离中古音更接近一些。

如果高氏发音人刻意发的是兰州方音，而不是读书音，这类白读音不该说是

不知道的，应该在高氏笔下反映出来，因为高氏为构拟中古音而调查方言，特

别需要这类读音。

2、“肉"是个常用字，今兰州音为Z,au，高氏记为VU，听起来很奇怪，有

“匪夷所思”之感。据赵浚讲，他少小读书，有位老师是陈官营(今属兰州市

西固区)人，教书时读“肉”为vu，而不让学生读Z．ou。从这个典型例子也

可知道，高氏发音人在这位外国人面前尽量在发读书音，而不大注意发口语

音。

3、旧时小学老师的有些读书音是“认字先认半边字"的误读造成的，并

不反映与口语音的时间层次差别。这一点在高氏发音人口中也能反映出来。例

如：

例 字痔、 盔、 撼、 惩、 港、 咆、 俏、 赂、挞、 酵

高氏标音sl、xuei、k把、t 5、 x 5、pa、 oia、 10、ta、oio

今兰州音tn、k‘uei、xan、t§‘an、karj、P‘a、tO‘ia、lu、t‘a、tOa

其中的“痔、盔、赂、酵”是兰州El语中的常用字，群众都不会念错。高氏

的发音人以半边字误作读书音，在给高氏发音时将这些常用字也作是读，正

可证明他的发音尽量用其读书音，而不用兰州群众的口语音。

(四)上“五"之“(六)、(七)、(八)一所言语音差异，即“债、茶、

师”等字声母不作t爷、t莘‘、§而作ts、ts‘、s，“挨安”等字不读零声母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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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声母，“刻国’’等字韵母不作Y、Uy而作ei、uei，我们认为不是实际音变的

反映，而是发音人念读书音的结果。高氏记音的这一特征正是中原官话的明

显特点，西安方言就是如此。兰州南面的中原官话临洮方言，东面的中原官

话定西、天水方言也类此读(“挨安”等字声母多用rj，也有作n、k者)。旧

时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安，兰州地面以咬西安腔为时髦，高氏

发音人以此为读书音是很易理解的：另外，如果九十年前兰州老派读音确实

如此，即兰州方言老派口中尚为中原官话，而非兰银官话，那末在当时新派

读音中肯定会留下音变痕迹，而不会将此类特征消失的干干净净。上“五"之

“(十三)”所言“儿耳”等字不作lll，而作卷舌音01"和El"，也显然是读书音。

因为这类字旧时读书音一般都仿北京音作卷舌音，而不读土音。

(五)如上“五’’之“(十二)"所述，高氏咸山二摄字只有齐齿呼韵母

标作鼻化音，开合撮皆为元音韵母，为阴声韵。今兰州音此两摄字皆为鼻音

韵母，而非口音韵母。韵尾n发音虽不够到位，但韵腹皆明显鼻化，各韵母

以鼻音特点与其他阴声韵韵母严格对立区别。当地人学习北京话在这两摄字

上没有障碍。如果高氏记音准确，那原本的阳声韵蜕变成了阴声韵，为什么

又变成了今天的阳声韵?其开合撮韵母皆为元音，为何单单齐齿呼韵母是鼻

化音?这一系统性是如何打破的?开合撮韵母皆为元音，则a、笼、￡相对立，

ua、u茁、u￡相对立，前元音密集。高在《方言字汇·绪论》中也说过，“笼也

可以算一种a，也可以算一种￡”。依高氏记音，“腊"为la、“烂”为l把、

“赖"为l￡，“烂”既可以算是“腊"，也可以算是“赖”；“瓜”为kua、“官"

为ku奄、“乖”为kue，“官”既可以算是“瓜”，也可以算是“乖”。一大批原

阳声韵字和阴声韵字读音模糊不清，这能进行有效地言语交流吗?a、奄、￡三

元音同时作为对立音位，这在北方方言中似乎难以见到。鉴于如上原因，我

们认为兰州方言当时咸山二摄字的开合撮三呼字失去鼻韵母特点，全部变成

了阴声韵，是不可能的。高氏之所以这样记音，可能发音人带有民勤腔或天

水某些地区的口音造成的。

(六)上“五”之“(十)、(十一)”所言语言差异，我们认为不是兰州

方言的历史音变造成的，而是高氏为构拟古音之异强生分别的产物。高氏标

音将郊摄字韵腹分为0、3二种。一二等字的韵腹作0，其中洪音韵母为0，细

音韵母为io；三四等字的韵腹为o，其中洪音韵母为3，细音韵母为i。。这样

标音固然可使效摄的一二等和三四等字从韵腹上区分开来，但麻烦接着就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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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效摄一二等洪音字韵母标成了0，而果摄一等字的韵母早已标作0，

遂使这两部分字的韵母混同了。于是从声韵角度来说，同音字大增。例如：高

ko=歌，考k‘o=可，遨no=蛾，好xo=何，刀to=多，陶t‘o=驼，遭tso

=左，曹ts‘0一---磋，皂tso=座，扫SO一---锁，包po一播，袍P‘o=婆，茅mo

=魔。这种混同现象不见于今兰州音，而且也无任何残留可寻。这种混同现

象在现代其他方言中，包括兰州周边的邻近方言中，也不存在。效摄和果摄

古今区别明显，其混同不符合方言类型学，高氏对效摄一二等的洪音和三等

的洪音强生分别，结果不但顾古而失今，而且顾此而失彼。

2、高氏为了将效摄二等字的细音和三四等字的细音区别，将前者韵母记

为io，后者记作ia。于是从声韵角度来说，又出现了如下奇怪现象：交t‘：io≠

骄tGio，敲tG‘io≠乔t9‘io，孝Gio≠笑Gio。这种非尖团音而造成的语音区别，

今兰州音及周边方言中不存在，也无残留可寻，其他方言中也难见到，其区

别不符合方言类型学。高氏对效摄二等细音和三四等细音强生分别，结果顾

古而失今。

(七)高氏记音中显示出的一部分语音重要差异，我们认为是历史音变造

成的。它反映了当时老派兰州话中的语音特点。这方面的语音差异主要有6

点：

1、如上文“五"之“(一)"所述，高氏记音有t、t‘两个舌尖后塞音声

母。“猪”不读pfu而读tu，“吹"不读pf‘ei而读t‘u；“张”不读t爷or3而读

t 5，“抽’’不读t$‘Ou而读t‘OUl。这两个声母在解放前兰州口语和读书音中都

未出现。因此，高氏发音人发此声母不会作为读书音发出来。从历史根源来

说，这当是钱大昕所说的知系舌上音和照系齿音读为舌头音的表现，是符合

汉语音变规律的。在现实语言中也有个别残留。兰州有些老年人把“灯盏"的

“盏"说作“tan"。t也是舌尖塞音，其音系中舌尖后塞音t无以容身时，以音

系现有成员舌尖中塞音t表示，完全可以看作是t的一种残留。遗憾的是这样

的残留很难找到。高氏记音中西安也有t、t‘，但合口呼前已作pf、pf‘。这说

明今兰州音的pf、pf‘二声母是受西安方音的影响后来产生出来的。

2、如上文“五"之“(二)"所述，高氏记音rl、1分立。但高氏所记音

中个别字也有n、l张冠李戴的。本当为l，记为n的有1字：聋nu；；本应

为n，记为l的有5字：内luei、暖luae、嫩Iu；、脓lu；、浓lu弓。根据词汇

扩散理论，它们正是n、l混同的先头词。混入n的少，混入l的多，这也与

今兰州音中n、l不分，而外地人听起来多发l的实际相吻合。这说明，高氏



兰州市志·方言志·历史演变与内部差异

记音时兰州老派方言中1"1、l虽然分立，但已经开始了混同的进程。

3、如上文“五"之“(三)”所述，高氏记音有大量零声母合口呼字，v

声母字只有17个。根据词汇扩散理论，这17个字正是合口呼前的零声母向

v声母演变的先头词。这些先头词的特点是u韵母字，而不是U韵头字。这种

演变今兰州音已彻底完成，高氏记音时老派兰州方言已发其轫。

4、如上文“五”之“(四)”所述，高氏立有z声母，属字只有一个

“柔”字。“柔”为古日母字，“柔”字当是日母读z的残留。兰州东邻方言定

西方言古El母字大多仍读z，“柔”字正好位处其中。这说明兰州方言由z到

乙的演变完成早了一个世纪。今兰州音有Z声母，古日母字“娆”白读为ZO，

高氏表中未列其字，故未见于记音。至于“柔”今已读乏声母，说明以前的

落伍分子早已进入了演变洪流中去了。

5、上文“五”之“(六)”指出，一q是受声母舌尖音特征影响造成的，这

种影响摆脱了，也就演变成一U了。今兰州郊区农村犹有这方面的残留读音。

6、上文“五”之“(九)”所述今兰州音开口Y(a)韵字，高氏记音皆

作合口0(uo)，反映了这类字由合口呼向开口呼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留有

痕迹。兰州西部郊县一些农村，50年代的老人仍念“哥、歌、何、河、可、

喝”等字为合口呼，今天的老年人念“何、河、喝’’为合口呼。这正是这一

历史音变的共时反映。

(／k)上文“四"之“(九)”指出，“车摺舌”等字高氏韵母不读Y(9)，

而读ei。这些字都是照系三等开口字，分居假摄及咸山二摄的入声韵。上文

“五”之“(十)”指出，高氏韵母uei只有一个“拙”字。“拙”是山摄照三

人声合口字，正好一uei是一ei的合口呼。高氏的这种记音在今兰州音中找不到

残留，解放前也不作读书音，今天兰州周边方言里也没有反映。这两个属字

甚少的韵母是否为兰州方言的早期形式，尚无证据说明，姑存其疑。

综上所述，高氏记音与今兰州音的十四点差异，有的是兰州方言历史演

变造成的，有的是发音人发读书音或口音不纯等原因造成的，也有的是记音

人考虑古音差异而强生分别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的分析只能是抛砖

引玉，很难作最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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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部差异

本标题所言“内部差异”指兰州行政区划内的明显方言差异。自五十年

代起，兰州市辖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四区。1958年将武威地区的永登

县(含红古区)划入兰州市，1961年又划出(红古区保留)。1970年将武威

地区的永登县、定西地区的皋兰县、榆中县划入兰州市。现兰州市辖五区三

县，东西长约250公里，境内山川错综，地形复杂。周边与武威、临夏、定

西等方言区交接，所以在当地人听起来，内部方言差别是蛮复杂的。这种差

别主要指的是个别语音成分的歧异，词汇、语法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大体

说来，兰州行政区域内的方言可分为7个片：城区片、永登东片、永登西片、

红古片、榆中西片、榆中北片、榆中东片。城区片包括城关区、安宁区、七

里河区、西固区(达川乡除外)、皋兰县石洞寺、水阜、忠和、黑石JiI、武川、

中心6乡镇、永登县苦水乡及榆中县的来紫堡、金崖、兰山、和平、定远、连

搭、夏官营7乡镇。这是兰州方言的代表片。其余6片与城区片方言大同小

异。下文分别介绍这6片与城区片比较显著的语言差异。

第一节 永登东片

本片包括永登县的城关、柳树、大同、清水、中堡、武胜驿、金嘴、坪城、通远

(东部)、龙泉寺、红城、东山、古山、西槽、秦川、树屏16个乡镇及皋兰县的西岔

乡，以永登县城关镇为代表。本片与城区片的明显差异有如下8点：

一、n、l二声母分立不混

城区片n、l属于一个音位的自由变体，混同不分。本片n、l属于两个音

位，是两个声母。实质上这种分别从城区片的河口镇就开始了。例如：

例字 男、 兰， 牛、 刘， 怒、 路， 女、 吕

城区片lan51、lan5l，liou51、liau51，lul3、lul3，ly44、ly44

本片nan5l、lan5l， niou51、liou51， nul3、lul3， ny44、ly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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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读a

城区片“儿"读m，本片读a，本片无Ⅲ韵母。例如：

例字 儿、 耳、 饵、 二

城区片m5l、 m44、 11144、 all3

本 片 a51、 a44、 a44、 a13

“扔"字城区片白读乙．L。。，本片白读a。。。

三、“上上”不变阳

两个上声字相连，城区片前字发生变调，由44变为5l，即由本调变为阳

平调，合乎“上上变阳’’的常规。本片则不发生这种变化，前字仍读上声。例

如：

二字组党委．、 土改、 小马、 好友

城区片tor344。51vei44、t‘U44—51ke4l、 西。4卜slma44、 xa44—51iou44

本 片tot344vei44、t‘U44ke44、 Gi344ma44、X。44iOU44

四、轻声前阳平变高平调

二字组合中，轻声字前的阳平字城区片不变调，即读原调51，本片则由

原调51变为高平调55。这一语音特点表现明显，是与城区片口音相区别的一

大特征。例如：

二字组桃子、 黄的、 城里、 明天

城区片t‘a51ts32、xuar351ti2、 tS‘on5lliz、 minslt‘ianz

本 片t‘；)51-sstS]2、xu3r35l_-55ti2、 tS‘an51_．55li2、 rain51—55t‘ianz

五、“北白”等古入声字读齐齿呼

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唇音古人声字城区片读开口呼，本片读齐

齿呼。例如：

例字 北、 墨、 默， 百、 柏、 魄、 白、

城区片pYl3、myl3、myl3，pxl3、PYl3、P‘Y13、PY51、

本片piel3、miel3、miel3，piel3、piel3、P‘iel3、pie5l、

麦、 脉

mX'13、mYl3

miel3、mie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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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助词“了”读齐齿呼

“看了"、“商量过了"之类说法中的。了"为时态助词，城区片读b，轻

声，为开口呼；本片读lia，轻声，为齐齿呼。

七、补语“掉"作“丢"

“走掉了99“白送掉了"之类说法中的动词补语“掉"城区片读to，轻声；

本片作“丢”，读tiou，轻声。这样二者不但有了开口呼和齐齿呼的差别，而

且还产生了遥条辙与油求辙的字音隔阂。．

八、“儿"不作名词后缀

城区片“儿"可作名词词尾，自成音节；本片“儿”不作名词后缀，无

“花儿、画儿、雀儿、桌桌儿、铲铲儿、圈圈儿"之类的说法。

第二节 永登西片

本片包括永登县河桥、连成、民乐、大有、七山、通远乡(西)6乡镇及

红古区的窑街镇，以永登县河桥镇为代表。本片与城区片的明显差异有如下

10点：

一、rl、l二声母分立不混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上节。一”)，兹不赘述。

二、无pf、pf‘二声母

城区片有pf、pf‘二声母，属字为北京话t莘、tS‘二声母的合口呼字，也

就是说，t莘、t$‘二声母在合口呼前要变为pf、pf‘二声母。本片无pf、pf

‘二声母，城区片此二声母字本片作t莘、t莘‘二声母(与合口呼相拼)。例

如：

例 字

城区片

本 片

捉、

pfxl3、

tSuYl3、

砖、

pfan53、

t[；uansa、

肿、

pfon44、

tSuon44、 粉弧珠一奄羝“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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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字

城区片

本 片

鼠、

pf‘U44、

tS‘U44、

戳、

pf‘Y13、

t§‘uXl3、

传、

pf‘an53、

tS‘uan5l、

春、

pf‘on53、

t莘‘uon53、

床

pf‘a习53

tS‘ua95l

三、“儿"读el"

城区片“儿一读U．I，本片“儿”读er，卷舌音，与北京音一致。本片无

m韵母。例如：

例字 儿、 耳、 饵、 二

城区片 m5l、 m44、 u144、 Illl3

本 片 er5l、 er44、 er44、 erl3

城区片“扔”白读乏．L。。，本片白读er。。。

四、阳平在阴平、阳平、上声前变去声

城区片阳平字相对稳定，在二字组中不发生变调(末字作轻声除外)。本

片阳平字很活跃，在阴平、阳平、上声字前均变为去声调。例如：

二字组门窗、 胡吹， 洋楼、

城区片mon51 pf‘o习53、XU51 Pf‘ei53， ior35】Ion51、

本 片 mon51．13t莘‘u。日53、Xll5l一13tS‘uei53， iarj51．13lousl、

二字组磨平， 排比、 拿稳

城区片 mY51 P‘in51，P‘e51 pi44、la51 yon44

本 片 mx51．13P‘in5l，P‘￡5l—13pi44、 rla51．13von44

五、“上上”不变阳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上节“三”)，兹不赘述。

六、助词“了”读齐齿呼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上节“六”)，兹不赘述。

七、有儿化音

城区片“儿”可作名词后缀，与“子”配对，但自成音节，不发生儿化

音变。本片“儿"也作名词词尾，可与“子”配对，但与前字发生儿化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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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一个音节，且儿化音节十分丰富。本片儿化音变与北京音一致。例如：

例词 花儿、 字儿、 虫虫儿、

城区片XUa+53山1、tsll3—1l 1113、pf‘on51pf‘on2ILl3

本 片xuar53、ts]r13、 tS‘uonsl．13 t莘‘uor2，

例词 手手儿、 洞洞儿

城区片 Fou44莘aulUll、tuonl3tuonls一11Ⅲ3

才王 片 Sau44荸arl、tuonl3tuor3

八、亲属称谓多用前缀“阿"

城区片前缀“阿"已衰退，只用于“阿舅"(舅舅)一词中。本片“阿”

除用于“阿舅”一词外，还用于其他一些亲属称谓中。例如：

称谓词 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爷爷、 奶奶、 姨母

城区片 爹、 妈、 哥、 姐、 爷、 奶奶、 姨娘

本片 阿大、 阿妈、 阿高、 阿姐、 阿爷、 阿奶、 阿娘

本片前缀“阿”所用范围仅如上例，对其他称谓皆不用“阿”，无“阿婶、

阿妹"之类的说法。

九、“驾”作第三人称代词

城区片第三人称代词有“他、他们"和“那la。。、那la。。们"两套。本片

也有两套，是“他、他们一和“驾toia。。、驾tGia。。们”。用法与城区片相同，前

一套用于生疏的人和比较严肃的场合，后者用于熟惯的人和比较随便的场合。

十、比较句用“不到”

比较句中，表示低位时，城区片用“不如”、“比不上"等词语。“比不

上"的否定形式是“比上"，“不到"的否定形式是“到”。本片一般则用“不

到”。例如：

城区片例 句

(1)水地瓜不如旱地瓜。(水地瓜比旱地瓜差。)

(2)窑街炭把靖远炭比不上。(窑街炭比靖远炭差。)

(3)老二的苦心把老大比上哩吗比不上?(老二的吃苦性比得上老大吗?)

本 片 例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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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地瓜不到旱地瓜。(水地瓜比旱地瓜差。)
● ●

(2)窑街炭把靖远炭不到。(窑街炭比靖远炭差。)
● ●

(3)老二的苦心把老大到哩吗不到?(老二的吃苦性比得上老大吗?)
● ● ●

第三节 红古片

本片包括红古区海石湾、红古、河嘴、花庄、平安5乡镇及西固区的达

JII乡，以红古乡为代表。本片北有享堂峡与永登西片相隔，南有八盘峡与城

区片相距，西南与河州(临夏)方言区的永靖县、青海省方言区的民和县相

接，声调系统与城区片迥异。永登人称之为“峡外话”(“峡”指享堂峡)。本

片与城区片的主要差异有如下11点：

一、n、I二声母分立不混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相同(见第一节“一")，兹不赘述。

二、无pf、pf‘二声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相同(见第二节“二")，兹不赘述。

三、“儿”读er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相同(见第二节“三")，兹不赘述。

四、只有两个调类

本片单字调只有两个。平声不分阴阳，且与去声(包括古浊上字)相合，

调值13，权称第一声；上声自成一类(古浊上字除外)，调值44，权称第二

声。古人声字归第一声。例如：

例 字 高、

城区片 k3。。、

本 片 k313、

例 字 舌，

城 区 莘Y51，

本 片 $Y13，

路、

lUl3、

lUl3、

口、

k‘au44、

k‘au44、

、

、

3木mH、

、

“

“

、

3

3

i

1

1

讥乩m

满m
m

f

f

Ⅱ

n

、

”

”

、

¨

“

厚∞甜

死池儿

厚一聊

死咄吼

羊摊m

、

¨

“占毗毗

．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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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ti、t‘i读tsl、ts‘1

本片无ti、t‘i二音节，这两个音节字分别读ts]、ts‘1。也就是说舌尖中

塞音t、t‘遇舌面前高元音i，变为舌尖前塞擦音，后面的韵母由舌面前元音变

为舌尖前元音。例如；

例字 地、 弟、 狄、 底， 梯、 提、 踢、 体

城区片til3、til3、ti5l、ti⋯t‘i53、t‘i5l、t‘i13、t‘i44

本片ts‘113、tsll3、tsll3、tsl4l，ts‘113、tS‘113、ts‘113、ts‘1“

六、部分古入声宇有韵尾i

城区片古入声字皆无韵尾i，本片部分古人声字今韵尾i，它们是曾摄一

等字、梗摄二等字。例如：

例 字

城区片

本 片

北、 刻， 客、

pYl3、 k‘Y13， k‘Y13、

peil3、 k‘eil3， k‘eil3、

七，助词“了"读齐齿呼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第一节“六")，兹不赘述。

八、结构助词读“者"

革

kyl3

keil3

城区片结构助词一律作“的"，读ti，轻声。本片结构助词一律作“者"，

读t罩y，轻声。如“我的书一作“我者书"，“大家的事情一作“大家者事情"，

“快快的吃一作“快快者吃"，“认真的写字"作尸认真者写字"，“好的很"作

“好者很"，“跪的快"作“跪者快"。

九、有儿化音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六一)，兹不赘述。

十、‘‘驾"作第三人称代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八”)，兹不赘述。

、

、

、

I

3白；：：“

p

p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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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比较旬用“不到”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九’’)，兹不赘述。

第四节 榆中西片

本片包括榆中县城关、小康营、三角城、银山、上庄、马坡6乡镇，以

城关镇为代表。本片与城区片的主要差别有如下7点：

一、n、I二声母分立不混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第一节“一”)，兹不赘述。

二、无pf、pf‘二声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二")，兹不赘述。

三、S、乏二声母可拼合口呼

城区片§、三二声母不与合口呼相拼，遇合口呼字，声母变作f、v。本片

&乏与北京话一样，可与合口呼韵母相拼，不发生su—fu、莘u一一f、乏u—vu、

乏u一一v这种音变。例如：

例字书、 熟、 水、 霜， 儒、 入、 软、 若

城区片 fus3、 fu5l、 fei44、 farj53， VU5l、 vul3、 van44、 vYl3

本 片 爷u53、 Su312、 [mei44、 Suarj53，乏u312、 乏u13、 Kuan44、乏uYl3

四、阳平调为降升调

城区片阳平为高降调，调值为51；本片阳平为降升调，调值为312。例

如：

例 字

城区片

本 片

鱼、

Y51、

Y312、

黄

xuarJsl

xuarJ31z

五、阳平在阳平前变去声

城区片阳平在阳平前不变调，本片则变为去声。例如：

毒‰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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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字 牛羊、 糖茶、 糊墙、

城区片liau51 iorj51、t‘arj51 t§‘a51、xu5l tO‘iarj51、

本 片 niau312．13 iarj312、t‘arj312—13 tS‘a312、XU312一13 tO‘iarj312、

例字 人忙、 锄完

城区片 Z,on5l marj51、pf‘U51 van5l

本 片 乏an312．13 mar3312、 t§‘U312．13 van312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三")，只不过永登西片不光阳平在

阳平前变去声，而且在阴平、上声前也要变成去声。

六、助词“了”读开齐两呼

城区片时态助词“了"统读开口呼b，轻声。本片在“v掉"结构后同城

区片，如“丢掉了"、“忘掉了"、“黄掉了"、“消灭掉了"中的“了"读b，轻

声，为开口呼。但是，非“v掉”结构后的时态助词“了"读li3，轻声，为

齐齿呼。如“走了”、“来了"、“红了’’、“看着了"、“写完了”、“打扫干净

了"、“说到深更半夜了”中的“了"都读lia，轻声，而不读b，轻声。

七、作补语的“掉”读齐齿呼

作补语的“掉”，如“飞掉了"、“出卖掉了”之类说法中的“掉”，城区

片读ta，轻声，为开口呼。本片读tia，轻声，为齐齿呼。读齐齿呼这一点上

与永登东片(见第一节“七”)一致，但永登东片韵辙有变化，这一点上又与

本片造成了差别。

八、“驾”作第三人称代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八”)，兹不赘述。

第五节 榆中北片

本片包括榆中县青城、园子、上花、哈岘、梁坪五乡和皋兰县的水川、什

川、强弯三乡，以榆中县青城乡为代表。青城曾称“条城”，因此当地人称其

方言为“条城话"。本片与城区片的差异主要有如下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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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I二声母分立不混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第一节“一”)，兹不赘述。

二、无pf、pf‘二声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二”)，兹不赘述。

三、“霸"作第三人称代词

城区片第三人称代词有“他、他们”和“那la。。、那la。。们"两套。本片

也有两套，是“他、他们”和“霸pa。。、霸pa。。们”。用法与城区片相同，前

一套用于生疏的人和比较严肃的场合，后者用于熟惯的人和比较随便的场合。

第六节 榆中东片

本片包括榆中县甘草店、高崖、新营、龙泉、清水驿、韦营、中连川、垲

坪、贡井八乡镇，以甘草店乡为代表。本片地处兰州市东端，与定西县接壤，

所以多带定西方言(属中原官话)特点。本片与城区片的明显差异有如下

8点：

一、n、I二声母分立不混

此特点与永登东片一致(见第一节“一")，兹不赘述。

二、无pf、pf‘二声母

此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二”)，兹不赘述。

三、§、乙二声母可拼合口呼

此特点与榆中西片一致(见第四节“三”)，兹不赘述。

四、古全浊仄声唇音字读送气音

城区片同北京音一样，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仄声字读不送气音。古

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仄声字读送气音，这是本片东邻定西方言的重要特点。

本片只吸收了其中唇音字的这一特点，即古全浊塞音声母仄声字中的唇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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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送气音。例如：

例字 步、 伴、 病、 簿、 倍、 拔

城区片pul3、panl3、pinl3、pul3、peil3、 pa5l

本片P‘U33、P‘an33、P‘in33、P‘U33、P‘ei33、P‘a13

至于非唇音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仄声字，如“道、坐、直、净"等，则

读不送气音，同城区片一致。这表现出本片处于兰州、定西两种方言问的二

属特征。

五、调类、调值同定西方言

城区片有4个调类，阴平53，阳平51，上声44，去声13。本片声调系

统与东邻定西方言一致，只有三个调类。具体来说：

(一)定西方言平声不分阴阳，本片也具备这一特点，即古平声字为一个

调类，不分阴平和阳平，调值也与定西方言一样，为低升调13，与城区片去

声调值相同。例如：

例字 偷、 头， 飞、 肥， 天、 甜， 方、 房

城区片t‘OUs3≠t‘OU5l， fei53≠fei5l，t‘ian53≠t‘ian⋯ far353≠far351

本片t‘Oul3一---t‘Oul3， feil3=feil3，t‘ianl32t‘ianl3， far313=far313

(二)本片上声、去声调值也与定西方言相契。其上声调值为51，与城

区片阳平调相同；去声调值为33，与城区片上声调值相似。例如：

例字 口、 草、 古、 染， 大、 饭、 是、 父

城区片 k‘OU44、ts‘04I’ ku44、 Kan44，tol3、 fanl3、 莘1J3、 ful3

本 片 k‘OU51、ts‘351、 ku51、 乙an5l，t033、 fan33、 $．L33、 fu33

六、“上上"变平声

城区片两上声字相连，前字变阳平。本片平声不分阴阳，两上声字相连，

前字变平声，即由51变为13。例如：

二字组减免、 虎口、 碾米、 改小

城区片toian44．5l mian4‘、XU“一5l k‘OU44、lian44．51 mi44、 ke44-．51 oia44

本 片toian5l一13 mian5l、XU51—13 k‘OU5l、nian51．13 mi5l、 ke51-'13 oia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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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驾”作第三人称代词

本特点与永登西片一致(见第二节“八”)，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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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狗娃山的来历

第一章散文类

第一节 传 说

狗娃山，位于兰州市区西南部。1949年8月彭德怀率解放军在此与马步

芳军鏖战获胜而解放兰州，此山遂名闻四方。这则民间传说说的是山名的来

历。

Ia44—5l

老

til lan5l

的 南

ior344 tSYl

养 着

ti3 xon44。

的 很。

10U44

有

ts044

早

$an2

山

113—1l

la44—5l tsa44 i44 tG‘Jan5l

老 早 以 前，

莘。日3

I--

kx3

个

，lan51 t莘9u2 tp‘an5l Gi53 mianl

兰 州 城 西 面

pful3一11 tS苫3 i13 XDl3 pf0053 tGial Kanl，tGia53 lil

住 着 一 户 庄 稼 人， 家 里

kau44，

狗，

k‘anl3．11

看
mansl

门

i13．11 lian3，t‘ian53 iel tal3

年， 天 爷 大

mul3．11 iou44 cial3，lian5l

没 有 下， 连

xal，t西013—1l

下， 窖

tSll3—1l kY3

i13．1l k‘uY3

li3 kan53 kanl

里 干 干

颗

t莘a13 yanl3—1l ts]3，lin5l gin2

照 院 子， 灵 性

xanl3’

旱，

i13 tian44 u11 y44 tu53

一 点 儿雨 都

liar35l§．L2 ie4t

粮 食也

til，i13 tian44 m1

的，一 点 儿

Ken51 tcieul3 lin44

这 个 人 就 领

VEl3--·II

外

PaO]

上

t‘OU3 ial3 fanl3 tG‘i13．．1l b3。

头 要 饭

tGmnls-n

件

kau44

狗

ts]3 tuon53

子 东

k‘anl3一ll

看

了

YOl'J13一ll

忘

113 tGlass

tsaU

走

家
●

44 tIl

的

fei44

水

mUl3—11 IOU44 ta44

没 有 打

tuss mUl3—11 lOU44 o

都 没 有。

tsll，pf‘u13．11 mort5l t013

子， 出 门 到

St51 tGiel3，la51

时 节， 那

lal，mul3．11 iou44

了， 没 有

la5l

拿

tGian3 lal，toioul3 i13一11 t§151 pou44 tsel

见 了， 就 一 直 守 在

mon2 Pa44

们 把

Por32。

上。

tLsl,13．1l
这

ky3

个

‰掉去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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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an53 Gil kans3 tG‘ianl，pul3—11 kan44 tsau44 tol。k‘or313．11 la3，pul3．11

东 西 跟 前， 不 敢 走 掉。 渴 了， 不

kan44 tG‘i13 t§a44—5l fei44， vYl3．．1l la3，pul3--1l kan44 tG‘i13 tS。“ tS‘113·1l
敢 去 找 水， 饿 了， 不 敢 去 找 吃

ti3，i13—1l tS、5l Vyl3 ts￡13 kan53 tg‘ianl，Sau44 tSYl tuan53 Oil，tan44

的， 一 直 卧 在 跟 前， 守 着 东 西， 等

t§Y1 pfu44 Kanl tGial xuei51 le2。

着 主 人 家 回 来。

xuar353 lian51 kuxl3．．1l la3，pfu44 Kanl xuei51 t02 tGia53 lil lal，

荒 年 过 了， 主 人 回 到 家 里了，

k‘anl3—1l tGian3 tsau44 ti3$．L5l tGiel3乏144 X81 til tuon53 9il，xan51 tsE；13

看 见 走 的时 节 扔 下的 东．西， 还 在

yan51 til3．1l far33 far313．11 t§Y3 lil，kou44 Vtt 1 tsll ts￡13 kan53 tg‘ianl

原 地 方 放 着 哩， 狗 娃 子 在 跟 前

P‘a5l t莘Y2 li3。i13—11 mY53，kau44 V8l tsll s144 til linl3 linl3—11 u13 til

爬 着哩。 一 摸， 狗 娃 子 死的 硬 硬 儿的

lal'tsel3 ie44 t莘anl3 pul3 t9‘i44 Isl b1， tsel3 ie“t‘in53 pul3 tGianl3

了， 再 也 站 不 起 来了， 再 也 听 不 见

t莘113—11 ks3 kau44 val tsll tGial3—11 ti3莘an53 inl b1。

这 个 狗 娃子 叫 的 声 音了。

tG‘yan51西a53 Z,an5l pal3 pful3 kau44 tal3 k‘U13．11 la3 i13州1 tS‘or344。

全 家 人 抱 住 狗 大 哭 了 场。

til3 Ull3 t‘Jan53，tGioul3 pal3 kau44 mei51 ts813 kan53 tG‘ianl til$an53

第 二 天， 就 把 狗 埋 在 跟 前 的’山

Sa日l lal。Z．an5l mon2 t‘in53 tgianl lal，tu53 fxl3 tall3 s．L13 i13．11 kx3

上 了。 人 们 听 见 了， 都 说 这 是 一 个

X044_．11 kou44。XOUl3一ll l￡3，tal3—1l t9ia3 tGiaul3 pal3 t莘．L13 tsuyl3 莘an53

好 狗。 后 来， 大 家 就 把 这 座 山

tGial3．．1l tS‘on3 lal“kau44 val 8anl”。

叫 成 了 “狗 娃 山”。

二、段坚爷扶才招婿

段坚(1419年"～1484年)字可久，兰州人。景泰五年进士，曾任莱州知

府、南阳知府，政绩卓著。致仕归里后，授徒讲学。彭泽(1459年～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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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字济物，兰州人。弘治三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为人刚正

廉洁。晚年退居故乡。段彭二人深受兰州人敬仰，至今犹称之为“段坚爷”、
“

彭爷"，颂扬其高风亮节的传说甚多。据《彭泽墓志》载，彭曾受教于段坚。

段为彭妻之舅爷。下面一则民间故事将二人演义为翁婿关系，构思比较新奇。

tsa44 man53，tuanl3 tt；ian53 iel ts￡13 luei51 t‘anl3 x￥5l tsl3 tgia53

早 先， 段 坚 爷 在 雷 坛 河 子 教

fu53，taU53 S153 ful taxl lil。P‘an5l ie2 xanl3—1l莘13 kxl ka44 va5l val，

书， 当 师傅 着哩。 彭 爷还 是个 尕 娃

tGia53 lil P‘in51 xan5l ti2 xan44。iou44 il t‘ianl，P‘on5l ie2 pei53

家 里 贫 寒 的 很。 有 一 天， 彭 爷 背

peil3．1l tou3，aou44 la51 liau51 lYl3—1l pa3 kual3—11 tOY3 S．L51 fanl3一11 tOY3

背 斗， 手 拿 牛 肋 巴刮 着 拾粪 着

lil。tuanl3 teian53 iel tG‘i5l tax2 ly51 kux53 lel l。l，taonl3—11 x044

哩。 段 坚 爷 骑 着 驴 过 来了， 正 好

k‘anl3．11 tGian3 lal，teiaul3 suei5l k‘ou2 fYl3．11 ta3：“ful3 tin5l kual3

看 见 了， 就 随 口 说 道：
“

伏 行

til3。"P‘on51 ie2 tgiel3—1l k‘Ou44 inl3 tal3： “Y13 t￡13 ta‘an51 ia51。"

地。"

t9lansa

坚

彭

lel

爷

爷接 口 应 道：“御带 缠 腰。’’

113—11 t‘in53，tal3 t莘‘．I．13

听， 大 吃

113—-ll

刮

tuanl3

段

tGin53。mul3 Giau44 tal

惊。 没 想 到

tall3．．11 kx3莘．L5l fanl3—11 ti3 ka44 Va51 va2 tueil3．．1l ti3 tSll3—11

这 个 拾粪 的尕 娃 娃对 的这

XD44，tGioul3一ll kon53 ly5l 爷a日2 X813—11 l￡3 vonl3一ll ta3： “ka44

好， 就 跟 驴 上下 来问 道： “尕

mona

们(么)

til kxl，

的个，

li44 tei44 sueil lal 7"P‘on51 ie2 fxl3： “vY44吼13 sueil3一11 la3。" “li44 tsl44

你 几．岁 了?" 彭 爷说： “我 十 岁 了。"“你 怎

mal pul3 lianl3 fu53，莘151 fanl3—1l tax3 lil?"“teia53 lil kuon53 pul

么 不 念 书， 拾 粪 着 哩?”
“

家 里 供 不

tG‘i44。" “li44 tGia53 lil xanl3—．11 iou44 fei51 li27’’ “tGiaul3 vY44 ma53 la53

起。” “你 家 里还 有 谁哩?" “就 我 妈 拉

taxl vY44 i13_．11 kx3 Konl。"tuanl3 tGian53 iel tGial3 va5l pa44 t‘a44 lin44

着 我一 个 人。” 段 坚 爷 叫 娃 把 他 领

tal t‘a44 monl vul3—1l li3 tG‘i1。P‘on51 ie2 ti3 ma53 taonl3—11 ts￡3 tsul3

到 他 们 屋 里 去。 彭 爷的 妈 正 在 做

妣嘟着



G翌51‘孕协，13 il州1 kx3 mial州I li44 lil。P‘an51 ie2 lianl3州fu53
学 房 在一 个庙 里哩。 彭 霉念““；4

晋13州k譬竺53，‘莘≯4 tGinl3 k‘u￡胁1l ti3 xon44。iou44 i13州t‘ianl，
用 功， 长 进 快 的 很。 有一二⋯ 天，”

1絮51导p≥5】i。e．2‘曾互t13 ta44州s钆Oye5l forj2。SDl3州t03 li-v an5l
轮 到 彭 爷 值 日 打 扫 学 房。扫⋯‘葑 莲”

t9ian53 iel oin53 planl kanl3．¨iau44 fu44Ⅲ1 lal。toia
坚 爷 心 中 更

U13

有 数儿了。 就
pa44

把

‘旦3 1：：¨Y．44 llll Oy44 p‘eils kY44 lo,P‘on5l ie2，xarll3 i-肿1 ll

己 的女儿 许 配 给 了 彭 爷， 还 一⋯
tS‘．L2 tSY3莘。习13．11 toin53 kan“101 k‘a44。

持 着上

三、金花娘娘

赶 了 考。

tsll3一ll

自

t莘．L3

直

fu5l

扶

“金花娘娘”，也称“带雨菩萨”，兰州地方女神，多为坐轿木雕内胎彩塑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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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型。兰州及临夏地区供奉，香火极盛。50年代前民间“请雨"(祈雨)时必请

出游行。每年定期抬至井儿街(在今南百大楼南侧)“娘家”省亲。其传说故

事甚多，下面一则说的是她的身世及出家过程。

ts044 ts￡1 minsl t莘‘。2 t莘‘0135l xua2 lian5l tGianz

早 在 明 朝 成 化 年 间，
t莘au2 tgin**1111 kess pful3—11 tSY3 i13 XUl3 oinl

州 井 儿街住

lan5l乏an2 toiol3 tGin53

男 人 叫 金

RlSl ts]z tgiol3 toin53

儿 子 叫 金

，VY44 mortl lan51

我 们 兰

3 toin53 til乙an51 toia2。

着一户 姓 金 的 人 家。
tS。053 Gi44，ly44 til toial3 xY5l fanl3—11 lian5l，

超 喜， 女的 叫 何 凤 莲，
tuan53’ly44 1．1．11 tgi013 toin53 xual。toin53 xual

栋， 女儿 叫 金 花。
yansl Ponz莘113一ll k￥3 oiou53 lianl3一
原 本 是 个 修 炼

金 花
’ n ●

11 133 S．13 tGl44 peiu—11 ts]3 til

了 十 几 辈 子 的

s：251 Om，．n2'p17713§。L13—11 t01 101 toin53 toial。san53 sueil3～1l爷。刁3
神 仙， 转 世 到 了 金 家。 三 岁 ～‘兰。

tGl三u” S．f113—11
tus xueils tsul3—1l 133。toin53 t莘‘。53 Gi44 s—L13—1l k-Yv 3

就 啥 都 会 做 了。 金 超 喜是 个。
tGinls fY5l tsu2 ti3乏an51。toin53 xual

敬 佛 祖的 人。 金 花
ts344 lil vail44 li

l tus3 kon53 tsYl

早里 晚 里都 跟 着
t‘a44 tie53 toil3·11 xuon53 tS‘．L13 SUl3， kY44 fY5l tsu

她 爹忌 晕 吃 素， 给 佛
t‘Ou51。ka44 toin53 xual kon53 sll3 vu44 sueil3．1

头。

POgss

帮

尕 金

2$。53 Gior353 k‘x13—11

祖 烧 香 磕

I莘oD3 tO‘i44，pf‘U51
花 跟 四 五 岁 上

t‘a44 ma53 tsul3 tOia53 Vul3—11 xuY51

她 妈 做 家

起， 除

V￡13，1’13 iou44 k‘uonl3一ll m3
务 活 外， 一

toioul3 lian44 ma51 Oian2，i13 tn5l tDl3莘．L13 VU44 liau

就 捻 麻 线， 一直 到 十 五 六

有 空 儿，

13 sueil3，lian44 xal

tll ma51 Cmnz ts‘uonsl l￡51 mul3 tuanl3^11 kuY3，
的 麻 线 从 来 没 断 过，

岁， 捻 下

tO‘yan51 iou51

全 由
la51 ts‘UOrl5l xa2 t莘Y3 lil，fei5l tu53 Pu53 tGi。13 ynl3。

那(她) 存 下 着哩，谁 都 不 叫 用。
101．144 113---11

有 一
t'ians,toin53 t$‘053 oi44 1344 lior344．51 k‘OU44 pf‘u13一11

天， 金 超 喜老俩 口 出
t9‘is pfanu tO‘in53 tO‘i1。xuei51

去 转 亲 戚。 回

lez ti3莘t5l toie2，P‘onl3．11 S3习3 101

来的时 节， 碰 上 了

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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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3．1l ky3

一 个

lil。 i13．11

哩。一

toin44 pei53

紧 背

tOlels，

节，

tOmuls

就

mortl

们

1U13一11

路

pY5l OY2 pY51 fa2 ti3 la44 xanl tsel3 lul3_．1l

白 须 白发的老 汉 在路

my5l pi5l

摸 鼻

tSYl toia53

tsl2，xanl3一ll iau44

子， 还 有

lil 10l。kuxl3．11

tG‘i13一ll

气

li3。

哩。

So刁3 t‘a目44 tSYl

上 躺 着

tOlOUla kan44．．5l

就 赶

103 xa44—51 Sa44 S113
着 家 里了。 过 了好 少(好多) 时

xanl ts‘￡5l

汉 才

vanl3：“b44

问： “老

ts￡13 lul3_-11

在 路

tSan53 k‘e53 lal

乏anl

人

睁 开 了

ian44 toinl。

眼 睛。

toial，li44§t1 la44 li44 til

家， 你是哪里的

S3日3 t‘a日“ t莘Y1 lil7，，

上 躺 着 哩?”

ti3 Konl，pul3 tSl53 t01 tsl53

的 人， 不 知 道咨(怎)

Xfll lal。tuY53 oiel3 li44

下 了。 多 谢 你

monz

们

toiaul3．11 tsou44。"toin53 xual

就

la44 xanl

老 汉

走。" 金 花

tGlaul3—11

救

113．·11

til t‘uei4”ie5l ie2 tS‘ar351，

的 腿， 爷爷 长，

“vY4t

“我

monl

们

la3

了

t‘in53，

听，

toin53 t莘‘3s3 oi44

金 超 喜

g．an5l?tsl53

人? 咨(怎)

乱13—11
是

tsel3 t莘t13．11

在 这

VY44'

kY3

个

ta3

达

t9la44—51

我， 贾(现在)

113—-11

kuYl3

过

t‘ar344

躺

VY4‘

我

pa44 pal3—1l pfu3

把抱

ie5l ie2 tuan44，fxl3

爷爷 短， 说

toiala tsou44。toin53 tS‘。53 oi44 b44 liorj4卜51 k‘au44 ie44

叫 走。 金 超 喜 老 俩 口 也

liou5l，la44 xanl tciau 13

留， 老 汉 就．

tsel3 toin53

在 金

toial lil t[ganl3—11

家 里站(住)

t‘ian53 P‘ei5l tcin53 xual lian44 ma5l oianl3，

天 陪 金 花 捻 麻 线，

k‘Y13—1l t‘OU51。

磕 头。

10t144 113—-11

有 一

t‘ian3，b“xanl t‘U53乏anl

天， 老 汉 突 然

kY“fx5l

8a13 1e44

啥也

住

pul3

不

i13 ts￡13．11 ti3

一再

xa3

下

lez

b1。

了。

地

mel44

每

莘353 oiarj53

给 佛爷烧 香

yonl3 toin53 xual：“li44

问 金 花： “你

veils sal3 t‘ian53 t‘ianl§a53 ciarjl k‘Y13．．1l t‘on5l liz?"toin53 xual fxl3：

为 啥 天 天 烧 香 磕 头 哩?" 金 花 说：

“vY“

“我

oiarj44 t莘‘on51 i13一ll

想 成
ky3 Sansl oian2

个 神 仙

li3。"

哩。一

134I

老

xanI

汉
fYl3：“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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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t3 mu44 liansl mu44 yel3．11 ti3 l￡13 i13．1l t

在 某 年 某 月 的奈(那)

toia53 li44 tugn53 tSYl

家 里 蹲(呆) 着，

，乱13

什
la44 lil tu53 pul3 iol3

哪里都 不 要

k‘anl3—11 pfx5l i13—1l kx3 mei5l xua2 lul3，tt；ioul3 suei5

看 着一 个 梅 花 鹿，

tt91,5l pfei53。toil3—11 pfu3，pfei53

直 追。 记 住， 追

t莘113．11 oie3 lian51 lian44 xal til ma51 oianl3

就 随

矾51

时

kual3

‘ian53，

天，

tO‘i13。

去。

1 t‘a44

它

tOlez，

节，

li44 tsel3

你 在

li44 tan53

你 但

tlI tOyela

的 脚

pa44 li44

把 你

Pets3§a】31。
这 些 年 捻 下的 麻 线 一刮(全部) 背 上。

i13_’11 t‘9u51 LLl2 fan53 t5Yl toia53 lil， i13呻11 t爷t51 t爷‘￥44 t莘Y1 pa53 mil

Sans3

山

莘。习1

上

头 儿 拴 着‘家 里，一 直 扯 着 巴 咪

113—·1 l kY3 mial3．n li44，linl3 i13一11 t‘Ou3 tsll fan53 tsEl

个庙 里，另一 头 子 拴

ils一11 kons3 xuan51 pful3一11 tsl3 S。日1，

一 根

kuxl tGioul3

果 就

i13．11 ku44

一 股

红 柱
l￡13—11

在

St3 toiel li44 til kuen53

子 上，奈(那)时 节 你的 功

tS‘Dns]loz。"fYl3 pal3，tt；yel3 ti44 xal m1)13—1l tO‘i3 lal

成 了。"说 罢， 脚 底 下 冒

tO‘in53 ian53，toiaul3 P‘ia53 tsgu44 b1。

青 烟， 就 飘 走 了。

起 了

kuYls-tl l。3 liord44 lianl，tI；in53 xual i44 toinl莘．L13 liaul3 tG‘i13．11

过 了 两 年， 金 花 已 经 十 六 七

103，ttorj44 til yel3—11 fa3 tt；ynl3一11 la3。fYl3 mei51 ti2 li44 l￡51 la2，t‘a44
了， 长 的越 发 俊 了。说 媒 的你来了， 他

tO‘i13一11 la3，t面n53 xual tu53 pul3 inl3一ll t零‘on53。toin53 tt‘a53西44 1。44
去 了， 金 花 都 不应

liarj44．51 k‘Ou4l P‘a13 tan53 kxl 101 ly“

两 口

承。 金 超 喜老

m1 til pfon53 son53，tGiaul3 pa44

怕 耽 搁了女儿的 终 身， 就 把

trains3 xual qy44 P‘eil3 kx4t 101乏9n5l toia2。toin53 XUfll pforj53 til pul3

金 花 许 配 给 了 人 家。 金 花 装

t莘153 t31。tol3一儿 b3 la44 Xagll fYl3—1l xa3 til lel3

知 道。到 了老 汉 说 下的奈(那

113—．11

)一

的 不

t‘ian3，

天，

toins3 xual t‘ian53 mLll3 liarjl3 tGigul3 tG‘i44 l￡l，kueil3一11 t03 fY51 tsu2

金 花 天 没 亮 就 起 来， 跪 到 佛 祖

吐的

n卜

h一

3

m印

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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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nl3_’ll tG‘ian5I， fY5l tsu2 t‘u53 Kanl fYl3．1l k‘e3 XUO,13—11 la3： “tGins3

面 前， 佛祖 突 然说 开 话
“

金

xual，li44 tS9n53 Ginl S．L5l i2 ti3 pel3．1l VY44， k‘$t44-．51 li44 yanl3一11 i3

花， 你 真 心 实意地拜 我， 可 你愿 意

lisl k‘￡53 li44 tie53 ma53 mal?"tGin53 xtlal fYl3：“VY44 yanks一1l i3 1"

离 开 你 爹 妈 吗?" 金 花 说： “我 愿 意!"

XU8．13 xanl3 mulpll iou44 fYl3—11 van5l， fY51 tsu2 tGiouls pul3 tGianls-11

话 还 没 有说
￡兰，

兀’ 佛 祖 就 不

la3。tGin53 xual pfei53 pf‘u1 man5l tG‘i2 i13 k‘anla，iou44

了。

见

113—．11

金 花 追 出 门 起 一 看， 有 一

mei51 xual lul3 tSanl3．1l t莘Y3 lil，tGiouls kan44—51 tGin44

梅 花 鹿 站 着 哩， 就 赶 紧

XUel51

回

kx3

个

t02

到

vul3一ll li44，pa44 lian44 XRl til ma51 Gianz peils．11莘。日2，i13 t‘Ou51 tsl2

屋 里， 把 捻 下的 麻 线 背 上， 一 头 子

fan53 t§Y1 pf‘u13-’11 f3日3 li44 til tsol3一n ie3 pan44 panl ts]t Saql'

拴 着’厨 房 里的灶 爷 板 板 子 上，

fuonl3—11爷9u44 la53 tG‘i1 pxl3—11 xu'd44 kuonl3， t莘‘Y44§3习1 ma51 Gianls-．n

顺 手 拉 起拨 火 棍， 扯 上 麻 线

tgiaul3 pfei53 mei51 xua2 lul3。lul3 tGin53 lan51 kuan53、t‘anl3—1l S．L3

就 追 梅 花 鹿。 路 经 南 关、 炭 市

k￡53、Gi53 kuan53、Gi53爷。53 moil51、xal3 P‘Y53 tsll、VYl3—11 tG‘ia3、s113

街、 西 关、 西稍 门、 下 坡 子、卧 桥、 寺

ti44 xal、S053 li5l tG‘yan5l、Gia44 Giss XUl，§arJl3-n莘anss xal3—11 P’Y53’

底下、 骚泥 泉、 小 西 湖，上 山 下 坡，

i13一ll t乱5l var313 Gi53 lan5l Sal3z P‘344。

直 望 西 南 上 跑。

tsel3 fYl3，tGin53 xual til ma53 i13 tGial3 gin53 lel，fal3 Gian3 lye4

再 说， 金 花 的 妈 一 觉 醒 来， 发 现 女

m1 pul3 tGianl3．1l b3， {uanl3一11 t爷Y3 San5l San2 tsl3 til farjss Gmr31

儿 不 见 了， 顺 着 绳 绳 子 的 方 向

tfia44，

找，

113—·11 t吼51 lian44

直 撵

113—-11 kx3 P‘in51

个 坪

荸arJz’

上，

荸tsl tsE；z tsau44

实 在 走

pul tuonl3—11 la3，tGioul3 tsuYl3一11 tsE：a til3—11 Sar33 tal3 k‘u13—11 133

不 动 了， 就 坐 在 地 上 大 哭 了

b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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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 tSan53： “VY44 til yan53 tgial

阵：
“

我
ia53 1”(ts‘uon5l ts‘12 i44 XOUl3，

的 冤 家 呀!’’ (从 此 以 后，

7、on51 mon2 pa44 tfi]．13—11 kxz P‘in5l tcioul3 tgi013“yan53 t9ial P‘in51，，，

人 们 把这 个 坪 就 叫 “冤 家 坪
99

'

XOU]3—1I l￡3 tgi013一11 tfi‘on3 101“ian51 tgia2 P‘insl',)tcin53 xual til kY53
后 来叫 成 了 “晏 家 坪”。) 金 花的哥
kxl tgiol3 ma53 til xuei5l tG‘i2， tsli3一11 ky3 vorjl3 tg‘ian5l pfei53，
哥 叫 妈 的 回 去， 自 个 望 前

113-．1l tfiq．51 pfei53 t。1 kuan53 fianl，tsuon44 suan pfei53爷。习1 lal。tgin53
直 追 到 关 山， 总 算 追 上 了。 金

tuon53 fYl 3：“li44莘an53 kon53 panl3．1l

栋 说： “你 深 更 半
ie3 til tG‘i44 l￡1，p‘。44 tol 莘an53

夜的 起 来， 跑 到 深

莘anl lil tsul3 sal3叫1 li3 7 k‘u￡13 kon53 VY44 xuei5l tcia53，tie53 ma53 tu53

山 里 做 啥 哩? 快 跟 我 回 家， 爹 妈 都
ts￡13 tgia53 lil ton44 tfixl lil 1”tgin53 xual fxl3：“kx53 kxl，vY44
在 家 里 等 着 哩!” 金 花 说： “哥 哥， 我 已

tginl t§；‘on5l gian53 101，tsE；13 pul3 kon53 li44 xuei5l tg‘i2 103 1’’tcin53

经 成 仙 了， 再 不 跟 你 回 去 了!，， 金

tuon53 fxl3：‘‘V1f44 pul3 cinl3。’’tcin53 xual flfl3：‘‘li44 vlfl3 pul3 tinl3，

栋 说： “我 不 信。” 金 花 说： “你 若 不 信，
li44 l￡51 k‘anl3 1" fYl3．1l t莘Y3 tcioul3 pa44 tgyel3—1l pa3 t￡13．1l tsl3

你 来 看!” 说 着 就 把 脚 把带 子

t莘‘anl3—11 k‘￡53 lol。“tfi‘．L53，t≤；‘-L53’’til lior$44 lyl3，pianl3 t§；‘on51 102

鞠 开 了。 “哧， 哧” 的 两 捋， 变 成 了

li0944 t‘ia51 tal3．11 marj44。t莘113．11莘t3 tciel，kx53 til xflnl3莘．L13 pul3

两 条 大 蟒。 这 时 节， 哥 的 还 是 不

G1n13。tf：m5s xual tgioul3 fYl3：“li44 xanl3 pul3 tinl3．11 ti3 XUfll，li44

信。 金 花 就 说： “你 还 不 信 的 话， 你

ts￡13—1l l￡51 k‘anl3 1，’fxl3 pal3，tcieul3一ll pa44§au44 li44 til p￥13一11 xuY44

再 来 看!” 说罢， 就 把 手 里的拨 火

kuonla t莘‘a13 tsel3一ll la3 tg‘in53莘151 pan44莘。习1。

棍 插 在 了 青 石 板 上。
i13—1l 莘15l san53

时 三

k‘Y13，xuY44 kuonl S。日1 t莘or344 pf‘u1 101 tS．L53 iel3，tfi‘on5l 1。2

刻， 火 棍 上 长 出 了

113—·11

枝 叶， 成 了一



散文类·传说 ·531。

k‘uY53 tO‘in53 t莘、53 lul3 iel3—11

棵

103，

了，

青

tG‘yel3_．11

确

绿叶

ti3 tal3 8uon53 ful3。kx53 til k‘anl3—11

的大 松 树。 哥的 看

GiarJl3 oinl3 meil3—1l mei3 t§‘Oil5l oiansa l。l，tGiaula

相 信 妹 妹 成 仙 了， 就

VUl3 xual3 k‘Y“fYl3．1l la3。Gyn5l meil3 11113—11 z,an5l pal3一ll t‘OU51

无 话 可 说 了。 兄 妹 二 人 抱 头

t‘an53 k‘U13—11 la3 113—1l

痛 哭 了一

tS‘ar33，tGin53 tuon53 p￡13—11 piesl meil3—11

场， 金 栋 拜 别 妹

mei3 toiou13 xuei51 tGia53 lal。

妹 就 回 家 了。

tGin53 xual lianl3 kx53 kxl fen53 pie51 XOUl3，l￡51 taz xuon51 tGyan2

lOU51

楼

金 花 连 哥 哥 分 别 后， 来到 红 囤

tsl2 ti3￡5l van2 tG‘yan5l，toia／353

子的崖 湾 泉，

ial3 tsuYl3．11 xa3 l￡1 fu53

将(刚) 要 坐 下来梳

kxl t‘OU5l li2，kuxl3．Il l￡3 lal kxl tGyel3 XUl3，pa44—51 t‘844 tS‘a13—11

个 头 哩，过 来了个 脚 户， 把 她 诧

t tu'i3 bl。t‘OU5l mul3一ll iau44 fus3 t莘‘on51，min44 t‘Ou5l kux53

脱(惊走) 了。 头 没 有 梳 成， 抿 头

kuY l tsll ie44 mul3．11 iou“tuan53 tsou44。XOLll3．11 le3 t§113-．1l

锅 子 也没 有 端 走。 后 来这

til3—1l far33 pianl3 t§‘on51 la2 1。13—11

地 方

锅

kx3

个

kY3 tO‘yah51。ts‘non51 lausl tsl2

变 成 了一 个 泉。

Sar33 tll miDl3 tuonlaoH

从 楼 子

tuon3 ku：c 13—11 tG‘i3，t013一ll b3≤；ansa莘on51

上 的 庙 洞 洞 过 去， 到

P‘e51。ts￡13

牌。 在

113—1l

了 山 神

k‘U93 St51 pan44莘a日l tsu$"13一11 xa3，(t莘．L13—11

块 石 板 上 坐 下，(这

liau51 xal卜1l b3 t‘a“til tGyela

留 下 了 她 的 脚

113．．．11

1n13

印

XtlYl3 l；au4t inl3。)xuan4‘lal

和 手 印。) 缓 了

xuei3， fu53 lal kYl t‘OH51， l￡5l t01 lal pa53 mil 争an53 xal， Ion51

会， 梳了个 头， 来

k‘anl3一ll pfx5l莘an53 S3日l til

看

到了 巴 咪 山 下， 能

mial3—1l la3。t§113一11爷13 tGiel，tGins3 xuaI

着 山 上的庙 了。这 时 节， 金 花

pei5l til ma51 莘an2 tsl3 tu53 tS‘Y44 van51 la2，tsu'g'44 k‘anl3 ioula k‘an

背 的麻 绳 子 都 扯 完 了， 左 看 右 看

13’

'

枝札实

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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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s一11 iou44莘t13—11 ma3 k‘Y44 tGiel3．1l ti3。

没 有 什 么 可 接 的。

tGin53 xual tgi51 la2，XU53

金 花 急 了，忽
til GiarJ44—51 tG‘1‘44 t‘a44 suei5l San53 t￡13·1l tSY3

的想 起 她 随 身 带

tsll，tGioul3 ynl3 tGian44

子，

tsl3，

子，

着

●
●

113—11 Pa44 tGlan44

一 把 剪

tsll XUY'13—11 k‘e3 lal tsll3．11 tGi3 til tul3一ll

就 用 剪 子豁 开 了自 己 的肚

ynl3一11 莘au44 pa53 Pf‘ul lal tS‘。习5l tsl2，tGiel3·1l tse3 莘an51 tou2

用 手 扒 出 了 肠 子， 接 在 绳 头
ts 13 S3日1， t{；onls-ll t§a3 tSYl tGinls一11 los mi013，pa44 t$‘。习51 tsl2 fan53
子 上， 挣 扎 着 进 了 庙， 把 肠 子 拴

ts￡l 101 tal3—1l xuon3 pful3—11 tsl3§。刁1。pf‘u13．11 la3 mi。1 3

在 了大 红 柱
，k‘anl3

子 上。 出 了 庙， 看

tGian3 §an53 xal3叫1 t‘OU3 iau44 kxl tar313．11 Jar35l va2，tGioul3 vanl3：

见 山 下 头 有 个 挡 羊 娃， 就 问：

“tor313一11 ior35l va2，torjl3—11 ior35l va2， §an53 k‘￡53 lal mul
挡

113—11

羊 娃， 挡 羊 娃， 山 开 了没

lian5l vonl3—11 la3 lior344 t‘ianl，tot313—11 iorj51 va2

连 问 了

iau447”

有?”

tG‘i2

3—11

xuel51

两 天， 挡 羊 娃 回 去
k_'44 t‘a44 ma53 fYl3：“mfls3，莘an53莘3习1 iau44 kx l tal3 ku53 liorjl，
给 他 妈 说： “妈， 山 上 有 个 大 姑 娘，

t‘a44

她
tGianl3·1l 103 VY44 tGioul3 xan44 tSYl vonl3 莘an53 k‘￡53 l。1 mul3·11 iau44。，’

见 了 我 就 喊 着 问 山 开 了没 有。”

鼍a53 til fY⋯“min51 kx3 t‘ian3 t‘a44 ial3 yonl3叫ti3 xual，．1i44
妈 的 说： “明 个 天 她 要 问 的 话，‘你

t．1．1s
san53 t‘lanl’torJl3—11 iardl3一ll va2 le5l t32 la3 莘an53 lil， iaul3

第 三 天， 挡 羊 娃来 到了 山 里， 又

t’m53 t9mnl tGinss xuaI vonl3：“t0131s．1l iar351 va2，torjl3—1l iar351 va2，

听 见 金 花 问： “挡 羊 娃，挡 羊 娃，
莘anss k‘￡53 lOl mul3—11 iau447"tarjl3一ll iarj51 va2 fxl3： “k‘￡53 lal 1’’

山 开 了 没 有?” 挡 羊 娃 说： “开 了!”

t莘t13—11 mort3 i13 fYl3一11 ti3 Slsl tGie2，tGioul3 tGianl

这 们 一说
3$an53 ia5l til3

的 时 节， 就 见 山 摇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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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onl3，“xuon53 luon53”

动， “轰 隆”

i13—1l 莘an53， 争an53

声， 山

113—·11 luY44

落

t§Y1

着

xal3．11 tG‘i3 101。tGin53 XUal lianl3 fordl3一ll iarj51 vaz、kou44、ior&l

下 去 了。 金 花 连 放 羊 娃、 狗、 羊

tG‘yan5l tu2 tsa51 tSY2 ti44 xal 101。tGin53 xuaI t‘UYl3—11 103 7，ouls一11

全 都 砸 着 底下了。 金 花 脱 了 肉

San53 tsll，tG‘in53 P‘i053 P‘i01 llll til fei53 tol k‘uon53 pfenl，t莘‘onsl

身 子， 轻 飘 飘 儿的飞 到 空 成

102 gian53 101。 互an51 mon2 t‘in53 tOl XOUl3，tu53 le5l t爷‘35l p￡13， k‘OU44

了 仙 了。 人 们 听 到 后， 都 来 朝 拜， 口

t参‘on53“tGin53 xual liar351 liorjz”， xanl3一ll tS83莘an53莘。日l Giou53 10l

称 “金 花 娘 娘"， 还 在 山 上 修 了

113—ll tsulf3 mi013，SUl3．．1l 103 tGin53 xual liorj51 lio习h ti3 tGinsa Sanl，

座 庙， 塑 了 金 花 娘 娘 的 金 身，

pa44 t01313-．11 iorj5l V82 lianl3 t‘a44 til iorj51 xuYl3 kou44 ie．tU53 SLll3—11

把挡 羊 娃 连 他 的 羊 和 狗 也 都塑

tSE：3 10l lin44 i13一ll kx3 k‘uon53 tGi013一ll tsl3 lil lol。

在了另一 个 空 轿 子里了。

iou44 i13—11

有 一

lian3，t‘Jan53 tal3 xanl3，Z,on5l mon2 t[§onl3 t8‘Ousl

年， 天 大 旱， 人 们 正 愁

tSY2 mu 13 panl3—1 l fa3，iou44

着 没 办 法， 有

113—·1l vei3 1044 Z,onl tGioul3 t1)13 tGins3

位 老 人 就 到 金

xLIal miol3一11爷。习2 tG‘i13 Sa习13一11 Giorj53 tO‘iou5l Y44。sails3 PfUl Gior&3

花 庙 上 去 上 香 求 雨 柱 香

mul3 ply51 V；IFIsl，Y44 tGioul3 XU853 lal lal til Gialpll k‘E；3 lal，pfo日53

没

t9lal

稼

mollz

们

sa2"。

萨”。

着
￡苎，

兀9 雨 就 哗 啦啦地下 开 了， 庄

tu53 tGioul3 tYl3 tGioul3一ll b3。ts‘UOll51 ts‘144 i44 XOUl3，Z．on51

都 就 得 救 了。 从 此 以 后， 人

IOtlls

又

pa44 tGin53 xual liar35l li0131 t§‘an53 veil3“t￡13—11 Y44 P‘USl

把 金 花 娘 娘 称 为 “带 雨 菩

mei44 lian51 vu44 yel， 互an51 mort2 tu53 i013 t‘￡51 tGin53 xual lior&l

每 年 五 月， 人 们 都 要 抬 金 花 娘

屯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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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r32

娘

t(；ms3

金

San53

身

p{anl3 i13．11 t

转

ml ke53 til tGin53 xual mial3。

儿街

t莘‘orl51

城

V851 va2

娃娃

So习1 t11

上 的

ts‘uan51

从

的

li2

里

t13

的

金 花

互ansl

人

ly44

女

庙。

man2

们

乏anl，

人，

t$'95

摘

tus3

都

1 12

tal3--]]

到

1013

要

kx3

个

‘3习3

趟

liar351 t(：ia2。pful3 tsel3 t(：in44

娘 家。 住 在 井

la3 t吼13．11 i3 t‘ianl，lan5l

了这 一 天

tg‘i13

去

t(：ln53

金

11151 tGle2。

址
’ 二

iou44 pul3—．11

迎 接。 有 不

xual liarj51 liarj2 tGiaa3．11

花 娘 娘 轿

t(：ial3—1l tsl3

轿 子

fYl3 ie44 kue44，

说 也 怪，

乙．L13—11 tsl3

日 子

man2

们

tSel3

在

ti44 xal tsuan53 i。ra．n

底下 钻 一

t(：in53 XUal liarj51 liarj2

金 花 娘 娘

li44，t‘Jan53

里， 天

liou5l pf‘art5l t莘Y2

留 传 着

tStlOn44

总

t莘．I．13—1l
这

xa3，

下，

xuel51

回

ti3 Z．on5l

的 入

t‘344 kxl

讨 个

ta2 liarj51

到 娘

ial3 gial3．11 Y44。lan5,tSouz

要下 雨。 兰 州

mort3 i13．1l

们

tGy3

句

liarj5l liarj2 tginl3—1l la3 Gi53 kuan53，Pul3 Giaa3 ie44 ial3

娘 进

tian44。"lan5l t§au2

点。" 兰 州

乱l P‘i

是拍

t莘‘a砚，

场，

kx3

个

e13一

C10

小

11 tSY3

着

“一51 y4l

雨

了西 关，

ti3 VB-51 Vli2 mana tsg]

的娃娃们 在

莘au44 xan44：“tgins3

手 喊： “金

s113一ll tS‘3习3。"

四 场。”

人心不足蛇吞相

XUOq3：

话：

tlel3—1l

不下也要滴

tSau2

州

Sansa

生

tsl3

子

m01-12 ttl53

们 都

tI；i13 lil3。

吉 利。

tGta 53 tll

家 的

互an51

人

“train53 XUfll

“金 花

§3弓3 tm^A--*51

上几

3 Gial3．1l y44 til莘．L51 tGie2，ie．tsuon44

下 雨的时节，也

xual liarj51 liar32，tal3—11 Y44

花 娘 娘，大 雨

第二节 故 事

ts‘UOn51 tg‘Jan51 iau44 1‘13—11

从 前 有 一

ka44 莘Y51，

尕 蛇，

ts‘a珧l ts￡2 t‘a44

kx3

个
●

th

总

San53

Gye51 San2 Vfl3，pfa53 lal 1。13．11

学 生娃， 抓 了一

fu53 p01

藏 在 他 的书包

lil。gial3一11

里。一 下

k‘uY3

课

131，

了，

吃的

吃的

咄的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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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44 t‘a44 veil3 my51 my2 tS‘t13。ka44莘Y51 i13叫1 t‘ian3 i

给 它 喂 馍 馍 吃。 尕 蛇一 天 一

tSorJ44 tal3_．1l 133， t莘‘．L13—11 t‘Ou3 ie44 yel3_11 le5l ye 13 tal3-．H

长 大 了，吃 头 也 越 来越大

S9n2 va3 tgl3—11 ti3 mx51 my2 yel3一ll l￡51 yel3·ll tuY53 lal。

生 娃带 的 馍 馍越 来越 多 了。

tal3—1l 互an3 t莘．L53 t313 t‘a44 t‘OU51 t莘Y2 la习44 Sx51’ tGlaul3

大 人 知 道 他 偷 着 养 蛇， 就

pul3．11 kx44 my5l mY2，xanl3 mal3一ll t‘a44 ta44—51 t’a44。

不 给 馍 馍， 还 骂 他 打 他。

学

lil til

里的

t‘a44

他

San2

生

13—·11

b3。

了。

tGlas3

家

kx44

给

Gye51

学

va3 tGioul3 ky44莘Y5l fYl3：“莘Y5l ta2 kv3，VY44 pa44 li44 i；)1344 PUl3

娃 就 给 蛇 说： “蛇大哥， 我 把你 养 不

xuy51 b2，tGin53 kvl vY44 pa44 li44 suonl3．11 ta3 爷an53 1il tG‘il，

活 了， 今 个 我 把 你 送 到

tsll3—ll tGia3 tSa44 tSYl t莘‘．L13 tG‘i13，

自

GYesl

学

山 里 去，

li44

你

tan53 pul3．．1l Ion3爷。日53乏an51 a44 1"

家 找 着 吃 去， 但 不 能 伤 人 啊!”

San2

生

va3 pat4 SY5I pf3rj53 t3l t‘iel3 luon44 luonl lil，t‘i51 t32莘an53

娃把 蛇 装 到 铁 笼 笼 里，提到 深

San53 lil，pa44 莘Y5l forjl3．·1l pf‘U3 l￡l， ioul3 k‘313—11 fu3 lal 113—-ll

山 里， 把 蛇 放 出 来， 又 靠 咐了一

plan3，tGioul3 xuei51 tGia53 l。1

遍， 就 回 家 了

o XOtll3—·ll

。 后

l￡3，莘Y5l manl3 manl3---11

来， 蛇 慢 慢

t莘orj44 tal b1， Gye51 莘an2 va3 ie44 t§。日44 tal 1al。

长 大了， 学 生娃也 长 大了。

10U44

有

113—-1l t‘ian53，xuorJ5l S。日2 iou44 pinl3—11 l。3，kual3—1l

天， 皇 上 有 病 了，挂

pf‘U3

出

xua码5l pa习4t fYl3， fei5l Ion2 pa44 mor344 Gin53 tG‘ial3一11 i3 tianl lel’

皇 榜 说， 谁 能 把 蟒 心 掐 一 点 来，

ky44 xu3r351

给 皇

tsuyl3。t乱l

做。 这

tGinl tSor344

经 长

So日2

上

tStl3 pinl3，tGioul3 kx4t fei51 kx44 kvl tal3．1l kuan53

治 病， 就 给 谁 给 个大 官

3--．11 kY3 Gye51 San2 va3 Gi3rj44， VY“ veil3．11 xa3 til 争Y5l 1’44

个 学 生 娃 想， 我 喂 下的蛇已

tal3-．11 l。3， VY44 i313 t‘a4t til 113．·ll tian3 tianl Gins3，

大 了， 我 要 它 的一 点 点 心，

吨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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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44 tinls xueil3 kx44 til。tGioul3 tGiel3—1l oia3 lal xuarj51 parj2。

肯 定 会 给的。 就 揭 下了 皇 榜。

Gye51 lSan2 va3 tsou44 t01 San53 lil， t莘‘Y44—．51 tSan44 sat344 tsll tal3

学 生 娃 走 到 山 里，扯 展 嗓 子 大

xanla： “SY5l ta]3—11 kx53， 莘￥5l tal3—11 kx53 1" $Y51 t‘in53 ply51 102，

喊： “蛇 大 哥， 蛇 大 哥!’’ 蛇 听 着 了，

ts‘uan51 ts‘a44 lil tsuan53 Pf‘u1 lel fxl3：“Gia44 Gyn5l ti2，li44 le5l la2

从 草 里 钻 出 来说： “小 兄 弟，你来了

ma3 7’’t‘a44 manl liar344 kxl Gyan53 lal i13 t莘anl3—1l tsl3。 Gye5l $an2 VS．3

吗?” 他 们 两 个 喧 了一阵 子。 学 生 娃

fxl3：“SY51 tal3一11 kx53，tGin53 kxl t‘ianl tSa44—5l li44 iau44 kxl莘t13．11
说

“

蛇大 哥， 今 个 天 找 你 有 个事

li3。XU：)1351 S3刁2 iou44 lal pinl3．11 103，ial3．1l oie3 li44 til Gin53 tsux"13

哩。 皇 上 有 了病 了，要 些你的 心 做

Yel3 in4,tsll lil，li44 ial3 par3s3 kxl mar351 li2 1”莘Y5l tal3．11 kx53 fxl3：

药 引 子哩，你要 帮 给 忙 哩!”蛇大 哥 说

“VY44 ts044 tGioul3 Giar344 t莘Yl ky44—51 li44 pal3_-儿 kx3 an53 lil。 vY44

“我 早 就 想 着 给 你报 个 恩 哩。 我

t莘arJs3 k‘e53 tsuei44，li44 tsuan53 tGinl3一11 tO‘i3， 莘344 tG‘ial3．11 Sa勺3 Giel

张 开 嘴， 你 钻 进 去， 少 掐 上 些

tGiOUla pf‘U13—11 193 1" SY51 t莘ar353 k‘￡53 lal tsuei44， Gye51 $anz va3 P‘a51

就 出 来!"蛇 张 开 了 嘴， 学 生 娃 爬

tGinl3—11 tG‘i3，tO‘ial3_．11 la3 i13一11 tian44 tianl tGioul3 pf‘1113—1l l￡3 lal。

进 去， 掐 了一 点 点 就 出 来了。

xuar&l$ar32 tS‘113一ll la3 ynl3 SY5l Gin53 tsuyl3 yel3 in44 tsll til yel3，

皇 上 吃 了 用 蛇 心 做 药 引 子 的药，

pinl3 XD44 b1，kx44 g：ye51 San2 fan53 lal kxl ts￡44 Giar313。

病 好了， 给 学 生 封 了个 宰 相。

ts813 fYl3 l￡13一11 kx3 SY5l Giau53 tS‘on51 mar344 XOUl3， k‘8n13．1l ta3

再 说奈(那)个蛇 修 成 蟒 后， 看

乙an5l mon2 tueil3—11 t‘a44 fei53 tS‘a刁51 x￡5l P‘a2，lianl3 t§‘￡51

人 们 对 他 非 常 害 怕， 连 柴

pul3．11 kan44 l￡5l k‘an44，t‘：iaul3 tsuan53 tGinl3 kanl3 莘an53 til San53 lil

不 敢 来 砍， 就 钻 进 更 深 的 山 里

到‰也



tO‘i13一11

去

b3。

了。

散文类·故事 ·537·

kuxl3一11 la3 toi44 lian5l，xuarj51莘arJz ti3 pinl3 iaul3 fanl3—1l la3，

过 了 几 年， 皇 上 的 病 又 犯

xanl3 ial3 marj44 grin53 tar353 yel3 in44 tsll。 l￡13—11

了，

kx3 Oye51 San2 va3

还 要 蟒 心 当 药 引 子。奈(那)个 学 生 娃

t01353 lal tsz44 oiarjl3 XOUl3，xanl3一ll oiar344 kuan53莘a习l toia53 kuan53，

当 了 宰 相 后， 还 想 官 上 加 官，

ioul3 tO‘i13 tSa44莘Y5l tal3—1l kx53。t‘a44 tsau44 toinl Son53 San53，

又 去 找 蛇 大 哥。 他 走 进 深 山，

i13--11 pian3 tSa44， i13--1l pian3 xan44： “夸Ysl tal3．儿 kx53， §Y51 tal3．1l

边 找， 边 喊： “蛇大 哥， 蛇大

kx53 1”marj44 i13 t‘in53 toianl t‘a“til Son53 inl，oin53 lil oiarJ44：“vY4t

哥!" 蟒 一 听 见 他 的 声 音， 心 里 想： 我

Oyn53 til t零．L53 t01 vg“pan53 toia53 lal，kx44．51 Vy44 kuan53 oi44 le5l

兄 弟 知 道 我 搬 家 了， 给 我 恭 喜 来

la2 1" kan“．5l toin4t xuei5l tal3 fxl3： “Oyn53 til， vY44 tsE；l t莘．L13一ll ta3

了!"赶 紧 回 答 说： “兄 弟， 我 在 这 达

lil!” tse44 oiarjl3 tsau“ sar31 tO‘ian51 fxl3： “S。习13·ll xuei3 vY44 ky44

哩!一 宰 相 走 上 前 说： “上 回 我 给

xuarj5l sarj2 t莘．L13 xat4 lal pinl3，xuarj51 $a习2 fan53 vY“tsu913一ll la3 ts￡4‘

皇 上 治 好了 病， 皇 上 封 我 做 了 宰

oiarJl3。Oianl3．．11 ts93 xuarj51§a习2 ti3 pinl3 iaul3 fanl3一ll la3，tSE；13一ll

相。 现 在 皇 上 的 病 又 犯 了，再

tO‘iau51 i13 tian“uⅡ1 li44 til oin53 lel bl。li“til x344 pf‘U1 vY44

求

113—．11

点 儿你 的 心 来了。你的好 处

t§t3 t9i13．1l tSx3 lil j” marj44 fYl3： “oin5l li2。li44 k‘Y4t

直记 着 哩l" 蟒 说： “行 哩。你 可

toil3．1l pfu3，vanl3．11 vanl pul3．1l k‘Y3 tRy53 tO‘ial3。Vy44 til oin53

记 住， 万 万 不 可 多 掐。 我 的 心

sarjl t‘an53 til t‘e13 lil3 x￡13一ll ti3 XU813，tsuei44 pul3一ll iau51 i13 pil3，

上 疼 的 太 厉害 的 话， 嘴 不 由 一闭，，

li4‘toiaul3 pf‘U13 vei5l oian“lil!" ts￡44 oiarjl3 an53 an53 til tal3--ll

你 就 出 危 险 哩!”宰 相 嗯 嗯地答
In3

应

我h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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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Yl，P‘a53 tGinl3．1l 103 tsuei44 lil。 t‘a44 i13 tGianl3 mar344 Gin53，

着， 爬 进 了 嘴 里。 他 见 蟒 心，

tGioul3．1l iou44 Giar344 fal lal： “t$t13—11 i3 xueil VY44 iol3 tuY53 t

就 有 想 法了： “这 一 会 我 要 多

tG‘ial3—11

掐

yel3 tn44

药

t‘a44

他

tsll，ts‘uan51 xa2 i13 tian44 U11 ton44 i4l XOUl3 tsel3

us"1 th

多 的

tsu、913

做

ynl3。一

引 子， 存 下一 点 儿 等 以 后 再 用。”

113—11 莘au44 ial3．11 pfu3 mar344 gin53， i13—1l §au44 xon44—51 xon“

手压 住 蟒 心，一 手 狠

tG‘ial3—11 103 i13．1l k‘UE3。morj44 t‘an53

地掐 了一 块。 蟒 疼

XUCl3．1l 103，

坏 了，

pul3—11

不

i053 i13 pf‘u13，tsuei44 i13 pil3，tGioul3 pa44 kxl ts￡4t Giorjl3 ianl3．11

腰一

101。 ts

了。

皱，

‘uon51

从

嘴 一闭， 就 把 个 宰 相

ts‘144

此
144 XOUl3'

以 后，
互on51

人
monz

们

xual3：“z-,an5l Gin53 pul3 tsul3 SY51 t‘uon53

话： 人 心 不 足 蛇 吞

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ku44

古

Stl tGiel，

时 节，

liou5l xa2 la3

咽

113—．11

留 下 了一

Giarjl3 1”

相!”

i13．11 kx3 tGia53 lil iau44 til3—．11

个 家 里有弟

la44 tal3 tGial3 ts‘￡51 ts‘￡2，la44 U11

老大 叫 财 财， 老二

til3．11 Gyn3

弟 兄
liar344 kx3

两 个

tGtola

叫

t莘anl3 tsE；13 P

正 在

‘a5l

刨

P044

宝

GYna

兄
liarJ44

两

狠

1aU51

由

§arJ3

上

tGy3

句

kxl。

个。

pal。iau44 i13．1l t‘ian3，

宝。 有 一 天，

iar351 Y2 til3，t‘u13—11

洋 芋地， 突

7、an3

然

“tar353 lar3l" i13—．11 San53，pf‘U51 tsl2 ti44 xal San44 pf‘t11 lal i13 t013

“当 啷"一 声， 锄 子 底下 闪 出 了一道

tGin53 kuar353。liar344 kyl Z．anl tuon53 xal i13 k‘anl3，yah51 l￡5l St2

金 光。 两 个 人 蹲 下一 看， 原 来 是

113—·ll

liar344

两

kx3 tal tGin53 tsll。ts．L13．1l
疙瘩 金 子。这

kYl za51

个 娆

xu￡13—11 la3。

坏 了。

k‘UE；13

快

13 xal

一下

t；)13莘ar3．-sl

到晌

k‘Y44 pa44

可

VU44

午

把

bl，

了，

til3—11 Gyn3

弟 兄

ky53

哥

kyl

哥

tGl013

叫



Oynsl

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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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i5l toia53 tO‘i13 t‘i51 fanl3。Oyn5l ti2

回

113—．1l tsau4I，kx53

家 去 提 饭。 兄 弟一 走， 哥

kxl pul3·11 oiar344 p‘a5l til3·11 103， $au44 lil P‘on“ t爷Y1 toin53 tsll

哥不 想 刨 地 了， 手 里 捧 着 金

oior344 k‘e1 S．L13．1l 103：“toin53 kyl t‘ianl iol3．1l

想 开 事 了： “今 个 天

§-L3 VY4。 113—．1l

要 是 我一

乏anl p‘351 til3一11 t§Y3 til gUfll3， t莘113 kx53 tal toin53 tsll toioul3

人 刨 地 着 的 话， 这 疙 瘩 金 子 就

tO‘yan51 tS‘an51 vY44 til lal，t莘．I．13 i13 peil3．．1l tsll tsE；13—．11 PUa莘aul3

全 成 我。的了， 这 一辈 子再 不 受

xal3．11 k‘u44 lal。toia44 xan5l tY2 kx44 pa44 pal fan53 kxl i13

瞎 苦 了。贾(现在) 还 得 给 宝 宝 分 给 一

panl3—11 llJ3， t$‘113—11 k‘uei53 til xon44 la44 1" oiar34‘ t争Yl 0iar344 t$Yl，

半

iau44 lal

儿， 吃 亏 的 很 哪!” 想 着 想 着，

113—．11 kY3 pfu“il。0yn51 ti2 ti3 113—，11 pian3 tsOu44 lul，

有 了一 个 主 意。 兄 弟的一 边 走 路，

113．·ll

113—·11

plan3

边

ie44 tsgl s153 mRl： “toin53 kxl t‘ianl ial3_．11 爷．L3 VY“

也 在 思 谋： “今 个 天 要
、

是 我

kx3 Z,onl P‘a51 til3一ll t莘Y3 til xual3，t莘．L13 ky53 tal toin53 tsll

个 人 刨 地 着 的 话， 这 疙 瘩 金 子

toioul3 tO‘yan5l kuei53 vY“lal，t莘．L13 i13 peil3．．11 ts]3 tSE：13—11 PU3 tsula

就 全 归 我 了， 这 一辈 ·子再 不 做

pfarj51 toial lal。 toia44 xan5i tY2 liar344 kyl 乙anl fans3， fYl3—11 pu3

庄 稼 了。贾(现在) 还 得 两 个 人 分， 说 不

tinl3 vY44 galll3 t莘t44 Ion51 tYl3 §a“ i13一11 pan3，gUal3．1l pu3 le5l ti2

定 我 还 只 能 得 少一 半， 划 不来的

xon44 la44 1" oiarj“ tSYl oiar．i44 tSYl， ie“ oiarj44 pf‘ul lal kxl xa44

很 哪!" 想 着 想 着， 也 想 出 了 个 好

panl3—11 fa3。pa44 p01 xuei51 t02 toia53 lil，t5。“pf‘Ul b1 lal3 1044．S1

办 法。宝宝 回 到 家 里， 找 出 了闹老

pf‘il“til i13 pa53 pal tsll tu51 ye2，tO‘i053 tO‘ial til t013．11 t03 fanl3

鼠 的一包 包 子 毒 药， 悄 悄 地 倒 到 饭

karj53 karjl tsll lil，t‘i5l§a日2 fanl3，toi5l toi2 mar35l marj2 ti3 le5l toz

缸 缸 子里， 提 上 饭， 急 急 忙 忙 的来到

也弟

子k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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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a3 til3一11 pian3 sarjl。ts‘￡51 ts‘￡2 Sou44 lil pfu44 t莘Yl Pf‘u5l tsl2 tan44

了地 边 上。 财 财 手里 拄 着

t莘Yl 1ii，fY：“pa44 pal，li44 til kou53 tsll XOUl3．11

着哩，说：“宝 宝，你的 沟 子(EPR)后

乱l fei5l ia2 7”pa44 pal tGiarJ53

是谁呀?”宝宝将

pf‘U5

锄

l ts'12 tS‘a13 t‘OU51 sar32

子 朝 头 上

锄

t‘aU3

头

子 等

kon53

跟 的

xuei51 kuxz t‘ou51，ts‘￡5l ts‘￡2 t‘i51 tG‘i2

回 过 头， 财 财 提 起

k‘an44 tG‘Yla。“k‘a53 t莘‘al’’i13．1l

砍 去。 “喀 嚓” 一

PD44 Pal til panl3．．1l kx3 tsll t‘Ou5l fei53 tal

宝 宝的半 个 子 头 飞掉

莘ons3 t‘o现4

声 躺

≤；on53，
-=It

尸’

b1，“pan53 ton53”i13一11

了， “嘣 噔” 一

t。1 til3—11莘ar33 131，Giel3 kul3．．11 tu3 tul til t‘arj44 xal lal

到地 上 了， 血 咕 嘟嘟地 淌 下了

til3。t§．L13—11 kx3莘．L51 XOtl2，tS‘￡5l tS‘e2 Gin53】uYl3．1l ta3

一地。

lil b1，

里了，

这 个 时 候， 财 财 心 落 到

tul3．11 tsl3 ie44

肚 子 也

k‘Ou44 tal3．1l k‘Ou44

口 大 口

lal。ts‘￡51

了。 才

la3，t‘on53

了， 疼

tS‘．L13一11 b3

吃 了

v、944 lal，pal3—1l tG‘i3 karj53

饿了，抱 起 缸

t莘‘．L13．11

吃

kar3l

缸

k‘ar953 tsll

腔 子

ts]1，

子，
tal3一11

大

tG‘i3 tGiar353 feil mianl3—1l P‘Jan3 ts]l

起 浆 水 面 片 子

panl3 kar353 karjl ts：ll，tul3一11 ts]3 lil lin51 k‘￡2

半 缸 缸 子，肚 子里拧 开

til x344 Giarjl ial3卅1

的 好 象 要

pa3 t莘‘arj5l tsl2 tonl3 tuanl3—11 li3。

把 肠 子 拖 断 哩。

xarll3 mul3 l￡51 tY2 tGil3 Kau51 tul3—11

还

to,4 tal

倒到

ts]a，“pan53 ton53" i13．1l Son53

没 来得 及 揉 肚 子， “嘣 噔，，

til3．11

地
$ar33

上

声

tila，ts‘￡sl ts‘￡2 tGiaul3 tGianl3

地， 财 财

tGiel，t‘Jan53$a日1

节， 天 上

iansl varj2 ie3 tG‘i13．11 la3。t莘．1．13—1l$．L3
就 见 阎 王爷去 了。这 时

til I。44 vaI k‘alll3一11 ta3 til3一11 sar33 pY5l

的老哇(老鸦) 看 到地 上 白

莘an53$anl til mianl3．1l P‘ian3 tsll，tu53 luYl3—1l

生 生 的 面 片 子， 都落

xa3 l￡1

下来
tG‘Jan53 tSxl

鹪 着
t$‘t13一-】1 k‘￡3 lal。 t莘‘．L13一ll t莘￥3 t莘‘．L13·11 t莘Y3， i13一lI kr3 i13·11 kY3
吃 开 了。 吃 着 吃 着， 个一 个

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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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 s144

地死

t莘．L13．1l

b1。

了。

liol3．11

撂

tsg]

在

kx3

个

ta44

他

t莘Y3

着

tIl3．11

地

n13．11

莘or3s

上
b1。

了。

plot353 tsll tar3l

庄 子 上

t9‘in3，tu53 P‘a44 tal

事 情， 都 跑 到

monI

们

lil，

哩，

t113—1

地

Konsl

人

1 t‘OU3

头

t莘．L53 tol lol

知 道了

So习1

上

k‘anl3．1l t03 i13 kx53 tal tgin53 ts]1 ts￡13

看 到一疙瘩 金 子 在

fanl3

饭
ka习53

缸

kor31

缸

Xfll panl3．1l kx3 tsll t‘Ou51，

下半 个 子 头，

lal3啼ll s13 tSYl lil， la“ V81

闹(毒)死 着 哩，老哇

P‘ian44。1044 xanl monl

片。 老 汉 们

s1⋯lia44 veil3莘15l vor3sl’

死， 鸟 为 食 亡’

Yls：

说；

a44 1”

啊!”

tsll

子
t；)44 tox

倒掉
tSYl li”

着 哩，

k‘anl3一ll

看

t113-．n

地
t0133

上

P；)44 p3l$044

宝 宝 少

ts‘e5l ts‘e2 tG‘i13 tO‘i013 liou51 Giel3

财 财 七 窍 流 血

xYl3 ia53 ial til s144 xal tSYl i13 tal3

黑 压压的死 下 着一大

“t爷113_．1l tgiou3 Stl ‘乙9n5l veil3 ts‘e51
“

这 就 是 ‘人 为 财

吐的

这b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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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韵语类

，第一节 儿 歌

一、雨大大的下

快下雨时，儿童们往往在院落或空地上拍手唱这首儿歌。其中的“黄米

麦子五十大’’指一斗黄米(糜子脱皮后的米)或麦子(小麦)值50枚铜元

(“大”，量词，指一枚硬币)，喻粮食丰收而价廉。

y44，y44，tal3 tal3—11 ti3 Gial3，

雨，雨，大大 的下，

xuorj5l mi44 myl3—11 tsl3 vu44莘tl tal3。

黄 米麦 子 五十大。

t莘an53 xal til t‘ian51 mx2 my3 tS‘Y53 kul3一11 lu3 tal3。

蒸 下的 甜 馍 馍 车 轱 辘大。

二、我在场上晒糜子

ts￡l tl}‘31"isl So日2莘￡13 mi5l tslz，

在 场 上 晒 糜 子，

44 u11 t‘OH5l t荸Y2 t§‘、13 mi51 tsl2。

儿 偷 着 吃 糜 子。

pa44 t9‘i044 u11 i13 XU51 tgi2，

把 雀 儿一胡 墼(土块)，

44 m1 pa44 vY44 “pon53” “pon53"liorj44 t c151 tsl2。

儿把 我 “嘣’’ “嘣” 两 蹄 子。

三、爷爷奶奶不要惯我

ie5l ie2 l￡44 l￡l pul3—1l 103 kuanl3 vY44，

爷爷奶奶 不 要 惯 我，

kuanl3—1l xa3 til va5l va2 torj53爷a53 kuYl。

惯 下的娃娃 当 砂 锅(二流子)。

吼我：墨雀‰我蛐雀



四、学好了当状元

tie53 kY“tG‘ian51 t9‘ian2，

爹 给 钱 钱，

ma53 tsul3 fanl3—11 fan3。

妈 做 饭 饭。

vY44 Gye51 x344 lal，

我 学 好了，

tor353 kyl pfor313—1l yah3。

当 个 状

五、辞学胎

兀。

韵语类·儿歌 ·543·

“辞学胎"即逃学鬼。下面这首儿歌是嘲笑逃学者而唱的：

ts‘151 Gye5l t‘￡2，mel3 pY51 ts‘￡13。

辞 学 胎， 卖 白 菜。

pY5l ts‘e2 lul3，ts‘15l Gye5l t‘￡2 k‘U13。

白 菜 绿， 辞 学 胎 哭。

pY 5l ts‘e2 xuarj5l，ts‘15l Gye5l t‘￡2 mzrj5l。

白 菜 黄， 辞 学 胎 忙。

六、避烟歌

燃烧而冒出的烟飘来时，儿童们往往摆着手唱下面这首儿歌：

larl53，

烟，

lan53’

烟，

l￡13 mianl3—1l tG‘i3，

奈 面 去，

Itl3 mianl3 iau44．5l tGiou44 lil，

奈 面 有 酒 哩，

tS．L13 mianl3 iou“．51 kou“lil。

这 面 有 狗 哩。

larl55’

烟，
lan53'

烟，

lel3 mianl3．11 tG‘i3，

奈 面 去，

l￡13 mianl3 iou4‘Koul3一11 li3，

奈 面 有 肉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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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L13 mianl3 iou44 tS‘aul3一11

这 面 有 臭

七、月亮月亮光光

li3。

哩。

在明月高照的时候，儿童们往往拍手跳唱着下面两首儿歌：

yel3 lior313 yel3 lior313 kuor353 kuor31，

月 亮 月 亮 光 光，

m05l 1112 t‘i044 t01 kor353$。习l。

猫儿 跳 到 缸 上。

kor353 $。刁1 i13一11 k‘u￡3 乙aul3，

缸 上一 块

m051 m2 tS‘．L13·1l S。日3 pul3 k‘Y13 saul3。

猫儿吃 上 不 咳 嗽。

yel3 liar313 yel3 lior313 kuor353 kuor31，

月 亮 月 亮 光 光，

m051 u12 t‘iol3一ll t03 kor353 tsor31。

猫儿跳 到 缸 上。

kor353 pan53 tol，iou51 t013—1l t03，

缸 扳 掉， 油倒 掉

V1br44 ma53 ta44 tSYl pul3 i013—1l b3。

我 妈 打 着 不要 了。

八、翻油果

这是儿童手拉手钻头翻转的一种游戏。边玩边唱下面儿歌：

iou51 kuY2、iou5l kuy2、fan53 iou51 kuy2，

油 果、 油 果、 翻 油 果，

fan53 PUls kuYl3—11 133 t‘i013 xuorj51 xY2。

翻 不过 了 跳 黄 河。

xuorJ5l xY2 kan53 lol，

黄 河 干 了，

Ginl3 P c151 tsl2 suan53 101。

杏 皮 子 酸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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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尕当尕

“

尕当尕”是用罗罗面的声音。儿童们坐在一起，对面双手相握，拉来拉

去而玩耍时往往唱下面两首儿歌：

ka53 tor31 ka3，lux51 mianl3一11

尕 当 尕， 罗 面

mlan3 9

面，

a53 toioul3 l￡51 102 tsul3 fanl3．1l fan3。

阿 舅 来了 做饭 饭。

kan44 pY5l mianl3，莘Y44 pul3．．11 t￡3。

擀 白 面， 舍不 得。

kan44 xYl3 mianl3，tiou53 Z,on51

擀 黑 面， 丢 人(丢脸

li2。

面)哩。

kan44 toul3．．1l mian3，tSan53 anl3．．11 pan3。

擀 豆 面， 粘 案 板。

Sal3 mu44 toil，oial3 tanl3．11 li3。

杀 母 鸡， 下蛋 哩。

Sal3 kuon53 toil，toiol3 min5l li2。

杀 公 鸡， 叫 明 哩。

Sal3 kou44 lil，a53 toioul3 t‘in53 pfx5l toioul3 tSOU44 lil。

杀 狗 哩，阿 舅 听 着 就 走 哩。

ka53 tot3l ka53，t莘‘Y44 xY51 tsl2，

尕 当 尕， 踩 盒 子，

oi01353 lil l￡5l 102 kx3 1044 P‘Y1 tsll。

乡 里来了个老 婆 子。

tOyel3 10u13 tal3'tsuel44 1aUl3 VE53’

脚 又 大， 嘴 又 歪，

kou53 tsll oi3r313一ll kx3{ei4I myl3．11 t‘￡51。

沟 子(屁股)像 个 水 磨 台

十、数脚盘

儿童们在炕上围坐一圈，用手数脚唱此儿歌，唱完时手落到哪个娃娃脚

上，就让表演个节目。下一轮游戏又从这个娃娃上数起，反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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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yel3．11 P‘an3 tGyel3一ll P‘an3 fu44

脚 盘 脚 盘 数
teyel3一ll P‘an3，

脚 盘，

xua53 xual la44 iel kuxl3 san53 lianl。

花 花 老爷 过 三 年。

san53 lian51 panl3，

pfu53

年 半，

t‘i51

猪 蹄

tsl2，

子，

kau44

狗
pfa53

爪
ts]l，

子，

Sa44 lal li44 til liar344 farj53 i13 t5．L53 tsll。

少了你的 两 双一只 子。

十一、拍花花手

儿童们在一起互相拍手玩耍时往往唱下面这首儿歌：

P‘Y13

拍

xuas3

花

xua53 S9u44，ta44 lian5l tG‘iau2，

花 手， 打 连 秋(秋千)，

li44 t‘an51 clan5l tsl2 vY44 xYl3—11 t9iau44。

你 弹 弦 子 我喝 酒。

ts‘a51 tGia2 ti3 ku53 liarjl xueil3

曹 家的姑 娘 会

s153 9ianl3

丝 线

mYl3．11

墨

ka44．5l

尕

lian51 tsl2

帘 子

§Y3

色

ka44

尕

ta44 panl，

打 扮，

van44-51 tsuan44 tsuanl。

绾 纂 纂。

P‘a5l tsl2 xuan51 lian44 tanl，

袍 子 红 脸 蛋，

tGye 13-．n Ula

脚 儿

tG‘ian51 t‘OU2 fu53 lal kxl

前 头 梳了个

XOUl3一11 t‘au2 fu53 bl kxl

后 头 梳了个

ts‘￡44 xyl lou51

彩 鹤 楼

ta“t3l pei53

打掉 杯

lial344

两

tlan44

点
tlan]。

点。

myl3 t9iou53 t9ioul，

墨 纠 纠，

ts‘￡44 xYl lau5l。

彩 鹤 楼。

莘3日2 xYl3 tGiau44 lil，

上 喝 酒 哩，

tsll

子
l￡13

赖

kau44 lil。

狗 哩。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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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胖子打麻将

P‘a习13—1l tsl3 P‘or313，ta4t ma5l toior32，

胖 子 胖， 打麻 将，

fu53 gal tO‘ian5l LU2 103 pul3 z-．onl3 t莘01313，

输下 钱 儿了不 认 帐，

xuei5l tal3—1l toia53 lil 101 ta“P‘Y51 lior32。

回 到 家 里了打 婆 娘。

P‘Y51 lior32 t‘i044 ts￡l kYl ts‘a44 luyl3一ll S。】33，

婆 娘 跳 在个 草 落 上，

San53 Xal lol i13，11 ky3 ka44 XUY51莘a习2。

生 下了一 个 尕 和 尚。

ka“xu$5l 莘。习2 pol3．1l tse3 lol 乏￥13 k‘or313．11 莘a习3，

尕 和 尚抱 在了 热 炕 上，

1044 p‘￥1 tsll tuon53 t莘Y1 kxl爷、51 pan“$a习l。

老 婆 子 蹲 着 个石 板 上

S-L13—1l tG‘in3 yel3 tsul3 yel3

事 情 越 做 越

pul3

不

Ot01313-n

xu￡51 li2 lou44 t§x1 kyl tal3 xuei53 lot31。

怀里搂 着 个大 灰 狼。

toi53 val 1111 toi013，kou44 val ILll io“，

鸡 娃儿 叫， 狗 娃儿咬，

像

tu44 PYl til tsei51 va2 tsl3 xuei5l l￡2 1044。

赌博的 贼 娃子 回 来了。

十三、扁豆角

plan44 taul3一

扁 豆

xinl3．．1l xua3

杏 花

lo习3，

样，

11 ky3 plan44 tOUl扣11 ky3 k‘￡53 b1 xua53，

角 扁 豆 角 开 了 花，

yan51 li2 tsUYl3 tO‘inl3—11 toia3。

园 里 作 亲 家。

tG‘inl3．．11 tOia3 tO‘inl3．1l toia3 li44 tSUYl3—11 ga3，

亲 家 亲 家你坐 下，

tal3．1l kuy3 lil。53 tO‘in53 tit‘al，

大 锅里熬 清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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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044 kuxl lil a53 mianl3一11 tS‘a3，

小 锅里熬面 茶，

i13—11 a53 a53 tal tal3．1l fanl3．．11 pa3。

熬熬到大 饭 罢。

li44 til ly4t llll莘．L13．11 tG‘i3 pal，

你的女儿十 七 八，

VY44 til m51 tsl2 tG‘iarJ51 t‘Ou2 tal3。

我的儿子 墙 头 大。

kx,li mal kx3 li4kY'44111 PUl3—11 li
4 fYl3 xual3，mal 3 4 fY】3 13，

给哩吗 不 给你说 话，

i13—11 kY44 kx44 tal ka53 man51 tal3 XUl3—1l tGia3。

给 给 到高 门 大户 家。

f。习5l§3习2 P‘u53 til liau51 li2 Vfl44，

房 上 铺 的 琉 璃瓦，

til3．11 S。氇k‘￡53 til mu44 tanl xual。

地 上 开的牡 丹 花。

mu44 tanl xua53 So刁l i13—11 tSt3 Y51，

牡 丹 花 上一 只鹅，

Son53 t莘‘arJ51 pY5l tsl2 tGial3 kx53 kxl。

伸 长 脖 子 叫 哥 哥。

1i44 ta44．5l ku44，vY44 tG‘ia53 lux51，

你打 鼓， 我 敲 锣，

tin53 tinI tuon53 tuonl kuyl3—11 la3 XY51。

丁 丁 冬

xY51 l￡13一11

冬

mlana

过 了 河。

til kxl ly44

河奈(那) 面 的个女

U-ll tU'gsa，

儿 多，

tCyela一11 1113 kux44 t莘‘onl kxl fei44 liaul kxl。

脚 儿 裹 成 个 水 牛 角。

feit4 liaul kxl fei44 liaul kxl tqian53 tGianl'

水 牛 角 水 牛 角 尖 尖，

i13 mDl3 mDl3一11 kux3 t‘ian53 t‘ianl。

一 冒 冒 过 天 天。

t‘ian53 iau53 ka53，

天 又 高，



vYl3莘Y5l b2 i053，

握 折了腰，

韵语类·儿歌 ·549·

ia53 lil pie51 ti2 kuei44—．5l lian44 t053。

瞑里别的鬼 脸 刀。

kxl3 kuei44—．51 ts‘a44 veil3 kuei44．．51 ma44，

割 鬼 草， 喂 鬼

kuei44—51 ma44 veil3．1l ti3 pfar313一11

鬼 马 喂 的壮

马，

pfar33 til

壮 的

，

’

la44 liorj5l tO‘i51§a习2 la3 kal3 pfar313．1l tO‘i3。

老 娘 骑 上了告 状 去。

kal3 pfar313 kal3—．11 ti3 van44—．51 vanl4 til，

告 状 告 的稳 稳’的，

kou51 tsa3 ta44 til plan44．．51 pfon44 til。

沟 子打的 肿 肿 的。

i13 kal3 kal3—11 t03 lan51 t5au2，

一告 到 兰 州 ’

kou5l ts]3 ta44 t$‘onl kxl man51 t‘Ou2。

沟 子打 成 个 馒 头。

i13 kal3 kal3—．1l t03 xuan5l man2 tsl3，

一告告 到 洪 门 子，

kou51 tsl3 ta44 t莘‘onl kxl iou5l pin2 tsl3。

沟 子打 成 个 油 饼 子。

i13 kal3 kal3一ll ta3 tuon53 kuan53 P‘Y53，

一告告 到 东 关 坡，

kou5l ts]3 ta44 tS‘01"11 tuan53 tsll kux53。

沟 子打 成 墩 子 锅。

k313 k313—11 t03 mial3．1l t‘an3 tsll，

一告告 到庙 滩 子，

kou51 tsl3 ta44 t零‘onl kxl pf‘anl3．Il pf‘an3 ts3l。

沟 子打 成 个 串 串 子。

tsueil3 XOUl3 kal3—．1l t03 tsuon44 tul fu44，

最 后 告 到 总 督府，

lian5l fa51 in51 tsl2 t913莘aul3 k‘U44。

连 罚银子带 受 苦。

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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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我连苏大妈摘红檎

SU53 taa3．11 ma3 SU53，SU53 Ion51 tan2，

苏大 妈 苏， 苏 棱 登，

VY44

我

tSY51

摘

VY44

我

lianl SU53 tal3—11 ma3 t莘Y51 xuan51 tG‘in2。

连(和)苏大 妈 摘 红 檎。

tlz

的

lianl

xuon5l tO‘in2 mul3 pa44 llll，

红

SU53

檎 没 把儿，

tal3，11 ma3 kual3 xual3．．1l

连 苏大 妈 挂 画

kual3—1l ti3 xual3—11 llJ3 pu 13 tG‘ia53

挂 的画 儿不 恰

VY44 lianl SU53

我 连 苏

k￡13—11 ti3

盖 的

Vy44 lianl

我 连

pf‘an53 til

穿 的

VY44 liansl

我 连

lal3．1l

纳
t13

莘a53

厦

SU53

苏

tarj_1，

当，

ta ra．11 ma3 ksl3莘a53 farjl。

大 妈盖厦房。

farjl

房

mul3 lau51

没 楼
tsl2，

子，

tal3—1l ma3 pf‘an53 t莘‘OU51

大 妈 穿 绸

tS‘au51 tsl2 mul3 li44 tsll，

绸 子 没里子，

Stl53

苏

tl“

的底

v'944 lianl SU53

我 连 苏

k‘arJs3 tsll t

腔 子

tGial3．11 kx3

叫 个

mel3 ts‘uan53

卖 葱

liarj44

两

tal3一11 ma3 lal3 ti44 tsll。

大 妈纳底子。

U13 o

儿。

tsl2。

子。

tsll mtl
13 parj53 tsll，

子 没 帮 子，

tal3．11 ma3 tsa5l k‘arj53 tsll。

大 妈 砸 腔 子。

sa51 ti2 lanl3叫l lan3 til，

砸的烂 烂的，

kYl3．．11 pi3 tsll m￡13 ts‘uon53 mEl3

隔

m￡13

lan44

眼

壁子 卖 葱 卖

sLlanl3．．,．11 t13§Y5l Pon44

卖 蒜 的折 本

tGinl k‘U13 pfan44 lal。

睛 哭 肿 了。

131’

了，

SHalll3．11 ti3。

蒜 的。

k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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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44

他

t‘fl“

他

十五、

ma53 k‘anl3一ll tGian3

妈 看 见

tie53 k‘anl3—1l tGian3

爹 看 见

催眠曲

tSYl

着

tSYl

着

vY“til va5l va2 ku￡53 ku￡1，

我的娃娃 乖 乖，

Gms3

心

t‘an53

疼

feil3 t‘on53

Gin44 h1 10l pfa53 kyl t萨53 tS￡l。

肺 疼

醒来了抓 个 斋 斋(／b虫子)。

vY4I til Vfl5l vaz

我的娃娃

oin4‘1￡l lol ky“

tG‘i3“tG‘i31，

悄 悄(不要哭)，

kYl ts044 ts01。

醒来了给 个 枣 枣。

vY“til Vfl51 va2 feil3 PfY5l PfY2，

我的娃娃睡 着 着，

gin44 l￡l 101 luyl3一ll kY3 iou51 mYsl mYz。

醒来了烙 个 油 馍 馍。

第 二节 猜古今

b1'

了，

猜古今"一般是给儿童猜的谜语，协韵上口，谜底多为常见事物，与文

人谜语有很大不同。

一、头发

k353 k01 $an53 莘a习1 pfon“til ts‘a44，

高高 山 上 种 的 草，

kuon53 kuonl kYl3—1l ti3 tUYs3，

公 公 割 的多，

P‘Y5l

婆

P‘Y2 kxl3．1l ti3爷a“。

婆 割 的少。

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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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53

高

眉毛

kol

高

夸anss莘。习1 pfon44 tou 13．1l tou3，

山 上 种 豆 豆，

i13．11 pfon44 pfon44 lol lior344 lioul3．11 liou3。

鼻子

种 种 了 两 溜 溜。

pinls一11 P‘￡5l liar344 kxl kor353 kor3l，

并 排 两 个 缸 缸，

li44 t‘Oul pforJ53 til mi44 XUl t‘or353 t‘or3l。

里 头 装 的米 糊 汤 汤。

四、脚

ka44—5l ka44 i13．1l kx3 Gia5l Gia2，

尕 尕一 个 匣 匣，

li44

里

t‘Oul pfor353 lol Vu44 kxl Vfl5l va2。

头 装 了五个娃娃。

五、门槛

fxl3 li44 ti013， fxl3 li44 ti013，

说你吊(长)，说你 吊，

乙an51

人

Kon2 kuxl3．11

人 过

是一种侮辱性的动作)。

六、辣子

tG‘ial3 m05l S013。

跨 毛 臊(“跨毛臊"，从头上跨过，

xuonsl kueil3一11 kuei3，lul3 suY44 SU'gl，

红

li44

里

柜 柜， 绿 锁 锁，

t‘OUl pfor353 tSYl kyl kan53 kux44 kuxl。

头 装 着 个 干 果 果。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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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花生

masl VUl3．．11 tsl3，xuen5l t$orjl3一11 tsl3，

麻屋 子， 红 帐 子，

li44 t‘OUl feil3．11 t$Y3 i13—1l kx3 pY5l P‘a习13．11 tsl3。

里 头 睡 着 一 个 白 胖 子。

八、罗面箱子

s113—11 s13 f3习53 forjl i13一11 tsuy3 t莘‘on5l，

四 四 方 方一 座 城

t爷‘on51 1i44 t‘9u1西a13 eyel3 t莘‘en51 VE；13 tG‘in5l。

城 里 头 下 雪 城 外 晴。

九、风匣

sll3—11 s13 f。刁53 fa习l i13一11 tsuY3 t莘‘an51，

四 四 方 方一 座 城，

sans3 tC‘i13 tSau53 Y13 ts￡13 tin53 pforjl。

三 气 周 瑜在 心 中。

san53 k‘au44 liou44莘YsI ti2 pfu53 kyl卜ll liorj3，

三 口 两 舌的 诸 葛 亮，

XUY'44莘a53 tS‘35l ts‘02 pYl3 vanl3 pin53。

火 烧 曹 操 百 万 兵。

一、冷铁勺里炼热油

第三节 绕口令

len4l t‘iel3 fy51 li2 lianl3乙Y13．1l

冷 铁 勺里炼 热

IOUsI，

油，

乙Y13 t‘iel3 fY5l li2 lianl3 Ion“ieu5l。

热 铁 勺里 炼 冷 油。

二、补皮裤

P‘i5l k‘U2 P‘Y13一11 103 pu44 P‘i5l k‘U2，

皮 裤破 了补 皮 裤，



·554·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料标音举隅

P‘i5l k‘U2 pul3 P‘Y13．1l 103 pul3 pu44 P‘i5l k‘u2。

皮 裤 不 破 了不 补 皮 裤。

三、糊蕃瓜

li44 ma53 xueil3

你 妈 会

pul3 xueil3 XU51

不 会 糊

四、红凤凰

XU51 fan53 kual，

糊 蕃 瓜，

fan53 kual?

蕃 瓜?

xuon5l fonl3．11 xuorJ3，xuorj5l fanl3．1l xuorJ2，

红 凤 凰， 黄 凤 凰，

fon44 xuonl fonl3．1l xuorJ3 xuorj5l fonl3一ll xu0133。

粉 红 凤 凰 黄 凤 凰。

五、门墩子

mon51 li2 mon51 tuon53 ts]l，

门 里 门 墩 子，

vY44 Stl

我 是

VY44 le5l

我 爷

ti2 tG‘in53

的 亲

mon5l li2 mon5l li044 ts31，

门 里 门 钉 子，

VY44

我

tie53

爹

suon53 ts]1。

孙 子。

莘．L1 Vy44 til tG‘in53 1044 ts]1。

是我的 亲 老子。

六、棉门帘子

lan51 tG‘i51 ti2

蓝 漆 的

ioul3 lan51 k‘anl3．1l

又 难 看

lan5l mon2

南 门

ti3 lanl3．1l

的烂

$or33 kual3．1l

上 挂

mian51 mon5l

棉 门

ti3 lan51 li2 lan5l mian2 ti3

的 蓝里蓝 面 的

lian51 tsl2。

帘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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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前的

(一)收旧衣

§053——(

收——，

$353——9

收——，

拉长语

爷a53

收

第四节 口1卖声

调，下同)，爷353 toiou“iz2 1

toiou44 i22 I

旧 衣1

(二)卖枣儿水的

ts044VS．53——liel3巾i353——

枣哇——咧哟——

ts044Va53——liel3巾i353——

枣哇——咧哟——

(三)卖炒面

liorjl3 t$‘a44 mianl

量 炒 面

liorjl3 tS‘044 mianl

量 炒 面

(四)卖煤

tol3——

倒(买)——

le331——!
来——!

l￡331——I
来——!

收 旧

mei5l li2 pul3 t013——?
煤 哩不 倒——?

t013—— mei5l li2 pul3 tol3——?
倒(买)—— 煤 哩不 倒——?

(五)卖干粪(晒干的牛、羊、马之类畜粪，用于填炕取暖)

tal3—— fonl3 li2 pul3 t013——?
倒(买)——粪哩不 倒——?

tal3——Ionl3 li2 pul3 tol3——?

倒—— 粪哩不倒——?

(六)卖杨柳枝、艾叶(端阳节)

lior35l lioul3，lial3sl liau44——!
杨 柳， 杨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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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莘‘a13$a习13——，tS‘a13 S。习13 1

插 上——， 插 上!

￡13 las3￡13

艾呀，艾

￡13 las3，￡13

la53——j
呀——!

la53——!
艾呀，艾呀——!

(七)卖水

tol3 fei44 Is21——，
倒 水 来——，

t913 fei44 l￡2l——!
倒 水 来——!

(八)卖羊杂碎

l￡5l ial3，lanl3 t$Y4 Gi3r353 1

来呀， 烂 着 香!

l￡sl ial3，lanl3 tSY4 Giorj53 1

来

(3h)

乏Y13

热

乏Y13

热

(十)

n13
柿

呀， 烂 着

卖热冬果

tuons3 kuyzl!

冬 果j

tuon53 kux21 1

冬 果!

干果摊儿卖果

pin“、tal3 tOu

饼、 大 豆
53，tGiou44—51 ts044 m2l——，

酒 枣 儿——，

mel3 van44 lUl tll tlat3 tan“——llJl，
卖 软 儿的吊 蛋—— 儿，

kua53 tsll xua53$anl mel3 k‘e53 b21——!
瓜 子、 花 生 卖 开 了——!

(十一)切牙儿卖瓜

sel3 pin53 t‘。习l til kuas3，

赛 冰 糖的瓜，

san53 tal3 i13．．1l k‘UE：3，san53 tal3 i1扣1l k‘UC3 1

三 大一 块， 三 大一

口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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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sl莘an2

门 扇

san53 tal3

tal3—1l ti3 k‘UEl3，

大 的 块，

i13一11 k‘UC3，san53 tal3 i13．1l k‘UE：3 l

三 大一 块， 三 大一

二、七十年代后的

(一)鸡蛋换大米

toi53 tan44——xuanl3 tal3 mi44 1

鸡 蛋—— 换 大米1

tGi53 tan44——xuanl3 tal3 mi44 1

鸡

(二)

m￡13

卖

m￡13

卖

(三)

fu53

书

fu53

书

蛋——

卖米卖面

mi44 mel3

米 卖

mi44 mel3

米 卖

收废纸

换 大 米!

mlanl3 1

面!

mlanl3 1

面!

pon44 tslll tGioul3 p013 t莘144 1

本 子 旧 报

pen44 tslll tGioul3 p013 t§．L44 1

本 子 旧

(四)收废品

莘au53 feil3 t‘iel3——
收

P‘i53

废

tOlOu44

铁

报

P‘in5l tsll3 i44 la53 kuanl3 1

啤 酒 瓶 子易拉 罐!

$au53 feil3 t‘iel3——

收 废 铁——

P‘i53 tGiou44 P‘in51 tsll3 i44 la53 kuanl3 1

啤 酒 瓶 子易拉 罐!

第五节 太平歌

六十年代前，每年正月十五前后，在辕门、隍庙唱“太平歌"。爱好者自



·558· 兰州市志·方言志·语料标音举隅

发擂鼓打钹，自由轮流清唱。下面是一段歌词：

San53 pei53 XU51 lu2 mianl3 t莘‘。51 t‘ian53，

身 背 葫芦 面 朝 天，

i053 k‘ual3 pan44 ful3 yel3一ll U13 yansl。

腰 挎 板 斧月 儿 圆。

pul3．．11 kuan44 suonl3一ll vorJ3 sans3 tol3 Gyans3，

不 管 宋 王 三 道 宣，

tan53 t‘in53 iorj5l tgia2 pa44 linl3 pf‘an51。

单 听 杨 家 把 令 传。

yan51 f￡2 iou44 linl3 t9iorj53 tsal3 xuanl3，

元 帅有 令 将 咱 唤，

$an53 tuonl t￡13 mul3 tsou44 i13 fan53。

山 东 代 穆 走 一番。

乙an5l gin51 tGi5l，ma44 gin51 xuan44，

人 行 急， 马 行 缓，

tou44 i1 tou44 luon5l tGior353 tGin44 tGia53 pian53。

抖一抖 龙 缰 紧 加 鞭。

t$anl3 Gin51 tsou44 l￡1 ynl3 mul3 kuan53，

正 行 走 来用 目 观，

i13．11 t§、3 tal3一11 Jan3 t￡13 tGianl3 luyl3 ma44 t9‘Jan53。

只大 雁带 箭 落 马 前。

V944 IOU44 Girls3 9lal3_．1l ma44 tGloUs3 lanl3 titian44’

我 有 心下 马 将 雁 拣，

ioul3 k‘uon44 P‘a13 pfonl3—1l 103 innl3 k‘Y53 t莘￡13—11 til tG‘ia44 tGi53

又 恐 怕 中 了 穆 柯 寨 的 巧 机

kuanl。

关。

tonl3．1l li3 ts‘a】351 San53 pa“ianl3 t9ianl，

镫 里 藏 身 把 雁 拣，

ial3．．儿tsl3 fan53 san53莘。日13 ri053 an53。

鹞 子 翻 身 上 雕 鞍。

兰州鼓子，原称

第六节 兰州鼓子

“兰州 鼓子词”，简称“鼓子”， 是流传在兰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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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其唱腔由数日众多的曲牌，如“鼓子头"、“刮地风"、

“诗篇"等决定，唱词根据曲牌的旋律由三至十字的诗句组成，讲究合辙押韵，

皆为坐式清唱。有些段子有宾白，连说带唱；有些曲牌有大家和声。演唱发．

声吐字，均以兰州方言为规范。五六十年代政府倡导搜集整理并设训练班培

养新生力量，现已凋零。下录段子选白兰州市文化局和兰州市文协编选的

《兰州鼓子》(甘肃人民出版社，1962年)。

岳母刺字

(鼓子头——此为曲牌，下同)

toin53 pin53 fanl3 toinl3，van5l

金 兵 犯 境， 戎

ma44

马

pul3 lin5l。

不 宁。

xonl3 tgian53 tsei5l P‘anl3 kuxl3，11113 ti5l ts053 tO‘in5l，

恨 奸 贼 叛 国， 二帝 遭 擒，

yel3

岳

P‘on5l tGy44 ia44 mianl3 tS‘ar35l t‘anl3 xonl3

鹏 举 仰 面 长 叹 恨

(坡儿下)

yel3 fei53 t‘au51 tOyn53

岳 飞 投 军

lil3

力

tsuon53 tSY 51 in51，

宗 泽 营，

van44 tal3 suonl3 toin44 oioul3 t$‘on5l。

挽 大 宋 锦 绣 城。

tsuorls3

占
刁R

tSl44’51

只

vul3 tO‘yn51。

无 穷。

yansl fel3 iau53 fanl3 t莘‘on51 toi51 sor313一11 la3 minl3，

元 帅 忧 愤 成 疾丧 了 命，

k‘Y“t‘anl3，xuanl3 tul3 Pf‘on53 kar353 pi51 ts313 ynl3。

可 叹， 换 杜 充 刚 愎 自 用。

(打枣歌)

yels P‘an51

岳 鹏

toioul3 tsu44

救 祖

VY“tO‘yel3

我 却

xonl3 tul3 P

恨 杜

toy44，fal3 yanl3莘an53。

举，

kuyl3，

国，

Olansl

闲

f‘on53，

Ola51

暇

t‘￡13

声。

tOlnss

VUl3

无

金

Plnss。

丘

§L3—1l tG‘inl3。

事 情。

vul3 Ion5l。

充， 太 无 能。

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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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944 ts￡13 ts‘144， 10U44 XY51 Ynl3 7

我 在 此， 有 何 用?

mYl3 VUl3 fan44 oiarj53 fanl3 mu44 tO‘inl。

莫 如 返 乡 奉 母 亲。

(石榴花)

iou44 yel3 mu44 toia53 pful3 t‘ar353 in53，tal3 i13 lin44 fin44。

有 岳 母 家 住 汤 阴，大义凛 凛。

toias3 tsl44 iou44 far353，veil3 kuyl3 veil3 min51。

教 子 有 方， 为 国 为 民。

k‘anl3 toin53搴．L5l kuar344 pf‘u13 tOian53 lin51，tu51 lan44 t莘‘a5l

看 今 时 广 出 奸 佞， 独 揽 朝

t[gonls。

政

1．1．113 ti5l 莘9u13 Vu51，toin53 pin53 vul3 toinl3。

二帝 受 ’辱， 金 兵 入 境。

oi44 til 莘．L13 XE5l uLl2 yel3 fei53，

喜的是 孩儿岳 飞，

t‘a44 Ion51 veil3 kuxl3 toinl3 plan53，

他 能 为 国 尽 忠，

tsuon53 yan5l fel3 tSar313．1l oia3 pal3—1l oial3，
￡≥
刁R 元 帅帐 下 报 效，

kuar353 ful3 tal3 suonl3 toin44 oioul3 t莘‘on51 1

光 复大 宋 锦 绣 城! ，

tans3 yanis tYl3，pins3 toinl3 xuarj5l luan5l，tsoul3 k‘￡53 xuei53

但 愿 得，

t莘‘on51；

进 黄 龙， 奏 凯 回

ie44 puls var344，tOin53 plan53 pal3 kuxl3，toia53 tsl44 t§‘on51

也 不 枉， 精 忠 报 国， 教 子 成

(赋唱)

yela mu44 t{；onl3 oiar344，toianl3 lz51 i13 Z,on51，

岳 母 正 想， 见 来一 人，

yansl莘．I．13 yel3 fei53，Xy51 kul3 li5l in51 7

原 是 岳 飞， 何 故离营?

rain51。

名。

兵



尝¨@右t14¨G蹊'is。tc跷'io，53一q急i5l m忙arj51pf出61．113‘'堂arj5l Vo问n13 m明m：。
事 有 蹊 跷， 急 忙 出 曼 IⅡj 明。

Yets{e153 k‘aul3 t‘OU5l，tGianl3 kuxl3 mu“婶：：n1。
岳 飞 叩 头， 见 过 母 亲。

m51 tGin53

儿 今

tStl4 ins3

只 因

ka习53 pi51

刚

pgn44

本

xuei tGia53，tG‘ye 13 iau44 yansl

回 家，

tsuon5s trite st P

宗 泽

ts]13 ynl3，i13

自 用

却 有 原

ttls3。

因。

inl3 kul3，xuanl3 z,anl3 tul3 pf‘01353’

病 故，

113

意

ku53

孤

ynl3 pin53，(VY44)tG

用 兵， (我)

换 任 杜 充，

Qln51 o

行。

‘yel3 vul3荸t13．11 tG‘ins。

却 无 事 情。

mYl3 vYl3 xuei51 tGia53，§．L13 font3 lia习51 tG?n53。
莫 若 回 家， 侍 奉 娘 亲。

mian44 lll51 tsel3 vel3， mu44 tG‘in53 kual3 Gin53。

免 儿在 外， 母

(太平年)

igu44 yess mu44’

亲 挂 心。

lul3 tG‘i13参an53，

有 岳 母， 怒 气 生，

P‘on51 tGy44 pal3 XUfll3 t‘in53 Gin53

鹏 举 把 话 听 心

．vY 13莘．L13 veil3 li。码51 Giansl Gial3-．n

若是 为 娘 贤

tGqa

即

GYl3 kuei53 tt；ar313 mYl3

速 归 帐 莫

pul3 S—L13

孝

G1053

消

pfonl：

中：

tsl3，

子，

t‘inl；

停

veil3 liar351 Gian5l Gialpll tsl3，

不 是 为 娘 贤 孝

ts‘u@rt5l tGin53

从 今

tuanl3

断

tGyesl mu“一5l

子，

tsl44

绝 母 子

yel3{e153 lian5l fYl3 tSl．1an53 tGlal3
Gyn．13’

岳 飞 连 说 遵 教 训，

m51 yahl3 Gial3 pfon53 GYl3 xuei51

儿 愿 效 忠 速 回

fYl3 pal3

insl。

营。

p{anl3 San53 pf‘u13 moll51 tG‘i13'

说 罢 转 身 出 门 去，

t9‘in53。

亲。

愎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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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3 mu44 tGial3 lll5l li53 tO‘ie44 t‘inl3。

岳 母 叫 儿你 且 停。

(吹唱)

tGi013 VY44 m51，li44 tO‘ie44 t‘in53：

叫 我 儿，你 且 听

li44 ts‘15l tO‘i13，Gian44 toy53 planl3，

你 此 去， 险 阻 重，

t§．L13 ial3 tGian53，Gin53 ial3 pfan53，

要 坚， 心 要 忠，

forj53 Ion5l tO‘in53 S．L44 pia53 in53

方 能 青 史 标 英

veil3 liar351 vY44，tsEl3 tin53 linl：

为 娘 我， 再 叮 咛：

mlnsl o

名。

Y13 tsE：13 uLl51 San53 ts‘113 tsll3 van5l。

欲在 儿 身 刺 字 文。

ye 13 P‘on51 toy44，tsuon53 mu44 tO‘inl，

岳 鹏 举， 尊 母

xe51 lll2 tG‘in5l yanl3 tsuon53 toial3 Cynl3，

孩儿 情 愿 遵 教

pul3 miel3 tGin53 Z,onl pul3 xuei51

不 灭

(诗篇)

金 人 不 回

训，

t爷‘on5l!

yel3 mu44 t‘in5l ian5l oi44 tO‘i13莘an53，

岳 母 听 言 喜 气 生，

mar35l tO‘Y44 iarj51 Xi)5l tsel3莘au44 pfon53。

忙 取 羊 毫 在 手 中。

yel3 fei53 k‘uan44 i53 mar35l kueil3 tinl3，

岳 飞 款 衣 忙 跪 定，

liorj5l t9‘in53 xuei5l Xi)51 Gie44 fan53 min5l。

娘 亲 挥 毫 写 分 明。

9ie44 pal3 tGin53 tsan53 la5l tsE：13莘au44，

写 罢 金 簪 拿 在 手，

P‘on5l tCY44 peil3一ll S。日3 ts‘113 tsll3 vorl51。

鹏 举 背 上 刺 字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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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3 fei53 ful3 t‘an5l莘an53 vei53 tuonl3，

岳 飞 负 疼 身 微 动，

yel3 mutl k‘uon44 lll51 Saul3 ts‘113 t‘on5l。

岳 母 恐 儿 受 刺 疼。

i13．1l kx3莘t13 yanl3 uLl5l le5l tGinl3 plan53，

个是 愿 儿来 尽 忠，

i13一ll kx3莘．L13 tGyel3 Gin53 t‘ueil3 tGin53 pins3。

个是 决 心 退 金 兵。

tS．L44 tGianl3 gyel3 mxl3 tg‘i51 liou51 9ial3，

只 见 血 墨 齐 流 下，

iaul3 S．1．13 xYl3．．1l l￡3 ioul3争113 XLIOn5l。

又 是 黑 来又 是 红。

ts‘113 pal3 yel3 {ei53 marj51 t莘anl3-．1l tG‘i13，

刺 罢 岳 飞 忙 站 起，

vorll3 mu44 tG‘inl xY5l tsll3 ts‘113Ⅲ51 fions3。

问 母 亲 何 字 刺 儿 身。

veil3 tGial3 lll5l la51 tGil3 lior35l ti2 xual3，

为 叫 儿牢 记 娘 的 话，

liar35l ts‘113 li44“tI；in53 pfon53 p013 kuxl3"slz3 tsll3——

娘 刺 你 “精 忠 报 国" 四 字

pol3 tal3 tt；yns3 0n53 1

报 答 君 恩!

(垛子)

yel3 fei53 lian51 fYl3 tsuon53 mu“minla，

岳 飞 连 说 遵 母 命

mar351 k‘ual3 t莘anl3 ma“fan44 in5l plan2。

忙 跨 战 马 返 营 中。

Sal3．11 ti3 tcin53 pin53 gin53 tan44 P‘a13，

杀 的 金 兵 心 胆 怕，

S．L13 ti51．1l Kan2 lan51 tul3 xuot]sl xY2 tGins3。

使敌 人 难 渡 黄 河 津。

yel3 mrl44 tG‘in53 pal3 lll5l t9ial3 Gynla，

岳 母 亲 把儿 教 训，

tol3 XOUl3 lc51，vei53 t莘anl3 pfu53 Gian53，tal3 p￡13 tGins3 pins3 1

到 后 来， 威 震 朱 仙， 大败 金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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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张保和兰州快板

八十年代，兰州军区演员张保和用兰州方言创作、表演快板，蜚声

陇原。下录一首，是《二姨训夫》的前半段。

kan44 9iel3 t‘uorl5l t莘．L2 mon3 互Y13 lie 13．1l ti3 t莘or344 San53，

感 谢 同 们 热 烈 的 掌 声，

tanss vula tal3—1l tGia3 tG‘i13—1l pa3 fan53 plan53。

耽 误 大 家 七 八 分 钟。

fYl3_．11 kY3莘．L13．．11 tG‘in3，

说 个 事 情，

t‘an51 kx2 vanl3—1l t‘i3，

谈 个 问 题，

1；313

要

Giarj44 fYl3 tG‘in53 li51 pul3-．11 k‘e3 u113—11

想 说 清 离 不 开 二
i3。

姨。

lel3·ll kx3 t‘uon51 t莘t2 fYl3：li44 u】13·1l i3 iaul3 tsual3—11 la37

奈(那)个 同 志 说：你 二 姨又

Vx'44 m13—11 i37 VY44 1／113—1l i3 tG‘i13．．11 ti3 lian44

我二 姨?我 二 姨气 的 脸

ila一11 pa44 pal3 VY44 i51 fu2 ti3 Gial353 ian53 tuY51。

一 把 把 我姨夫的 香 烟 夺。

了?

3—1l pY5l’

“tGi44 S113 sueil3一-1l ti3 Kan5l 102 li44 pul3 x￡13—1l Giau53，

“几 十 岁 的 人 了你不害 羞，

ts]13．11 tGias pal3 tsll3．11 tGia3 til lian44 mianl k‘ou53。

自 家 把自 家的 脸 面 抠。

li44 fYl3 ly44 t‘uon51 t爷．L2 ial3 pf‘an53 t9ianl3 mei44 k‘u13，

你说女 同 志 要 穿 健 美 裤，

lansl t‘uorl51 t§t2 t§‘ou53 Jan53 iau44 fan53 tul3。

男 同 志 抽 烟 有 风 度。

pf‘u13·1l tG‘i3 panl3 S1．13 §aul3 t§313—11 ku3，

出 去 办 事 受 照 顾，

kY44 lin44．5l t044 z。arjl3 ian53 xarl51 lan2 tl；inl3 pul3。

给领 导 让 烟 还 能 进 步。

志

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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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一
XU51 pian53 sal3—11 li3§a13 7

胡 编 啥 哩煞?

li44 z,a1313 ian53互a琢1 kY44 13l t(；144 S L13儿ansill '

● ’ n
’

你 让 烟 让 给了几 十 年，

tal3 Gianl3 ts￡13 xarl51乱13—11

到

kY3 kuan44．5l li44 yah51。

现 在 还是 个管

vY44 pal3 xuarj44 xtlal3 kx44 tGiel3 pf‘an53，

我 把 谎 话 给 揭 穿，

li44 ioul3 kx44．．5l VY¨xal3 xu51 plan53。

你 又给 我 瞎 胡 编。

理 员。

fYl3 pul3 t昌‘au53 ian44 li44 til m34I tu“tsll t§3日13’

说 不 抽 烟你的小 肚 子 胀，

S、51 tgian2 t§‘3习5l la2 xan5l iou“tG‘in5l k‘ua日13 lil3

时 间 长 了 还 有情 况 哩

li44—1l iou44 sal3 tg‘in51 k‘u。习13—11 lia?

你 有 啥情 况 哩?

li44 lel3—1l kx3 tul3_-11 tsl3 mul3 iau4t pin]3’

你奈(那)个肚 子 没 有 病，

pfu44 ial3．1l莘．L3 in53 veil li44 pul3 XUl'sl tuonl3。

主 要 是因 为你不 活

tS‘L3
吃

动。

Vail5l fanl3—11 b3 li44 PUl3 Gi44—11 van44’

完 饭 了你不洗 碗，

tuY44 tOl tS‘Y13．1l fY44 lil Pal3 ian53 tian44。

躲 到 厕 所里把 烟 点。

Gyn53 til tsll3—1l tGi3 tul t爷an53 pul3—11 k‘e3

熏 的自 已都 睁 不

xall5l lan5l fxl

还 楞说

3．1l 爷1．3 veil3一ll la3 f。习5l

是为 了 防

fei51 VIl53 Z,an44 fei5l t荸Y2 li3 Sa51 7

谁 污 染 谁 着哩煞?

开

VU53

污

1ail44'

眼，

Z,an44 o

染。

man44 vu13一n li3 t莘an44 th tGml3-．n 莘L3 1an53’
一 ● ●■● ’

满 屋 里 整 的尽 是 烟，

tG‘iar313．1l ti3 z,on5l ian4l lueil3 ts‘a13 pul3 kan53。

呛 的 人 眼 泪 擦 不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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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44 ia5l t‘ausl xuorJl3 la44 til tS‘au53 mei44 lal，

你摇头 晃 脑的抽 美 了，

tO‘yan51 toia53 z-,on5l kan53爷3习l$aul3 fei44 lal。

全 家 人 跟 上 受 水了。

Vul3—．1l li3 t‘aul ial3一11莘13 pul3 t莘153 Pf‘3日51，

屋 里头 要 是不 支 床，

xan5l i44 veil3 toinl3．1l ti3$-Ll kux53 laul forj5l。

还 以 为 进 的是 锅 炉 房。

VY44 tO‘yanl3 li44 tO‘yanl3一ll ti3 pal3 tsuei44 my5l P‘Y13，

我 劝 你 劝 的把嘴 磨 破，

li44 fxl3 li44 t$‘OU53 ian53乏￥13—．1l 103 tuY53莘a1 xuYl3 1

你说你 抽 烟 惹 了 多 少祸!

oin53 oin53 til i53 ful xan44 kueil3 planl3，

新 新 的衣服很 贵 重，

la44 i13 toianl3 tu44．5l iou44 toi44 kol tuonl3。

哪一件 都 有 几 个 洞。

VY44 i313 pu44 li44 xan5l pul3 toial3 pu44，

我 要 补你 还 不叫 补，

fYl3 oial3一ll t‘ian53 t‘uon53 fan53 lan5l farj51 fu44。

说 夏 天 通 风 能 防 暑。

tuan53 t‘ianl lil3 7 x344_．51 x35l ti2 mian5l i2 kx44 莘a53 xu￡13，

冬 天 哩?好 好的 棉 衣给 烧 坏，

VY“mortl kuxl3·11 lian51 pf‘an53 爷a习1 lal t‘U51 liox351 k‘u￡13 lil。

我 们 过 年 穿 上了图 凉 快 哩。

So习13 i13—1l ts‘13，

上 一 次，

li44 tS‘an53 tSYl ian53 toiaul3 feil3 tal3 toial3，

你 抽 着 烟

panl3—1l ie3 lil pil3一ll

半 夜里被

就

tsl3

子

睡 大 觉，

pal3 ian53 mz)13。

把 烟 冒。

k‘anl3．1l t莘Y3莘．L13一ll tO‘in3 tsul3 tal3—11 l。3，

看 着事 情 做大 了，

li44 ie44 t莘．L53 tol3 x￡5l P‘a13．．1l 103。

你也 知 道 害怕 了。



k：c44—．5l V'944

给 我

ioul3 9ial3 xual3，iaut3 P'ei5l

又 下 话， 又 赔

tG‘in51，

情，

f耄一。望rJl—O后u“喜3岱抽60u53噪3哩一。人ns。l。说 望 后 再 抽 个 楚 八。

xa环n钉k给Yt¨·苌4 0写ie44 t的il P保044 ts证on驺‘书u53，
还 给 我 写的保 让 币’

tor353每、5l VY“kan44 tu01313—11

当 时 我 感 动

ti3 t乱44"*'51
的只

v毪y4t盘i葛”m买E；4一u瓜a5一籽s3_⋯o又u
13

m买￡44
我是 又 买 瓜 籽 义 失

oior34‘ k‘U13。

想 哭

t‘a日51，

糖，

v嗬eil3一n l你i．t戒0ie卅n 1a烟ns3 p等4孕繁m忙o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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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44 ian53 li44 pul3 tGin莘3日53 tianl3，

买 烟 你不 进 商 店，

tS‘on51 t‘ian53 tGinl3 vor313 t爷‘Y53 tsanl3 pfanl3。

成 天 尽 望 车 站 转。

xuorJ53 xuorjl t$or353 t莘orJl ie44 pul3 k‘an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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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兰州方言研究概况

张淑敏

兰州古属雍州．秦属陇西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设金城郡。兰

州属其辖县金城县。涉及兰州方言的文献，以今所见，最早者为西汉末年扬

雄(前53年～18年)的《方言》，即《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中六

次提到“秦陇”、“陇冀”(晋郭璞注：冀县在今天水)方言词语：

叟、艾，长老也，⋯⋯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卷六)

秦晋之西鄙，自冀陇而西，使犬日哨。(卷七)

搞，⋯⋯自关而西，陇冀以往谓之贺，凡以骡马、骆驼载物者谓之负佗．

亦谓之贺。(卷七)

鸨鸱，⋯⋯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鹗鸱。(卷八)

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冀，⋯⋯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卷八)

车枸篓。⋯⋯西陇谓之橹。(卷九)

今兰州人使犬仍说“哨”，牲畜负物谓之“驮”(当为“负佗”的“佗”)，

“蝙蝠”叫做“夜蝙蝠”(“蝙”读阴声韵[pie。。])。“公”已成书面通语，兰

州人称丈夫之父为“公公”。其余两个词语今天已不使用了。六条记载中，两

千年后的今天仍有四条能找到口语表现，说明兰州方言词汇的传承性是十分

强的。

《方言》记载的其他地区的方言词语今兰州话中犹有使用者。例如：

谴，极吃也。楚语也，或谓之轧。晋人郭璞注：“今江东又名吃为喋。”

(卷三)

汉代楚方言词“轧”、晋代江东话“喋”，如今都存活在兰州口语中：

“轧"[tsa。。]了一顿”即“大吃了一顿”，“喋[tie。，]了三碗”即“美美吃了

三碗”。

东汉许慎(85年～147年)《说文解字》：“陇西谓犬子为猎。”(卷十上)。

晋郭璞(276年"一324年)在《方言》卷三“儆’’字下注云：“今陇右人

名嫡为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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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陆法言《切韵·序》(601年)：“秦陇则去声为入”。陆法言的这句话是

最早论述兰州一带古代声调方面方言特征的一条资料。

专门研究兰州方言的最早文献是清末张国常的《重修皋兰县志》。张国常

(生卒年月不详)，字敦五．清末甘肃皋兰(今兰州)人。《重修皋兰县志》三

十卷，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民国6年(1917年)刊行于世。书中

“风俗”卷后附有“方言”，案语中说明了设立“方言”一目的动因：“扬子云

仿《尔雅》而作《方言》，盖欲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不劳畴咨，而遇物

能明也。皋邑自汉唐宋元以来逼近羌浑．人户寥落．当时方言不过存千百中

之一二．馀皆渺无可徵。⋯⋯逮我朝建立省会，风气大开，爰止益众，一切

语言称谓大率与南北诸省互相出入，虽音之清浊、高下、轻重、疾徐小有转

变，然同者实多。前贤诸志俱无方言．殆是故耳。今酌仿《畿辅通志》例．粗

举数条，并附案语于各条后，以溯源起而正舛误。”

《重修皋兰县志》是第一部收录兰州方言的志书，这一点前贤已作肯定。

临洮学者张维1932年辑撰的《陇右方志录》中指出，张国常所编纂的志书，

“始立方言、金石两目”。现代镇原学者慕少堂(1875年～1948年)写的《甘

宁青恒言录》(民国稿本)一书序中曾提到这么一件事：“清道光时武威张澍

取群书，为秦陇人口吻者札记之，为一编目日《秦音》，而陇音在其中矣。”张

澍所收录的见于“群书”的“陇音”有哪些，是经传子史中抄出的死语言，还

是笔记、杂著、小说、戏曲中留存的口语?因“其书不传”，已无法判定了。

从《重修皋兰县志》成书至今一百年间，兰州方言研究可以从时间上划

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第二阶段从五十年代

末至六十年代初，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以后。

(一)

清末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这一时期以研究兰州方言词汇为主要内容。有

关著述除了《重修皋兰县志》外，还有上文提到的慕少堂《甘宁青恒言录》及‘

散见于报刊的一些文章，如杨国柱《兰州人口语中常见之“合音”》(《新西

北月刊》第六卷第八期)，旅人《甘语举例》(《兰州杂志》第10、11期合

刊)，柳修五《读<甘语举例>后》(《新光》第11期)，龙如《兰州方言小

辨证》(《民国日报》1948年7月14日第三版)等。

《重修皋兰县志》对于方言的纂辑，本着‘‘世所通称或字同音异，与夫有

声无字及虽有其字而非字典所收者，一概从略"及“物产俗名”“具见本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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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下，亦不多及”的原则．仅收录了兰州方言词语24条。其中19条有注

音，方法是直音、读若。例如：“阿音沃”、“窖音教”、“找．音如爪”、“诀，

音如央上声”。解释词语的方法分两种，凡发语词、语助词等无实义的词及地

名，先列出方言词，再作说明。例如：“嗑，诺辞也”，“吠，叱声也，又戏相

呼也”。对于有实义的词，说解在前，方言词列后。格式为“××日××”、

“××谓之X X
99

o例如：“潦池日涫沱”，“萁蒂谓之萁箕”。每条下都附有案

语．大都从声音训诂两方面来通古今之变。并注意考订方言中的讹字，如指

出“吠”，“俗讹作‘呔’，因字书无之，今改正”，并考订说：“或谓左思《吴

都赋》‘东吴王孙冁然而哈’注：楚人谓相调笑日‘哈’，则“呔”似应改作

‘哈’，然考《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诸书，‘哈’呼来切，并音

‘痞’，与此土语音不合，今不取”。探求词源、考订本字时，注意到本地少数

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例如，认为兰州话“果核谓之胡”，“滥觞盖自

西羌而起”；地名“哒咐哮哕”，“盖因番蒙旧语”。对个别词还进行了结构分

析，如“热头”，经过考证，“热”即“Et”也，“头”则为语助词，这与我们

今天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对“热头”一词作出的分析是一致的：“热”是词根，

是词义的承担者，“头”是名词后缀。这24条词语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兰州

口语中，如名词“胡”(果核)，“热头”(太阳)，“汗褐”(衬衣)，动词

“札”(刺)，“谀”(请人)，量词“于不”(盈掬)及发语词“嗟”、叱声词

“吠”、语助词“嗄”、诺词“嗑”，等等。少数已属于通语，如“寻觅”日

“找”、“革筏”谓“徘”。

《甘宁青恒言录》收皋兰县方言词语88条，收词原则、编排体例与张国

常书大致相同。所收词语特色有两点：

一是市俗VI语词占了一定比例。例如，红丢丢、红姑娘(臭虫)、树神爷

(百年老树)、了吊子(锁门之屈戍)、沙锅子、死娃娃(骂人话)等。这些市

俗口语词今天仍是兰州话的特色词语，其中有的词义已经有了细微发展变化。

例如“沙锅子”，慕书说“是兰州人骂人之词也，以其不务正业，流为饿殍，

手持沙锅沿门乞讨而已”。现在一般用于外省籍人对兰州当地人的蔑称：“他

一个沙锅子，见过什么世面”，有时也用于兰州人自嘲。

二是88条方言词语中，短语占了40条。有四字熟语，如“鸡儿喝水”、

“铁柱开花”；有惯用语，如“讨仙方”；有警语，如“平地谨防翻车”；有谚

语，如“春雪流出沟，十种九不收”；有歇后语，如“灵前吹唢呐——图热闹

也”；也有歌谣，如“摇摇摆，摆摆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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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部文献对兰州方言词语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训诂学方式，通过

征引．探求词源，分析可能追寻到的造词理据，并且注意到从地域文化历史

背景上加以阐释证明。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也有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方法对兰州方言词语进行

描写分析的。《甘语举例》收录兰州、榆中一带方言词62个。一般不注音，仅

对个别难认之字，用同音字加以注释，如。驵”，读作“葬”。用简练的语言

对每个词作出解释，并将其放置在出现的语境中加以说明，一词如有几种用

法，就分别举出几个不同的例句来。例如，“端”作“直”解，如桌腿很直，

就说“很端”；照直向前走，就说是“端端的向前走”；也作“恰巧”解，如

“今天我想要找张三去，他端端的来了”。

这篇文章的特点在于着手给所列的方言词汇分类，同类的归在一个题号

之下。但由于标准不一，分类不够科学。有意义类；“称呼”、“土音俗字”，有

功能类：“形容词”、“副词”、“连词”、“助词”、“警叹词”。另外，在形容词

上着力较多．除集中列出20个普通形容词(实际17个，另有3个应分别归

属名词、副词)，还列出了6个生动式形容词：朴啦啦的、乾渣渣的、嵫喽喽

的、战抖抖的、噶叉叉的、哇啦啦的。指出这6个词具有“巧妙、美丽、活

跃、生动的特质”。“土音俗字”类中还有5个可归为形容词，实际共列出形

容词28个，占总数的45％强。

该文还留意到了兰州话的“儿”尾问题，认为兰州“儿”尾用的“稍生硬点”，

远不如平津一带用的“漂亮好听”．原因恐怕是“发音有清浊的分别”。

《读“甘语举例”后》是针对《甘语举例》中的所谓“微疵”，作者谈了

自己的一些见解。例如，指出“太太”是兰州人对曾祖母的称呼，而不是对

祖母的称呼。“尕"在皋榆一带多用“买”字。“买的个”不是说“最小的一

个”，而是“对小孩子的通称”，与北平讲“小子"仿佛而范围较小，且“小

子”是轻侮的1：3气，而“买的个”却是怜爱的口气。同时补充了一部分特色

词语，如生动式形容词：青处处儿的、白森森儿的、绿阴阴儿的、红丢丢儿

的。并运用同音替代的办法，收录了“有音无字”的方音词，如指出“傻

答”二音是兰州话语尾，读音很轻，并引用俗语“要学兰州话，先嘎后傻

答”予以说明。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该文注意到了兰州话“们”的特殊用法：“们”本来称

代名词之多数，在他处只附于你、我、他之后，而兰州话内却可附在名词后

面，且不限定指人。无论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只要是多数都可用，如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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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们、砖们、娃们等。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语法研究的内容。

《兰州人口语中常见之“合音”》记录了兰州人口语中常见的连渎合音现

象14条。这14条“有音无字”，除去个别找不到同音近音字者，均用同音，

近音字代替，并用注音字母注音。例如．“自然”合音为“攒”(上声)(P

弓)，“个人"合音为“斡”(“．弓)。其中有词内语素与语素的合音，如“厨

房”合音为“创”(去声)(彳义尤)；有短语内词与词的合音．如“给我”合

音为“果”(<<)<乙)，“做什么”合音为“P义丫”；也有跨语义段的合音，如

“桌子上’’的“子上”合音为“葬”(-p尤)。对这些合音现象在具体语境中一

一做了解释说明。

本世纪二十年代起，有人开始涉足兰州方音的研究领域。瑞典汉学家高

本汉利用方言调查材料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1926年完成，1940年

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所附的“方音

之典"中记录了当时的兰州方音。1933年出版的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就

是以高本汉所记的兰州方音及其他一些现代西北方音为材料，与敦煌汉藏对

音写本所见唐五代西北方音相比较，探求了唐五代西北方音声系、韵系的发

展演变规律。除了上述音韵学家为研究语音史的需要而对兰州方音所做的调

查分析外，这一阶段散见于报刊的个别文章，也涉及到了兰州方言的语音特

点。《甘语举例》以举例形式提到兰州话“顺一奋”、“润一文”、“界一在”、

“瞎一哈”、“口尝一尚”、“孙一宋”等字音两两相混的语音现象。朱马《甘宁青

三省汉语声音研究之浅见》(《新光》第11期)很概略地提到兰州语音“以

轻唇为主”的特点。

(二)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兰州方言以语音为重点的普查时期。为了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中央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向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各地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发布了关于汉

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1958年起，由省教育厅牵头，组织兰州大学、甘肃

师范大学(今西北师范大学)的部分语言学者，对全省41个点进行了方言调

查，调查的重点是语音。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对甘肃语音特点进行了分析

归纳，于1960年整理成《甘肃方言概况》(油印本)，为兰州及整个甘肃的方

音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这一阶段发表的有关论著主要有赵浚《甘肃音

略》(《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5期)、《甘肃方言里on、013不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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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黄伯荣、赵浚等《兰州方言概说》

(《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及兰大中文系语言小组编写的《兰州

方言》(《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1964年第1期连载)。为了推广普

通话还出版了至晓、春戌的《甘肃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58

年6月)。

《甘肃音略》就甘肃方言的音系及其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作了扼要说明并

谈到了兰州语音与甘肃其他地区语音不一致的地方。《甘肃方言里的on、a日不

分的问题》针对甘肃话[-on-]、[a日]两组的四对韵母两两不分的语言现象作

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兰州人发[百]以后，紧跟着还有一个舌尖向上齿龈伸

近的动作——不太显著的En]尾，严格标音应该是[吾n]。文章运用“阴阳

对转”的语音规律，引经据典，同时结合甘肃近代社会历史背景，对[各]组

韵的源流进行了历时的探讨。文章最后落脚在甘肃人学习普通话如何分辨

Eon-]、[钓]的方法上。

《甘肃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编写目的是帮助人们“矫正方音”。为“使具

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都能看懂”，所以对方音未作专门讨论，采用汉语拼音字

母标音，并附有注音字母，通俗、浅显、实用。书中谈到兰州人纠正方音需

要注音的主要问题是：

1、声母中，北京的zh、ch、sh与U或U起头的韵母ua、UO、uai、uei等

相拼时，兰州话念成Epf、pf。、f]；有l声母而无n声母。

2、韵母中，与唇音相拼的0，都读成了不圆唇的e；韵尾n、n9不分。

3、兰州四个声调调值都与普通话不同，分别为53、31、42、24；古人声

字全浊变阳平，其余变去声。

本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些纠正方音的办法，并附有语音练习。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兰州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小组的《兰州方言》，

其概要以《兰州方言概况》为题已先期在师大学报发表。《兰州方言》较为全面、

系统地描写了兰州话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特点。全文包括“前言"、“兰

州语音”、“同音字表”、“兰州音与北京音比较”、“兰州音与中古音比较”、“兰州

语法”、“兰州词汇”、“例句"、“故事”九个部分。“前言"明确了兰州方言的通用

地区包括兰州市区和在它外围的皋兰县区，以及邻近的榆中、白银、景泰、永登

等县市的接壤地区。指出早期兰州方言和秦语关系密切，现代兰州方言跟西安

方言相当接近。“兰州语音”包括声、韵、调及其音质的说明，声韵配合表及配合

关系的说明，音变及读音、话音、又音四方面内容。认为兰州话有声母24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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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只见于个别单音词的舌尖前浊擦音[z]。[1]包含两个自由变体En3和

[1]，用[1]的时候较多。凡u起头的音节都以Ev3为声母。兰州话有韵母32个，

单韵母较多，复韵母有变为单韵母的趋势，鼻尾韵有丢失鼻尾而鼻化的趋势。

兰州话声调4个：阴平53、阳平51、上声442、去声13。该文详细说明了兰州话

声韵调的配合关系。兰州话音变有变调、轻声和减音、合音、同化现象，有些词

有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区别。列举了大量例子，说明兰州话的读音、话音、又音现

象。“同音字表”是以韵母为纲，声母为目排列的，声韵相同的字按声调顺序排

列。“兰州音与北京音比较”，从兰州话音出发，按声、韵、调分别和北京话加以

比较。“兰州音与中古音系比较”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方言

调查字表》中的例字，从声母、韵母、声调三个方面加以比较，一一找出兰州音

与中古音的对应规律，并列表加以说明。“兰州语法”发掘描写了兰州话名词、

动词、形容词、代词、数量词、副词、介词、助词、发语词等词类以及宾语的位置、

疑问句格式方面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兰州词汇”分类列出兰州方言词语共

1594个，每个词都用国际音标标音并释义。其中名词882个，动词371个，形

容词211个，量词22个，代词19个，包括副词在内的虚词共44个。固定短语

45个。“例句”37条，“故事”两则，均以国际音标标音并注释。《兰州方言》在全

面开发兰州方言资源方面作出了贡献，其成果启发人们对兰州方言作更深入

的研究。

这个时期除上述著作外，还有颜刚甫《兰州方音方言》(稿本，1959年)。

这个时期除了上述著述外，还有一本著作非常值得一提，那就是龙果夫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该书采用比较方法，从同一语言事实在几种方言的不

同变化中发掘汉语词法的某些规律。书中多个地方谈到甘肃方言词类的特点，

其中包括不少兰州话重要的语法现象。例如：系词“是”在肯定结构与否定

结构中的应用问题，“类别词”已经完全被“个"这一事物性的一般标志取而

代之的问题，动词“去”的辅助词作用，语气词“口沙’’的某些用法，“给”字

的特殊用法，等等。尽管作者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认识，不一定都是大家所

能接受的，但所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是符合实际的。

(三)

八十年代起，兰州方言的研究迈开了较大的步子，进入了更为全面、系

统的研究阶段，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表现出这样几个

特点：一是研究力量有所增强，老一辈语言工作者在这片学术土地上继续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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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一些中青年的研究者逐渐成为这个领域的骨干力量。二是研究范围、内

容有所拓展和加深，语音研究更全面、更系统，词汇研究有了一定深度，语

法研究也出现了生机。三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有的从宏观着眼，综

合研究兰州方言或某个侧面的问题，有的从某个现象特点人手，进行微观分

析。其中，有共时描写，有平行比较，也有历时的探讨。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高葆泰《兰州音系略说》(《方言》1980年第4期)，张文轩《兰州话中保存

的上古词语》(《兰州学刊》1980年第1期)，《舌尖后音在兰州方言中的分

化》(《兰大学报》1981年第1期)、刘伶《新兰州话简论》(《兰大学报》1983

年第3期)、高葆泰《兰州语音跟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甘肃《社会科学》1983

年第4期)、王毓兰《兰州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差异》(甘肃《社会科学》1983

年第4期)、何天样《兰州方言里的叠字》(《兰大学报》1984年第1期)，张

文轩《兰州方言中的谚语——兰州熟语简介(一)》(《兰大学报》1984年第

1期)、高葆泰《兰州方言里的叠音名词》(《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4

期)、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兰大学报》1986年第2期)、

刘公望《兰州方言里的“给给”》(《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张文轩《兰

州方言中的成语——兰州熟语简介(二)》(《兰大学报》1986年第4期)，李

炜《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兼谈句子给予义的表述》(《兰大学报》

1987年第3期)、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兰大学报》1987

年第4期)、张文轩《兰州方言中“下"的两种读音》(美国《中国语言学

报》第16卷第2期，1988年)、宋法仁《兰州方言比较谈》(《兰州教育学院

学报》1991年第2期)、张文轩《兰州话中的歇后语》(台湾《国文天地》第

10卷第2期，1994年)、刘公望《兰州方言语气助词“一个”的分布及来源

考》(《汉语助词论》民族出版社，1994年)、一虚《甘肃方言词法初探》

(《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专著有高葆泰《兰州方言音系》(甘肃人

民出版社1985年)，张淑敏《兰州话词语组合特点》(《甘肃教育学院学报》

1996年第1期)，《兰州话量词的用法》(《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兰

州话中的吸气音》(《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兰州话“着”[t阳·I]字

研究》(《社科纵横》1999年第6期)。

《兰州方言音系》是一部兰州语音的调查报告，其概要《兰州音系略说》

及内容之一《兰州语音跟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已先期发表。该书内容共分

十章，包括“导言"、“兰州方言的语音分析”、“兰州方言同韵字表"、“兰州

方言的语音变化”、。兰州音跟北京音的发音差异情况及正音要领”、“兰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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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北京音的对应规律”、“兰州音和北京音对照正音字表”、“兰州、北京的一

些个别字音的对照”、“兰州音和北京音对照字汇”、“兰州话标音举例”。与六

十年代的《兰州方言》相比较，内容主要有这样一些变化：

1、声母26个，增加了后面前浊鼻音[n]和[z]。

2、韵母61个，增立了29个[LIJ]化韵。[uJ]化韵是由非[uJ]化韵加

[山]尾急读构成的。

3、四声调值标写也有不同，依次为3l、53、33、24，轻声调值也有变化。

4、除有兰州话的声韵配合表及配合关系说明，增加了声韵调配合表及配

合关系说明。

5、兰州语音同北京语音的比较，内容十分详备。讨论了兰州语音在声、

韵、调三个方面与北京语音的发音差异情况及兰州人学习普通话的正音要领。

一一列出了兰州音与北京音的对应规律，并配合有“兰州音和北京音对照正

音字表”。将兰州一读北京两读字音、北京一读兰州两渎字音、兰州北京又读

字音列表进行了对照，不仅列出了按照兰州声母排列的兰州音和北京音对照

字汇，还列出了按照兰州韵母排列的兰州音与北京音对照字汇，为兰州人学

习普通话语音及语言工作者的有关研究提供了方便。

6、语音变化中增加了“儿化”——儿尾[Ⅲ·1]急读时与它前头的音节

合成一个音节。其构成方式有“替换法”(替换主要元音或韵尾)、“粘附法”

(粘附作主要元音或韵尾)两种。 ，

7、标音举例内容丰富，有诗歌、快板、鼓词、故事、童谣、谜语、谚语、

歇后语等。既标出字音，又注意标出语流中的音变(变调、轻声、儿化、习

惯异字音等)。《兰州话中的吸气音》第一次介绍了兰州方言中吸气音的特点，

从语气作用上分之为表示应答的和表示感叹的两类，指出兰州话的吸气音是

一种言语现象，不属于语言方面，不是音系成分。

词汇语法研究以记录和分析某些方言事实为主，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进

行细致描写，深入挖掘。词汇研究成果最突出的是张文轩研究兰州熟语的三

篇系列论文。

《兰州方言中的谚语》以列举的形式全面总结了兰州谚语表现的内容，包

括对天时节令的认识、农事活动及家庭生活的经验总结、为人处事的态度、方

法、对社会上各种客观现实的认识、以及对某些哲理观点的表达。结合兰州

土风民俗，探讨了谚语中的地域文化内涵。将兰州谚语从表述语气上分为

“确认式”、“建议式”、“讽喻式”三种基本形式，并分析了兰州谚语常用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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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手段：和谐的韵脚及比喻、夸张、对照、对偶、反复、白描等修辞格。

《兰州方言中的成语》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兰州四字

格成语的五种基本结构形式：主谓式(鼻子哄嘴)、偏正式(笨头瓦块)、动

宾式(按钉廓铆)、联合式(烟扛火冒)、衬字式(咳咳漏嗽)。其中联合式的

最多。按照两个联合成分各自内部的关系，又可细分为。主谓联合式”、“偏

正联合式"、“动宾联合式”、“叠字联合式”及“特殊联合式”五种。

《兰州话中的歇后语》收集兰州话的歇后语31条，从来源、构成、语义

诸方面加以阐释。根据其中的“方言含量”将它们分为五种类型：1、直接产

生于当地的趣闻异事，不悉其来龙去脉，则无法知其含义，如“崔家崖的狮

子——做劲儿着哩”。2、与当地的某些特产或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如

“安宁堡的桃子水阜合的瓜——没说的”。3、利用方言词语的谐音关系构成的，

其关键词语无法用普通话同义词语替代，如“麻雀蹲在乾玫瑰上——鹪刺

(谐“谦次”)着哩”。4、将其中方言词语稍作解释或换成相应的通用词语，则

人人可解可用，如“三根马尾吊磨盘——太担悬”(“担悬”，危险)。5、音

义均与普通话无甚龃龉，人们可直接理解或使用，如“鸡蛋走路——各

滚各的”。这组系列论文展示了兰州方言熟语的丰富多彩和鲜明的地方

特色。

高葆泰《兰州方言的叠音名词》将兰州话丰富的叠音名词从结构上分为

六式，并逐式从构成、意义、色彩运用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描写。

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叠字》从构成、意义、色彩、运用等方面分析了

兰州方言中常见的叠字结构(包括名词、形容词、副词)。文中所谈的叠字形

式，有的属于构词，有的属于构形。《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列举分

析了兰州话同一语境中的“上”与“下"在意义、色彩、口气等方面的差别。

《兰州方言里的第三人称代词》描写了兰州话两组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注意

从语法、语义、语用诸方面发掘“那”的使用特点、“那”、“他”互换的条件

等。

刘公望《兰州方言里的“给给”》讨论了兰州方言中“给”字的特殊用法。

兰州方言中“给”字可以从用法上分析为三个：“给，’’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

“给：”相当于普通话的动词，“给。”的用法普通话中没有。有时三个“给”字

还可以连用，例如，(问)“他把书给，尕王给z给。了没有?”(答)“我给，给z

给。了。”文章以语言事实为据，着重探讨了“给。”的用法。并推论“给。”由

“给："演变而来，虽词义逐渐虚化，但仍保留有“给予”、“施加于”的附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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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且明显地表示行为动作已然或将然的语法作用。认为“给。”大致相当于

普通话里的时体助词，但运用上又不及后者普遍。

《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从语法形式、语法意义两个方面描写了兰

州话的给予句式“N，+给+N：+V+给+N。”和其中的“给”字，认为兰州

话的“给，”在语法时征上是和动词完全对立的，具有普通话“给，”更抽象、

更概括的语法意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介词，即使出现在表示给予的句子中

也不负载任何“给予”的信息。兰州话的“给。”不仅不是动词，而且算不上

一个词，它与前面的动词“V”形成一个整体——“V给”，其中的“V”、

“给”都比普通话的范围要大得多。“给。”本身也不包含给予义。文章联系普

通话和其他方言的有关问题，讨论了句子给予义的表达。

八十年代以来，兰州方言研究的又一方面是对兰州方言进行源流的探讨。

．
张文轩《舌尖后音在兰州方言中的分化》从兰州人把“梳子”念作“麸子”谈

起，通过对大量语音事实的分析，揭示出兰州话与普通话语音上的一条对应

规律：普通话声母是舌尖后擦音、塞擦音，韵母是合口呼的字，在兰州方言

中声母都变成了唇齿擦音、塞擦音。并且擦音变擦音，塞擦音变塞擦音，清

音变清音，浊音变浊音，对应严整。进而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及发音原理上，深

入浅出地探寻了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分化的过程。认为中古的“知、章、

庄’’三系声母在兰州方言中遵循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演变为zh、ch、sh、

r四个舌尖后音声母；当这组声母与合口呼韵母相拼时，由于元音U在兰州话

中的发音特征接近唇齿浊辅音“v”，因而它将前边的声母同化成为唇齿音

[Pf、pf‘、f、v]。文章最后提供了兰州人如何解决学习普通话中这一难题的

三条途径，并指出按普通话口形、舌位发好“U’’这个元音，是正音的根本所

在。

张文轩《兰州方言中“下"的两种读音》就兰州方言中“下”的用法同

文白两种读音[gia24]、[xa24]的关系作了详细描写，并对形成这种关系的原

因第一次用词汇扩散理论作了探讨。文章指出，兰州方言口语中“下”的使

用范围，就其读音来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有文白两读的，另一类是只有文

读而没有白读的。这两大类的形成是与“下”的不同语法作用有关系的。通

过考察“下”的种种分布，发现当“下”作使动词时，只能文读，其他用法

“下’’文读白读任意性很大。根据汉语声韵演变的一般规律，参照兰州周围邻

近城市的有关方言，文章认为中古匣母开口二等字“下”的读音经历着[Ya

—xa—Gia]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就兰州方言看，[Ya---xa]的演变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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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xa-邯ia]的演变之中。其中，使动用法的“下”已作为“先锋队成

员”，率先完成了这一变化，作为非使动词的“下”正处在“新1日并容，或此

或彼”的状态中。

张文轩《兰州话中保存的上古词语》运用音韵学知识，引经据典，从形

音义几个方面发掘出了活在兰州人口语中的一批上古词语。这些词语有的既

保存了上古的语义，也保持了上古的语音；有的虽保留了古义，但语音发生

了变化，或按汉语常规发生了演变——读音与普通话大体一致，或按特殊途

径发生了变化——既不同于古音，也不同于普通话读音，而符合兰州话中的

某个语音演变规律。在书写形式上，有的保存了上古的写法，有的改用了新

的写法，还有的只能选用方言中的同音字代替。文章从对这些词语的训释中。

归纳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1、兰州话中保存的上古词语基本上都是单音

节词，复音词很少。从而说明上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当时书面语和

口语相差不是太大。2、词的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总

有规律可寻。3、发掘保存在活口语中的古语词可以为训诂学提供宝贵的依据，

研究古代语言不应当撇开对现代语言的研究。

沙声矿。．托又看到兰州方言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端，那就是通过方言中大

量括的材料，推定古代许多重要的语言现象，探讨汉语分化和发展的过程，帮

助解决一些语言史和语言理论中的问题，从而找出语言发展的带普遍性的内

部规律来。不独这一篇文章作出了这种努力，比如前面谈到的《舌尖后音在

兰州方言中的分化》用兰州话变为pf、p^f，v声母的许多合口字，因受唇

音声母的作用，现已失去韵头“u”，变成了开口呼，但曾经因受合口呼“U”

发音影响同化为唇齿音的声母仍保存着，并没有倒退为舌尖后音声母ts、t§‘、

$、互的方言事实，证实了语音的演变是有严密的规律的，而且这种演变是前

进的，不是倒退的。《兰州方言中“下"的两种读音》通过对兰州方言中

。下”的两种读音的分布、形成过程的探讨，证明词汇扩散关于语音的演变在

词汇上是渐变的，在语音上是突变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并且说明某一音

节的新读音在词汇面上扩散时候的先后次序是与其语法特征有关系的。又如

《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从讨论兰州话的给予句和“给"字人手，继而

达到对汉语给予义的认识。认为给予义是一个整体意义，没有必要也不应当

把本来作为整体意义的给予义理解为仅仅由某一个动词所承担的意义。当然

整体中的局部(句子格式中的各要素)在对表达整体意义所起的作用上还是

有上下之分、重要与不太重要之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V给”能表达给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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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可以的。《兰州方言语气词“一个”的分布及来源考》考察了句末语气助

词“一个”在兰州方言中的种种用法。用假定的方式对“一个”的来源作了

推论。认为句末语气词“一个’’是由数量词“一个’’虚化来的。假定含数量

词“一个”的原型句式为“V+一个N”(“V”为动词，“一个N”为数量词

结构)．其渐变的演化过程经历了四个程序：1、“一个N’’结构里中心语意的

类化扩展，导致“一个”修饰对象的模糊无定。从而使“一个”意义的虚化

迈出了第一步。2、“V+一个N”结构中，“N”的语序前移，使原结构分离，

从而为“一个”定位句末提供了必要条件。3、由于“V”的类化作用(如扩

展为不及物动词)，N在句中消失，“一个”在意义上失去了依附关系，虚化

则成定势。4、数量词“(一)个”对句末“一个”的排斥作用：有时为了特

别强调N的数量意义，N前又用了数量词“一个”或其省略形式“个”，这就

使两个同形的“一个”功能相异，分工明确。

研究兰州话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是这一时期兰州方言研究又一个值得注

意的方面。《新兰州话简论》从语音、词汇、语法几方面探讨了这种变化。文

章认为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操着各地方言的人来兰参加建设，更由于普通

话的推广，兰州话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种既非老兰州话，又非普通话

的一种新兰州话——“京兰腔”或“彩色话”。考察对象以当时四十岁年龄为

界限，四十岁以下者所说为新兰州话，超过此年龄者所说为老兰州话。通过

调查分析，文章得出如下结论：语音方面，新兰州话改变了老兰州话中特殊

的声母，与普通话逐渐取得一致。1、老兰州话中，因“U”的同化作用，由

舌尖后音zh组分化出的唇齿音pf组在新兰州话中又回归到zh组；2、已开始

区分n和l。但是在这些变读过程中有些还不够稳定，如出现“矫枉过正’’现

象，将老兰州话中“书”fu、“儒”vu的读音纠正为su、乏u，结果连带地把

一些普通话中本应该是f声母或零声母合口呼字也变为s、乏两声字母了：

“夫”fu—su，“吴”vu一乙u。新兰州话韵母、声调基本上与老兰州话相一致，

只是出现了“一字多韵”现象，即兰州话韵与普通话韵并用，视交际对象，场

合而有所变化的现象。词汇方面，改变了老兰州话中的大部分旧词，吸收和

产生了部分新词，但都读作兰州语音。语法方面，除改变了老兰州话的少数

特殊句式，基本上保留了老兰州话的全部语法规则。新兰州话总的发展趋势

是越来越接近普通话了。《兰州方言语气助词“一个”的分布及来源考》也谈

到“一个”在使用范围上的变化，认为兰州方言语气助词“一个”总是赋予

句子以一种柔婉、娇嗔的感情色彩，所以起初多适用于年轻女性。成年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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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感到“语不得体”，男性青年说了则会被斥为“丫丫子"(男着女腔)。但

随着语言现象的渗透与扩散，“一个”表示的感情色彩渐次丰富，范围渐次拓

展，现在有些男性青年也常有使用。

除了上面谈到的学术论著，这一时期还有散见在报刊上的小短文，大都

采用“一词一谈”、“一式一议’’的形式，讨论兰州方言方面的特点。这类短

文没有严格的学术用语，娓娓而谈，富有意蕴。在随意之中，透露着作者的

灵性。这方面成果最显著的要数金培水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兰州晚

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有关兰州风情的上百篇小稿，其中专门谈兰州方言

的有“家禽家畜名目谈”、“兰州人称‘世兄’为‘谊父’’’、“兰州话里的娃”、

“兰州话里‘子’字多”、“兰州方言里的词尾‘头’’’、“兰州人说‘大”’、“兰

州话里‘小’与‘尕’的差异”、“趣谈兰州人的称呼”、“兰州蔬菜名称多”、

“兰州方言里的婉词”、“兰州方言里的特殊用词”、“兰州人说‘甜’’’、“兰州

惜粮俗”、“兰州时令歇后语’’、“兰州古地名撷萃”、“兰州方言有古义”、“兰

州‘鸡谚’"等17篇。由于作为语言重要建筑材料的常言俗语，与土风民俗

息息相关，所以他的其他一些谈兰州风物的短文，虽不是专门谈方言，但也

有不少关于兰州话土词土语的记载。比如“兰州醋香”一文，谈的是“醋”，

却带出了兰州话的土词语：城区“大酱园”(俗称“海菜铺”)⋯⋯兰州家庭

招待亲朋的早点，即“菜肉小丁配成的粉汤”，城区叫“头肴”，郊区叫“酸

汤”。连女儿出嫁的喜酒也引申为谦词“酸酒”。

纵观兰州方言的研究，虽谈不上“历史悠久”，确也为时不短了，近一百

多年，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东南沿海地区及晋方

言等的研究相比，兰州方言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词汇、语法方面还

不够系统，不够深入。兰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据记载，早

在西周时代，居住在青海的西羌民族经常到兰州一带游牧。秦末汉初，居住

在北方的匈奴民族不断南下攻扰，兰州东北部一度为匈奴所有。汉武帝“征

匈奴，逐诸羌”以后，一些羌人钦慕汉族文化，陆续加入汉籍，金城遂成为

汉羌等民族杂居的地方。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材料看，目前有36个民族的

人民聚居、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一些民族语言对兰州方言的形成、变

迁不可能没有影响，所以兰州方言尽管与北方话，特别是西北话有许多相一

致的地方，但可研究的内容也还很多。如何进一步将兰州方言与普通话之间

的横向比较同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古代汉语之间的纵向比较结合起来研究，

如何将兰州方言的研究跟使用这种方言的人民历史、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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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凭听辨、模仿和一系列记音符号分析)与现代科学

技术结合起来，从而使研究更加精密化、科学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问题。兰州方言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本文刊载于1998年第2期《甘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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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三、清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方言》

重修皋兰县志第五册

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一

志卷三，舆地下，水利、津梁、风俗(方言附)、物产

“嗟”(音如嘉)，发语辞也，重言之则日“嗟嗟”(采访)。

案：《书》：“王日嗟”，“公日嗟”，“嗟予有众”。《诗》：“父日嗟”，“母日

嗟”，“兄日嗟”，“嗟我怀人”，“嗟嗟臣工”，“嗟嗟保介”。《礼》：“嗟，来食。”

注皆训叹辞。考《广韵》：“嗟，咨也”；《释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尽

意，故发此声以自佐也。”是“嗟”亦有不尽作叹辞解者。邑俗凡与人言，与

人物皆日“嗟”，或日“嗟嗟”，义盖同此。至“嗟’’音咨邪切，韵书俱音

“置”，今呼如“嘉”。盖“且”、“嘉”双声叠韵，本自相通。如《续通鉴长

编》“嘉勒斯赉”，《通鉴辑览》作“置勒斯赉"是也(今京师及阶州人读

“嗟”皆从“嘉”音)。

“嗄答”，语助辞也，急言之则日“嗄’’(音如沙平、去二声)0‘

案：《集韵》：“嗄，所嫁切。沙去声，声变也。”老子《道德经》：“终身

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尔雅·释言》：“答，然也。”《礼·儒行》注：“答

之谓应，用其言也。"邑俗凡问人及呼人，每缀“嗄答”二字以助之，或仅日

“嗄”，皆有变其声而使之必用其言意，其实可有可无。今则作此语者亦仅矣。

“吠”(音如代平声)，叱声也，又戏相呼也。

案：《五音集韵》：“吠，徒盖切，音大去声。”邑语呵叱人及戏相呼皆日

“吠”，音从平声。俗讹作“呔”，字书无之，今改正。或谓左思《吴都赋》：

“东吴王孙冁然而哈。”注：“楚人谓相调笑日哈。"则“呔”似应改作“哈”。

然考《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诸书，哈，呼来切，并音痞。与此

土语音不合，今不取。

“恩、啊”(音如阿转入麻韵)、“嗑”(音盎)，皆诺辞也，又口然而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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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

案：《说文》及诸韵书，恩训惠、训爱、训泽。邑语则为应诺声。《韵

会》：“啊，漫应声，通作阿。"老子《道德经》：“唯之与阿，相去几何?”注：

“唯与阿，迟速小异。”邑语意本此。《集韵》：“嗑，声也。"或作谧、诀。邑

语则与“恩、啊”同一诺意。若语重声长，均为口然而心不然之辞。“啊”、

“嗑”，声轻而缓，亦为问辞。或谓“恩”即“哼"之转音，字应从‘‘哼”。考

《集韵》：“哼，音亨，愚怯貌。"此土所谓“哼”乃恨声，又呻吟日哼，皆与

应诺意不合，今不取。

窖(音教)，田地段数也。

案：《月令》“穿窦窖"注训“地藏”，此古今通语也。邑语田地成段日

“窖"。俗讹作“墩”，字书无之，今据《兰州府志》改正。

晌(音如尚)，田地亩数也。

案：《篇海》：“晌音赏，晌午也。"此亦通语。邑语田二亩半日晌，音从

尚，俗书作“墒”。考《广韵》、《集韵》，“墒’’并音宠，“墒熔，不安貌”，与

此土音义不合。姚文燮《圈占记》：“每壮丁分给五晌。晌，六亩。晌者，折

一绳之方。广其法，捷于弓丈。"今据此改正。

阿(音沃)干，镇名也。

案：《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慕容魔之庶长兄也。"鲜卑谓兄日

“阿干”。鹿思之作《阿于之歌》，此阿干之名所由始。《宋史·地理志》：“兰

州领阿干堡。”此阿于镇名之所由始。考阿干镇因阿干山得名，《三国志·陈

泰传》、《晋书·张轨传》阪名、岭名俱作沃干，是阿干即沃干也。阿干之阿

应从入声沃音，邑俗皆呼作平声转入麻韵，或又呼“阿”如“蛙"，“干"如

“冈”，辗转相为，本音愈晦，爰附正之。

哒咐哼哕，地名也。

谨案：钦定《元史国语解》：“达实，唐古特语，志祥也，又岭名。孛罗，

蒙古语，青色也。”县西南乱山中有地名哒咐哮哕，盖因番蒙旧语，然今人无

知其取义所在者。

哈喇，鼠名也。

谨案：钦定《元史国语解》：“哈喇，蒙古语，黑色也。一此鼠《唐书》名

“鸵豉鼠”，李时珍谓蒙古人名“答刺不花”，《甘州府志》作“他刺不花"

(《古浪志》同)，《武威志》作“哈刺不花”，邑语则谓之“哈喇”(平番与县

境西北接壤亦同此称)。“答”、“他”、“哈”音近译殊，其义一也。又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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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舵骸”之“鸵"作“肫’’。“盹”字《康熙字典》未收，盖系传写之

讹，旧县志仍之，误矣。今据《正字通》改正。

自称曰阿(音如沃上声)。

案：《本草纲目》：“阿芙蓉，一名阿片。”李时珍日：“阿，方言称我也。”

《韵会小补》：“阿音屋。’’《古诗》：“家中有阿谁?"《木兰诗》：“阿耶无大儿”，

“阿妹闻姊来99a《莫愁诗》：“十六生儿字阿侯。"阿并乌葛翻。《通鉴·陆逊与

全琮书》：“卿不师日碑，而留阿寄。"胡三省注：“阿，相传从安人声。"邑语

称阿则从沃上声。要皆“我”之转音也。(今京师及凉州人称阿皆从沃音，邑

语“饥饿"之“饿"亦从沃音。)

倩人日谀(音如央上声)。

案：《博雅》：“诀，问也。"《类篇》：“谀，告也。”邑语倩人谓之诀告，或

云诀及，或云诀求，皆与问告意同。

寻觅日找(音如爪)。

案：《集韵》：“找音华，与划同。"《正韵》：“拨进船也。”今俗谓补不足

日找，音从爪。邑俗寻人觅物亦谓之找，音盖本此。

盈掬日杯(音裒)。

案：《礼·礼运》：“污尊而坏饮。”疏：“以手掬之而饮也。’’《汉书·张释

之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坏土。”注：“坏谓手掬之也。"《唐韵》、《集韵》、

《韵会》、《正韵》“坏”并音“裒”。邑中鬻蔬者，凡葱及白菜用马兰叶束缚谓

之把，不用束缚惟以手掬而成把则谓之坏。人皆习闻其语而不知其字，由误

读坏为杯勺之杯故耳。

太阳日热头。

案：《说文》：“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诗·王风》：“有如瞰日。”年

希尧《五方元音》：“日音热。”邑语呼太阳为“热”，即日也，“头"则为语助

辞。

潦池日涫沱。

案：《广韵》、《集韵》、《韵会》、《正韵》“潦”并郎到切，劳去声，与涝

同，淹也，一日积水。王充《论衡》：“无溶溘而泉出。’’《玉篇》：“溘，水深

貌。”《诗·小雅》：“俾滂沱矣。"注：“大雨貌。”郭璞《江赋》：“与波潭沲

(同沱)。"注：“随波貌。”邑语称雨潦所积之地为“溘沱”，义盖同此。或云

《西宁府志》“河拉库托”，公牍皆作“哈剌库图"。“库图”为蒙古语，今所谓

“溘沱”即“库图”音转也，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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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襦日汗褐(音如塔)。

案：扬子《方言》：“汗襦，I+1关而谣或谓之祗稠。”《玉篇》：“褐音答，衣

也。”邑语称汗襦为汗褐，义取诸此。

刺谓之札。

案：扬子《方言》：“凡草木刺人，自关而西谓之刺，江湘之间谓之棘。"

《史记·陈平世家》：“平乃刺船而去。”《释名》：“拨船之棹日札。”邑语称刺

为札，义盖取此。俗书皆相沿作“扎"。考韵书，“扎”并训“拔"，与刺之意

不合，今改正。

粳谓之摩(音如磨去声)。

案：《说文》徐注：“粳，摩田器。布种后以此器摩之，使土开发处复合，

以覆种也。”《唐韵》、《集韵》按摩之摩并莫卧切，磨去声。邑语摩地及摩地

之器皆日摩，音义本此。

耒耜谓之广。

案：《考工记》：“耜广五寸。"贾公彦疏：“耜谓耒头金，金广五寸；耒面

谓之庇，庇亦广五寸。"邑语谓末耜日广子，义盖取此。

革筏谓之徘(音牌)。

案：《尔雅·释地》疏：“桴筏，编木为之。大日筏，小日桴，乘之渡水。”

《唐韵》：“排，筏也。"邑俗以大木联属，纵横各二三丈者呼为木筏。以牛羊

浑脱为囊，其数或四或八或十馀不等，上用围一二寸小木数根相联属者呼为

徘子，亦名皮筏，盖即“小日桴"之意，所以别于木筏也。 《康熙字典》

“簿"一作“排”，亦作“箨”、“箪”，并音牌。邑语本此。扬子《方言》：“泔

谓之箨。"注：“箨音敷。"与此土语音不合，今不取。

果核谓之胡。

案：《本草纲目》：“胡桃，一名核桃。"李时珍日：“羌音呼核如胡，名或

以此。"邑语谓胡桃日核桃，而百果之核则皆称为“胡"。滥觞盖自西羌而起。

烟草谓之菸。

谨案：《皇朝通志》：“烟草本名淡巴菰，亦称为烟酒(编著者按：此

“酒”字当为衍文)，叶肥大至径尺。”俞正燮《吃烟事述》：“烟草出于吕宋，

其地名日淡巴姑(《物理小说》：“淡巴姑或呼担不归’’)，明时由闽海达中国。"

《本草备要》：“烟草，一名相思草。"性德《渌水亭杂识》：“今所啖烟草，孙

光宪已言之，载于《太平广记》。有僧日：‘世尊言，山中有草，然烟啖之可

以解倦。，”初疑为兰州之五泉水烟。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沈君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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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烟真者出兰州五泉山。’"又《正韵》：“菸，音烟。”《广韵》：“菸，恶草。"

《百草镜》：“菸，一名相思草。”《药性考》：“菸，味辛性温。”《同州府志·崇

俭书序》严禁有三，其一兰州之五泉水菸。邑语则通称为菸，不名烟草也。

萁蘑谓之萁箕(俱同上)。

谨案：《钦定续通志》“萁”原注“萁”或从竹作“箕99 o《郑语》“压弧箕

服”。《汉书·五行志》“压弧萁服”，刘向以为“萁服”盖以萁草为箭服。颜

注：“萁草似荻而细，织之为服也。”任防《述异记》：“蘼具草，一名塞路，生

于北方。”《古诗》：“千里蔗具草。”《五代史》：“契丹袅泽有息鸡草，味美而

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古浪志》称为“萁萁99 9《甘州志》称为“藉

藉”，《武威志》及王全臣《宁夏渠务书》称为“席萁”，《黄志》称为“萁

蔗”，其实皆一物也。《宁夏府志》名“夕芨”，又名“芨芨"，即“席萁”、

“萁萁”之讹。邑俗沿何锡爵《饬禁河桥诸弊碑》亦书作“芨”。考《玉篇》：

“芨，堇草，即乌头也。”《本草纲目》：“白芨可作糊，本名连及草，或作白及，

或作自给。”谢灵运《山居赋》自注：“芨皮可作纸。"皆与此草异种。《黄

志》谓：“萁蒂，俗名积积。”似即《甘州志》称“藉藉”之义，顾“积积”音

系入声，与此土之呼作平声者不类。今依《续通志》作“萁”，依《古浪志》

定为“萁萁”，庶与土音稍相合欤?

又案：扬子云仿《尔雅》而作《方言》，盖欲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

不劳畴咨而遇物能名也。皋邑自汉唐宋元以来逼近羌浑，人户寥落。当时方

言不过存千百中之一二，馀皆渺无可征。有明肃藩肇封此土，凡扈从及迁谪

而至者，寄帑受厦，长养子孙。逮我朝建立省会，风气大开，爰止益众。一

切语言称谓，大率与南北诸省互相出入。虽音之清浊高下、轻重疾徐，小有

转变，然同者实多。前贤诸志俱无方言，殆是故耳。今酌仿《畿辅通志》例，

粗举数条，并附案语于各条后，以溯原起而正舛误。其世所通称，或字同音

异，与夫有声无字及虽有其字而非字典所收者，一概从略。物产俗名颇伙，具

见本类各物之下，亦不多及，故所辑止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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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国慕少堂《甘宁青恒言录·皋兰县方言》

皋兰县方言

嗟(发语辞也，重言之则日“嗟嗟”。今北平及武都县人读“嗟"皆从嘉

音)

案：《书》：“王日嗟”，“公日嗟”，“嗟予有众”。《诗》：“父日嗟”，“母日

嗟”，“兄日嗟”，“嗟我怀人’’，“嗟嗟臣工”，“嗟嗟保介”。《礼》：“嗟，来食。"

注皆训叹辞。考《广韵》：“嗟，咨也”；《释名》：“嗟，佐也。言不足以尽意，

故发此声以白佐也。"是“嗟’’亦有不尽作叹辞解者。皋兰俗凡与人言，与人

物皆日“嗟”，或日“嗟嗟”，义皆同此。至“嗟”音咨邪切，韵书俱音

“置”，今呼如“嘉”。盖“置”、“嘉"双声叠韵，本自相通。如《续通鉴长

编》“嘉勒斯赉”，《通鉴辑览》作“置勒斯赉’’是也。

尕(谓物之小者也)

案：“尕”字取义乃“小’’字也，字典不收。论者谓甘肃逼近羌戎，随意

造字，颇为方家所笑。然广东有“买”字，读“劣”，与“尕”字同一用意。

广中俗字最多，如“奎”读作隐，“蔷”、“奚”皆读坐(编著者按：此“坐”

当为“作”之误)矮，见范石湖《桂海虞衡志》。江苏人谓人能干日“瞵噫"。

上音如库平声，不载字书；下音遮，见《吴门补乘》。

善人化一化(兰州尼姑缘门持钵敲门日：善人化一化)

案：《妆楼记》：“汉听阳城侯刘峻女出家”，又“洛阳妇阿潘出家”，乃尼

姑之始。《事物纪原》：“东晋何充舍宅安尼，乃尼寺之始。”《鸡肋编》：“尼呼

女师和尚。”《宋徽宗纪》诏改尼为“女德’’。兰州城内三官庙，东关自衣寺，

安定门外上沟，凡妇女落发为尼者，居此三处。人口El增，养膳不足，则遣

小尼姑化缘。自居易诗云“十四女沙弥”，王建诗日“新剃青头发"，皆此类

也。

红丢丢(谓早霞也。兰州市谓果品之红者亦如此云)

案：《素问》云：“霞拥朝阳，云奔雨府。"《楚辞》云：“虹蜕纷其朝霞，

夕淫淫而朝雨。”唐诗云：“朝霞晴作雨。”谚云：“朝霞不出市。”又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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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红丢丢，晌午雨浏浏；晚霞红丢丢，早晨大日头。"

顶针(妇女缝衣时用以护指者也)

案：《说文》：“揞，缝指掊也。揞亦作沓。”即流俗所谓顶针。有铁制者，

有银制者。闺阁中缝纫必需之物，成衣铺亦皆用之。李贺诗：“绣沓牵长缦。’’

所由来久矣。

嗄答(语助辞也。急言之则日嗄)

案：《集韵》：“嗄，所嫁切。沙去声，声变也。"老子《道德经》：“终身

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尔雅·释言》：“答，然也。”《礼·儒行》注：“答

之谓应，用其言也。"皋兰习俗凡问人及呼人，每缀“嗄答”二字以助之，或

仅日“嗄”，皆有变其声而使之必用其言意，其实可有可无。俗语云：“要学

兰州话，先嗟后嗄答。"今则作此语者亦仅矣。

又案：俗谓太甚日杀，去声，音厦。白居易《半开花诗》：“西日凭轻照，

东风莫杀吹。”《容斋随笔·序》：“杀有好处。”元人传奇：“忒风流，忒杀思。”

今北平语犹然：大日杀大，高曰杀高。与兰州俗语有相似处。

吠(音如代平声，叱声也，又戏相呼也)。

案：《五音集韵》：“吠，徒盖切，音大去声。”皋兰人凡呵叱及戏相呼皆

日“吠”，音从平声。俗讹作“呔”，字书无之，今改正。或谓左思《吴都

赋》：“东吴王孙冁然而哈。”注：“楚人谓相调笑日哈。”则“呔”似应改作

“哈”。然考《唐韵》、《集韵》、《韵会》、《正韵》诸书，哈，呼来切i并音痞。

与此土语音不合，今不取。

窖(音教，田地段数也)

案：《月令》“穿窦窖”注训“地藏”，此古今通语也。皋兰语田地成段日

“窖”，俗讹作“墩”，字书无之，今据《兰州府志》改正。后五代时西和王仁

裕平生有诗万余首，蜀人呼为“诗窖”，谓富于诗才者，是“窖”字蜀人已言

之矣。

顽(四乡秋收后报赛演剧及正月初演故事皆曰顽)

案：“顽”宜作“玩’’。玩者，弄也，戏也。《易》：“所乐而玩者，爻之辞

也。”《书》：“玩物丧志。"《左传》：“主民，玩岁而偈日。”兰州四月八Et五泉

山逢浴佛节，奇玩应响而赴，其卖d'JL戏具者皆以“玩具”名之。

大老爷(称甘肃巡抚之词也) ：

案：清初去明未远，称谓之间不妄恭维。省城教育馆旧为庄严寺正殿，悬

甘肃巡抚德政匾，称某大老爷。明孙初阳先生以万历壬子举于乡，官右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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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巡抚登莱，居乡时人以“老爷”称之，若有不安者。

铁柱开花(谓永远监禁者之开释无期也)

案：吴湘间有俗谚，见事难成则云“须铁柱开花”。《杨升庵集》谓：“余

在广西殷指挥家，见一树高可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榴，质理

细厚。问之，日‘此铁树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一开累月

不凋，嗅之有草气。”兰州南府街江西会馆颜其额曰：“铁柱宫”，内奉许旌阳

先生。相传旌阳降伏水怪，以铁柱锁于井中。水怪能人言，问何时开释。旌

阳日：“铁柱开花放尔还家。”比铁树开花为尤难。

瓤子(兰州人取杨木心，切为片，其薄如纸，长一尺余，宽三寸，用以

引火，俗名为瓤子)

案：北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瓤子之类欤?宋翰林

学士陶毂《清异录》云：“夜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知者劈杉条染硫黄，置

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遂燃，即神之，呼‘引光奴’。’’兰州瓤子如仿照陇

东制法，铬硫黄涂木片顶少许，名之日“发烛”，奚不可者?倘名之日“引光

奴”，则更雅矣。

杯(物之盈掬者也，音裒)

案：《礼运》：“污尊而丰不饮。”疏：“以手掬之而饮也。”《汉书·张释之

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坏土。’’注：“杯谓手掬之也。"《唐韵》、《集韵》、

《韵会》、《正韵》于不并音裒。兰州市中鬻蔬者，凡葱及白菜用马兰叶束缚谓之

把；不用束缚，惟以手掬而成把则谓之于不。人皆习闻语而不知其字，由误读

于不为杯勺之杯耳。

溘沱(潦池也)

案：《广韵》、《集韵》、《韵会》、《正韵》“潦”并郎到切，劳去声，与涝

同，淹也。一日积水。王充《论衡》：“无溶溘而泉出。"《玉篇》；“涫，水深

貌。"《诗·小雅》：“俾滂沱矣。"注：“大雨貌。”郭璞《江赋》：“与波潭沱。”

注：“随波貌。”兰州人称雨潦所积之地为涫沱，义盖同此。或云《西宁府

志》“河拉库托”，公牍皆作“哈刺库图。”库图为蒙古语，今所谓“演沱"即

“库图"音转也。亦通。

水罐子(谓雨后之虹吸水气而上升也)

案：《诗》：“啜蛛在东，莫之敢指。"《尔雅》：“蠛蛛，虹也。”《笔谈》：

“虹尝下涧饮，两头皆垂涧中。’’《述异记》：“晋时薛愿家有虹饮其釜中水。"皋

兰农人称“水罐子”与陇东人之称“青绛"、“白绛”，均有所本。李自成《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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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绝句》云：“忽然红了半边天，想是天公要吃烟。诸君不信抬头看，半虚

空中敲火链。”“水罐”可对“火链”，皆比拟之词也。

讨仙方(兰州土著有病，服药不效，即往白云观求方)

案：杜甫诗“瓦卜传神语”，张籍诗“神方谜语多”，古之医卜有求于神

者矣。然医者，意也。古人有不切脉但知病原者，亦应方而效。如武陵医士

梁新问邻舟富商中半夏毒，命捣姜捩汁，折齿而灌之，死者顿苏。白云观所

刊药方，神在冥冥中。既不切脉，又不问病原所在，而有时亦奏效。《大学》

日：“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虎头牌(区首、门首牌悬虎头，大书“办公重地，禁止喧哗”)

案：汪元量《湖州歌》：“文武官僚多二品，还乡尽带虎头牌。”张宪诗：

“吐蕃老帅镇西南，虎头不挂三珠牌。”清世自总督衙门以至各局所，悬虎头

牌于门首，书“禁止闲人”等字。自区长之制行，各区长办公处时以铁锁琅

踏其颈，不仅虎头牌之示威也。

汗榻(谓汗襦也，褐音塔)

案：扬子《方言》：“汗襦，自关而西或谓之祗裥。”《玉篇》：“褐音答，衣

也。”皋兰人称汗襦为汗塌，义取诸此。外县或日汗衫，亦日汗褂，小里衣之

称，皆指单衣言。若袷棉则言袄矣。

札(刺也)

案：扬子《方言》：“凡草木刺人，自关而西谓之刺，江湘之间谓之棘。”

《史记·陈平世家》：“平乃刺船而去。”《释名》：“拨船之棹日札。”兰州人称

刺为扎，义盖取此。俗书皆相沿作“札”。考韵书扎并训拔，与刺之意不合，

今改正。
’

摩(穗也，音如磨去声)

案：《说文》徐注：“授，摩田器。布种后，以此器摩之，使土开发处复

合以覆种也。”《唐韵》、《集韵》按摩之摩，并莫卧切，磨去声。皋兰县农民

摩地及摩地之器皆日摩，音义本此。

广子(谓耒耜也)

案：《周礼·考工记》：“耜广五寸。’’贾公彦《疏》：“耜谓耒头金，金广

五寸。耒面谓之庇，庇亦广五寸。”皋兰县农民谓耒耜曰“广子”，义盖取此。

西天取经(谓借差赴敦煌搜寻莫高窟所藏经卷也)

案：清光绪二十九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石窟盗去中国历代所藏古书及

六朝唐人所写经卷，又在敦煌附近罗布淖尔及于阗等处各得古简牍多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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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有汉宣帝“元康”、“神爵”、“五凤”诸年号，大约两汉物居半，馀则晋

以前物，法人沙畹著有《考释》。吾国则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考

释辨证极详核。甘肃则道尹钟彤活，教员李苞因公赴莫高窟，检获零星碎片

加以考据。继钟、李而往者，时有所闻。省城中人谓为“西天取经”。

又案：《魏书》：“熙平中，明帝遣王子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

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与偕行，三年而还。"晋僧法显由甘凉竞达印度，

著《佛光记》。法显以后，昙无竭、智严、宋云、康法郎、义净、慧生、玄奘

又须不空等继之，而惟玄奘留学印度为最久，所著《大唐西域记》传诵至今。

其宋云《家记》及《道药传》均佚，赖《洛阳伽蓝记》摘大概而已。义净之

《南海传》闻日本尚有之。

卖神主(簪缨之后为贫所迫也)

案：《周礼》：“祭祀则共匣主。”注：“主神所依也，或称神坐。"《东观馀

篇》：“近岁有商於一耕夫，得汉石刻数种，有云园公神坐，绮里季神坐，角

里先生神坐，皆汉人隶书。”其他作主资料，写主格式，点主礼节，见《吾学

录》及文公《家礼》。兰州有卖神主者矣，其资料则檀香木也。抱烟霞癖者以

刀削之，以短笛吹之，于是收买者日益多矣。

猜灯谜儿(兰州市于夏历正月十四、五、六等夜，于人烟繁盛之区，文

人以诗影物，粘条灯上，名日“灯虎”。猜中者得奖)

案：《帝京景物略》云：“灯市有以诗影物，幌于寺观之壁，名之日‘商

灯’。"《委巷丛谈》：“杭人元夕多以谜为猜灯，任人商略。”又《西湖志馀》：

“元宵前后，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猜，谓之‘猜灯’。”则此制由来久

矣。甘肃沿旧习惯，上元前三日，即出灯虎，猜中者非惟得奖，亦可博名，洵

韵事也。又有诗谜，以纸条书古人五七言诗一句，空去其中一字，另撰类似

之字四，并原字为五，任人猜压，而藏原字于纸后，中者得奖。南省有以此

为赌者，名之日“诗宝”。

又案：灯谜相传有二十四格，今惟存卷帘、倒卷帘、会意、拆字、虾须、

解铃、系铃数格。近人屠之麒《醉菊庐灯谜》题日：八字四子书一句，卷帘，

射“足兵田单猝败燕师”。四子书一句，解铃，射“齐战疾”。“社会共和进

步”，药名一，解铃，射“党参”。亡友段雪舫孝廉，以善猜谜名前清。甲午

岁正月，兰州院门口三顺和京货铺有人书于灯日：“太甲嗣位”，《诗经》一句，

珍珠倒卷帘格。雪舫略一筹思，即猜之日：“商生子立帝”。盖用《玄鸟》篇

“帝立子生商’’句也。诸如此类，不可胜数。明永乐时，钱塘杨景言善猜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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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称之。此风盛于明初，而《辞源》遂谓灯谜之制，当自明始，岂未读

《帝京景物略》也?

树神爷(兰州城关内外有数百年老树，土人以其久也，故神之)

案：《秦州记》：“上邦县北有利山，川中平地有土堆，高五丈。大观六年

岁丙申，即西夏乾佑七年秋九月二十五日，夏主立甘州龙王庙碑，文首云：

‘敕镇甘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

神，土地诸神等，咸听朕命。”’则树神之由来久矣。又吕纯阳诗：“惟有城南

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见《岳阳风土记》。欧洲爱书成癖之收藏家亦有

崇拜树神之因。

看样子(谓回族葬埋时所用之棺材也)

案：《汉书》：“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日：‘吾欲

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

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终如其言以葬之。”甘青宁回族无论老教、新教、新

新教、崭崭新教，其亲殁，不出三日必葬。葬之171用礼拜寺公共之棺，舁至

新茔，用布束尸，葬于土圹之中。头皆向西，谓灵魂仍归西域，示不忘本也。

不用棺，亦不设祭，惟请阿訇念经而已。

一枪戳出泉水(五泉农民谓霍去病与匈奴鏖战皋兰山下，距黄河远，士

卒渴甚，去病以枪刺出飞泉，神助也)

案：汉武帝时霍去病与匈奴鏖战，时皋兰山一片荒林耳。土人不知有水，

汉军偶然得之，后世故神其说，谓去病所刺而出焉者也。继去病而行军陇上

者如李广利、耿恭、吕光之徒，往籍所传谓皆能刺飞泉而回眢井，何不察之

甚也!水之行于地中也，无所往而不在，山于是，水即见于是矣。齐东野人

之语岂堪信哉7

我娃犯狗(谓小孩为天狗星所祟，故有小病也)

案：四川有张仙者，成道于青城山，祀之可以宜男，花蕊夫人祭于赵家

宫里。兰州上沟有张仙庙，塑像眉目如生，勃勃有神气。遇小儿惊啼，祷之

辄应。其像为美丈夫，锦袍角带，广颐丰髭，左挟弹，右摄丸，飘飘乎有霞

举之势。仰视云中，一犬叫嗥而去，盖即俗所谓天狗也。

这是走凉州的犯官(谓遣戍者将由凉州以出关也)

案：前清官犯发往新疆，惟李端菜行至甘州，托病逗遛，后赐还。明季

士大夫因案遣戍者如岳正、陈敬祖之流，至肃州为止。明以前有发往凉州者，

晋司马顺，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魏禅，叹曰：“事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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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

西瓜抱(卖瓜者之自夸也，谓瓜之大须抱以双手)

案：捌西瓜”二字，见《五代史·附录》：“邰阳令胡峤征回纥，得瓜种以

归。培以牛粪，结实大如斗，味甘，名日‘西瓜’。”前此未之有也。然《拾

遗记》：“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瓜名

‘穹隆’，味美如饴。”《西魏书·地域考》：“瓜州产美瓜。”《春秋传》：“允姓

之戎居于瓜州。”即此。是五代之先瓜种已人中国矣。今兰州西瓜有重逾二十

斤者，是岂一手之力所能携耶?

还是昕梆子好(梆子者，戏曲中之秦腔也。悲壮苍凉，山陕人喜听之)

案：今之秦腔，南人谓为伊凉曲。盖自隋时以龟兹乐入于燕曲，致使古

音湮失，而琵琶乐器为今乐之祖，盖其四弦能统摄二十八调也。今昆腔、北

曲即其遗音。南曲虽未知其始，盖ePd,词之滥觞。是以昆曲虽繁音促节居多，

然其音调犹有古之遗意。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天，唱El嚣杂，实

难供雅人之耳目。兰州市有秦腔、二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

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或亦节忧，故趋附日

众。虽屡经公安局局长饬令改良，而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

清末有崔灵芝者，字松林，顺天武清县人。少时为人佣工，习秦腔，颇

入彀。香河某班罗致之，及至京，名誉大噪。其作戏也，庄而不佻，媚而不

淫。歌喉则呖呖玉音，说白则字字清越，而又纯任自然，摹仿惟肖。“菊部侍

郎"之品题，非阿好也，盖其拿手戏，工演《忠义侠》、《烈女传》、《蝴蝶

杯》、《玉堂春》、《回荆州》等出。暇即读书阅报，不事声华，自安淡泊，其

为人可知矣。兰州著名。

四大金刚(大佛寺、庄严寺山门内均塑金刚像，各执一物，所谓“风调

雨顺”也)

案：《唐书·礼仪志》：“武王伐纣，五方神来受事，各以其职命焉。既而

克殷，风调雨顺。"王业《在阁知新录》：“凡寺门金刚各执一物，俗谓‘风调

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者，顺也。"独

“顺”字思之不得其解。杨升庵《艺林·伐山》云：“所执非蛇，乃蜃也。蜃

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顺。"然则《封神传》之四大金刚非无本矣?

黑毂纸(兰州市谓之桑皮纸)

案：毂音构，树名，皮可为纸。《史记》：“桑毂共生。”《晋书·王羲之

传》：“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毂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今“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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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毂”殊不分。

红姑娘(谓床虱之生，生生不已也)

案：徐一夔《元故宫记》云：“樱毛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

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今京师人家多种之。”兰

州人家多臭虫，入夜缘床入被，吮人肌血，最可厌恨，祛之不尽，人故以

“红姑娘”比之。唐剑南节度使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杭州人以臭虫多寡卜家业

盛衰，相戒不敢治。又壁虱，一名蟠虫，属蜘蛛类。今博物家析床虱与壁虱

为二。

春雪流出沟，十种九不收(谓春雪旋下旋消，顺沟而流，地不能得其润

气也)

案：五经多韵语。《系辞》：“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四句而三韵矣。他书八字之内有叶四韵者，《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足”与“辱”叶韵，“止”与“殆”叶韵。《韩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

徙”，亦以“正”叶“定”，“倚”叶“徙”也。《淮南子》“苏秦步日何故，趋

日何驰”，亦是韵语。兰州农村所云“春雪流出沟，十种九不收”，两旬而叶

三韵，殆自然天籁耳。

哈(黑哀切，灰韵，讥笑也)

案：左思《吴都赋》注：“楚人谓相调戏日哈。”自居易诗：“见机若迟，

二公所哈。”(详见“畎”字案语内)皋兰北乡秦王川一带，少年相遇，辄呼

日“台”，盖即“哈”字而去口旁也。《世说新语》：“许躁上床哈毫大睡。’’

漫烂(此定西之方言也，即是这个之意)

抽问事签(兰州城隍庙、白云观两处，上午以前男妇抽签问事者络绎不

绝，而白云观之香火尤盛。《幸蜀记》：“王衍祷张恶子庙，抽签得‘逆天者

殃’四字。”凭签语以断吉凶，其所由来久矣)

沙锅子(兰州人骂人之词也，以其不务正业，流为饿殍，手持沙锅沿门

乞讨而已)

儿宇 子字(陇人多语助词，如车儿、马儿、刀子、筷子之类)

案：邵尧夫诗：“小车儿上看青天。”又唇日唇儿，苏轼诗：“深注唇儿画

浅眉。”雁日雁儿，李群玉诗：“一双裙带同心结，早寄黄莺孤雁儿。"鸭日鸭

儿，孙光宪诗：“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月日月子，汪元量诗：

“月子纤纤云里光。”他如“郑州亭子涧之滨”，杜甫诗也；“头戴笠子日卓

午”，李白诗也；“携花贴子留题处”，和凝诗也；“未戴柘枝花帽子”，又“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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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红罗手帕子”，王建《宫词》也÷

恩啊(皆诺辞，口然而心不然也)

案：《说文》及诸韵书，恩训惠，训爱，训泽，陇音则为应诺声。或谓

“恩”即“哼”之转音。《集韵》：“哼，愚怯貌。”又呻吟日哼。皆与应诺意不

合。“呵”，漫应声，通作“阿”。老子《道德经》：“唯之与呵，相去几何?”注：

“唯与呵，迟速小异。’’

祖宗车(谓最初所造之水车也)

案：明季皋兰人段续于段家滩地方创为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亩，颇有

巧思。沿河两岸仿照办理，民到于今称之。又称为“老虎车”。惟遇旱则水落

而车空悬，遇涝则水涨而车漂没，必水势得平，车机始能无滞。

祖师爷(即吕洞宾也，别号纯阳子，亦称回道人)

案：《儒林传》：“丁宽，《易》家之始师。’’见《汉书》。《外戚》：“定陶丁

姬，《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注《春秋》《正义》“啖助”日：“三《传》之

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又释老二氏亦

称其创立宗派之人日祖师。祖者，始也。兰州有祖师庙、祖师殿、祖师楼子，

皆奉祀纯阳，大人先生亦啧啧焉称道不已。

又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吕先生名岩字洞宾，河中府人。唐礼部尚书

渭之孙，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会昌中两举进

士不第，即有栖隐之志。去游庐山，遇异人，授剑术，得长生不死之诀。多

游湘潭鄂岳间。"兰州吕祖庙，一名白云观，在西北郭外黄河滨。清道光十七

年建，钱塘陈墉为之记，称“唐上仙吕翁”。

腰腿疼(疼，痛也。兰州城内妇女多患此病)

案：“疼”字十蒸韵不收。王建《同于汝阳赏白牡丹诗》：“价数千金贵，

形相两眼疼。”实创见也。汤临川因之有“惜花疼杀小金铃”之句。兰州青年

妇女常害腰腿疼，推测其故，系坐土炕，筋力不舒所致。每年六月六日，妇

女游龙尾山、北塔山，名日“走腰腿”。

黑牡丹(兰州土娼之诨号也)

案：吴镇诗：“牡丹到处有，绝胜是河州。"牡丹诸色俱备，以言乎黑，吾

未之见。苏辙诗：“独有狂居士，求为黑牡丹。”注：“唐末刘训者，京师富人。

京师春游，以观牡丹为胜赏。训邀宾客赏花，乃系水牛数百在前，指日：‘刘

氏黑牡丹也’。”人之称土娼也，岂以其蠢如牛也?

灵前吹琐呐(图热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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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琐呐”一作“琐拿”，或又作“琐嚓”，皆乐器也。《在阁知新录》：

“近乐器中有锁呐，正德时词曲作‘唆呐’，盖后起之名，故字体随人书也。"

缁黄谶度滥觞于梁武帝，相沿千数百年，而甘肃则又甚焉。兰州士庶之家亲

殁，请黄刺麻超度，念经之时少，吹琐呐之时多，吊者以为好听。自居易诗：

“热闹渐知随念尽。”

沙泥站少爷(讥宦场之纨绔子弟也。今改称少君)

案：《杜氏世族谱》以少君为卫灵公夫人南子号，非也。《左传》：“从我

而朝少君。’’汪绳祖侍御日：“少君即小君，犹昭公三十年小卿为少卿，哀公

二十六年小寝为少寝之类。今为男子之通称矣。”兰州汉回称前凉州镇守使马

廷勃为三少君，盖对其父马安良而称之也。沙泥站旧设州判，隶狄道州，今

改为洮沙县。所谓少爷者，必有所指。代远年湮，无可考矣。

黑头勇好打手(谓范铭所部皆会拳术也)

案：中国拳术向分武当、少林两派。范铭，皋兰东乡方家泉人，自少以

拳术闻。后得高人指示，合武当、少林而兼全之。道光末，投督标后营为步

兵，随总督琦善赴西宁剿匪。奋勇直前，见者辟易，贼呼为“拳棒手”。以功

补本营马队军粮。咸丰二年，又随甘军出征江南。攻江浦、战藕塘、克瓜州，

剿六合、防维扬、援寿州，皆得力于拳术，升补西宁库图尔营守备。同治元

年，署泾州营都司。陕回不敢过雷池一步，则以所部善用狼牙刺也。已而因

公缝误旋里，狄河难民就铭学技击之术。后与河回战，无不以一当百贼，遇

之惊相告日：“黑头勇至矣!”盖狄河民团皆以黑布裹其头也。

拿老人头来(凡事非钱不行也)

案：明崇祯时钱法侍郎某请禁万历、泰昌、天启钱，止行崇祯钱。而崇

祯钱少，一时苦之。都市常日：“拿崇祯来。”民国三年中央政府铸银币，上

印项城像，名日“老人头”。兰州银币种类甚多，皆视为杂牌。凡百交易，常

日：“拿老人头来。’’噫J“鞭靴不已而宠赂章，篮簋不饰而节行缺”者，皆为

“老人头”所误耳。

谁写蝇头小楷(以各学校之多用铅笔也)

案：《南史·衡阳王传》：“钧尝手自细书写五经，都为一卷，置于巾箱中。

侍读贺玢问日：‘殿下家自有《坟》、《索》，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

答日： ‘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陆游诗：

“岂知鹤发衰年瘦，犹读蝇头细字书。”前清重小楷，亦美术也。民国初，兰

州士大夫家子弟犹伏案学蝇头小楷，用笔丝毫不苟。今则不可复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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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柱顶石的(谓富家子弟之终不能守其祖业也)

案：陆游《石君墓志铭》云：“吾尝观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触禁、流离

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问其先，往往丧节而贵者也，否则不义而富者

也。"兰州有暴富者，以不义之财大兴土木。柱则万牛所运，石则五色成文，

且E1日谋占人之地基。逮其死矣，他人人室，盖其子以贱值转售于人。呜呼，

可勿惧哉!

快把嘴蒙住(尊长谓卑幼之出言宜慎也)

案：明人徐叔开《耻言》日：“扬人失者鸱鸦之言也，证人隐者鬼蜮之言

也，伤人心者兵刃之言也。”宋丁谓尝日：“古今所记忠臣孝子皆不信此狼心

而枭音也。’’今人三五成群，或谈人闺阃暧昧，或议论国家政事，或非毁古今

所记孝子忠臣，此皆少年气盛，敢为无忌惮大言。而其父兄闻之，恐口舌之

招奇祸也，隔窗而大声呼日：“快把你嘴蒙住!”

膏药望子(兰州灯节，四乡顽故事。装疯婆一手执苕帚，扫除不祥也。又

有卖膏药者，取万病回春之意)

案：《唐韵》“帘"字注：“酒家望子。”《韩非子》：“宋人有沽酒者，悬帜

甚高。”帜谓之帘，帘谓之酒旗。省城小饭庄所悬之旗，俗称为“望子”。兰

州闹春景(即《乡党》所谓“乡人傩’’也)，有卖膏药者，以灯笼为望子，不

知者讹为“高眼望子”。

新瓦窑(兰州东郭外烧瓦之处日“瓦窑”。《三国志》注：“武帝时杜陵南

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

平地谨防翻车(恐骡车之失事也)

案：《东莱博议》：“莫仁于羊肠，莫不仁于康庄。"盖鸟道羊肠，人皆恐

惧，失之者鲜；康庄大道，稍一疏忽，祸即随之。兰州翻车之事多在平地。自

汽车行、路政修，当不至于翻覆。乃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未时，省署

秘书长李勉堂坐汽车进城，行至陕西义园附近车翻，登时殒命。

又案：兰州《西北El报》载：“甲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监察委员纪亮

因在兰公毕，拟乘飞机往宁夏。各机关首领均到场欢送。至午前十时半，纪

委员乘机启飞后，省府参议王英及军警督察处长林树人、新一军参谋处长魏

子玉等同乘军部之汽车。一辆开驶前行，继开之第二辆。汽车内坐李秘书长、

田委员、俞处长及赵光钺等四人。最后之第三辆汽车内系姚寻源、陈文贵，马

光礼及胡处长等。不料第二辆汽车(即李秘书长等所乘者)驶至陕西义园地

方，该车司机包占坡意欲越过第一辆车，遂开足马力向第一辆车之左方急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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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驶(编著者按：此“驶”承前而衍。)因未响警号通知前车避让，以致该

车左方之后车轮落于马路之下。该司机生见势不佳，遂又向右驶开，并立即

收闸，但以该车马力过速，竟由后尾向前翻过。连翻三次，在第一次翻过时

即将俞处长、田委员由车门摔出车外。第二次翻过时始将李秘书长、赵光钺

摔出，李秘书长且系由车顶篷上冲出。第三次横翻时又将李秘书长轧于车下。

当时王参议、林处长等均急下车救护，时李秘书长气已绝矣。

凉浆罐子(南方谓之粮食坛)

案：《仪礼》大敛后有设熬一节。今粤俗有煮饭加酒贮以罐，陈于棺下者。

家礼葬时，用苞以盛遗奠余脯，筲以盛五谷，罂以盛酒醯。葬时，纳于便房。

朱子谓脯肉腐败生虫聚蚁，甚非所宜。陇人之葬其亲也，用瓦罐盛献饭、凉

浆等物，埋于棺木之旁。数年前，金县、狄道发现古陶器，皆元时鞑子坟所

埋之瓦坛。内有鸡骨，即今之凉浆罐子也。

贱卖淳化帖(世称肃府帖为淳化帖，板存皋兰兴文社)

案：肃王初来甘，携有内府所藏名人字迹。至万历时，肃藩宪王命温如

玉、张应召等双钩上石，悉遵淳化古本。每卷尾加隶一行，纪重摹年月及人

名(见周行仁《阁帖源流考》)。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遣伪将贺锦陷兰州。阁

帖为火所烧，残缺不齐。今以木刻补之。

鸡儿喝水(谓耽延日期也。鸡饮水每昂头望天，故意迟延)

朝廷都怕醉汉(五泉四月八浴佛，雷坛四月八开会，常有醉汉耍酒风者。

人皆日：“朝廷都怕醉汉，我辈避之大吉。”)

案：宋熙宁以前，凡郊祀，大驾还内，至朱雀门外，忽有绿衣人出道中，

蹒跚潦倒，乘御为之少驻，谓之“天子避醉客”。俗语本此。《素问》有“酒

风”之病。兰州人以酒后无德日“酒风”。

文敏公(谓客之尝酒者也)

案：北人社前一日亲宾相会，谓之尝酒(见宋韩忠献《安阳诗集》自

注)。北平喜筵，宴会每于未张筵前，位订小集，亦日尝酒(见《天禄识馀》

下卷)。甘人请客饮酒，客有称“小户”者，略尝而已，同席戏之日“文敏

公”，断章取义也。《三国志》：“小户虽不入口，亦浇灌取尽。”小户者，酒量

小也。又有戒杯中物，举杯略闻而不敢尝者，谓之日“文端公”。

几个漫(占卦者看钱文之面背也)

案：今人掷钱为博者，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日字日幕(出《前汉书·西

域传》)。颜师古日：“幕即漫。”宋狄青征侬智高，临出发时，军中请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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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囊中钱掷之，皆“漫9M o(见《东皋杂录》)兰州市为人卜筮者出钱三枚，令

问事者以龟壳摇之，掷于棹，看几个“漫”。如是者六，卦成。民十六年国民

军以抽签问卜近于迷信，严禁之。

车载马驮(谓煤炭之日出不穷也)

案：“车载马驮，充塞道路”出《东京梦华录》。《重修皋兰县志》：“细而

为末者为煤，大而成块者为炭。煤以撇东产者为良，炭以沙子沟产者为上。”

最近阿干镇附近发现新煤矿。煤和土为砖，城郭内外家户无论土著客居，皆

用以炊爨。炭微有烟，冬月架洋炉子，以及电灯局、造币厂、织呢等局皆用

之。然究不如宁青两省所产之为尤佳也。

摇摇摆，摆摆摇(民九年冬，地未震以前兰州市tbJLnH此歌谣)

案：《尔雅》：“徒歌日谣。”徒歌者，谓不用丝竹相和也。《说文》“谣”作

“售”。注云：“从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胸臆，故日“肉言”。唐人谓

“徒歌”日“肉声’’，即《说文》“肉言”之义也。兰州小儿谣，时所恒有，莫

之为而为。事后思其言，辄验，不徒地震一事为然也。孙何《文赋》：“制诰

之俗，侪于四六；风什之讹，邻于讴歌。"此论文体之卑陋，非谓歌谣之不足

信也。

谨防小李(谓防小剪绺之窃取皮包也)

案：《水东日记》：“京师小李之类，取人腰藏于稠众中如己物。’’小李云

者，意其为昔时此盗之首，犹健讼者所云郑思贤耳。兰州中山市场游人如鲫，

小李即混迹于其中。虽经公安局严加惩办，而被窃者仍时有所闻。

死娃娃(凡男女之幼小者皆日娃娃。有时不听母训，母即骂之日“死娃

娃”，非真死也)

奘(在党切，驵大也。扬子《方言》：“秦晋间人大谓之奘。”俗以凡物粗

大谓之奘，见人得意则日命奘，又日某人财命奘。如此类者不可胜举)

·图标致(谓少年之好修饰也)

案：《晋书·谢安传》：“桓温常诣安，值其理发。”唐学士撰《宫中眠儿

歌》，即剃头文也。《通俗篇》引《依雅》云：“人身三万六千毛孔，遇寒落而

复生，故日‘寒毛，。”俗以品貌骨格隽峭为标致，故理发、剃头、刮寒毛三

者常用功夫，此非整容匠不可。明太祖时有整容匠，专事上梳栉(见《泳化

类编》)。

高抬深埋(论葬送之制也。高抬者，用龙杠抬也；深埋者，墓坑贵乎深

t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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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安定皇甫谧《论葬送之制》日：“如令魂有知．则人鬼异制；如其无

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兰州

殷实之家亲殁，用数百金买一棺，复以金贴之。不独耗财，亦且伤化。发引

时延请羽流盛作佛事。及送葬用新龙杠、摆纸货、以砖修墓之类，何关于孝，

徒为有识者所讥。

种瓜非粪不可(瓜以辰日种则易生而实繁。黄山谷诗：“春粪辰冬满万

区。”)

鸡腿梨、牛奶头(皆梨也，皆以形似名。味极酸．藏之久乃甜，盖变味

也)

吊胆子(梨之小者也，俗名面弹子，味亦酸涩。秋末以麻线穿聚数十枚，

悬之檐际，两月馀，黑软多汁。食之，则甜美。可疗热疾)

案：《几暇格物编》：“倒吊果俗名叫吊搭果，形似山梨而小，体微长，味

酢，肉多沙。长蒂诸果生时皆向上，此果花实皆下垂，故名。生时坚涩，熟

乃沙。树枝叶俱如梨，为秦中物产。今遵化沿边亦有之。而考之书籍，草木

诸谱，皆不载“倒吊”之名。惟《上林赋》云：“答遐离支。”“答遐”音近

“打拉”。张楫注云：“答题．果名。”按梅尧臣《牡丹诗》用“打拉”二字。北

人方言以“欹垂”为“打拉”，是“答邃”名果，或因其下垂也。《说文》、

《篇海》俱作“塔樾果”。今名“吊搭”，或是“答迟”音之转耳。据此，“面

弹”、“吊胆”应俱系“吊搭”转音，此果盖即“倒吊果”也。

滴窝子(檐前雨水所滴之深窝也，盖积渐而成。沟边、崖边皆有之)

案：《管子》：“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甘肃提倡种树十馀年矣，而迄未

成林者，盖所种之树不在二郎岗便在北塔山。地本干燥，树尤稠密，不转瞬

而生机尽矣。若饬令五区人民各就滴窝儿子种树，雨露之所润，人力之所培，

不十年而绿叶成阴，林木不可胜用矣。

排子(“徘”同“箪”。俗以木筏谓之桴，革筏谓之排子)

案：《后汉书·邓训传》：“羌酋迷唐，欲复归故地。训乃发湟中六千人，

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簟上以渡河掩击迷唐。”皋兰西乡水手以牛

羊浑脱为囊，或四、或八、或十馀不等，上用围一二寸小木数根相联属者，呼

为“徘子”，亦谓之“皮筏”，即《汉书》之所谓“箪”也。又有牛皮筏子，用

整个儿牛皮数十张缝成。船成，运皮毛或水烟赴包头，由黄河顺流直下，甚

便利。《康熙字典》“筛”一作“徘”，亦作“箨”、“箪”，并音“牌”。

又案：《尔雅·释地》疏：“桴筏，编木为之。大日筏，小日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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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排，筏也。”西宁番地多森林，其大木料结为筏，由西宁水路运至兰州

或宁夏木厂，大商总买之。是青海出口货之一大宗。

红瓤子(谓沙地瓜也，又名洋西瓜)

案：金王予《泳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刘筠

诗：‘‘七盘妙舞频挥汗，五色嘉瓜且镇心。”刘桢《瓜赋》：“蓝皮密理，素肌

丹瓤。”兰州沙地所产之红瓤子瓜，殆刘桢之所谓“丹瓤”也。

鸿泥沟蛙不鸣(谓志公之所咒也)

案：《南史·沈僧昭传》：“梁武陵王纪燕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日：‘殊

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馀口便息。"五泉东龙口之右有红泥沟，相传志公

修道时，厌蛙鸣聒耳，咒之，遂寂然无声。“红泥”近有人改为“鸿泥”，取

东坡诗“鸿踏雪泥’’之意。

头儿家(谓聚赌抽头以过光阴也)

案：《国史补》：“囊家什而取一，谓之乞头。”世之纠率蒲博者谓之公子

家，又谓之囊家。(见《牧猪闲话》、《麈史》)今之赋闲者，无所事事，招博

徒于家而饮食之，随其所好而赌，俟其既胜，或十五而取一，或十而取一，谓

之“抽头”。《东坡志林》所谓“赌钱不负方也”。兰州有以此过光阴者，盖出

于不得已也。而商号抽头，去岁年终清算，闻某家得头儿洋六千馀元，不为

不多矣。

面脸子(旧历正月，民间顽社火，有戴纸糊鬼脸子者，应改日“面然”)

案：释氏谓饿鬼名“面然”，亦名“焰口”，言火焰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唐

译佛经有“佛说救面然饿鬼”及“焰121饿鬼”等经咒。今之纸面脸子，其为

面然饿鬼无疑。

大雄宝殿(五泉山有古刹，旧奉如来佛。同治时为河州回匪所焚，只剩

正殿三楹，刘晓岚太史重修之)

案：释迦如来佛生比罗伐率堵国，为净饭王太子，感生老病死之不可逃，

而毅然出家。不生不灭，常乐我净，此其所以为大雄也。然灭度以后，其族

类九千九百九十九为毗罗择迦王所殄。诸行无常，佛固已自言之矣。

要房钱(房主索赁屋之月租也。“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见

宋周密《浩然斋雅谈》)

乞儿烤火(冬令严寒，乞儿多在饭馆炉灶内蜷伏，为烤火也)

案：《开元遗事》：“张九龄见朝士趋附杨国忠，语人：‘此曹皆向火乞儿，

一旦火烬灰冷，当冻裂肌肤矣。’"兰州市乞儿缘门持钵，仅足以糊口。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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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苦不堪言。既无屋可居，多伏于饭馆炉灶旁及屠肆肉案下，往往为犬所惊

逐。

上酒仙殿(在五泉山，好饮者聚会之地)

案：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归田录》：“石曼卿饮酒过人。有刘潜者，尝

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相从而去。明

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自居易诗：“秋爱冷吟春爱醉，诗家眷属

酒家仙。”

来一宫碗(碗之半大者日“宫碗”，质言之，即小碗也。兰州各酒坊误书

为“公碗”)

案：王士桢《居易录》碧玉露浆方：“于中秋前后用五椿新青布于百草头

上展取草露。用男乳、蜂蜜、人参汤总入一宫碗内，将露水搀入宫碗。和匀，

温服。”俗称小碗为宫碗，是之取耳。

灵前本利归还(即宋时之“老倒还钱”也)

案：上官融《友会丛谈》：“故沧州节度米信，本银下部落，以军功累官

至加节钺。纤啬聚敛，为时所鄙。京师龙和曲筑大第，外营田园，内造邸舍，

日入月算，何啻千缗?其长子任供俸官，以信之故，不敢自专。但于富室，厚

利以取钱自用，谓之‘老倒还钱’。兼与契券为约，其词以‘若父危，钟声才

绝，本利齐到’之语，盖谓信才瞑目而亟还也。”兰州大家子弟挥金如土，因

父在不能自专，与人结秘密契约。如米信之子者岂少也哉?

了吊子(了者，了鸟也，锁门之屈戍也。吊者，悬也。子，语助辞)

案：李商隐诗：“锁门金了鸟。’’《通俗编》：“‘鸟’之本字，倒写‘悬’

字之义。世以其不适于楷体，故率借用‘鸟’字。”《通雅》：“魏明帝使公卿

负土筑凌云台，公卿憔悴其面，了茑其衣。”“了茑’’本作“了鸟”。俗谓门外

所悬者为“门环子”，门内所悬者为“了吊子”。兰州买房产契约内，书明窗

隔及了吊子若干，均当面点交清楚。

又案：《寓园杂记》：“官书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吊本训

伤，训惩，今用作“吊卷”、“吊册”，则有索取之义。青藤山人云：“今官文

书中，‘调’俱作‘吊’。如‘吊生员考试’，应作‘调’而作‘吊’，‘吊文卷

查勘’，应作‘调’而亦作‘吊’。”兰州凡悬挂之物皆日“吊”，如“吊胆

子”及“吊在房檐下”之类。

告白条子(古谓之“门帖”。省城家户有闲房招人住，帖条于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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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南史·庾杲之传》：“魏使问果之日：‘百姓那得题门帖卖宅?"此

“门帖”犹今之召卖帖及招租帖矣。《齐谐记》有“失儿女零丁"，谢承《后汉

书》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寻人招子也，则于通衢贴之。

抓五大调和面子 凡煮肉炒菜应用之调和，海菜铺合而为一，捣成细末，

俗呼为“面子"。“五大"者，铜板五枚也。《遵生八笺》：“春社日，以诸肉杂

调和铺饭上，谓之‘社饭’。”

果子红丢丢儿在树稍(丢丢，红貌也，丁差切)

案：《丹铅总录》：“古谚‘早霞红丢丢，晌午雨浏浏；晚霞红丢丢，早晨

大日头’。"白居易《凌霄诗》：“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稍。"吴融雪诗：“路

莫藏行迹，林难出树稍。”苏轼诗：“浣衣挂树稍，磨斧就石鼻。"杨万里诗：

“上得金梯一回首，冰轮已过树稍头。"俗谓物件遗失日丢。

黑驴子打滚(谓重利滚债也)

(编著者按：本文据甘肃省图书馆藏手写本标点，对个别明显笔误作了改

正或加注了“编著者按”)





编后记

甲申年的初春不知不觉来到了兰州。皋兰山颠飘荡着洁白的

云带，一群又一群的鸽子在碧蓝的天空飞来飞去，抖掉了冰雪的高

杨大槐显得更加苍劲壮实，露出了嫩芽的玫瑰枝条在雀声中摇曳。

校完了《兰州市志·方言志》的最后一稿，放眼窗外，深深感到兰

州的景色太优美了。鄙人与赵浚先生虽有少长之别，但皆生长工作

于斯地，对这里的一切都存在着偏爱心理。看惯了大河峻岭，听惯

了乡音土语，又都忝列语言文字讲席，早就想共撰一部兰州方言

志。今竟其稿，又终其校，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心情之舒适，是

难以形容的。此时虽不敢妄生“踌躇满志"之感，但不由“为之四

顾"却是真的。预计到百花盛开的暮春，这部六十馀万字的书稿会

印迄面世，至时八十有三高龄的赵先生和适逢花甲之年的鄙人，那

又是另一番感慨了。

本志是官纂志书，其诞生首先仰仗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安

排与支持。盛世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上世纪末，中共兰州市委

及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编修《兰州市志》，凡六十四卷，方言志即

其一。1995年10月，市志办领导正式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寒

暑五易，写成了初稿。其大致过程鄙人已在序言里做了说明，兹不

赘述。2001年10月10日由市志办主持召开了初审会议。参加的审

稿者有冯鹤林、陈绍恕、何天祥、杨永节、安守仁、苏民、柏敬堂、

高子贵、金钰铭、邓明等专家。后三位既是以兰州方言为母语的学

者，又是负责市志编纂的行政领导。与会评委既对初稿作了充分肯

定，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会后我们将这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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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f7别类，梳理成串。凡合理之处，一字不敢遗忘；有益之教，星

点皆加采撷。值得强调一句的是，柏敬堂先生是一位工人师傅，恒

言兰州话，对兰州方言风物的研究兴趣甚浓。初审会后亲临寒舍，

提供了数十条鲜活语料，其纯朴可敬的情怀感人至深。2002年11

月18日，由市志办组织了复审。上述专家及赵小因、水天明、王

森先生审读了志稿。2003年初由于非典肆虐，未能举行复审会，5

月8日，由市志办将各复审稿及书面意见，交鄙人参考修改。至7

月14日，完成复审修改稿。出清样后，于10月29日，由高子贵、

金钰铭、邓明、赵小因，何天祥、王森、宋法仁诸先生终审，于12

月26日举行了终审会。用发言形式或书面形式为增、删、改又赐

示了许多宝贵看法。这种广泛而深入的评审活动既雪中送炭，又锦

上添花，对本书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这种三审工作，如无市志办

策划安排，凭吾等个人之力是万万做不到的。市志体例，由市志办

预先统筹划一，我们除做个别变通外，皆“对号入座”，带来了众

多方便。2004年2月10日，鄙人完成终审修改稿，交邓明责编处

理出版。撰写本志，除了靠长期收集储备的资料外，还要做许多实

地调查和语音实验，尚需必要的财力支持；要付梓发行，又非得巨

额资金不可。这两方面的支出，均由市志办提供和包揽，解除了我

们的后顾之忧。因此，如无官纂条件，这部志书的刊布是不可能的。

初审之后，略作修正，定稿付印，既省力又省时，未尝不是一

种时髦的做法。但我们未草草从事，又耐心伏案两年，目的是尽最

大力量使此志的质量高一些。出版六十馀万字的作品不是一件小

事。志书要流播后世，随俗赶急，不免贻误后人。当今学术浮躁之

风，像瘟疫一样在蔓延。几天出一本的“高效益"“创新"之作比

比可见。我们身处学界常为此而叹息，受聘作图书评奖专家常为此

而兴悲。轮到自己头上，应该坚持一个标准，要有从自我做起的决

心。兰州谚语说：“磕下了头，要作得起揖。”把头磕响，把揖作圆，

陈力就列，殚思竭虑，减少事后憾恨，这就是我们的信念。为了保

证本书质量，显示本志特色，我们给自己立了许多规矩要求，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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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四点，或许会加强与读者的沟通。

(一)作为一部方言志书，内容要周详切实。语言不同于他物，

其物质外壳是语音。语音看不见、摸不着，一发即逝。现代虽有录

音技术与设施，但大量录存，势不可行，年久失真，尤所难免。我

们既然为难于捕捉到先民方言遗存而惆怅，就应为后世减少埋怨

而绸缪。因此，我们无论描写音系、语法，还是介绍词汇、熟语，

皆力求详尽周全，避免挂一而漏万。为此，“语料举隅"专立一篇。

韵语散文并出，传统现实兼顾，且句句注出音标。但凡注音，均考

虑到连读音变，以便后世君子诵读探究。“切实"指的是语料皆出

自当地说话人之口，一言一语，成有根据。所示例句，都是从友人

与邻居、路人实际谈话中记录下来的，一般不从他人文献转引。在

修改过程中，针对审稿人员的不同意见，仔细从居民口中搜求词语

印证，用语料决定是非取舍。这种做法虽然要以许多时间做铺垫，

但达到了切而不妄，实而不虚的目的，就可进入下笔心静，完稿气

正的境界。

(二)当今方言志都是《汉书》，而不是《史记》。这是由语言

的特性和方言历史资料的匮乏造成的，本志也不例外。但为了在这

方面有所突破，我们专列了“历史演变"一章。直接言及兰州方言

的文献在清代以前阙如，但与今兰州行政区域相关和切近地区的

方言历史资料还是能搜罗到一些。将之分析归纳，断代划类，也可

窥见古代兰州方言的一些影子，对研究兰州方言的演变轨迹不无

作用。本章所引资料多可为秦陇地区所共享，你也不敢引，他也不

敢用，就会造成资料钩稽上的惰性和资料利用上的空白。举个现代

的小例子就能说明这一道理。“站’’(动词，住下)这一方言词兰州

有，天水也有。兰州人认为天水有而不敢收，天水人认为兰州人说

而不敢录，结果这一宝贵的方言词就会被遗忘。pf、pf‘二声母兰州

有，西安也有。兰州人认为是西安音而不敢记，西安人认为是兰州

话而不敢列，结果这一明显语音特点只好束之高阁而了之。很明

显，现代方言特征只有与普通话相比才能显示出来，古代的方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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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也只能与当时的通语雅言相比才能突露出来。参照系只能有一

个，否则无休止地互相攀比，就无众多“方言’’可言了。这是一个

常识性问题，但交待一下有利于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撰写这一

章是一种尝试，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方言志是从音系学的角度描写方音的，与实验语音学不

是一码事，然而借助实验语音学手段可为世人和后来者提供一些

直观的语音根据。宽带语图可把不同音素间的差异用图形显示出

来，窄带语图和音高仪所做的音高线可把声调形式显示出来。我们

将兰州方言的声韵调和部分连读变调用仪器做了实验分析，列示

出了有关图像和图形。可以设想，这一部分内容将历久而弥新。

(四)本志专业性强，音标用字繁杂，校对不精，鱼鲁豕亥，满

纸荒唐。近年肆间书籍多有校对失职而不可卒读者。有鉴于此，本

书每易一稿，校核三遍，岁迈三秋，校越九次。付印之前再校一遍，

意在尽量减少错讹。每校一遍，总会去妄多处。此等枯燥之役，极

伤目力，亦累及家人学生。为免舛误，只好乐此而不疲。

本志之成书，除仰仗市志办及上述审稿人员鼎助外，还得到了

众多亲友的竭诚扶持。语音实验图像、图形是由兰州大中文系语音

实验室刘泽民副教授和邓文靖助教制作成的。发音人除赵浚先生

外，还有刘秀清(女，1 947年生)、·马希芳(女，1 945年生)二位

工人师傅。协助收集、整理资料并缮写稿件的工作主要由兰州五中

高级教师张美利先生担任。先后参加校对的除张美利先生外，还有

研究生邓文靖、张海燕、郑林丽、张建民、李琴、贾艳琛、孙丽静、

卢晓霞、贺群、张建军、朱云雁、白瑞芬、邵正春i陈龙国、王婧、

安丽卿、梁学廷、阎素华等同学。甘肃教育学院的张淑敏教授、兰

大图书馆的李玉君副研究馆员，在检索资料方面也多有贡献。本志

责任编辑邓明先生修订篇目，赐示资料，奔走指导，反复审核，极

尽心力。徐难先生用电脑技术处理照片。在此鄙人与赵浚先生对上

述审稿及亲友的诚挚关照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还要特别道谢的是

鄙人好友柴可仁和表兄王连禧--位大人。他们是本市地道农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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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话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从他们口中直接获得了许多生动无比

的方言语料；他们的言谈使我更加相信，劳动人民是语言的真正创

造者，知识分子应当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语言。

张文轩2004年2月10日谨识于兰州大学双槐堂





编纂说明

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盛世修志，以志存绩；八年耕耘，始告付梓。1987年4

月，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立即组建机构，配备专

人，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市志纂修工作。"翌年3月，市

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了1988年～

1992年的全市修志工作，《兰州市志》的编纂工作自此全面展开。当

年市委批准《(兰州市志>编纂方案(试行)》，拟定《兰州市志》

由78部专志组成，经市级各部门和单位分纂后，由市地方志办公

室总纂。1 992年6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

议，部署了1992年～1995年的全市修志工作，调整《兰州市志》为

70卷，并将《兰州市志》的编纂改为由部门和单位分卷一步总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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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分卷审定出版。当年8月，市委批准了修订的《<兰州市志>

编纂方案》。到1 996年5月，已有40卷市志完成编纂，先后交付

审定，其中第49卷《人事志》于1 995年7月5日首先通过省地方

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审查并批准出版，《兰州市志》从此进入

一边编纂一边审定出版的阶段。

‘(二)全新观点，系统记述；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兰州市

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力求科学、系统、

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州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反映其客观规律，

从而使《兰州市志》成为兰州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兰州市情的科学文

献。因此，编纂、出版《兰州市志》，对于兰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和久远的社会效益，将为各级党政

领导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决策提供丰

富的历史借鉴和可靠的客观依据；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进行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为社会各界和国内外人士提供

“宣传兰州、了解兰州、认识兰州"的基本素材；为今后进行兰州

市情综合的和专项的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三)合理编排，完备体例；科学扬弃，努力创新。《兰州市

志》是一部多卷本城市志书。全志按照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

城建和环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的顺序，分为70卷

共73册，设计总字数为2300万字，平均每卷(册)30万字，分卷

(册)编纂、审定、出版。全志以总述、大事记为纲，以建置区划

志为经，其他各专志为纬，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各卷内采用述、

纪、志、传、图、表、录、考等多体裁相结合，宏观综述与微观分

述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并根据构成事物的各要素性质和层次，分为

篇、章、节、目四层，节以上横分，目以下纵述。各卷之间既保持

记述内容的有机联系性，又具有行业侧重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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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继承旧志编纂的合理因素，遵从新志编纂一般原则的同时，

对有关问题作如下处理：关于志书断限问题。规定上限不作统一规

定，虽然兰州历史上编纂过县志、市志，但运用新观点、新方法、

新资料编纂社会主义新市志是第一次，不能是旧志的简单延续和

重复。所以，各专志要在对史志资料进一步搜集、整理、挖掘基础

上，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定为1990年底，但对一些重要决策、重

点科研项目、重大工程建设、重大事件等内容为彰明因果，可适当

下延至1991年。为充分记述现状，反映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

各专志附录之首设《1991年～199×年兰州市××工作纪略》，概要

记述志书下限至志稿送审前的各行业新情况。全志贯通古今，以今

为主，侧重记述1840年以来特别是兰州设市(1 941年)以来的史

实，突出记述兰州解放以来(1949年)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史实。关于城市和农村问题。确定《兰州市志》以记述城市

事物为主，兼及所辖农村。通过记述尽可能充分反映城市的辐射

力、影响力和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所起的带动作用，反映市

管县体制下的城乡协作、互为依托的关系。关于隶属关系问题。

《兰州市志》的记述不受部门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局限，以市属内容

为主，兼记省部属、部队属、县区属内容；在宏观内容、总量统计、

具有兰州地方特色意义的内容等方面的记述，均尽可能包含政区

内不同隶属关系下的事物；关于市志各卷的统一性问题。规定市志

各卷(册)同为《兰州市志》的组成部分，在编纂指导思想、方法、

程序、体例、行文、装帧、版式上保持一致。据此，全志设全市性

的《总述》、《大事记》，各卷设行业性的《概述》、《大事辑要》；全

志各卷设《兰州市志·总序》、《兰州市志·凡例》，同时设本专志

的《序》、《编辑说明》；全志设《人物志》，记载已故人物，各卷设

人物表录记载在世人物，并用“以事系人"方法记述已故和在世人

物的活动；全志设《文献志》，收录古今重要文献资料，各卷设

《附录》，收录行业性重要文献；全志各卷采用兰州市统计局的统计

数据，通过审定、修改、责任编辑处理等环节，消除卷(册)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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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其他记述的矛盾；各卷正文和辅文的各部分都按统一规定

排序；从而使整部《兰州市志》具有内容上的整体性、形式上的一

致性。

(四)精心组织，众手成志；专家指导，各界襄助。《兰州市

志》的编纂在中共兰州市委领导下，由市人民政府主持，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1988年3月，市委批准成立了由市长柯茂盛

为主任组成的编纂委员会。1 993年7月，市委对其成员进行调整。

1 995年8月，市委再次调整了编纂委员会，由市长朱作勇任主任，

确定了《兰州市志》主编、副主编人选。自1 988年以来，各市级

部门和单位相继成立市志专志的编纂委员会，具体负责市志专志

的编纂。市辖各县、区也成立县(区)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县

(区)志。全市1300余名专兼职修志人员投入编纂工作，驻兰部队、

中央、省部属企事业单位支持和参与编纂，提供资料、承担撰稿、

参加审稿。1 5位来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图书机构和政协文

史研究机构的老学者担任《兰州市志》学术顾问，指导编纂。兰州

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的20多位学者直接承

担《兰州市志》部分卷的编纂工作。一些驻兰省级部门的老领导、

老专家关心支持市志编纂，参与资料搜集、撰稿、审稿。兰州大学

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美编室、兰州新华印刷厂、张掖地区河西

印刷总厂为确保《兰州市志》的出版印刷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市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克服重重困难，在拟定方案、规范，培训修

志人员，搜集史志资料，指导编纂业务，组织三级审定、研究史志

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值此《兰州市

志》进入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修志工作，并为《兰州市

志》的编纂、审定、出版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敬意和

谢意1

199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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