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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词 典 说 略

李 荣

汉 语方 言的 调 查研 究工 作近 年来略 有进展
。

在这 个背景下
,

我 们 计画 编一部 以 实地调 查

为主 的
,

综 合 的 汉 语 方言 词典
。 :大个 计 画 分两 步走

。

第一步是 调 查四 十处方 言
,

编 四 十册 分地

方言 词 典
。

第二 步 是在 四 十册分 池方言 词 典的 基磁上
,

补充一 些 其他 方言资料
,

编 一部 综合 的

汉 语方言词 典
。

工作在一 九九一 年上马
,

到 一 九九二年 秋季
,

有 三四 册分 地方言 词 典的 稿子

送 到 印刷 所 排 印
。

这里 提 出若干 意见
,

请 读者 指教
,

求 同行批 评
,

供 同事 讨 论
。

本文 分 两部分
,

共 九节
。

第 一 部分讨 论三个题 目: ( 壹) 发音 合作 人
,

( 贰 ) 调查 方法
,

( 叁 ) 相

伺 的字各地 用 法的 异同
。

第二 部分 分六节 讨论分地 方言 词 典
,

( 肆) 是 分地方 言词 典 的 引 论
,

以

下五 节讨论 分地 方言 词 典 的 内容 : ( 伍 ) 出条
,

( 睦 ) 注 音
,

( 柒 ) 释义
,

( 捌 ) 攀例
,

( 玖) 用 字
。

( 本文

前 三节初稿 曾在 《 中国语 文 》今 年 第五期 321 一32 4 刊 出
。

)

班 发音 合 作人

方言 词 典以 方 言 调查 为本
二

调 查首先 要 物色发 音合 作人
。

发音合 作 人 尽可 能 选 择老 年 中

年
,

也 不排 斥青年
。

根据前 者 确 定音 系
,

参考后 者可以 补 充 词 语
。

年 长的 本地话纯熟 稳 固
,

年

轻 的 易受外地 话 影 响
。

前 者往 住 保持 当地 的 本色
,

后 者 时常露 出演 变的 趋 向
。

在 口 音分 老 派

新 派的 地方
,

老派 的 音类 区别 大都 比 新派 细
。

这 也 是发 音合 作人 选 择老 派 的 理 由之 一
。

拿苏

州 与 长沙 说 吧
,

两处的 老 派都 分 尖 团
,

新派 都 不分尖 团
。

当 然具 体的 分法 两 处韭 不 完全一致
。

以 下 举例
,

例字上 头分别 注 明 古 声 母
“

精 清心
”

与
’‘

见 溪 晓
” 。

精 见 清
·

溪 心 晓

苏州 浆 t s诅 : 一葺 t o i巨: 枪 t s ‘

i 巨1 一腔 t ;
‘

谊1 箱 s 谊1 一香 。诅1

尖 t si : : 一 肩 t o i门 千 t s
‘

i 门 一 牵 t g
‘

i : 1 先 51: 1 一 轩 。i : :

长沙 浆 t s ian 」 一 葺 t ; i 。 , ; 枪 t s
‘

i a ” 、一腔 t 。
‘

主a n 、 箱 s i a n , 一 香 。i a ” 」

尖 t si巨」 一 肩 t o i巨
一

l 千 t s
‘

i 巨“ 一牵 t p
‘

i。‘ 先 si 巨-I 一轩 。i 己,

苏 州 与 长 沙 两处老 派都分 尖 团音
,

古精清 心三母 的 字在 今细 音前读 【ts ts’ s1
,

跟 古 见 溪

群三母 的 字 读 [t ; t g
‘

司 不 同 音
。

以 上例 字记 的 就是 老派 的 音
。

新 派 古精 清心 三母 字在今细

音前也 读 [t 。 t 。
‘

司
,

跟 古见澳晓 三母 字相 同
。

以 上 两处 各六对例 字
,

前 字都读如 后 字就 成 了

新派 的 音
。

( 古全蚀声 母
“

从邪
”

与
“

群匣
”

也 有分不 分 的 问题
,

这里就 不细 说 了
。

)

就 尖团音 而论
,

从 老派 的音可 以推 出新派 的音
,

从 新派 的音不 能 推 出老 派的 音
。

根 据老 派

记 音
,

只 要交 代一句
, “ 老派 r :s tst sl 拼 细音新派 读 【t g t ;

‘

司
” ,

就得 到 新派 的 音
。

要 是根据

新派记 音
,

就要 列举新 派全部 [t , t g
‘

司 三母 的 字
,

逐 一 说 明老 派是 [ t o t扩 司 组声 母还 是

I 仔 组 声母
,

才 能得 出老派 的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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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润查 方 法

调 查 方 言 要 反 映事 实
。

反映事 实 业不 容易
。

这 个 牵 涉 到 调 查 人 的 能 力
,

调 查 人 的 经 验
,

调

查 人 对 所 调 查 方言 熟 悉 的 程 度
。

能 力可 以 逐 步 增长
,

经 验 可 以 日 积 月累
,

随着调 查 时 间的 推

移
,

熟 悉 的 程 度 也 跟着 提 高
。 “

不 识 庐山 真面 目
,

只 缘身 在 此 山 中
。 ”

即 使 是 调 查 母 语
,

调 查 人 习

焉 不 察 之 处
,

须要 发 音合 作 人 提 醒
。

何况 限于 经历与 行 业
,

每 人 对 母 语 的 知 识
,

总 不 能 是 完 完

全 全 的
。

凡 此 种 种
,

都 性急 不 得
。

不 过 有 一 味 药
,

可 以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

调 查 方 言
,

一 开 头 总 是 用 印象记 音 法
,

听 见 什么 记 什 么
。

单字
—

词 语 -

一 短句
—

对 话

—

一

故 事
,

语 料 逐 步加 长
,

随时 用 后 来所 得 语 料 印 证
,

修改
,

业 且 补 充以 前所得 的 语 料
。

在 这 过

程 中
,

就出来 音 系
、

变调规律等 等
。

印象记音法 就逐 渐 演变为 系 统 记 音法
。

一 味 什 么 药 呢? 就

是 系 统 记 音法 开 始之 后
,

不 要 把 系 统 看 死 了
。

调 查 时随 时 准 备发 现 新 的 声母
、

韵 母
、

声 调
,

新的

声 韵 调 拼 合 方式
,

与新 的 连 调 变 化
。

千 万不 要 忘 记 用 新 语 料 印 证
,

修 改
,

业 且补充 那 个 系 统
。

黄雪 贞调 查 客 家 话 略 有 经 验
,

她 调 查 梅 县话 变 调 的 事 可 供 参考
。

梅 县客 家 话 平声 人声 都 分 阴 阳
,

止声 去 声 都不分 阴 阳
,

有 六 个单字 调
,

轻 声 在 外
。

阴平 [ , ] 44 阳 平 [ J ] 1 1 上 声 [ 、] 3 1 去 声 [ , 1 53
’

阴 入 [ 」1 1 阳入 【“] 5

梅 县 话 两 字组 里
,

阴平 与 去 声作 为前 字
,

在 阴 平 与 阳入 前 头 不 变 调
,

在 阳平
、

上 声
、

去 声
、

阴

人 与 轻声 前头 变 调
,

阴 平 变 【r] 35 调
,

去 声 变 【rJ 55 调
。

举 例 如 下
。

轻 声举
“

儿
”

【.e] 为例
,

阴 平 + 阴 平 [ , , ] 山沟 s a o k e u 春 耕 t s
‘u n k a 习 秋收 t s ‘

i u s u 上 工 5 0 习 k u 习

阴 平 + 阳 平 [ , r J ] 斋 腑 t sa i m a 番 薯 fa ” su 猪 栏 t su l a n 耕 田 k a q t
‘

i e n

阴平 + 上 声 [ , r J ] 山水 s a n su i 天 井 t
‘

i e n t s i a 习 双 抢 s u 习 t s ‘

10 习 相 打 5 10 习 t a

阴平 + 去 声 [ , r , ] 灯 罩 t e n t s a u 山货 s a n fo 针 线 t s “m s i e n 冬 种 t u 习 t s u 习

阴平 + 阴 人 I ”r J ] 瓜 葛 k u a k o t 山脚 s a n k i o k 被 角 p
‘

1 k o k 煲 粥 p o t s u k

阴 平 + 阳 人 [ , J ] 正 月 t s a 习 习i a t 三 十 s a m s 即 私 塾 51 s u k 恨 熟 v o i s u k

阴平 + 轻声 [ , r 门 车儿 t s
‘a v e 靴 儿 h i o e 乡儿 h i o 习 习e 蜂 儿 fu 习 习e

去 声 + 阴 平 [ , , ] 外 甥 习0 1 s e ” 夏 收 h a s” 赴车 f u t s ‘a 负心 fu s 童m

去 声 + 阳平 I、r 」] 芋 头 v u t
‘e u 戏 棚 h i P

‘

a 习 苗 田 s l t
‘

i e n 过 来 k u o l 诚

去 声 + 上 声 【, r 闷] 露 水 l u su i 大 雨 t
‘ a i i 树梗 s u k u a 习 放 假 p i o U k a

去 声 + 去 声 【, r 、] 半夜 p a n i a 味 道 m i t
‘a u 种 树 t s u 习 s u 看 戏 k

‘o n h i

去 声+ 阴 人 [ , r l ] 顾 客 k u h a k 豆 角 t
‘e u k o k 认 得 习i n t e k 睡 目 50 1 m u k

去声 + 阳人 【, 一] 算术 s o n s u t 树菜 s u i a p 好食 h a u s a t 放 学 fo 习 h o k

去 声 + 轻 声 [ 、「 J ] 矗 儿 k
‘

iau v e 罐 儿 k u o n n e 病儿 p
‘

i叨 习e 瓮儿 v u 习 习e

梅 县两 字 组 注一 斋 妹 : 带发 修 行 的女 子 { 番薯 : 白薯
。

薯 字广 韵 从 帅 从 储
,

平 声 署 鱼 切
,

梅 县 阳平 跟 古音 与 多 数方 言 符 合 !

双抢 : 抢 收 早 稻 与抢 种 晚 稻 的合 称 ! 相 打: 打 架 } 车 儿: 车子 { 靴 儿: 靴 子 { 乡儿: 乡袒 } 蜂 儿 : 蜜 蜂 1赴 车 : 赶车 { 戏 棚 : 戏

台 」漪 田 : 插 秧 } 放假 的 假 与真 假 的 假 梅 县都 读 上 声 ! 味 道 : 滋味 } 睡 目: 睡 觉 ( 好 食: 贪吃 } 放 假 的 放 与放 学 的 放 梅 县声

母 不 同
,

双 唇 音属 于 较 早 的层 次
,

齿 唇 音属 于 较 晚 的层 次 } 葛 儿 : 蓖 头 { 雄 儿 : 暇子 l 病 儿 : 病 了 ! 瓮 儿 : 瓮

【r] 35 调 与 【门 55 调 都是 单字调 之 外的新 调 值
,

前 者 都 从 阴平 【, 】44 调 变来
,

后 者 都

从 去 声 【、」53 调 变来
。

【rl 35 调容 易听 辨
。

【月 44 调 与 〔r] 55 调近似
,

加 上 这 两个 调不在

相 同 的语 音 环 境 里 出现
,

难于 对 比 :

阴平 + 阳 平 教 拒 k a u , r k i 」 阴 平 + 上 声 家 史 k a , r s1)

去 声 + 阳平 告拒 , 」 去 声 + 上 声 驾 驶 、 )

方 言

k a u r k i k a r s 1



告 拒 的 告只 能 跟 单说 的 教 比 [r] 55 调 与 间 洲 调 的高低
,

不能跟 教 拒 的 教 比; 驾驶 的 驾只

能跟 单说 的 家 比
,

不能跟 家史的 家 比
。

( 客 家 语 料 由黄 雪 贞提 供
。

)

黄 雪 贞说 : “

我 的 1 988 《客 家 方 言 声 调 的 特 点 》( 《方 言 》 241 一 246) 与 1989 《 客家 方 言声调

的 特 点 续 论 》( 斌 方 言》121 一 1 2 4 ) 以 为梅县 话 两 字组 去声 在 阳 平
、

上声
、

去 声
、

阴 入的 前头 变 得 跟

阴平 单 字 调 相 同
。

我 一 九九一 年 再 到 梅 县调 查
,

反 覆听 辫
,

去 声 的 变 调 比 阴 平 单 字调 高
。

这 种
分 别 在 本地 人 的 口 里 是 稳 定 的

。

现 在 我 把 阴 平 单 字 调 记 作 【, 』44 调
,

去 声 的 变 调 记 作 【rl 55

调
。

即 使 这 两 种 调 值不 在相 同 的 语 音 环 境里 出 现
。 ”

叁 相 同 的 字各 地 用 法 的 异 同

同 一 个 字( 语 素) 在一 个方 言 内部
,

尤 其是在 若 干 方 言 之 间
,

有不 同 的 用 法
。

这 还 没 有 受到

充 分 的 注意
。

现 在 举个 例 子 来 说
。

广韵 屋 韵 丁 木 切 : “

豚
,

尾 下 数也
。

启
,

俗
。 ”

集 韵 都 木切 : “

豚
,

博雅
‘

臀也
’ ,

或作 尿
,

俗 作 启
。 ”

拙 作 1 9 82 《 论入 字的 音 》( 《方 言 , 24 1一 24 4一 19 85 《 语 文 论 衡》 10 7一 11 1 ) 云 :

在 现代 方言 里
,

豚有
“

尾 部
,

臀 部
,

私处 浙 江东 阳
、

络 云 谓 男 性 者
,

上 海 远 郊 松 江
、

奉 贤 谓女 性 者
,

器 物

底 部
,

末 了
”

等意思
。

以 下 再 引 用 一 些 语料
,

说 明 各地
“

后
”

字 的 用 法
。

本文 行文 用 启 字
,

引文 用 元文
。

山 东 营县 [后 儿】tur 、 蜂蝎刺 人 的 器官 : 蝎子 一 ( 石 明 远 告 知 )

江 苏徐 州
’

李 申 198 5 《 徐 川方言 志 》 146 【尿1 tu J 尾 : 听 不 出头 一 来 } 15 8 [头 尿 儿 l

tt o u : t u r 刁 头 绪
,

原 委 : 半夭 问不 出个 ~ } 14 7 [尿 子 l tu “
·

ts l 昆 虫 的 尾 部 : 蜻 蜓 ~ 断 了 } 107

I对 尿 子1~ [接尾 巴] 蚕蛾 交 配 ! 2 2 6 [胡 头倒 尿 儿 ] x u l t
‘o u , t 。、 t 盯 浦 颠 三倒 四

,

稀 里 糊 涂

洛 阳 曾光平等 19 87 《 洛 阳方 言 志 》 70 [赤 启 儿 启 儿 I t 怡飞, t u 坦, r t u 山 」 光屁 股 } 6 1

[老 末 月 儿 ] l a 。、卜 m u 。, r t u 斑 月 最 后 一 个 人

武 汉 朱 建颂 19 80 《 武 汉 方 言单 音 词 汇 释 》( ‘ 方 言 》) 78 {尿1 tou “ 底 : 碗 里 还 剩 下 一 一底

上 的 ! 朱 建颂 1 984 《武 汉方言简 志 》 油印本 12 [ 尿 脏 ] 肛 道 : 掉~ 脱 肛 1 [尿 子 l�容器 底 部 或 其 残

留物 �跟儿 : 高 ~ 鞋

四 川 王 文 虎 等 19 86 《 四 {11方 言 词 典 》 90 启 启 t u J t u J 「 ( 器 物) 底 部 : 这 个 坛子~ 烂 了
,

漏

水 了 }!元 书
“

启
”

字写 作 同音 字
“

独
”

字
,

注音据 附录一 成 都 音改成 音标
,

古入 声今 读 阳 平
, “

启 独
”

两字 同 音
,

重 叠 时后字读 55 调 【rl
,

调值 与阴 平相 同
。

山 西忻 州 温端 政 19 85 《忻 州 方 言志》 95 [ 启 子 ] t u a ?J
·

t 。 屁 股

阳 曲 孟庆海 19 91《 阳 曲方 言 志 》 80 [ 启 子 ] t u 。? 』 t s 欲 J 屁 股 } 14 1 [ 启 后 1 t u J t u 」 (元 作
“

犊 犊
” ,

用 于 儿 歌 ) 屁 股
太 原 温端 政 198 1 《太 原方 言 词 汇 》( 《 方 言 》 305 汇启 子 1 tu e? J

·

ts y 屁 股

文 水 胡 双宝 19 88 《 文 水 方 言 志 》 78 〔启 则 灿 西 子 尾 常 写 作则 tu 。? , ts e? 甘 屁 股

平 遥 【启 子1 t u A 加 ‘ t s / ‘

? J r 屁 股 ! [烟 启 子 ) i B 刁k t u 。? , ‘ t s A ? J k 烟 屁 股 } [启 蛋 子 ]

tu 。?月、 t a q o t s 。月卜 屁 股蛋 儿 1 [锅召 底 1 k u e i 刁、 t u 。?J 卜 t i 、 锅 底 1【启 血 】t u 。? , 卜 。y 。? , 非

正 常 月 经 出血 } [跌 启 】ti 屁扎 tu 心 J 卜 脱 肛 ( 侯 精一 告 知)

长 治 侯 精 一 1985 《长 治方言志 , 85 1启 子 ] tu 欲 “r t 成竺 屁 股

江苏 海 门 四 甲坝(I 日属南 通 ) 汇启 底 】t 。 ? , t i 、 � 底 下 : 东 西 放 来 〔
·

l 。月 放 在 ~ } �尽

头
: 王 家 走~ 就 是 咯 【

·

k 成 〕( 许宝 华 告知 )

安 徽款 县 [太阳 启 下 ] 。月 ”
·

x 太 阳地 里 } 阴 亮后 下 ] , 」 ,
·

x 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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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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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里 ( 程 朝 辉 告知 )

南 昌 熊 正 辉 1983 《南 昌 方言词 汇》 ( 《方言 》 ) 63 【尿】t u ? : 器 物的 底 : 碗 ~ } 桶 ~ I

76 [尿 上 】t u ? , s 叨」 ( 碗
、

桶 等的 ) 底 儿 上 : 衣 裳搁得 箱 子 ~ 箱底 } [尿 下声】t u 钓 k 划 下 面一

层 : 面上 是 夏 天 穿个衣 裳
,

冬夭 穿个 衣裳都在 ~ [末 底 韵 尿1 mo tl tit l tu ? 1 末 了 } [ 太阳 尿 下 }

t’ai 」
.

访q t 吹 飞 k 月 太 阳地里 ( 据 熊正 辉补 充改 正 )

长 沙 鲍厚星 等 19 84 《 长 沙 方言词 典 》稿油 印本二 94 [碗 尿 子1 6 , t 洲 刁 .ts l 一 [碗蒂子 }

6 、 t i l
·

t s z 碗的 底 部

梅 县 [ 尿1 t u k J �器物 底 部 : 瓮~ v u 习、r t u k 」 】镬 ~ v o k l t u k 」 } 碗 ~ v o n 、 t u k 」

} 碗 ~ 上 v o n “ t u k l h o 习、 碗 内 底 部 �顶部 : 帽 ~ m a u 、r t u k J } 尖 一 笠妹 t s i a m 、r t u k 」

leP 」 m aJ 尖 顶笠 } 平一 笠 妹 P’i 叨J tu k J leP 」 m aJ } 和 尚 头
,

凳儿 尿
,

爱 饭 唔 爱 粥 和 尚 头
,

秃 了

顶
,

要饭 不 要 粥 v o J 50 习、r t
‘e u 」 ; k

‘u a t 」
·

t e t u k J , 0 1, r fa n ” m 」 m o i 、r t s u k J 童 谣
,

指 僧头 为

尿 ( 黄雪 贞告 知 )

广 州 [尿 ] t o k : � 底 部
,

底 : 碗 ~ u n , t o k 1 1 盆~ p
‘u n J t o k , } 沙 煲 ~ s a , r p o u l

t o k l } 米 缸~ m o i ; k 叼 , r t o k 1 1 桶~ t
‘o 习。 t o k l } ~ 底 t o k ” t o i o l 打 烂沙 盆 玺( 问 ) 到

~ 成 语 t a o l a n J sa 、 p
‘u n j m 甘n J t o u o t o k , } 沙 梨 ~ s a , l e i J t o k 、 猪 得部 的肉 } 抬 ~ t

‘

j j r

t o k l 桌 子 下 边 �尽 头 : 巷 ~ h”习“r t o k , } 屈 说文 无 尾 也
,

广 韵蔺 物 切 ~ 巷 k u 甘t J t o k l h 。习J r 死

胡 同 ! 屋~ o k 1 t o k l 房子 的 最里 边 】村一 t s ‘

y n ”r t o k l ! 行 ffJ ~ h a 习J t o u o t o k , 走 到 头

)L ( 白宛 如 告知 )
“

启
”

字分 布地 区 广阔
,

如 上 述 用 例所 示
,

见 于 官 话
、

晋 语
,

吴 语
、

徽 语
、

赣语
、

湘 语
、

客家 话
、

粤语 等方言 区
。

本文 作 者 未 见 闽 语 用 例
。

方 言 里
“

启
”

字的
“

臀
,

尾
,

阴 部
,

底 部
,

末 了
,

尽 头
”

等

意 思
,

可 以说 都 从《 广雅 》 “

臀 也
”

演 变而 来
。

由 此 出发
,

包 含
“

后
”

字 的 词 语 全可 以 得 到 遭 当 的 解

释
。

吸 烟 时 剩 下 的 部分 上海 叫
“

香 烟 屁 股
” ,

平遥 叫
“

烟 后 子
” ,

厦 门叫
“

熏头
” ,

温 岭 叫
“

香 烟 蒂

头
” ,

平常说 话 写 标语 就说
“

烟 头
” ,

头 尾 措 词 有 别
,

所 指相 同
。

至 于 梅 县童谣 指僧头 为 尿
,

则谑

而 虐 矣
。

帽 子 翻 过 来
,

帽顶就 成了 帽底
,

无 怪 梅县管 帽顶叫
“

帽尿
” 。 “

启
”

字在各地 方言里 用 法

的 异 同 比较
,

对 研究语 言 史
,

考 本字
,

编 字 典都有帮 助
。

以 上 三 节
,

( 壹 )讨 论怎样 物 色发音合 作 人 ; ( 贰) 的 题 目是 调 查 方 法
,

其 实 说 的 是 调 查 态 度 ;

( 叁 ) 举 例 说 明
,

调 查方 言 时相 同 的 字各 地 用 法 的 异同 值 得注 意
。

这 些都是 研 究方 言
,

包括 编 写

方 言 词 典 的 一 般 问题
。

以 下 六 节讨 论 分 地 方 言 词 典
,

( 肆) 是 词典 引论 的 内容
,

凡 是 该在 词 典 里

说 而 又 不 便 在词 典 正 文里 说 的 事都 在 引 论里 交 代 ; 以 下 分五节 说 明 词 典 正 文 的 五个方 面 : ( 伍 )

出 条
,

( 睦 ) 注 音
,

( 柒 ) 释 义
,

( 捌 )举 例
,

( 玖 ) 用 字
。

肆 分 地 方 言 饲 典 的 引 论

分 地 方 言 词典 规 模粗 定
,

有 三 四册 的 稿子 已 经 发排
。

综合 方 言 词 典以 后 再 说
。

分 地 方 言 词典 的 要 求 有 两 项 : 一 是 为 综 合 方 言词 典堆 备条 件
,

二 是反映 本地方言 的 特 色
。

为 了做 到 这 两 项
,

我们 制 定统 一 的 调查 表 与 编写 体 例
。

凡 是 调 查 表 中的单字 与词 语
,

只要 本地

方言 能 说 的
,

都要 调 查
,

这 样各 地 的 语料 才 能对 比
,

才 能 编写 综合 词 典
。

每 一 册 分 地 方 言 词 典 都 分 三 部分 : 首 先是 引 论
,

主 体是 词 典正文
,

最 后 是 义 类 索 引
。

引 论 分 七 节
,

以 苏 州 方言 词 典为 例是 : 一 苏 州 ! 二 苏州 方 言的 内部差 别 } 三 苏 州 方言

的 声 韵 调 } 四 苏 州 方言 单字音 表 } 五 苏州 方言 的 特点 { 六 苏 州 方 言 词 典 凡 例 l 七 词 典 中

例 句 常 用 字注释 其 他方 言 词 典 只 要 把地 名改 了 就行 了
,

比 方
“

苏 州
”

改成
“

长 沙
” 。

( 一 ) 说 叽

6 方 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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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 的 沿革
、

地理 与 人 口
。

( 二 ) 说 明 当地 方 言内部 的 地理差 别与 年龄 差别
,

交代本 词 典的 发 音

合 作人的 方 言派别
。

( 三) 说 明 声韵 调 与 连 读 变化
。

( 四 ) 单 字音表
,

就 是反 映字音 构 造的声 韵

调拼 合表
。

初 稿 出来 之后要 认 真询 问核对
,

把放 错位 置的 字 改了
,

把有 音 义 无通行 形体的 字 ( 简

称 有音无字 ) 通通 记下来
。

[m ” 们 是否 自成音节
。

有没 有什么 音 在表里 不好 安排
。

这是 发

掘 方言事 实户一 种 有效方 法
。

不 会 写光 会 说 的 字往 往是 口 语常 用 的
,

可 以 补充用 字表调 查之

不 足
。

老读 轻声 的 字可以 在 表前 交代
,

不列人表 内
。

(五 ) 说明 本方言 在语 音
、

语 汇
、

语法各 方

面的 特 点
。

特点 指本方 言区 别于其他 方言
,

尤 其是 区别于 附近 方言 之处 ; 以 及 本地人在外 地

人面 前希望避 免
,

有 时受到 外地 人非议 之 处
。

从 语言学 的 观 点看
,

这 种非 议往往 是没有道理

的
,

调 查 研究毋 须避 免
。

一 般的 说
,

代 词
,

指示 词
,

方位 词
,

数量 词 ( 如
“

一个
”

至
“

十个
”

的 合

音 )
,

语 助 词
, 口 头 禅

,

招呼应 对 吵 架 的 话
,

这 些往 往显 出方言的 特色
。

( 六) 交代 出 条
、

注 音
、

释

义 的 方式
,

大 小 字 区 别
,

各种 符号 的 用 法
,

等等
。

(七 ) 把 例 句 中常用 的 须 要说 明 的 字眼 先提 出

来注 释
,

对编 者 读 者都很方 便
。

引论 上文 已 经提过 的 方 言 字眼
,

当然 不必重 复
。

( 至 于 词 典正

文
,

当 然 要 包括引 论里 说 过 的 所 有 条 目
。

)

有 人 说
,

凡 例应 当 放在 引论 的 末 了
。

一则 常用 字注 释要 用 到 凡 例
。

二 则 常用 字就 是 从 正

文 中选 出来 的
,

还 是紧接着 正文 为 妥
。

引 论分 成 七节是 依 内容 分的
,

每 节长 短不 拘
,

有话 即长
,

无 话即 短
。

假如某地 方 言有 些 事

实须 要 在引 论里 叙 述
,

现成 的 匡 匡 装不 进 去
,

或者装 进去 不合 迪
,

那就 可以 另 立一节
。

比 方某

些方言 的 训读 字与 变音
。

为 的 面 目清楚
,

引论 的 层 次 最
办

二 层
,

每层 最多分 为九项
。

第一 层以 壹 贰叁 肆 等大写数

字为序
,

第 二 层 以 圆 圈 数字O 。 �画 等 为 序
,

第三 层以 圆圈 码 ���� 等为序
。

当然也 可 以 少

分层次 或不 分层次
,

少 分 项或不 分 项
。

词 典 正 文 按字音 排列
,

以 韵 母
、

声母
、

声调 为 序
。

为 了 查阅 方 便
,

正 文 之 后 要 有 义类 素 引
。

要不 要 编 别 的 索 引
,

由 分地 方言 词 典 的 编 者考虑决 定
。

词 典 正 文 用 条 目释例 的 方式
,

分
“

出 条
、

注 音
、

释 义
、

举 例
、

用 字
”

等 五节讨 论
。

现 在 从苏 州
、

温 岭
、

梅 县
、

广州
、

南 昌等五 处方言 选 取一 百十四 条
,

分 成五组
,

分别 作为刚才 说 的五节 的 例 子
。

为称 说 方 便
,

条 目编号 用 三 位 数
,

百 位 数表示 第几 节
,

以 下 两 位 数表示 第几 条
。

如下 表
。

伍伍伍 出条条 隆 注音音 柒 释义义 捌 举例例 玖 用 字字 小 计计

苏苏 州州 50 1一5 1777 6 2 .
5一62 999 70 1一7 1666 80 1一 80888 9 0 1一90 888 5 333

温温 岭岭 518一52 555 60 1一62 33333 809一 8 1333 90 9一 9 1888 4 666

梅梅 县县 52 6一5 3333 6 24 一6 25555555 9 19一92333 888

广广 州州州州州州州 5 \\\

南南 昌昌昌昌昌昌昌 222

小小 计计 50 1一5 3333 6 ( )1一6 2999 70 1一7 1666 80 1一8 1333 90 1一92 33333

关 于 条 目选样
,

还有 几 点 要 说明 一 下
。

� 苏 州
、

梅县
、

广州
、

南 昌 四地 条 目分 别 由叶 祥芬
、

黄雪 贞
、

白宛如
、

熊正 辉起 草
,

有 时本文

作者 略加润 色
。

温岭是作 者2 军人 的 方言
。

� 条 目进 人词 典
,

当 然都按 音排列
,

以 各方言 的 韵母
、

声 母
、

声调为 序
。

这 里 连着的相 关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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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如 [504 一5061 三条
,

到 词典 里 就分开 了
。

本文 把 条 目分为五组
,

以 及每 组的 先 后
,

都 以 行 文

方便为 序
。

也有少数 这一 节 参 看那 一节 条 目之处
。

� 以 下 每 节都先说 明 后举 条 目
。

条 目是主 体
,

说 明 是衡着条 目说的
,

当然 不 必 条 条都说
。

伍 出 条
“

出 条
”

是 说 词 典 里 立 个 条 目
,

注 音释义
。

什 么 语言 成分 可 以 出 条? 不 拘 一格
,

什么 语言

成分 都 可 以 出条
。

单 字 条 目
、

多字 条 目都 行
。

语 素可 以 出条
,

词 可 以 出 条
,

词 组 可 以 出 条
,

不 连

续 的 语 言 成 分也 可 以 出 条
。

苏 州 【5O l]’
‘

止
”

字 出 条
,

以
“

止 血 } 止 泻 { 止 咳 } 止痛 ! 止 痒
”

为

例
,

比 出
“

止血
”

等五条 合 通
,

注 释 也 比 出 五 条方 便
。

苏 州 fs o 4一5 0 6 ]
“

有 喜 ( 哉 ) 1拖 身 子 } 大肚 皮
”

出 三 条
,

在 一 处合 注
,

梅县 [526 一52 8 ] 与 [5 30

一53 1] 出五 条
,

在
“

冷 水
”

条 合 注
,

相 关 条 目的 意 思 因 对 比 而 显
。

调查 时
“

猪 肝 } 猪 舌 头 1 猪 耳 朵 } 猪 尾 巴
”

等 等都 要 调 查
,

各 地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名 称
。

苏 州
“

猪 舌头
”

叫
“

门 枪
” ,

【5 111 以 后 者 出条
,

前 者 作 注
。

苏 州〔50 7 ]
“

猪
”

字 条 以
“

猪 肝
”

为例
,

表示
’‘

猪

肝
”

没 有特别 的 名称
。

苏州 【5 171 动 词 用 于
“

阮 ⋯ 处
”

之 间
,

温 岭汇5 181 动 词 用于
“

阮 处
”

之 后
,

因此 两 地 出 条方式

不 同
。

温 岭 接 着 出【5 19]
“

阮 处 寻
”

与 【52 0]
“

氏 处 去
” ,

这 两 条说 明 本义 与引 申 义 的 差 别
。

苏 州
“

阮⋯ 处
”

与温 岭
“

无处 ⋯
”

是活 的格 式
,

列 举 不 尽
,

非 出条又 迪 当举例不 可
。

梅 县〔53 0]
“

滚 水
”

与【53 1]
“

沸 水
”

同义 而 出两 条
,

因 为 起头 的 字 不 同
。

汇532 一”31
“

逆 风

} 拦 面风 { 拦 头 风
”

三 项 同义
,

也 只 出两 条
,

因 为 其 中有 两 条都 拿
“

拦
”

字 起 头
。

5 01 [ 止 ] t s u 、 停止 或 缓 解某 种 症 状 : 一 血 1 一泻 I 一 咳
’

1~ 痛 1一 痒 50 1一517 苏 州

50 2 【惹 ,] zQ ; 排 泄 大 小 便 : 一 恶拉 屎 ! 一 尿 撒尿 } 一 屁 放 屁

5 03 [ 啥 ) sQ 切 什 么 : 一 人 什 么 人
,

谁 } ~ 物 事 什 么东 西 } 一 辰 光 什 么 时 候 } 一 场 化什 么地 方 } 今 朝 买

~ 小 菜

50 4 【右 喜( 哉 )】 ‘Y , 衍朴 (.t S动 怀 孕 的 文 雅 说 法
,

一 般 说 法 是 【拖 身体】
,

通俗 说法 是 【大 肚

皮】
50 5 [ 拖 身 体 ] t

‘。u l so n 仆 t
‘

i 、 k 见 [ 有喜 ( 哉 ) 1

5 0 6 [ 大 肚 皮 ] d o u J 卜 d a u ; 卜 b i 月: 见[ 有喜( 哉 ) ]

50 7 【猪 】 t s月: 一 种 最 常 见 的 家 畜 : 一 头 ! 一 脑 子 } 一 血 1 ~ 心 { 一 肝 ! 一脚 爪 }! 落称猪 锣

秽 t s 写1 10 1 10 : k o 锣 是 俗 字
,

两 个音
,

这 里 音 与 罗 IO u 刁 不 同

50 8 【猪 锣 】 ts 叼: 怕u 八 尾 人 愚 蠢 得像猪 一 样 O 锣 字两个音
,

参看猪

5 0 9 【猪 油 】 ts 叼: fii y 从 有 板 油 与 网 油 之 分
,

熬 成 后也 叫 荤 油

5 10 【猎 臭 灰】 ts 叹 1 k’ 部 : h u o L 一 种 农 家 肥
,

垫 猪 圈 的 稻 草 与 泥 土
。

在 农 谚 中简称 猪 灰△

种 田 三 个 宝
,

猪 灰
、

河 泥
、

红 花 草 紫 云英

5 11 [ 门 枪 ] mo n 刁 t s ‘

i巨1 卜 作 为食 品 的 猪 舌 头 t s 从: z 舒 。 d y 刁‘
,

北京 叫 口 条

5 12 [ 顺 风 ] z o n 朴 fo 习1 卜 作 为 食品 的猪 耳 朵 t sq l 玮i 、卜 t a u 勺k

5 13 [ 摇 捎] fi i , J 5 1, : 卜 作为食 品 的 猪 尾 巴 t s 甘1 环 i ; 卜 p o : ‘ l 参看 捎
5 14 【捎 】 si * 1 摇 动 : 一子 鱼产 卵 } 一 马 桶 洗 刷 马桶 } 摇 捎 猪 尾 巴 l 广韵 宵 韵 相 邀切 : “

捎
,

摇 捎
,

动

也
。 ”

捎 本 地 常 写作 消

515 卜头 势】d y j s 牡切 后缀
,

用 在形容词 及 少数 动 词 之后构 成 抽象名 词
,

表示 性 质的 程 度 或

行 为 的 状况
,

前面常 有领属或 指示 定语 : 长 一 ! 矮 一 ! 细~ } 亮 一 { 聪 明~ } 噢 一 } 怕~

方 言



l 侄 葛矮 一 实头少 见他 的 矮 头在少 见 } 裔 种 醒 醒 一 吓 煞 人 } 鳍 见 歇 甜种 笨一 没 见 过 这种 笨 样 子

516 【一 ⋯ 头】 i 欲 : ⋯ d。 用 在 单 音动 词 前 后
,

表 示动作一 下子 就完 成: 理 听 仔一 走头 他听 了

一 下子 就 走 开 了 } 碍 点酒吾 一 呷 头 这 点酒 我 一 口 就喝 完 了 } 甜 把 锁 小 张开 勿开
,

小 李 走过 来 一 开

头 一 下 就打 开 了

517 【吮 ⋯ 处】m , ⋯ ts
‘

魁切 k 相 当 于
“

抚 处⋯
”。

例 如
“

阮 请 处
”

是
“

没 有地方请
” ,

其他 可 以 类

推 : 半 夜 巴生 病是郎 中匣 抚请 处葛 ! 房 l’ed 武小
,

物事 匣抚摆 处 { 茶馆 才 关 门
,

茶匣 阮 嗅处
5 1名 【阮 处 】m J

·

t 。
‘

y [一
。y1 不 单用

,

用 于 动 词 前� 没 有地方⋯ ( 本义 ) : 一 寻�不 可
,

不能
,

不

许( 引申义 ) : ~ 说 无法 辨 解 ! 一 讲不 能说 ! 一 乱 讲 ! 一 笑 } 一 搅顽 儿 } 一 移过 屋 不宜 搬 象 } ~

望不 许 看 ; 太 难 看 ; 质量 次 } 一 听不 堪 入 耳O 本 条 处字有 卜t 。,y
·

gy] 两音 51 8一 525 温 岭
5 19 【抚 处 寻】m J .tP

‘

y [一叮 〕杯n 。 没 有地 方找
,

找 不 到 : 因 集 韵 口 浪 切
,

藏 也 艾 了一 1 出考去 艾

的 合 音 ~
520 【阮 处 去 】m ; .t9

‘

y [一 卿 〕k
‘

i e l � 没有 地 方 去
,

无 聊 : 坐 屋 里 家 里 一 � 不 能走 : 老 九~ l

义 项� 用
“

阮 处
”

的本 义
,

� 用
“

阮处
”

的 引 申 义

52 1 【泥 水 ( 匠 )] 加 “卜 。y ” (杯巨‘) 瓦匠 : 渠咋呀 个 他 做什 么的? 一 渠泥 水 匠 △ 泥水 木 匠
,

前穿后
亮 瓦 匠

、

木 匠来 不 及 修 理 自己 的 房子 l 参看 做 泥 水 个 t s u : 卜 抽 ; 卜 ; y 闷
·

g 。

5 2 2 【做 泥 水个】 t s u l 卜 加 朴 卿 ,
·

g” 泥 水 匠
,

就 是 瓦 匠

52 3 [ 谐 姆 皆 音1 fi a J
·

m 二 [ 解姆 皆 音 ] k a ”
·

m 什么

5 2 4 [ 解姆皆 音】k a ,
·

” 一 [ 诈}姆 皆 音] fi a J
·

m 什 么

525 [ 咋 姆 皆音1 t s a ,
·

m 做什 么 ? l
“

做
” t s u l 卜 与

“

谐 姆 什 么 ” fi a ‘
·

m 或
“

解 姆 什 么 ”
k a ”

·

m

的 合 音
52 6 [ 冷水 ] la 习、 r s u i 劝 没 煮的 水 ( 北京 叫凉 水 )

。

略 加 热叫 做 温 吞 水 ( 北 京 叫兀 突 水 u ,
·

t
‘u

勿旱

即ei 月 )
,

再 加 热叫做 烧 水 ( ; 匕京叫 热水 )
,

煮开 了 叫 做 滚 水或 沸 水 ( 北京 叫 开 水 )
。

说 滚 水 的

多 ; 说 沸 水 的少
,

往往 是 年 记较 大 的 526 一 533 梅县

【温 吞 水 】v u n ” t’u n , r sU I J 没 有煮 开 的 不 冷 不 热 的 水 l 参 看冷 水

【烧水】s a u , r su i J 偏正 式
,

不 是动 宾 式
,

热的 水 0参 看冷水 与 暖水

【暖水】 n o n ” r su i “ 动宾 :戈
,

不 是偏 正 式
,

煮水 l 参看 烧 水

[ 滚 水] k u n J s u i J ~ [ 拟头水 ] p i , r su i ‘ 开 水 l 参看 冷 水

t 沸水1 P i , r su i ; ~ [ 滚 水 ] k u n J s u i ; 开 水 !】参 看冷水

[ 逆 风 ] 习i a k , fu 乃, ~ [
“

兰面风1 l a n J m i e n 、 fu 习, ~ [ 拦 头风 ] l a n j t
‘e u j fu 习” 迎 面

吹 来 的 风
[ 拦 面 风] l a n 」 m i e n 、 fu 卫〕, = [ 拦 头风] l a n j t

‘e u j fu 习, = t 逆 风 ] u i a k l fu 习, 迎面

吹 来 的 风

7八八�92021,�2凡j内j八」
.j工f��

j
1.1咬�咤口

533

挤

隆 注 音

注音 一 律用 音 标
,

这 里 交代 一 些特殊 问题
。

温 岭 〔601 一6231 都是 说有 的 字 有宽 用 窄用 两

音
,

如
“

早
”

字一 般读 阴 上
,

就 是说 广用 音 是 阴 上 ; 但是
“

早界
”

的
“

早
”

读 阴 平
,

是窄用 音
,

也就是

专用 音
。

至 于
“

早年
”

的
“

早
”

字读 【门 55 调
,

那是 有规律 的连读 变调
。

温岭 [ 6 12]
“

天亮 [l- 1
”

与 [6 13]
“

天 亮 [伞l
” ,

两条 亮字的 声 母不 同 而 意思有 别
,

调 查时

应 特别 留 心
。

温 岭 6 一 60 5 60 7一608 6 14 6 16一 623 ] 等 条都 说到 变 音
。

温 岭平声用 升 变音 [ 夕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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仄 声 用 降变音 【飞1
,

作 用 大致相 当 于 北京 的 儿 化
。

变音 是藉 汇现 象
,

必须 逐条 记录
。 “

早 酗 I

早 时 } 今 日 ! 晚 头
”

后字必 须 变音
。 “

天 亮 晚头
”

的
“

头
”

字 变音不 变音 意思差 不 多
。 “

娘 舅 }

娘 奸 } 舅 公
”

后字必 须变 音
。 “

妙 婆
”

的婆字变音 与否 口 气不 同
,

都可 以 用 作 称呼
。 “

先生
”

的 生

字用 本音( 不 变音) 含敬意
, “

先 生
”

的 生 字用 变音 不 含敬意
。

方言 里 如 有 这 类 现 象
,

必 须子 细

记录 分 析
。

南 昌1624 ]说 明
“

春
”

字 书容 切
,

南 昌 读 [t s u 习闷]
,

北京 读 [t 吞
‘u 习1 ]

,

温 岭读 , y u 习」]
,

三 地 声母

发 音 方法 不 同
,

这 是 方言 词 典 的 本分
。

苏 州 「626 1
“

十
”

字声 母因 用 处 不 同 而有 清浊之 别
。

长江 与 钱 塘 江 之 间的 吴 语 可 能 有 同类 现

象
。

苏 州 16271
“

荔 枝
”

与 【628 ]
“

戒 指
”

后 字受
“

子 尾
”

感染 改 字音
,

这 可 以 说 是
“

子 尾
”

的 扩充
,

由 此 可 见
“

子 尾
”

的 来 历 也 不 单纯
,

像北 京 的
“

儿 尾
”

是 的
。

苏 州王629]
“

外甥
”

有
“

姊妹之 子
”

与
“

女 之 子
”

两个 意 思
。

其 他 方 言 如 河 北 昌黎 也是如 此 ( 见
《 昌黎方言 志 》246 )

。

可是书 面 上
“

外 甥
”

与
“

外孙
”

总 有分 别
。

温 岭
“

外 甥
”

叫 伪a j s 且, 少l
, “

外

孙
”

叫
“

因 儿 孙
”

[? n 已” n ‘卜 s “ n ” 少]
。 “

外 孙
”

也 叫“ 外 甥
”

是 后 者 用 法的 扩 充
,

有 的 方言
“

孙
”

字

与
“

甥
”

字 同 音是 巧 合
。

6 0 1 1娱 音 蒙蛤] m u 习切r k u 习“
‘

60 1一 623 温 岭
602 【杨声

,

限 于杨 柳 柳 】 l 诅朴 创i u “ l 杨字 广用 音 a i 如
,

这 里 受 后 字影 响改 声 母

60 3 【绿 客 韵
,

限于 绿 客 】1成 “ k
‘

成 1 上 匪 : 一 婆 } 一胚 l 客字广 用 音 k
‘a 钧

,

这 里 受 前字影响 改

韵 母

60 4 [ 早 酸 ] t s 。嘴 v 。 飞 [ < v 欲 ] 从前 有一 回

60 5 [ 早 年1 t s 。, r 仆i e J 、 二 [ 早 时 ] t s 。, 2 2、 少 从前
60 6 【早 调

,

限 于 早 界 界 】 t s 洲 k a , 上 午 l 早 字广用 音 t s 。, 上 声

‘0 7 [ 晚 头1 ?m。* d : J 少 今 天 晚上

6 05 [ 天 亮晚 头 ] t
‘

i e 。 仆 i巨, ?m ￡、r
·

d , [一 一
” ”少 l 明天 晚上 l

“

晚头
”

不用 来 说 过去
6 09 【晏1 引 晚 : 一 艾 晚 了 ,

快 眼 快 点 儿 煮 饭 一还 鳍本 地 字
,

勿 曾 的合 音晏
,

等记 凑 还 不 晚
,

再 等 一 下

6 10 [ 晚调 调
,

限 于 晚 界 界] ?m “” k a l = 【晏界 ] “: 卜 k a l 下 午 l 晚 字广 用 音 ?m 。、
,

读 书音 v o J

6 11 [ 晏 界1 “1 卜 k a l = [ 晚界] ?m 。」 k a : 下 午
6 12 [ 夭 亮 ] t

‘

i e , 11且通 夭 明 l 亮 字广用 音 11巨J

6 ” 【天 亮 】 t’i 。 项如 明 夭 ! 当 明 天 讲亮 字 玮 声 母
,

大 概 受天 字早 期收 鼻音 尾 的 影 响
6 14 [ 今 韵

,

限 于 今 日 与今 年 日 ] t g i 」 加 n 飞 [ ( 仆i ?J ]

6 15 [ 今 韵
,

限 于 今 年与 今 日年1 t g i 」 仆 i e J 入 l 今 字 广用 音 t o i n 」
,

在
“

今年
"

与
“

今 日”

里
, 一n 韵 尾

讲人 后字声 母
6 16 [ 下 年] ?o 、r 仆 i e , 卜 = [ 下 来 韵年 ] ?o 、

·

l 。 玮 i e “ = [ 转来年] 伟y “ 、 l 。 玮i e J 明年 l 来

字 广用 音 l o J ,

元 音 受前字 影 响 变圆唇
。 “

来年
”

只 用 于 文言
「

6 17 [ 转 来韵 年 I t ; y 。, .l 。 加剑 明年 l 参看 下年
6 18 【娘 舅】抽 五朴 d抓u J 、 母 亲的 弟兄

,

舅父 l 温 岭仄声 的 降变音 飞读 51 调

61 9 【娘 奸 】川 巨朴 d 颧n J 飞 舅 父 的 妻
,

舅母

6 20 【舅公】 d杯u j k叨 , 夕 父 亲的 舅父 ! 温 岭平 声 的升变音 少读 15 调
6 [ 妙 婆 ] ; j 明、 [一 切 ; 少 父 亲的 舅母 !

“

娘 舅
,

娘 妙
,

舅公
, ,

三 条 后 字必须变 音
,

。

5 方 言

2 2 d i n r bu l

2 0
.



否 则别人 听 不懂
。

只有 读书才用 本音
。 “

妙婆
”

条婆 字读本音 表示尊 敬
,

读变 音表示 亲热
,

因此本 音变音 两 可
。

温岭 的 变音大 致相 当 于 北 京的 儿 化
6 22 [ 先生 】 傲e 。 「 s 如 老 师 ; 医 生 ; 对 人 的 尊称 ; 面 称背称都可 以 用

6 23 【先 生 】 ; , 少 像
“

先生
”

其实不 是
“

先 生
” ,

不 含 敬意
,

限于 背称
,

不 用于面 称 : 着遣起 来 的合 音

~ 样个 穿起 来 像 先 生 是 的 t傲成 : .tP
‘

ie 」 」 少 fii 如
·

g。

6 24 【春雄】t su 习、 tu i l 用 雄 来春 米的 动 作 : 你 会 一 曦? l 春
,

广韵钟 韵书容 切
。

南 昌读 如章

母 ; 北京读如 昌母 t犷u 们 ; 浙 江温 岭
“

春 米
” gyu 州 ?m i ,

,

与钟韵 书母 合 南 昌

6 25 [ 春磕 咽 ] t s u 习、 k
‘o t :

·

k u : 、 打磕 睡 : 用 心 听
,

不 要 ~ !

字
,

本读送 气声母
,

此处 由 于 轻声
,

变 成 不 送气

“

咽
”

是从
“

困
”

分 化出 来 的专用

南 昌

626 【十 ] z 成 , !1
“

二十
”

至
“

九十
”

的
“

十
”

读 s 欲 :
。 “

十
”

字后如 有个 位数
,

如
“

二十 一
,

二 十 二
”

至
“

九十九
” , “

十
”

字仍 读 z 欲 , 626 一629 苏 州

627 【荔 枝 ] li 朴
·

ts 门 一
、

戒 指后字受 子 尾 感 染
,

读 为 子 尾
,

本地 有人 写 作荔子 l 枝 老 派 读
t s 叼: ,

新派 读 t s l : ; 指老 派 读 t s 月、,

新派读 t s l ,

62 8 【戒 指】 ka 切 「 七日 一
、

荔枝后 字受子 尾 感染
,

读 为子 尾
,

本 地有 人写 作戒子 l 指老 派读
t s 叹、

,

新派读 t s 1M : 枝老 派 读 t s叼:
,

新派 读 t s l l

6 29 [ 外 甥 ] u o J 卜 s应1 ‘ � 姊妹 之 子� 女 之 子 l 女 之 子 ( 外 孙 ) 苏 州 口 语也 说外甥
,

书面 上
“

外

孙
”

与
“

外 甥
”

有 分别

柒 释 义

我 们 编写 方言词 典
,

经常 参考《现代 汉 语 词 典 》 。 《 现 代 汉语词 典 》用 白话解 释 白话
,

突 破前

人 用 文 言 解 释 白韶 的匡 匡
,

意 义 分析 周 到 妥 帖
,

虚 字用 法 提要 钩玄
,

是 专业人 员多 年坐冷 板凳

的 成 果
。

我们 建 议方言 词典编 写 人 员
,

正 确 理 解业且 通 当 引用 《现 代汉语 词典 》 ,

不 必 注明 出

处
。

引 用 其他 书刊
,

原 则上 都要 生 明 出处
。

苏 州【701 】
“

连衫 裙
”

就是 用 《 现代 汉 语 词 典 》 的 注
,

加 上 北京 叫连衣 裙
。

【7 14]
“

连 枷
”

用 的 是
《 现代 汉 语词 典 》注 释的 第一 句

。

因 为方言 词 典 与 通语 词典体制 不 同
,

这 类条 目的 注释 不必 很

详细
。

[70 7 ]
“

莲蓬 子
”

注
“

新鲜 的 莲子
” ,

[ 7 0 8 ]
“

莲心
"

注
“

乾 的莲 子
” ,

注 释与 《现 代 汉语 词 典 》 “

莲

蓬子 儿 } 莲子
”

的 注 释略有差 别
,

这 是 因为 这些 字眼 方言 的 用 法 与 通语 不 同
。

苏州 [ 701 一 703 1注释还 交代 北京 的说 法
。

【704 1
“

豆腐 花
”

乾脆 就 用
“

北京
、

南京都 叫豆 腐 脑

儿
”

作 注
。

注 释最 怕 引 人 误会
,

所 以苏 州 【705 ]
“

蛤蟆
”

注
“

蛾 蚌
”

之 后
,

加 上 长大 了 叫 田 鸡
。

口13 一7 16 ]注里 有苏 州 本地 风光
。

意思 因对 比 而显
,

梅 县 [52 81
“

烧 水
”

注 “偏正式
,

不是动宾 式
,

热 的 水
”; [52 9]

“

暖水
”

条 注
“

动

宾 式
,

不 是 偏正 式
,

煮水
” 。

注里 点出语 法构造 不 同
,

意 思 也不 同
。

70 一 [ 连衫 裙) 11: J s : l d 盯。n J ‘ 上 衣和 裙子 连 在 一 起 的女 装
,

北 京叫连衣裙 70 1一7 16 苏州

702 [ 节 掐 ] t s i 欲 : k
‘

吐 1 指 甲( 北 京 话 够飞,
,

加i a ) : 剪 一 ! 修 一

70 3 [ 洒 点子 ( 哉 ) 1 50 、 t i i , t sz 、卜 (
·

t s 功 落下 稀琉 的雨点 l 北京说 掉点儿T

70 4 [ 豆 腐花 l d二J 卜 v u J 卜 五0 1 1
、

北 京
、

南 京都 叫豆腐脑儿

70 5 [ 蛤 蟆 1 fi a 刁 m 0 1 拼抖
,

长大 T 叫 田 鸡 d i l J t o i l 卜

706 【蚜 虫 】习QJ zo 习朴 一 种农业 害虫

[ 莲蓬 子 月 习朴 z , ‘ 新 鲜的 莲子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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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8 [ 莲 心 1 11以 s i n l 卜 乾 的莲子

7 0 9 [ 面 架 子 ] m i : J 卜 k a 认 卜
·

t sz = [ 面 盘子1 m i : J 卜 b 。 , 卜
·

t sz 脸 蛋 儿

7 10 [ 寿 材1 z Y J 卜 z E 刁卜 二 [ 寿器 ] z y “卜 t 。
‘

i 切 卜 生 前预制 的 棺木

川 [ 下 半 夜 ] fi o 。卜 p 。 认 卜 i a 切 ‘ = [ 后平夜 1 且v ; 卜 p叫 卜 ia 认 、

7 12 1后 半 夜 ] fi Y J 卜 p 。认 卜 ia 切 : = [ 下 半夜 ] fi o 闷卜 p 。” 卜 i Q 切 、

7 ” 【薛】 z

圳 苏 州一 带 的插 秧 时节
。

夏 至 当天起 一
,

分 头 一
,

二 一
,

三~
,

每 一五 夭
,

共半 个 月

△ 梅 里 西 凤 一 里 雨
,

一 皇西风 当 天 雨 l 梅 指梅 子 黄 的 时节
,

春 夏之 交 ; 这 时 节下 的 雨 叫梅

雨

714 [ 连 枷 ] lil 刁 k 。 礼 脱 粒 用 的 农 具
。

苏 州 现今 不 用 一
。

宋代 苏 州 田 园 诗人 范 成 大 诗 云 : “

笑

歌 声里 春雷动
,

一 夜 一 响 到 明
。 ”

可 见 当 时 苏 州 也 用 连 枷脱 粒
715 【纸头 店】 ts l 、 d y 朴 til 切 L 纸 店

,

苏州 纸 店 以 观 玄 妙 观 前 街 东来 仪 为最 有 名
716 【丝 线 店 】 tl l sil 切 卜 til 认 L 苏 州 一 旧 时 集 中在东 西 中 市 一 带

。

阎 门 内大 街 为 中市 街
,

皋桥

以 东 叫 东 中市
,

以 西 叫西 中市

捌 举 例

释 义 给 读 者 轮 廓
,

举例 给 读者全 貌
。

配 上 合 迪 的 例子
,

整 个注 释 就活 了
。

一 般 名 词 的 注
,

没有 例句 烘 托 也 明 白
,

加 上 例句就 更 显 豁 了
。

苏 州 【801 一 803] 的 例 句就是 如此
。

苏 州 [8 0 4 ]
“

多
”

注
“

多 少 的 多
” ,

[80 5 ]
“

浅
”

注
“

深浅 的 浅
” ,

传达 的 信 息 不 多
,

就要 仰仗 例

句
。 “

多
”

作 定 语 读 t a : ,

作 谓 语 读 t 洲 1 ,

功 用 不 同
,

一 定 得 用 例 句 说 明
。

通 语 词 典 的
“

选种
”

包括 动植 物
,

苏州 用 法 一 般 限 于 植 物
,

【806 ]条 注
“

选 择 良种
” ,

例 句
“

三

年 勿 一
,

粳稻 糯稻 一 笼 统
” ,

就点 出 植物 来 了
。

为 求 语 义 明 确
,

必 要 时 可 说 明语 法构 造
。

苏 州 [ 80 7 ]
“

住 家
”

注 云
“

动 宾式
,

作 为 家 庭 住 所
”;

加 上 例 句
“

租 仔一 楼 一 底 葛房子
,

楼 下 开 店
,

楼 上 一
” ,

就好 比 画 龙 点晴
。

温 岭 【80 9]
“

转
”

字条 主 要 收 不 见 于 《现 代 汉 语 词 典 》 的 用 法
,

所 以 非得有 例 句
。

80 1 【子 】 ts l 、 � 地支 之 一 习 植物 的 一 : 黄瓜 要 落市 哉
,

一 多得 来 801 一808 苏 州

80 2 [ 主 张 ] t s 月、 t s 巨: ‘ 主 见 △ 塌 鼻梁
,

阮~

80 3 [ 师 姑 ] s l l k 二1 ‘ 一 [ 师 太 ] 51: t
‘a 切 : 尼 姑 △ 坐得 正

,

立 得 正
,

那 怕 和 尚 一 倍 板 凳合坐

一 条 凳子 !} 说 文 八 上 人 部 : 恰
,

合也
。

广韵合 韵 古 沓 切
,

折 合 成 北 京音 当 为 k 。
80 4 【多】 tQ : 多 少 的 多 : 一 日 ! 一 年 勿 见

,

僚 一 点 匣 勿老 ! 哀 点物 事 要 一 铀 得 来? l 多 读 tQ 飞

只能 作 定 语
,

不 能 作 谓 语
,

作 谓 语 读 t o d :

80 5 【浅 】 ts
‘

il 、 深 浅 的 浅 : 饭 盛 得 式 满
,

吃 勿 落
,

要 一 点 ! 热天 着 葛衣 裳颜 色要 一 点

80 6 【选 种 】sil 、 ts 叨、 选 择 良种 : 三 年 勿 一
,

粳稻 糯稻 一 笼统

8 0 7 【住家 】z 叹 J k 。: 卜 动 宾式
,

作 为家庭住 所: 租仔 一 楼 一 底 葛 房子
,

楼下 开 店
,

楼 上 一

8 0 8 [ 吱 吱 叫1 t s呵 1 t s 从I t ; i况 、 : 形 容 出声△ 若要 俏
,

冻得 一 !{ 爱漂 亮
,

穿得 太 单薄

80 9 【转 】 t 即 。 � 回 :

一 来 } 一 去 �作趋 向 补 语 : 反 一 东 西 翻 过来 } 踩
·

转滚过 来
,

多 说 人 ! 旋 之

一 转 身 ! 仰 一 向 仰 着的 方 向 转 } 仆
·

一 侧 一 t 口i ? ,
·

t oy 。 侧 转 翻
,

北 京 说 侧 歪 着 睡 � 转来 与 转

去 作 复 合 的 趋 向 补语 : 驮 拿转
·

来 i 送 转
·

去 � 重 新 : 头 一 酿鳍考 牢 头一 次 没 考 取 ,

第 二 醚 一 考

第 二 次 再 考 80 9一81 3 温 岭
8 10 【转 日】 t g y 。, 琳 n 飞 【< 加?J ] 过 几 天 ; 以后 : 一 搭 尔 讲跟 你 说

【转 角】 卿。 , 飞 【< 成」] 街 巷 等 拐 弯 的地 方
,

相 当 于 北京 的转 角儿

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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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砰 【酌米】t 傲a ?1 卜 ?m 执 打米
一 ; 锅 △ 买 鲜鱼

,

多 一 菜好 饭 吃 得 多

8 ” 【毅种】k u 成 仆 t盯u 州 稻的 种 子 △ 一 落缸
,

百廿 日进仓 1从 饱种到进 仓
,

生产 周 期一 百

二 十天
- 一

玖 用 字
条 目一 般用 通 行 的 文 字

,

各地俗 字随条 说 明
。

有 的条 目 写 的 是 同音字
,

和苏州 [ 502 ]
“

惹
“ ” ,

温岭【523 一 52 51
“

谐 喝 } 解姆 } 咋 姆
” ,

都 用 小 字注 明
“ 皆 音 ” 。

关 于 本字与语 源要交代 几 句
。 “

本字
”

与
“

语 源
”

子 细说 来 略有分 别
,

这 里 姑 且都 用
“

本 字
” 。

苏 州 压90 1】
“

外路 人
”

条
“

路
”

字 的 用 法 起 源于宋代 一 级 行 政区画 的 名称
。

温岭 〔909 1 石 榴叫
“

金

樱
”

是 避吴 越 王 钱缪 讳
。

吴 语 地区
“

钱
,

义音
“

田
, ,

因 而
“

钱 ” 又 有
。

铀
,

的 写法
“

钱粮
”

叉说
“

田

粮
” 。

温岭 [9 12一 9 181说 了
“

钱
”

乓己 有两 个 音
,

三个 写法
。

广州 [ 9 19一 92 o J
“

茶盅 二 姗盅
” , “

盅
”

本

作
“

踵
” , “

熄
”

为 俗 字
,

尽人 皆 知
。

方言 调 查 以 记 录事实为 主
。

考 本字也 重要
,

到 底 不 是 主要 的
。

考本 字考对 了 是理应 如 此
,

考 本字考 错了 是 画 蛇添 足
,

没有 把握 的 本 字要少 说
。

没 有把握 的 时候 最好用同音 字
。

上 文 第

24 5 面 引《 四 川 方言 词典 》 “

启 启
”

一 条
,

说 明 元 书写作同音 字
“

独
.

独
’ ” 。

拨条注音
、

释义
、

举例
,

昏

上乘 之 作
。

编者收 录本条
,

足见 采 集语料 之周 到
。

写 同音 字足 以 反映 方言事实
,

龙 非 白璧 之

瑕
。

知 之 为知 之
,

不 知 为 不知
,

是 知 也
。

词 典讨 论本字
,

措 词 宜有 分 寸
。

苏州 [906 1方位 后缀
“

·

浪
”

卜l 司
,

由
“

上
”

[ z OJ ] 字变来
,

今 从

众 写 作浪
。

[ 90 81
“

牙 垠
”

一 条 说
“

今 姑 且写 作 垠
” 。

那 是 因为
“

琅
”

字 古 今音 变符 合 现在说 法
,

字

义虽然 有点牵连
,

韭无书 证
。

广 州 【9 22]
“

释
”

字在 《广 韵 》 与 《 集韵 》 里 是多 音 字
。

我 们说
“

今 广

州 读如 去 声来母
” ,

点 出古今音 关 系
。

「92 31
“

麻 经
”

的
“

经 【ka 们 l 是 白读
,

梗摄 四 等 读 如二 等
。 ”

话不 能 说 满 了
,

满 了就过 火 了
。

9 0 1 [ 外 路 人1 习a 明卜 l 加 J 卜 玮i n 一: 二 [ 客边人 I k
‘

a ? : p i : 1 卜 琳n 八 外地人 l 路是 宋 代行 政

区
,

大 致相 当 于现在 的 省
,

现 在很 多吴 语 方言都 有
“

外路 人 ” 的 说 法 901 一908 苏 州

902 [ 私因 五 ] 5 1: n o J 卜 月 私生 子 }} 五 的 本 字为
“

JL
” , “

儿
”

轻 声本地 俗写 作 五

90 3 [ 解] g a J � 将 系好 的 东西 松开 : ~ 钮子
,

一 鞋带
,

一 开 裤子 带 △ 摇仔 三 日三夜 船
,

缆 绳匣

稽 一 �稠 的 东西 变稀 : 白米 粥 隔仔夜 ~ 脱哉 �对某件 事不 感 兴趣 : 该 种事体 吾是看得蛮一

葛 l 解 另 见 t0i
。 、

,

t 颐。 切
,

ka 切 l 解 广韵 胡买切
,

集韵 注 散 也
。

全 蚀上声今 读阳去
,

匣 母

今读 如群母
。

义 项 �北京 说
“

解 T
” 。i e ”

·

l ,

90 4 [ 老 孵 鸡1 1巴‘卜 b u “卜 t o i l ,
、

多年 的 母鸡
9 05 [ 黄 孵 鸭] fi u d , b u J 卜 a? 1 卜 母 鸭 11

“

孵
"

读 b u J 卜 是廿11读
,

本字 当 作 伏
。

广韵肴 韵扶 富切 :

“

伏
,

鸟范 子
” ,

苏州音 b u 斌
,

广韵 虞韵 芳无切 : “

孵
,

卵 化
” ,

苏 州 音 fu :
。

平常 认为 孵 fu l

是 文 读
,

孵 b u “ 是 白读
,

这是 把本音 认为文谈
,

训 读认 为 白读

90 6 卜浪1
·

l d 方 位后缀
,

由
“

上
”

功 、 变来
,

今 从众 写 作浪 : 天一 ! 地 一 } 头 一 } 抬~ 桌 子 上 }

街~

90 7 【矮篇】创 da 翻 比 门框矮 两 三尺 的 门
,

关 上 后上边 仍 可通 风透光
,

一 的后 面还 有 一 扇 可

以 完 全 关闭 的 门 l 广韵 盎 韵徒 盎切 : “

篡
,

窗扇
。 ”

集韵注
“

客扉谓 之篇
”

O 苏 州 的
“

矮篇
”

温

岭 叫
“

半腰门
” p o l 卜 21。” m , n “ 少

90 8 【牙 垠1 习a 月 k
‘“n 切 : = 【牙 黄 ] qQ , 6 u d J 牙 垢 l 集韵 恨韵 苦 恨切 : “

垠
,

土有 起迹 日 垠
。 ”

姑 且这 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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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 【金 樱】toi n 叮 ?如 石榴 l 宋 吴 处厚 《 青箱杂记 》卷二 4 : “

钱武肃 王 讳缪
,

至 今 吴越 间谓 石

榴 为金 棋 o" ( 商务印书馆一 九 二二 年 ) O 樱 另 见 ? i n 」 909 一9 18 温岭
9 10 [ 樱桃1 ?i n ‘r d”“入 O 樱另见 金 樱 t o i n ‘r ?‘ ,

!!樱 两音 与鹦两音平行

91 1 【鹦鹉】?i n 、 vu 4 二 【鹦哥】?巨, 「 k 叫 △ 红 嘴 绿鹦哥
,

金 镶 白玉 璧 l 这是 小 菠 菜连根 根

色 红 而 味 略甜 煮 豆腐 的 别名
,

豆腐 蘸替是 金 镶 白玉 璧

9 12 [ 钱l d争i e J 姓O 另 见 d i e J ,

但读书音 一律是 d 不i e J

9 13 [ 钱 庄 ] d 子i e j r t ss 」

9 14 1钱】di 钊 十分 之一两 △细 鱼 头抵得 三~ 参O 另见 d争i e ”

9 15 【洋 钱】fii 巨妙 di e 林 银 圆O 也作洋 铀
,

韧是吴 语地 区的 俗 字

91 6 【铜 钱 l du 习J “ d i e J 卜 铜圆 ; 财 产 △ 有~
,

开 当 店 ; 无~
,

挂 花 会 l 这 两 行准赚不 赔O 也作

铜铀
,

铀是 昊 语 地 区 的 俗 字
9 17 [ 钱 粮] d i e 、。 11巨、入 田 赋O 也 作 田 粮
91 8 [ 完 粮 ] fi u o J 奈 11三、卜 = [ 完钱 粮 ) fi u 。 、卜 d ie 、, 11三J 卜

919 [ 茶盅 ) t s ‘a “ t so 习“ = [ 洞 盅 ] k o k “ t so 习1 有 盖 的 茶碗
,

底 下 有茶碟托 着
。

北 方叫
“

盖碗

儿
, ,

l 盅本 作 踵
,

揭 俗 字 9 19一9 2 3 广 州

9 2 0 [ 炯 盅1 k o k “ t s o 习1 = [ 茶盅 ] t s ‘a J t s o 习, l 盅 本 作 踵
,

洞 俗字

92 1 【徒 】 te 引 瓜 果 的 蒂 : 苹 果 一 } 瓜 一 l 俗字
,

见 黄锡凌 哎粤 音韵 汇 》

922 【霖】 lo m J �操 ( 起 来 )
。

多用 于 大 件 的 笨重 的 东西 : 将几 只 箱一 起 l 一 高但 ! 一人 山 叠 罗

汉 �堆
,

丛 : 工 夫 一 成 堆 的 工 作 } 释 一 比 喻 难 办 的事
,

棘 手 的 事�量词
,

相 当于
“

堆
,

垛
,

片大 面 积 ”

等 : 一 一 柴 ( 屋
,

禾 草
,

砖
,

米 包
,

箱
,

木 材
,

石 头 ) l 集韵 侵 韵 梨 针切 : “

释
,

积 柴 水 中聚鱼 也
”;

平 声 来 母
。

又 沁 韵 所禁 切
,

注 同 ; 去 声生 母
。

今 广 州 读如 去 声来母

92 3 【麻 经 】m aJ k a 习1 加 工 较 粗 的
,

多是 松 松 地 拧 起来 的双 股麻绳 l 也 叫
“

粗 麻绳
” 。 “

经
”

是

白读
,

梗摄 四 等读如 二 等

方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