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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方言本字例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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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有些曾经广泛运用的字词，随着时间的流逝，语音和语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有的字保存在方言中，却在普通 ；有的在普通 也是 的 ，但是方言中的 和普通话不再

对应。 方言在音、形、义各方面 自身的特点，从方言 的角度出发，对 方言中那

似“有音无字”的方言 作 探 讨 。 等 ，从 语 音 、语 义 、用 例 等 角 度 ，来 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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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nstration of Guiyang Dialect Initial Text
WU W ei， HUANG Xiu-m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Language changes and develops. With elapse of tim e， the phones and semantics of some words

which have been used have changed； some words are still kept in dialects but have been lost in Putonghua； though
some still ex istin  Putonghua， whose phones and semantics，however， fail to correspond to those in dialects. Guiy
ang dialec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s of sound， form and meaning. In this paper， the dialect words
of Guiyang dialect are discussed，especially， those words which seems to a have phones without corresponding writ
ings ”  are analyzed in detail. With some ancient books， we study the words in Guiya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nunciation，semantics， and us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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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字是指“专为某个词的本义 的字，也

就是字形表现出 的词的本字”①。汉语方

言 、形、义的历时会导致形同音、义间联系的 

弱化或丧失，使得不少方言 在 、义而无字

的现象。实际上，这些方言词是有其本字 

与之 的。本文就部分贵阳方言探究其本字， 

本字的排列顺 普通话中的2 3个 的顺序

为序。贵阳方言中存在 [W ，我们将

其排在 之后，最后是零 的字;同 的我

们按照普通话中 的顺序排列；同 我们按

照贵阳方言的声调（阴平55，阳平31，上声 53，去 

24)排序。每个方言词本字考证的 是:先

列出方言本 国际 ，其后解释该本

在贵阳方言中的意义，最后引出文献予 。

文中【】中的是贵阳方言词，“〜”用 来 ；例

，正方形□符号 无本 到本字

的 。

二、贵阳方言本字例释

1. 篦[p i ] :① 子制成的梳头用具，比梳

子的 。【〜子】②亦指 头，剔除发

:她拿 ~子 ~出了好多虱子。《正韵》边 ：

“ ， 。”

2. 脬 [p ‘a55] :①量词，用于屎尿等:一〜尿 I

一〜屎。《说文解字》：膀胱也”。我们猜测用作 

量词的意思是“膀胱”引申而来。在贵阳方言中量 

词“脬”” 修 。② ，【猪 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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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勿[〇1严]:©埋（头）。他 ~起 个 脑 壳 走 。

【扎 ~子 】 水中一'跳。② 。你 ~ 到 哪

点去了？《集韵》 ：“ 。”扬雄

《蜀都赋》：“ ,  。”，“浏沒I”表示

。我们知道 乃四川人，从地 上来

看，四川和贵州 ，用邻方言来求证其本 是

方法之一，而且从中 古字在方言中的遗留

现象。
4. 湖 [min53 ] :①用嘴唇轻沾一下，略饮少许:

我不会 ，就〜了一口。通“抿”，上下唇轻触。

②吮吸：他把 到 嘴 里 ~  了下再给小孩吃。

《说文解字》：饮也。”

5. 橢 [fu24 ] :核儿，核果中心的坚硬部分:梨

子〜，苞谷〜，苹果〜。《广韵》没 ：果

子 ，俗 称 “核”。现在普通话中用的是

“核”，《广韵》称其是 。在语言的发展变化

中，曾经的正 能在后来就演变为 方言

，曾经的 却成为 方 的正字，这种现

在考方言本字中经常会出现。

6. 腿 [[a44 ] :摔倒：他一'出门就---'跟斗。

《广韵》 他达切：足跌”。

7. 栋 [叩 55] :①头脑胡涂，言行不得体:他〜

很 ，不要跟他讲话。【癫〜】② ：我们也〜

他一下 I 〜起他闹。《集韵》 ：“愚貌”。

8. 戠 [tou24]:①揍;打（人）：~他一$页。②把

、卷起的东西打开:把 〜开。③ ：把

〜一下I吓得我发〜。

9. 斛 [[ u53 ] :调换:给我〜点零钱 I我们〜衣

服穿。在 这 个 意 思 上 ，贵阳方言中 说

□ [?〇53]。口[?〇53]的本字待考，也有可能没有 
本 。

10. 扼[l i55] :  脚或其他硬物将东西

:医生把给小孩子的药~ =  I他把地上

的虫〜死了。《集韵》脂韵女夷切：“研也”。

11. 痨 [ lau24] :  :放 药 ~耗 子 I他 

家猫着〜死了。《广韵》号韵郎到切：“说文曰：朝 

鲜谓饮药毒曰〜”。杨雄《方言》：“凡饮药傅药而 

毒，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

12. 夥 [lia55 ] :①粘：这几张纸〜在一起哦 I
〜手。② ， “喫”相近：这娃

娃 太 ~人 了 。《集韵》麻韵女加切:“黏着”。

13. 踉[ lag55]:身 ：他 〜痩，禁不

住风吹。【痩壳〜精】：形容人 。《集韵》平

唐 ：“长身也”。

14. 晾[lag24] :晾，把东西暴露在太阳底下或

通风的地方 ：〜衣服。《集韵》宕韵郎 ：

“暴也”。明•陈继儒《致 》：淹一宿 .

哏干，再用盐二两、糟一斤拌匀人壅”。我们依然 

可以在某些文献中发现古字在方言中的 。

15. 夠[kou24] :尽量伸到不易达到的地方，去 

接触或拿来东西:他~起~起勒才把柜子上的包 

拿下了。《字汇》居候切：亦作夠”。现代汉语中

作“够”。“够”和夠 属 于 异体字，谁为本字，不 

考。

16. 痃 [xa55 ] :嗓子干涩发不出声音或发声低 

而不清楚:喉咙都〜了。【〜声〜气】《广韵》麻韵

:“瘕 ，喉病，或从牙。”明•朱榼《普济方》： 

“前胡丸出 總録治上气痴咳嗽喉。”

17. 夥 [x。53 ] :①合伙：我们打〜把这栋房子

卖了。② ，下，群 ：小王着老婆一〜耳 I一〜

人。《说文解字》：齐谓多为夥。从多果声。乎 

果切”。“夥”和普通话中的“伙”是繁 的关

。《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中都没有收录 

“夥”，“夥”肯定比“伙”] 生 ，后来才将“夥”

化成“8 ”。但是贵阳方言中的“夥”具有的量 

意义是普通话中“伙”不具备的，“一夥耳”即普 

通话“一巴掌”。

18. 蠤 [x。31]:某 皮肤而引起的痒

痛:这件毛衣穿起来好 ~人哦。【~ 麻 】：荨麻。 

贵阳方言中的“蠢麻”就是“荨麻”，人们 种

植物的扎人特点而命名，浅 显 而 。《广韵》铎

呵各切：“蜇也”。《山海经》：“昆仑之 鸟

焉 ，名曰钦原。蠢鸟兽则死，蠢木则枯。”

19. 擯 [xa24 ] :抓挠（别人腋下）：她最怕别人 

〜她了。《集韵》辖韵下瞎切：“说文掲也”。《广 

雅》释 诂 “掲 ”、“揞 ”同 释 “搔 ”也。《博 雅 》： 

“搔也。”

20. 薅 [x u 55] :①捡，揪，抓:你不要去渣渣堆

头〜。【〜渣渣勒】：捡 的人。②锄地，包括

和松土，但在主要农作物地里薅土，多说薅某 

某 ：~薅 巷 谷 I ~麦 子 。《说文解字》：“拔 去 田 \ 

也。从蓐，好省声。”。普通话中依然保留了这个 

字 ，主要是 意思②，不具备意思①。

41.软 [ ipiu31]:吮吸：小娃娃最喜欢〜奶瓶 

。《广韵》术韵子聿切：饮也，玉篇云 ”。

•毛奇龄《越语肯綮録》：“酒略上口曰软，以口 

去污捵亦曰 ”。“越语”即江浙一带方言

，方言之间的 利于方言本字的考证。

24夠鼻[pm24]:擤鼻涕的动作：〜鼻子。《篇 

海》：“呼梗切，亨上声。手捻鼻脓曰擤”。从《篇 

海》的解释，我们又发现一个方言词“鼻脓”。【大 

鼻脓】：整天 涕的小孩。

43.掀 [pin24]:①焖 时，在水煮干后

火将饭焖熟:饭还要〜一下。《小尔雅》：“暴映， 

晒也，掀也”。②拖拖拉拉， 不麻利：不要

倒〜喽，上学要迟到了。《广韵》掀 靳切：

“火气。”③ 感到疼痛：脚杆 ，~ 痛 ~ 痛

嘞。宋•陈自明《外科精要》：若肿高掀痛者，邪 

气实也，先用仙方活命。”

24. 訾 [l^ 55]:撕:我的书着〜烂了。《集韵》 

支韵将支切:“毁也。”

25. 垫[?u31] :①堵塞:我鼻子〜得很 I拿东西 

把这个洞〜起。②扭伤:我~倒脚杆哦。③顶撞， 

说话伤人：他喜欢〜人得很。《广韵》屋韵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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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塞也”。

26. 潰 [isan2 ]:溅 ：〜得我一身是水。《说文

解字》 。”段 《说文解 》：“用污

水 挥 。”《说文解字》无“溅”字 ，《康熙字典》 

中“溅”为““ ”。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解

，““ ”准确地将“漬”的贬义感 达

出，贵阳方言中的“漬”一定是 不 的

弄到身上时 ，如:油〜在我身上了。

27. 摘 [?‘55] :伸:把你的手〜出来。【〜脚

】意为不 ，好动。《说文解字》：舒也。

离声。 ”《广韵》 ：“舒也。”

固《《 》：“ 。”

28. 榻 [? ‘ 〇u55 ] :①（̂ 的一■端）抬起:把

子 ~来 立 起 。②搀扶:你~他起来 。③扶

:他还不得经验，你要〜他一下。《集韵》：“侧

九切，持也。”《唐书•礼乐志》：“五弦如琵琶而 

，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 弹，后人习为

琵琶。”

29. 靱 [Sa31 ] :穿鞋的一种方式，只套住脚的 

前部，不套住脚后跟，将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包

穿拖鞋：̂  鞋到处跑。《说文解字》：小

儿履也”。许慎只说了“趿”是古代小孩儿穿的鞋 

子。《释名》对其作出了解释：前帮深而覆脚，无 

后帮，后亦指形制与之类似的拖鞋。宋•江少虞 

《新雕皇朝类苑》：尚 下不 鞋 堂门”

我们 看出“靱”早已在其名词基础上发展为

的，在贵阳方言中 义。

30. 越 [〇55 ] :①滑动:从山上〜下来 I小娃娃 

喜 欢 在 地 上 ~来 ~去 。【~ ~ 板 】滑滑梯②偷偷

;溜:一个二个都〜走了。《集韵》 苏禾

切“说文走意”。《广韵》：“走疾。”明•汤显祖 

《 》：“隔 的到参儿 郎。”

31. 搂[ ^ a31] :用手使劲来回揉：〜面 I 〜衣 

。《集韵》麻韵儒邪切：“揉也。”《说文解字》：

“ 。 。”

32. 瓤[以a 31] :①软而不 ，品质差：这件

点〜。② 而稀少：她的头发〜得很。

③(身体）虚弱 ：这两天病了，人有点〜。④

指瓜类皮壳 之物：瓜 ~ ~ 。《集韵》：“如阳

， 瓢，瓜中。”普通话中有④这个意思，其他的 

意思贵阳方言中有。

33. 勖 [严 ]： 光滑:这个搓衣板

磨〜完。《说文解 》：“毛 同。按只

而劳敝曰勋。”《广韵》祭韵余 ：劳也。”明

•曹学佺《蜀中 》：角 尖 挂 一 上 有 数 字

，惟一唐 现。”

34. )  [mn24]： 覆盖:撮点灰把这个〜 

起。《集韵》艳韵以瞻切：以受撒物”。

35. 钥[ie55] :①折 :拿张纸 ~个角角。②弯 

住肚子:把肚子〜倒就不痛了。③扭，崴:脚

着 ~到 了 。④在 不出门：你一天就在

家头〜起。《广韵》月韵鱼厥切：折也”。明•沈 
正《雪堂集》：孰知公 已 余矣。”

36. 研 [ a2 ] ①按压：〜手印。②碾压:怕〜

到手小E它〜倒。《集韵》杩韵鱼 ：“碾也”。

“清 • 《雪作须 •偏 发》思南坡

上飞磔研，断莖封豕不可下。”

37. 罾 [ 31] :遮盖住或封闭起来，不让透气，

其发酵：〜： 。《说文解字》：覆也，从

网 ，乌感切”《广韵》合 合切：覆盖也”。

三、总结

贵阳方言 方方言中的西南方言，和普

通话的相似性还是很大。大多数方言本 可以

在普通话中找到，只是读 一点区别，如爱

[a 51 ] 对 应 的 贵 阳 方 言 语 音 就 是 [ a 31 ]，硬 

[i 51]  的[ an31]，这也是贵阳方言 留的

古 [ ] 所造成的与普通话的差别。当

然贵阳方言本 不是贵阳方言 ，也不是

能在普通话中找到其本字， 其他方言

中找到其本字。以上所列的贵阳方言本字，部分 

是普通话中耳熟能详的，如:薅、擤、瓢。贵阳方 

言中的“擤”和普通话中的“擤”的语义一致，但音 

调不一样。“薅”和“瓢”在贵阳方言中和普通话 

中语义就不一致，， 然也不一样。我们还发

现“ ”和普通话中的“够”就是部件的 不一

样 ， 义都一致的， 异 ，但 字

谁先产生 待考证。“夥”和普通话中的“伙”

是繁 关系，两者意义上不等，所以我们本字还

是 “伙”，并且《说文》和《康熙字典》都没

“伙”字 ，这应该是后 。“ ”和普通话中

的“核”在很 前是正 和 的关系，这

种关系是会变化的，今天“核”就是正体字，“概 ” 

就是生 。

方言中也肯定存在 没 形的词，

因为语言本来就先于文 生 ，也可能是目前还

没 到与之 的本字。贵阳方言中也大

在这样词，如 ：0 [ P‘a55] :食物很软：肉煮得太〜 

了。人没有精神：人软〜搭稀勒。口[〇!叫55]： 

:这个 儿〜嘟嘟勒。目前这样 无字的

很多，需要人们的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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