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九编 方 言

乳山土语(下文径称乳山话)，属于北方方言的华北次方言(狭义的北方话)

的胶辽土语群(分布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乳山话处于胶东土语群的东区，

其语言特点接近东面的文登、荣成。

第一章 语 音

第一节 声 母

乳山话(以城区话为依据)共有 24个声母(声母在内)，详见下表。

乳山话声母表(括号内为汉语拼音)

┌──────────┬───────┬────────┬───┬─

─┬──┐

│发音方法声母发音部位│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

音│边音│

│ ├───────┼────────┼───┼─

─┼──┤

│ │清音 │清音 │清音 │浊

音│浊音│

│ ├───┬───┼───┬────┤ │

│ │

│ │不送气│送气 │不送气│送气 │ │

│ │



├───┬──┬───┼───┼───┼───┼────┼───┼─

─┼──┤

│唇音 │双唇│上唇 │P(b) │P (p)│ │ │ │

m(m)│ │

│ │ │下唇 │ │ │ │ │ │

│ │

│ ├──┼───┼───┼───┼───┼────┼───┼─

─┼──┤

│ │齿唇│上齿 │ │ │ │ │f(f) │

│ │

│ │ │下唇 │ │ │ │ │ │

│ │

├───┼──┴───┼───┼───┼───┼────┼───┼─

─┼──┤

│舌尖 │舌尖 │ │ │ts(z) │ts (c) │s(s) │ │

│

│前音 │上齿背 │ │ │ │ │ │

│ │

├───┼──────┼───┼───┼───┼────┼───┼─

─┼──┤

│舌尖 │舌尖 │t(d) │t (t)│ │ │ │n(n)

│l(l)│

│中音 │上齿龈 │ │ │ │ │ │

│ │

├───┼──────┼───┼───┼───┼────┼───┼─

─┼──┤



│舌叶音│舌尖及舌面前│ │ │t │t │ │

│ │

│ │龈腭间 │ │ │ │ │ │

│ │

├───┼──────┼───┼───┼───┼────┼───┼─

─┼──┤

│舌尖 │舌尖 │ │ │?(zh)│? (ch)│(sh)│ │

│

│后音 │硬腭前 │ │ │ │ │ │

│ │

├───┼──────┼───┼───┼───┼────┼───┼─

─┼──┤

│舌面 │舌面中前 │ │ │c │c │ │

│ │

│中音 │硬腭前 │ │ │ │ │ │

│ │

├───┼──────┼───┼───┼───┼────┼───┼─

─┼──┤

│舌根音│舌根 │k(g) │k (k)│ │ │X(h) │

│ │

│ │软腭 │ │ │ │ │ │

│ │

├───┴──────┼───┴───┴───┴────┴───┴─

─┴──┤

│ 零 声 母 │ 

│



└──────────┴──────────────────────

────┘

声母例字：

［p］布别白［ｔ●］昌成潮

［p●］怕盘破［］善书声

［m］妹门明［●］争专追

［f］飞冯福［●●］虫春初

［ts］精集祖［］生师税

［ts●］秋齐从［c●］举杰经

［s］修西线［c●●］去穷权

［t］到夺独［●］休玄学

［t●］太同天［k］贵干勾

［n］难怒脑［k●］开看口

［l］兰路吕［x］化红胡

［t］招主正［］严安午

声母特点：

1.有舌叶音 ［ｔ、ｔ●、］ 。发音时，舌尖及紧靠舌尖的舌面

前部向上抬起，收紧点抵住龈腭间。这 3个辅音舌尖起主要作用，其部位比舌

尖前音稍后。

2.分尖圆。中古精组字不分洪细，一律读 ［ｔｓ、ｔｓ●、ｓ］ ，如，

葬、将，藏、墙，桑、相。中古见系洪音读 ［ｋ、ｋ●、ｘ］ ，如，钢、

抗、航；细音读 ［c●、c●●、●］ ，如，机、器、希。

3.中古庄初崇山四母有一小部分字，在普通话中今读 ［ｔｓ、ｔｓ●、

ｓ］ ，但这部分字在乳山话中读 ［ｔ、ｔ●、］ ，如，邹 ［ c



●ou］ 、册 ［ c●●］ 、色 ［ c］ 。偶有例外，如，厕

［ｔｓ● ］ 。

4.声母 ［n］ 在齐撮呼前，读近 ［］ ，如，捏 ［i ］

、女 ［ cy］ 。但分别已不甚明显，本志一律标作 ［n］ 。

5.中古见系部分字有一种罕见的文白异读现象。其读书音是 ［c●、c●

●、●］ ，白读音则读同精组 ［ts、ts●、s］ 。如见母的“碱” ［

cc●in］ ： ［ ctsin］ ，如“这块地泛碱”；溪母的“敲” ［ cc

●●iu］ ： ［ cts●iu］ ，如“我敲你”；群母的“强” ［ cc●

●i］ ： ［tsi c］ ，如“强实”；晓母的“希” ［ c●i］ ：

［ csi］ ，如“图希”；匣母的“畦” ［si ］ 育秧，如“畦地瓜芽

子”。这些字文白音之不同，多数只是声母的不同，韵母和声调则大都相同。这

部分字在乳山话中为数已经很少，而且有的只出现在个别的口语词中，如“强

实”。

6.还有一种文白异读现象。有一些声母为塞音和塞擦音的字，文读送气，

白读不送气。这种现象在乳山话中已属残存，但是很有特色，例如，琵琶 ［PA

］ ，驮 ［t●uo ］ : ［tuo ］ 骡～子，头 ［t●ou ］

: ［tou ］ 绿～蝇、～枕，渠 ［c●y ］ ～沟子。

7.中古日母在乳山话中不读 ［］ ，绝大多数读声母，例如，然

［in ］ 、让 ［ia ］ 、扰 ［ ciu］ 、热 ［ ci］ 、

人 ［ cin］ 、日 ［ ci］ 等；有的读 ［l］ ，例如，仍 ［ cl

］ 、辱 ［lu ］ 、锐 ［ clei］ ；有的读 ［n］ ，例如，

蚋 ［nei ］ 。

第二节 韵 母

乳山话共有 45个韵母，详见下表。



乳山话韵母表(括号内为汉语拼音)

┌───┬───┬────┬────┬────┐

│ │开口呼│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

├───┼───┼────┼────┼────┤

│单韵母│ │i(i) │u(u) │y(ü) │

│ ├───┼────┼────┼────┤

│ │? │ │ │ │

│ ├───┼────┼────┼────┤

│ │A() │iA(i) │uA(u) │ │

│ ├───┼────┼────┼────┤

│ │O(o) │io │uo(uo) │ │

│ ├───┼────┼────┼────┤

│ │(e) │ │ │ │

│ ├───┼────┼────┼────┤

│ │(ê)│i(ie) │u │y(üe)│

│ ├───┼────┼────┼────┤

│ │ (er)│ │ │ │

└───┴───┴────┴────┴────┘

┌───┬─────┬──────┬──────┬──────┐

│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

├───┼─────┼──────┼──────┼──────┤

│复韵母│ai(i) │ii │uai(ui) │ │

│ ├─────┼──────┼──────┼──────┤

│ │ei(ei) │iei │uei(uei) │ │

│ ├─────┼──────┼──────┼──────┤



│ │u(o) │iu(io) │ │ │

│ ├─────┼──────┼──────┼──────┤

│ │ou(ou) │iou(iou) │ │ │

├───┼─────┼──────┼──────┼──────┤

│鼻韵母│an(n) │in(in) │uan(un) │yn(ün) │

│ ├─────┼──────┼──────┼──────┤

│ │n(en) │in(in) │un(uen) │yn(ün) │

│ ├─────┼──────┼──────┼──────┤

│ │(ng)│i(ing)│u(ung)│ │

│ ├─────┼──────┼──────┼──────┤

│ │(eng) │i(ing) │ │ │

│ ├─────┼──────┼──────┼──────┤

│ │ │ │u(ong) │y(iong) │

└───┴─────┴──────┴──────┴──────┘

韵母例字：

┌─┬────────┬────────┐

│ │［］资此斯 │［ｉ］别姐跌 │

│ ├────────┼────────┤

│ │［ ］知吃失 │［ｉｉ］阶楷崖│

│ ├────────┼────────┤

│ │［］之齿师 │［ｉｅｉ］街秸鞋│

│ ├────────┼────────┤

│ │［?］朱出书 │［ｉｕ］标焦碉│

│ ├────────┼────────┤

│ │［A］巴打咱 │［ｉｏｕ］揪丢纠│



│ ├────────┼────────┤

│ │［o］波坡磨 │［ｉｎ］边尖掂│

│ ├────────┼────────┤

│ │［］贼这格 │［ｉｎ］宾亲斤│

│ ├────────┼────────┤

│ │［］白德黑 │［ｉ］将凉姜│

│ ├────────┼────────┤

│ │［ ］儿耳尔 │［ｉ］兵精丁│

│ ├────────┼────────┤

│ │［ａｉ］拜代灾 │［ｕ］布夫阻 │

│ ├────────┼────────┤

│ │［ｅｉ］杯堆 NF│［ｕA］抓瓜洼 │

│ │8C8 │ │

│ ├────────┼────────┤

│ │［ｕ］包糟刀 │［ｕｏ］左多桌 │

│ ├────────┼────────┤

│ │［ou］剖走周 │［ｕ］国获握 │

│ ├────────┼────────┤

│ │［n］班钻端 │［ｕａｉ］揣乖歪│

│ ├────────┼────────┤

│ │［ｎ］奔尊吨 │［ｕeｉ］追归威 │

│ ├────────┼────────┤

│ │［］帮脏当 │［ｕａｎ］专官弯│

│ ├────────┼────────┤

│ │［］崩增灯 │［ｕｎ］准滚文│

│ ├────────┼────────┤



│ │［ｉ］比济抵 │［ｕ］庄光汪│

│ ├────────┼────────┤

│ │［ｉA］家恰牙 │［ｕ］宗东中 │

│ ├────────┼────────┤

│ │［ｉｏ］角确学 │［ｙ］女居鱼 │

└─┴────────┴────────┘

［ｙ］绝掘月［ｙ］松牛穷

［ｙｎ］全绢园［●ｏ］说谁

［ｙｎ］俊军云

韵母特点：

1.韵母中，跟 ［t、ｔ●、］ 相拼的有两个舌尖中元音：不圆唇

的 ［ ］ 和圆唇的 ［●］ 。(音标 ［●］ 参见罗常培、王均著《普

通语音学纲要》1981年 12月新 1版第 75页之脚注，音标 ［ ］ 系我们根

据 ［●］ , ［］ ［］ 所推拟)。

发 ［ ］ 时，象发浊擦音 ［］ (乳山话中没有这个辅音)一样，

只是让成阻部位间的通路稍稍放宽，减去摩擦即成。 ［ ］ 是介于 ［］

和 ［］ 之间的舌尖中不圆唇元音。跟 ［］ 和 ［］ 不同的

是，发音时不单纯是舌尖起作用，而是舌尖连同紧靠舌尖的舌面前部共同作用，

因此 ［ ］ 是个舌尖混元音。

按照发 ［ ］ 的样子，将嘴唇略略拢圆并向外噘，即发出 ［●］ 。

同样地 ［●］ 是介于 ［●］ 和 ［●］ (乳山话中没有这两个元音)

之间的舌尖中圆唇元音，也是个混元音。

乳山话的舌尖元音系统如下表：

┌─────┬─┬───┬─┐



│舌尖音素唇│前│中(混)│后│

├─────┼─┼───┼─┤

│不圆 ││ ││

├─────┼─┼───┼─┤

│圆 │\ │? │\ │

└─────┴─┴───┴─┘

2.还有一个相当有特色的韵母 ［●o］ ,只跟声母 ［］ 相拼。城区话里

只见于“谁”、“说”这两个字的白读音：谁 ［●o ］ ，说 ［ c

●o］ 。西北部的崖子、马石店还有雪 ［ c●o］ 、薛 ［ c●o］

、削 ［ c●o］ 等字。这个韵母没有列入韵母表中，附此说明。

3.跟普通话比较起来，乳山话韵母方面下列两点也是比较有特色的：①

［］ 不仅可以独成音节，而且可以跟 ［p、p●、m］ 、 ［t、t●、n、

l］ 等声母相拼，还有合口呼 ［ｕ］ ；② ［ai］ 和 ［ei］ 都有

齐齿呼 ［ii］ 和 ［iei］ 。

第三节 声 调

乳山话单字调只有 3个：平声、上声和去声。其中古来源以及跟普通话的

比较情况如下表。

乳山话声调的中古来源及与普通话比较表

┌────────────┬────────────────────

─┬────────────────────────────┐

│ 话 别 古 调 类 古 纽 清 浊 例 字 今 │ 乳 山 话



│普通话 │

│调类调值 ├──────┬───────┬─────

─┼──────┬──────┬───────┬──────┤

│ │平 53 │上 213 │去 33

│阴平 55│阳平 35│上 214 │去 51 │

│ │ │ │

│ │ │ │ │

├─┬──────────┼──────┼───────┼─────

─┼──────┼──────┼───────┼──────┤

│平│清 │高专开婚 │ │

│高专开婚 │ │ │ │

│ ├─┬────────┼──────┼───────┼─────

─┼──────┼──────┼───────┼──────┤

│ │浊│次 │鹅人难麻 │ │

│ │鹅人难麻 │ │ │

│ │ ├────────┼──────┼───────┼─────

─┼──────┼──────┼───────┼──────┤

│ │ │全 │ │ │穷陈寒神

│ │穷陈寒神 │ │ │

├─┼─┴────────┼──────┼───────┼─────

─┼──────┼──────┼───────┼──────┤

│上│清 │ │古展口好 │

│ │ │古展口好 │ │

│ ├─┬────────┼──────┼───────┼─────

─┼──────┼──────┼───────┼──────┤

│ │浊│次 │ │五女染老 │



│ │ │五女染老 │ │

│ │ ├────────┼──────┼───────┼─────

─┼──────┼──────┼───────┼──────┤

│ │ │全 │ │ │近柱厚社

│ │ │ │近柱厚社 │

├─┼─┴────────┼──────┼───────┼─────

─┼──────┼──────┼───────┼──────┤

│去│清 │ │ │盖帐抗汉

│ │ │ │盖帐抗汉 │

│ ├─┬────────┼──────┼───────┼─────

─┼──────┼──────┼───────┼──────┤

│ │浊│次 │ │ │岸让漏怒

│ │ │ │岸让漏怒 │

│ │ ├────────┼──────┼───────┼─────

─┼──────┼──────┼───────┼──────┤

│ │ │全 │ │ │共阵害树

│ │ │ │共阵害树 │

├─┼─┴────────┼──────┼───────┼─────

─┼──────┼──────┼───────┼──────┤

│入│清 │ │哭革谷客 │

│哭 │革 │谷 │客 │

│ ├─┬────────┼──────┼───────┼─────

─┼──────┼──────┼───────┼──────┤

│ │浊│次 │ │ │漠捺力悦

│ │ │ │漠捺力悦 │

│ │ ├────────┼──────┼───────┼─────



─┼──────┼──────┼───────┼──────┤

│ │ │全 │ │ │局宅舌俗

│ │局宅舌俗 │ │ │

└─┴─┴────────┴──────┴───────┴─────

─┴──────┴──────┴───────┴──────┘

声调特点：

乳山话单字调跟中古声调系统的对应关系(亦即中古声调系统演变成今乳

山话声调的规律)，一般地说是整齐的：①平不分阴阳，全浊平变去；②全浊上

变去；③中古去声今仍读去声；④清入变上声，全浊入和次浊入变去声。但是，

古次浊平的演变不甚整齐，其中绝大部分今读平声，有少部分今读去声，例如

“娘、龙、文”等。其分化的条件尚不清楚。

第四节 声韵拼合

乳山话声母和韵母的拼合关系如下表。

乳山话声母和韵母拼合关系表

┌────────┬───┬──┬─┬──┬─┬──┬──┬─┬──

┬─┬──┬───┬───┬───┬─┬──┬─┬──┬───┬─┬

─┬──┬─┬─┐

│音节四呼韵母声母│p │p │m │f │ts│ts │s │t │t │

n │l │t │ｔ │ │?│? ││c │c │ │k │k

│x ││

├───┬────┼───┼──┼─┼──┼─┼──┼──┼─┼──

┼─┼──┼───┼───┼───┼─┼──┼─┼──┼───┼─┼



─┼──┼─┼─┤

│开口呼│  │ │ │ │ │资│此 │斯 │ │

│ │ │知 │吃 │失 │支│匙 │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 │处 │书 │ │ │ │ │ │ │ │

│ │ │ │

│ ├────┼───┼──┼─┼──┼─┼──┼──┼─┼──

┼─┼──┼───┼───┼───┼─┼──┼─┼──┼───┼─┼

─┼──┼─┼─┤

│ │A │爸 │怕 │妈│发 │砸│擦 │撒 │搭│他

│拿│拉 │ │ │傻 │扎│插 │杀│ │ │ │

割│磕 │喝│阿│

│ ├────┼───┼──┼─┼──┼─┼──┼──┼─┼──

┼─┼──┼───┼───┼───┼─┼──┼─┼──┼───┼─┼

─┼──┼─┼─┤

│ │O │波 │破 │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贼│ │塞 │ │



│ │ │浙 │撤 │社 │择│拆 │色│ │ │ │

格│客 │赫│ │

│ ├────┼───┼──┼─┼──┼─┼──┼──┼─┼──

┼─┼──┼───┼───┼───┼─┼──┼─┼──┼───┼─┼

─┼──┼─┼─┤

│ │ │白 │拍 │默│ │ │ │ │德│特

│讷│勒额│ │ │ │ │ │ │ │ │ │

│ │ │ │

│ ├────┼───┼──┼─┼──┼─┼──┼──┼─┼──

┼─┼──┼───┼───┼───┼─┼──┼─┼──┼───┼─┼

─┼──┼─┼─┤

│ │ 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i │拜 │排 │卖│ │在│菜 │赛 │代│台

│耐│赖 │ │ │ │寨│柴 │晒│ │ │ │

该│开 │孩│爱│

│ ├────┼───┼──┼─┼──┼─┼──┼──┼─┼──

┼─┼──┼───┼───┼───┼─┼──┼─┼──┼───┼─┼

─┼──┼─┼─┤

│ │ei │杯 │培 │梅│肥 │醉│脆 │碎 │对│退

│内│累给│ NF │嘿 │ N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C8 │ │45A │ │ │ │ │ │

│ │ │ │ │

│ ├────┼───┼──┼─┼──┼─┼──┼──┼─┼──

┼─┼──┼───┼───┼───┼─┼──┼─┼──┼───┼─┼

─┼──┼─┼─┤

│ │ｕ │报 │炮 │帽│ │造│曹 │臊 │到│桃

│闹│涝 │赵 │朝 │邵 │罩│巢 │梢│ │ │ │

高│靠 │号│傲│

│ ├────┼───┼──┼─┼──┼─┼──┼──┼─┼──

┼─┼──┼───┼───┼───┼─┼──┼─┼──┼───┼─┼

─┼──┼─┼─┤

│ │ｏｕ │ │剖 │ │否 │走│凑 │叟 │抖│投

│ │耧 │周 │抽 │收 │诌│愁 │瘦│ │ │ │

沟│抠 │厚│欧│

│ ├────┼───┼──┼─┼──┼─┼──┼──┼─┼──

┼─┼──┼───┼───┼───┼─┼──┼─┼──┼───┼─┼

─┼──┼─┼─┤

│ │ａｎ │班 │潘 │满│翻 │钻│餐 │三 │担│贪

│难│拦 │沾 │蝉 │闪 │站│馋 │山│ │ │ │

干│坎 │憨│安│

│ ├────┼───┼──┼─┼──┼─┼──┼──┼─┼──

┼─┼──┼───┼───┼───┼─┼──┼─┼──┼───┼─┼

─┼──┼─┼─┤

│ │ｎ │奔 │喷 │门│分 │尊│村 │孙 │吨│吞

│恁│嫩 │振 │臣 │神 │臻│衬 │森│ │ │ │



跟│肯 │痕│恩│

│ ├────┼───┼──┼─┼──┼─┼──┼──┼─┼──

┼─┼──┼───┼───┼───┼─┼──┼─┼──┼───┼─┼

─┼──┼─┼─┤

│ │ │磅 │胖 │忙│方 │脏│藏 │丧 │荡│汤

│囊│郎 │涨 │唱 │上 │ │疮 │ │ │ │ │

刚│康 │杭│昂│

│ ├────┼───┼──┼─┼──┼─┼──┼──┼─┼──

┼─┼──┼───┼───┼───┼─┼──┼─┼──┼───┼─┼

─┼──┼─┼─┤

│ │ │崩 │烹 │蒙│风 │增│层 │僧 │登│腾

│能│愣 │郑 │成 │胜 │挣│撑 │生│ │ │ │

庚│坑 │哼│口│

├───┼────┼───┼──┼─┼──┼─┼──┼──┼─┼──

┼─┼──┼───┼───┼───┼─┼──┼─┼──┼───┼─┼

─┼──┼─┼─┤

│齐齿呼│ｉ │逼 │批 │迷│ │积│齐 │西 │笛│题

│泥│利 │ │ │ │ │ │ │鸡 │欺 │希│

│ │ │衣│

│ ├────┼───┼──┼─┼──┼─┼──┼──┼─┼──

┼─┼──┼───┼───┼───┼─┼──┼─┼──┼───┼─┼

─┼──┼─┼─┤

│ │ｉA │ │ │ │ │口│口 │口 │ │

│口│俩 │ │ │ │ │ │ │家 │掐 │虾│

│ │ │牙│

│ ├────┼───┼──┼─┼──┼─┼──┼──┼─┼──



┼─┼──┼───┼───┼───┼─┼──┼─┼──┼───┼─┼

─┼──┼─┼─┤

│ │ｉO │ │ │ │ │ │ │ │ │

│ │ │ │ │ │ │ │ │觉 │确 │学│

│ │ │约│

│ ├────┼───┼──┼─┼──┼─┼──┼──┼─┼──

┼─┼──┼───┼───┼───┼─┼──┼─┼──┼───┼─┼

─┼──┼─┼─┤

│ │ｉ │憋 │撇 │灭│ │姐│切 │写 │跌│贴

│捏│猎 │ │ │ │ │ │ │结 │怯 │歇│

│ │ │椰│

│ ├────┼───┼──┼─┼──┼─┼──┼──┼─┼──

┼─┼──┼───┼───┼───┼─┼──┼─┼──┼───┼─┼

─┼──┼─┼─┤

│ │ｉｉ皆│楷 │谐 │ │ │ │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ｉｅｉ街│ │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ｉｕ │膘 │瓢 │庙│ │焦│瞧 │笑 │掉│跳

│尿│料叫│桥 │晓 │ │ │ │要│ │ │ │

│ │ │ │

│ ├────┼───┼──┼─┼──┼─┼──┼──┼─┼──

┼─┼──┼───┼───┼───┼─┼──┼─┼──┼───┼─┼

─┼──┼─┼─┤

│ │ｉｏｕ揪│秋 │修 │丢│ │ │溜纠│求 │朽│

│ │ │油 │ │ │ │ │ │ │ │ │

│ │ │ │

│ ├────┼───┼──┼─┼──┼─┼──┼──┼─┼──

┼─┼──┼───┼───┼───┼─┼──┼─┼──┼───┼─┼

─┼──┼─┼─┤

│ │ｉｎ │边 │篇 │棉│ │煎│前 │线 │掂│天

│年│恋见│欠 │咸 │ │ │ │盐│ │ │ │

│ │ │ │

│ ├────┼───┼──┼─┼──┼─┼──┼──┼─┼──

┼─┼──┼───┼───┼───┼─┼──┼─┼──┼───┼─┼

─┼──┼─┼─┤

│ │ｉｎ │彬 │拼 │岷│ │进│亲 │新 │ │

│ │淋斤│钦 │欣 │ │ │ │因│ │ │ │

│ │ │ │

│ ├────┼───┼──┼─┼──┼─┼──┼──┼─┼──

┼─┼──┼───┼───┼───┼─┼──┼─┼──┼───┼─┼

─┼──┼─┼─┤

│ │ｉ将│枪 │箱 │ │ │娘│凉姜│羌 │香│

│ │ │央 │ │ │ │ │ │ │ │ │



│ │ │ │

│ ├────┼───┼──┼─┼──┼─┼──┼──┼─┼──

┼─┼──┼───┼───┼───┼─┼──┼─┼──┼───┼─┼

─┼──┼─┼─┤

│ │ｉ │兵 │瓶 │明│ │精│清 │星 │丁│听

│宁│令京│庆 │兴 │ │ │ │英│ │ │ │

│ │ │ │

├───┼────┼───┼──┼─┼──┼─┼──┼──┼─┼──

┼─┼──┼───┼───┼───┼─┼──┼─┼──┼───┼─┼

─┼──┼─┼─┤

│合口呼│ｕ │布 │铺 │谋│佛 │租│粗 │苏 │督│徒

│怒│路 │ │ │ │竹│锄 │梳│ │ │ │

姑│枯 │胡│误│

│ ├────┼───┼──┼─┼──┼─┼──┼──┼─┼──

┼─┼──┼───┼───┼───┼─┼──┼─┼──┼───┼─┼

─┼──┼─┼─┤

│ │ｕA抓 │ NC │刷 │ │ │ │瓜 │夸 │花│洼

│ │ │ │ │ │ │ │ │ │ │ │

│ │ │ │

│ │ │A2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ｏ凿 │错 │锁 │躲│脱 │诺│乐 │ │ │



│酌│辍 │勺 │ │ │ │果 │阔│活 │窝 │ │

│ │ │ │

│ ├────┼───┼──┼─┼──┼─┼──┼──┼─┼──

┼─┼──┼───┼───┼───┼─┼──┼─┼──┼───┼─┼

─┼──┼─┼─┤

│ │ｕ拙 │口国 │ │获│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ａｉ拽│揣 │甩拐│快│怀 │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ｅｉ追│锤 │睡贵│奎│会 │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ａｎ转│传 │涮灌│宽│环 │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ｎ谆│纯 │顺棍│坤│昏 │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庄│窗 │双光│匡│慌 │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ｕ宗 │聪 │宋 │东│通 │浓│聋中│冲公│空│轰

│翁│ │ │ │ │ │ │ │ │ │ │

│ │ │ │

├───┼────┼───┼──┼─┼──┼─┼──┼──┼─┼──

┼─┼──┼───┼───┼───┼─┼──┼─┼──┼───┼─┼

─┼──┼─┼─┤

│撮口呼│ｙ聚 │趣 │徐 │ │ │女│吕剧│去 │栩│

│ │ │余 │ │ │ │ │ │ │ │ │

│ │ │ │

│ ├────┼───┼──┼─┼──┼─┼──┼──┼─┼──

┼─┼──┼───┼───┼───┼─┼──┼─┼──┼───┼─┼



─┼──┼─┼─┤

│ │ｙ绝 │鹊 │雪决│缺│靴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ｙｎ全│鲜涓 │权 │玄│ │ │ │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ｙｎ浸│侵 │迅军│群│勋 │ │ │ │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ｙ松 │ │ │牛│垄炯│穷│熊 │ │ │

│雍│ │ │ │ │ │ │ │ │ │ │

│ │ │ │

└───┴────┴───┴──┴─┴──┴─┴──┴──┴─┴──

┴─┴──┴───┴───┴───┴─┴──┴─┴──┴───┴─┴

─┴──┴─┴─┘



注：1.音节 ［●o］ 只有“说”和“谁”两个字的白读音，未列入表内。

2.“则、贼”两字白读音为 ［ｔｓ］ ，“塞”白读音为 ［ｓ］ ，

“窄”白读音为 ［●］ ，均未列入表中。

3.“额、扼”等字，因受普通话的影响，渐有读 ［］ 的倾向，未列

入表中。

4.表中之“□”表示有音无字。一般地说，□代表的音节所属之字均很少，

且不少是叹词和拟声词。

第五节 市内语音差异

乳山方言的语音，绝大部分地区与地处市境中南腹地的城区夏村相同，只

有境内西北部的崖子、马石店镇和诸往镇的北半部略有差异。

崖子、马石店在乳山建县前隶属牟平，位于牟平县西南部，西毗海阳县北

部。该区语音特点与牟平话西区和海阳话北区相同或相近。跟城区话的语音差

异主要有：中古声母的精组字，城区话不分洪细仍读 ［ts、ts●、s］ ，但

该区精组字分流：洪音读成 ［●、●●、］ ，如，宗 ［ ctsu］ ：

［ ctu］ (前为城区读音，后为该区读音。下同)、从 ［ts●u ］

： ［t●u ］ 、俗 ［ csu］ ： ［ cu］ ；细音读作

［t、ｔ●、］ ，而且 ［ ］ (为 ［i］ 的条件变体)丢失，但

［●］ (为 ［y］ 的条件变体)却没丢失。如，将 ［tsi ］ ：

［t ］ 、枪 ［ cts●i］ : ［ ct●］ 、箱 ［

csi］ : ［ c］ ；俊 ［tsyｎ ］ ： ［t●ｎ ］

、秦 ［ts●ｙｎ ］ ： ［ｔ●●ｎ ］ 、讯 ［ｓｙ

ｎ ］ ： ［●ｎ ］ 。

城区读作 ［●、●●、］ 的字，该区则读作 ［ｔｓ、ｔｓ●、ｓ］

。庄组的例子如，斩 ［ c●ａｎ］ ： ［ ctsａｎ］ 、揣 ［ c●



●ｕａｉ］ ： ［ cts●ｕａｉ］ 、愁 ［●●ｏｕ ］ ： ［ts●

ｏｕ ］ 、刷 ［ cｕA］ ： ［ csuA］ ；知组合口洪音字的例

子如，追 ［ c●uei］ : ［ ctsuei］ 、畜 ［●●ｕ ］ ： ［ts

●ｕ ］ 、仲 ［ c●u］ ： ［ ctsu］ ，知组开口三等字的

例子如，站 ［●ａｎ ］ ： ［tsan ］ 、拆 ［ c●●］ ：

［ cts●］、浊［●uo ］ ： ［ｔｓｕｏ ］ ；章组合口洪音

字的例子如，专 ［ c●uan］ : ［ ctsuan］ 、吹 ［ c●●ｕｅｉ］

： ［ cts●ｕｅｉ］ 、顺 ［ｕｎ ］ ： ［suｎ ］ 、

舂 ［ c●●u］ ： ［ cts●u］ 、睡 ［ｕｅｉ ］ ：

［suei ］ ；章组止摄开口三等字的例子如，纸 ［ c●］ ： ［

cts］ 、齿 ［ c●●］ ： ［ cts●］ 、示 ［ ］ ：

［s ］ 、翅 ［●● ］ ： ［ts● ］ 、视 ［

］ ： ［s ］ ，宕摄药韵开口三等字的例子如，酌 ［●ｕｏ

］ ： ［tsuo ］ 、绰 ［ ct●uo］ : ［ cts●uo］ 、烁

［uo ］ : ［suo ］ 、硕 ［uo ］ : ［suo ］ 。而

城区读 ［t、t●、］ 的，该区读同城区。知组开口三等字的例子如，

张 ［ ct］ 、抽 ［ ct●ｏｕ］ 、朝 ［t●u ］ ，

知组合口细音字的例子如，猪 ［ ct●］ 、褚 ［t●● ］ 、住

［t● ］ ;章组开口三等字的例子如，周 ［ ctou］ 、厂 ［

ct●］ 、乘 ［t● ］ 、声 ［ c］ 、寿 ［

ou ］ ；章组合口细音字的例子如，朱 ［ ct●］ 、处 ［t●●

］ 、舒 ［ c●］ 、树 ［● ］ 。

该区韵母也小有差异，韵母 ［o］ 和 ［］ 城区划然不混，而该区

均读作 ［］ ，而且能跟唇音相拼合。如，波 ［ cpo］ : ［ cp］

、白 ［p ］ ： ［p ］ 、婆 ［p●ｏ ］ ： ［p●

 ］ 、拍 ［ cp●］ ： ［ cp●］ 、磨 ［mo ］ ：



［m ］ 、麦 ［ cm］ ： ［ cm］ 。城区韵母 ［iO］

，该区读作 ［ｙ］ ，且能跟圆音 ［c●、c●●、●］ 相拼合，如，

药 ［ cio］ : ［ cy］ 、觉 ［ ct●ｉｏ］ ： ［ ct●ｙ］

、确 ［ ct●●ｉｏ］ ： ［ cｔ●●ｙ］ 、学 ［●ｉｏ ］

： ［●ｙ ］ 。城区韵母 ［ｕ］ ，该区读作 ［ｕｏ］ ，

如，国 ［ cｋｕ］ ： ［ cｋｕｏ］ 、或 ［ｘｕ ］ ：

［xuo ］ 。

此外，毗邻海阳县的乳山寨镇，上述韵母读同该区，只是城区韵母的 ［ｏ］

、 ［］ 同读作 ［ｏ］ ，如，博 ［ｐｏ ］ ： ［ｐｏ ］

、北 ［ ｃｐ］ ： ［ ｃｐｏ］ 、泊 ［ cp●ｏ］ ： ［

ｃｐ●ｏ］ 、魄 ［ ｃｐ●］ ： ［ ｃｐ●ｏ］ 、末 ［ ｃｍ

ｏ］ ： ［ ｃｍｏ］ 、墨 ［ ｃｍ］ ： ［ ｃｍｏ］ 。

乳山话特殊读音字与普通话对照表

┌──┬────────────┬─────┬───────────

──┐

│单字│乳山读音 │普通话读音│例词、例句及说明

│

├──┼────────────┼─────┼───────────

──┤

│ 雹 │ ［ PA  ］ │ ｂ á ｏ │ 雹 子

│

├──┼────────────┼─────┼───────────

──┤

│ 别 │ ［ ｐ   / ｐ ａ ｉ  │ ｂ ｉ é │ 别 跑

│



│ │ ］ │ │

│

├──┼────────────┼─────┼───────────

──┤

│ 抱 │ ［ c ｐ ｕ ］ │ ｂ à ｏ │ 抱 孩 子

│

├──┼────────────┼─────┼───────────

──┤

│ 明 │ ［ cｍｎ / c ｍ │ ｍ íｎ ɡ │ 明 儿 (明 天 )

│

│ │ ］ │ │

│

├──┼────────────┼─────┼───────────

──┤

│ │ ［ cｍｉｕ］ │ │“棉袄”的合音

│

├──┼────────────┼─────┼───────────

──┤

│ 做 │ ［ ｔ ｓ ｏ ｕ  ］ │ ｚ ｕ ò │ ( 白 读 )

│

│ │ ［ｔｓｕｏ ］ │ │ (文读 )做营生

│

├──┼────────────┼─────┼───────────

──┤

│ 港 │ ［ c ｔ ｓ ｉ   ］ │ ɡ ǎ ｎ ɡ │ ( 白 读 )

│



│ │ ［ cｋ］ │ │ (文读 )港套子

│

├──┼────────────┼─────┼───────────

──┤

│ 间 │ ［ ｔ ｓ ｉ  ｎ  ］ │ ｊ ｉ à ｎ │ ( 白 读 )

│

│ │ │ │ (文读 )间苗儿

│

│ │ ［ ｃ ｉ  ｎ  ］ │ │

│

├──┼────────────┼─────┼───────────

──┤

│锈 │ ［ｓｏｕ ］ │ｘｉ ù │铁锨长锈了

│

├──┼────────────┼─────┼───────────

──┤

│ 端 │ ［ c ｔ］ │ ｄ ｕ ā ｎ │ 端 起 饭 碗

│

├──┼────────────┼─────┼───────────

──┤

│在 │ ［ｔａｉ ］ │ｚ àｉ │在家里看书

│

├──┼────────────┼─────┼───────────

──┤

│头 │ ［ｔｏｕ ］ │ｔóｕ │绿头蝇、头枕(枕头)

│



│ │ ［ ｔ ｏ ｕ  ］ │ │

│

├──┼────────────┼─────┼───────────

──┤

│ 脱 │ ［ c ｔ  ］ │ ｔ ｕ ō │ 脱 衣 裳

│

├──┼────────────┼─────┼───────────

──┤

│ 唾 │ ［ ｔ ｕ  ］ │ ｔ ｕ ò │ 唾 沫

│

├──┼────────────┼─────┼───────────

──┤

│ 谬 │ ［ c ｎ ｙ  ］ │ ｍ ｉ ù │ 谬 论

│

├──┼────────────┼─────┼───────────

──┤

│ 裂 │ ［ c1  ］ │ 1 ｉ ě │ 裂 开 了

│

├──┼────────────┼─────┼───────────

──┤

│淡 │ ［ａｎ ］ │ｄàｎ │使咸盐少了，太淡了。

│

├──┼────────────┼─────┼───────────

──┤

│今 │ ［ cｃ ｉ］ │ｊ īｎ │今儿 (今天 )

│



├──┼────────────┼─────┼───────────

──┤

│ 角 │ ［ c ｃ ｉ A ］ │ ｊ ｉ ǎ ｏ │ ( 白 读 )

│

│ │ ［ cｃ ｉｏ］ │ │ (文读 )牛角

│

├──┼────────────┼─────┼───────────

──┤

│ │ ［ cｃ ｉｕ ］ │ │“夹袄”的合音，必须加

子尾│

│ │ │ │

│

├──┼────────────┼─────┼───────────

──┤

│ 岗 │ ［ c ｃ ｉ   ］ │ ɡ ǎ ｎ ɡ │ 岗 地

│

├──┼────────────┼─────┼───────────

──┤

│ 朽 │ ［ c ｃ ｉ ｏ ｕ ］ │ ｘ ｉ ǔ │ 木 头 朽 了

│

├──┼────────────┼─────┼───────────

──┤

│吸 │ ［ c ｙ / ｉ］ │ｘ ī │吸儿嘴里了

│

├──┼────────────┼─────┼───────────

──┤



│哄 │ ［ c ｙ］ │ｈ ǒｎɡ │哄人 (哄骗人 )

│

├──┼────────────┼─────┼───────────

──┤

│ 鸽 │ ［ c ｋ A ］ │ ｇ ē │ 鹁 鸽 儿

│

├──┼────────────┼─────┼───────────

──┤

│ 蝈 │ ［ c ｋ ｕ  / c ｋ ｕ ａ │ ɡ ｕ ō │ 蝈 子

│

│ │ ｉ ］ │ │

│

├──┼────────────┼─────┼───────────

──┤

│ 喝 │ ［ c ｘ A ］ │ ｈ ē │ 喝 水

│

├──┼────────────┼─────┼───────────

──┤

│ 蛙 │ ［ c ｕ  / c ｕ ａ ｉ ］ │ ｗ ā │ 青 蛙 子

│

│ │ │ │

│

├──┼────────────┴─────┴───────────

──┤

│ 说 明 │ 斜 线 号 前 后 二 音 表 示 该 字 读 音 两 可 。

│



└──┴──────────────────────────────

──┘

第二章 语 法

第一节 构词和构形

音变别义和子尾别义 乳山话中存在较多的音变别义(内部屈折构词)现

象，现在举些例子(～表示读音拖得较长，不标发圈表示轻声，加圆括弧表示可

说可不说的语素)：

土鳖 ct‘u cpi～名词，土元(虫名)。

ct‘u～pi形容词，有 AABB重叠

式，形容土里土气，有

时也形容小气。

山土鳖［ can ct‘u～pi］名词，对

土里土气的山里

农民的蔑称。

败 p 动词，失败，使……失败。

cp形容词，(关系)僵：造～了、

闹～了。

塞 s 名词，塞子、塞儿。

cs形容词，有“AA的”重叠式，很

拥挤。

乡绅 c●i cn名词，乡间的绅士。

c●i～n形容词，受程度副词



“挺”、“真”的修饰，文

明、文雅。

踩 ct‘ai动词，践踏：～着人家往上

爬。

ct‘ai形容词，(道路)泥泞：这破

道儿真踩。

糨 c●i 名词，糨糊。

c●i形容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粘

稠：这碗［c●i ］真［ cc●i］，

和不开了。

cc●i①动词，凝固：猪血～了。

②加子尾变成名词，指凝固

物：血～子［●i  cc●i］

奶奶(子)［ cnai］名词，乳房；乳汁。

［nai ～］动词，给……吃奶：～～

孩子。

在亲属称谓方面，也有一种很可注意的现象：用上一辈称谓加子［］尾(有

的是音变形式)来表示降一辈的称谓。表列于下：

┌────────────┬────────────────────

──────┐

│ 上 一 辈 称 谓 │ 降 一 辈 称 谓

│

├────────────┼────────────────────

──────┤



│ 大 爷 ［ tA  cy  ］ │ 大 爷 ［ tA  i ］

│

│排行为首的祖父之兄 │父亲之兄，可加排行序数词。(父之弟则称叔［

c?］) │

├────────────┼────────────────────

──────┤

│ 大 伯 ［ tA  p ］ │ 大 伯 ( 子 ) ［ tuo  cpei］

│

│排行为首的父之兄。 │丈夫之弟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

│

│ 但 乳 山 口 语 中 不 这 样 称 │

│

├────────────┼────────────────────

──────┤

│ 小 叔 ［ csi  u c  ? ］ │ 小 叔 子 ［ csi  u  ?  ］

│

│排行最末的父之弟。 │丈夫之弟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

│

└────────────┴────────────────────

──────┘

┌─────────────┬───────────────────

────────┐

│ 上 一 辈 称 谓 │ 降 一 辈 称 谓

│

├─────────────┼───────────────────

────────┤



│ 姑 ［ cku ］ │ 大 姑 子 ［ tA  cku  ］

│

│父之姐妹。可加排行序数词。│丈夫之姐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有时也

称 │

│ │“大姑子姐”［tA  cku ctsi］。

│

│ ├───────────────────

────────┤

│ │ 小 姑 子 ［ csi u cku］

│

│ │丈夫之妹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

│

├─────────────┼───────────────────

────────┤

│ 舅 ［ c iou  ］ │ 舅 子 ［ c iou   ］

│

│母之兄弟。可加排行序数词。│妻之兄、弟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大舅

子”专指排行 │

│ │为首的；“小舅子”是妻之弟的背称，虽不限

于排行 │

│ │最末者，但不能加排行序数词。妻之兄也称

“(大)舅子哥”。│

├─────────────┼───────────────────

────────┤

│ 姨 ［ ci ］ │ 大 姨 子 ［ tA  i   ］

│



│母之姐、妹。 │妻之姐的背称。有时也称“大姨子姐”。

│

│可加排行序数词。 ├───────────────────

────────┤

│ │ 小 姨 子 ［ csi ui ］

│

│ │妻之妹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

│

├─────────────┼───────────────────

────────┤

│ 媳 妇 ［ csi cfu/ cf  n ］ │ 媳 妇 子 ［ csi cfu  ］

│

│妻子的背称。儿化形式似乎 │公、婆对儿媳的背称，可加排行序数词。

│

│只有［ cfn］的儿化。 │(孙子媳妇［ csnm csi cfu］、重孙子

媳妇 │

│ │［t‘u  csnm csi cfu］不加

子尾) │

└─────────────┴───────────────────

────────┘

表度名词的加缀变化 象“长短、宽窄、深浅”(分别表示长度、宽度、深

度)这类表“度”名词，在乳山话中只有用这种反义语素构成的联合式复合词，

而没有“语素十度”的派生词。这些表度名词都可以儿化，但更有特色的是，

这种表度名词中有不少可以再加前缀而变成形容词。前缀有两个：①表示高程

度的“老”，也可以是“老门”［ clumn］、“老么”［ clum］(［ cl



umn］的［mn］因轻读弱化而丢掉了鼻韵尾［-n］，即成为［m］)。②

表示低程度的“没”。例如：

老(老门、老么)长短=老长=很长

没长短=很短

老(老门、老么)宽窄=老宽=很宽

没宽窄=很窄

老(老门、老么)深浅=老深=很深

没深浅=很浅

很显然，这种加缀形容词的复合偏义变化之不同是由于所加前缀的不同而

引起的：同是一个表度名词“长短”，加“老”就偏向于“长”，加“没”就偏

向于“短”。这种加前缀而引起的复合偏义变化很有特色。

这种表度名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就是做主语，例如，“长短合适”。前面加“多”

用于提问，在疑问句中做谓语，例如“那截子绳子多长短?”

这种表度名词还有另外一种构词形式，“老十高程度的语素”，例如“老高”。

但是这种构词形式的表度名词仅出现在问句中，而且是绝对粘着的。例如：

问：你的孩子多老高了?

答：老门高了。(多老高?=多高矮?=高度是多少?)

但是，在“老高的个子”(定中)、“个子老高的”(主谓)等结构中却又都是

形容词了。在这些结构中，前缀“老”都可以用“老门”、“老么”替换，而在

问句形式的表度名词中却绝对不能。

这类表度名词绝大部分都是反义语素联合而成的，且绝大部分都是表高程

度的语素在前，程度低的语素在后；绝大部分也都是双音节的。只有个别的为

同义语素联合而成，如“嚣薄”；也有个别的程度低的语素在前，如“嚣厚”；

还有个别的为三音节的，如“近□(语素“近□”义即为“近”)远”［c●in

min  cyn］。这种三音节的表度名词在作为语素再加前缀转成的形

容词和在问句形式中，就被挤掉了中间一个音节，紧缩成两个音节：



近□远＞加缀老(老门、老么)近远

没近远(这时“近”

音［c●i ］)。

问句多近远?

最后，这种表度名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这种变化。现将这种表度名词制表

列举(表栏中“∨”表示有此种变化，不加标志表示无此种变化)：

┌───────┬──────────┬───────┬──────

────────────────┐

│表度名词 │加前缀变化 │问语构词形式 │备注

│

│ ├──────┬───┤老 -高程度语素 │

│

│ │老 (老门 /么 ) │没 │ │

│

├───────┼──────┼───┼───────┼──────

────────────────┤

│宽窄 │∨ │∨ │∨ │

│

├───────┼──────┼───┼───────┼──────

────────────────┤

│长短 │∨ │∨ │∨ │

│

├───────┼──────┼───┼───────┼──────

────────────────┤



│近□远 │∨ │∨ │多近远 │专指路程的长

度 │

├───────┼──────┼───┼───────┼──────

────────────────┤

│厚薄 │∨ │ │∨ │这三个词都是

表厚度的 │

├───────┼──────┼───┼───────┤

│

│嚣厚 │∨ │∨ │∨ │

│

├───────┼──────┼───┼───────┤

│

│嚣薄 │ │∨ │ │

│

├───────┼──────┼───┼───────┼──────

────────────────┤

│高矮 │∨ │∨ │∨ │

│

├───────┼──────┼───┼───────┼──────

────────────────┤

│深浅 │∨ │∨ │∨ │

│

├───────┼──────┼───┼───────┼──────

────────────────┤

│轻重 │∨ │∨ │多轻重 │加缀变化和词

语形式中“轻”音［c ‘in］。 │



├───────┼──────┼───┼───────┼──────

────────────────┤

│粗细 │∨ │∨ │∨ │

│

├───────┼──────┼───┼───────┼──────

────────────────┤

│大小 │∨ │没大点│∨ │既指体积的大

小也指年龄的大小 │

├───────┼──────┼───┼───────┼──────

────────────────┤

│嫩老既指食物 │ │ │ │

│

│加工火候的熟 │ │ │ │

│

│烂程度， │ │ │ │

│

│又指瓜果类的 │ │ │ │

│

│成熟程度。 │ │ │ │

│

├───────┼──────┼───┼───────┼──────

────────────────┤

│胖瘦 │ │ │ │

│

├───────┼──────┼───┼───────┼──────

────────────────┤



│肥瘦指猪肉的 │ │ │ │

│

│肥肉、瘦肉的 │ │ │ │

│

│比例度。 │ │ │ │

│

├───────┼──────┼───┼───────┼──────

────────────────┤

│纰密指稀疏度 │ │ │ │

│

│，纰音［ cp │ │ │ │

│

│‘ i］，义为 “ │ │ │ │

│

│稀疏 ”。 │ │ │ │

│

├───────┼──────┼───┼───────┼──────

────────────────┤

│松紧松紧度 │ │ │ │

│

├───────┼──────┼───┼───────┼──────

────────────────┤

│硬软硬度，也 │ │ │ │

│

│可以说“软硬 │ │ │ │

│



│”。 │ │ │ │

│

├───────┼──────┼───┼───────┼──────

────────────────┤

│稀厚糊状液态 │ │ │ │

│

│的粘稠度。 │ │ │ │

│

├───────┼──────┼───┼───────┼──────

────────────────┤

│黑白专指人皮 │ │ │ │

│

│肤的色度。 │ │ │ │

│

├───────┼──────┼───┼───────┼──────

────────────────┤

│凉热 │ │ │ │温度

│

├───────┼──────┼───┼───────┤

│

│冷热 │ │ │ │

│

├───────┼──────┼───┼───────┼──────

────────────────┤

│干湿湿度 │ │ │ │

│



├───────┼──────┼───┼───────┼──────

────────────────┤

│干涝专指土壤 │ │ │ │

│

│的湿度 │ │ │ │

│

└───────┴──────┴───┴───────┴──────

────────────────┘

续表

┌──────┬────────┬───────┬──┐

│表度名词 │加前缀变化 │问语构词形式 │备注│

│ ├──────┬─┤老-高程度语素 │ │

│ │老(老门/么) │没│ │ │

├──────┼──────┼─┼───────┼──┤

│快慢速度 │ │ │ │ │

├──────┼──────┼─┼───────┼──┤

│咸淡淡音［│ │ │ │ │

│an ］ │ │ │ │ │

├──────┼──────┼─┼───────┼──┤

│新旧衣物等的│ │ │ │ │

│新旧度 │ │ │ │ │

└──────┴──────┴─┴───────┴──┘

后缀“儿” 后缀“儿”在乳山话中使用频率很高，不仅可以做名词的构



词成分(跟普通话一样，本志不加描写)，而且另有语法作用。

(1)在祈使句中，其作用相当于后缀“了”。例如：

撂儿［ cliur］吧吃儿［ ct‘ r］吧

放儿［fr ］吧卖儿［mair ］吧

(2)在述宾结构中，相当于后缀“了”。例如：

到儿［tur ］老秋变儿［pinr ］个样儿

上儿［r ］潮了病儿［pir ］一年多

多儿［ ctuor］十块钱跑儿［ cp‘ur］个牛

丢儿［ ctiour］个鸡打儿［ ctAr］个碗

如果述语是双音节词，就不能用这种儿化形式，而只有“了”，如“告送了

他”。述语是单音节词，则两种形式均可，如“病儿一年了”也说“病了一年了”。

(3)在带结果补语的中补结构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补语为形容词，只能

是中心语儿化，而且后面一定带“了”。例如：

吃儿［ ct‘ r］愣怔了(吃得太多，让人吃惊)

吓儿［●iAr ］踢蹬了(惊吓得厉害)

洗儿［ csir］干净了

多儿［ ctuor］老翅起了(多出了很多)

另一种形式，补语是“完、够、到、去”等，则一定是补语儿化，其作用

相当于“了”。例如：

修完儿［ csiouuanr ］自行车

浇够儿［ ctsiukour ］水了

吃饱儿［ ct‘ cpur］饭了

想到儿［ csitur ］他了

另外，有的补语儿化后，其后面还可加“着”［t］，这时“儿”不能换成“了”。

例如：

吃饱儿着［ ct‘ cpurt］



想到儿着［ csitur t］

(4)在带趋向补语的中补结构中，中心语儿化，其作用相当于“了”；补语

读轻声。例如：

把烂皮儿削儿去［ csuorc●‘i］

东西借儿来了［tsir lail］

灰洗儿去了［ csirc●‘il］

砍儿去了［ ck‘anrc●‘il］

以上几种格式中，“儿”的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后缀“了”。

(5)在带程度补语的中补结构中，最常用的形式也是中心语儿化。例如：

好儿［ cxur］很了

好儿［ cxur］个起愣(好得很)

俊儿［tsynr ］个厉害

坏儿透透了［xuair  ct‘ou ct‘oul］(坏透了)

坏儿［xuair ］个紫的(坏得很)

淡儿［anr ］个不轻(淡得很)

快儿［k‘uair ］很的了(比原先快了很多)

尽管也说“看了个仔细”、“好的很”［ cxuti cxn］(乳山话似乎不用

做为补语标志的结构助词“得”［t］)，也说“好极了”，但不常用。

(6)在处所词前，动词儿化相当于动词加“在、到、回”等，表示动作的趋

向或所达到的处所。例如：

搁儿那儿［ ckuor cnir］

挂儿［kuAr ］墙上

掉儿［tiur ］坑啦

买儿［ cmair］家去了

葫芦蔓子爬儿［p‘Ar ］房子上去了

(7)表示变化等少数动词儿化后，相当于动词加“成”。例如：



梁山伯和祝英台变儿［pinr ］对蛾儿飞了。

把穷日子当儿［ ctr］好日了过了。

后缀［/m］ 乳山话中后缀［/m］使用频率很高，既可以作构

词成分，又可以作构形成分。

作为构词成分的名词后缀［/m］一律轻读，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子”

(本志汉字一律写作“子”)。它有两种语音形式：①前一音节是［-n］韵尾，其

语音形式为［m］。这时，跟前一音节结合紧密，有的简直读近闭口韵，如“

罗峦子”［po lou  clanm＞po lou  clam］；②其余情况读

［］，比较模糊。例如：

肚子［tu ］

孩子［xai ］

凳子［t ］

瞎子［ c●iA］

桌子［ ctuo］

麦子［ cm］

二流子［●  cliou］

撸生子［ clu c］

电把子［tin pA ］

澡堂子［ ctsut‘ ］

荡子［ ck ckt ］

黑老哇子［ cx cluuA  ］

蚂虮蛘子［mA c●i i ］

燕子［in m］

毯子［ ct‘anm］

子［ cc●ynm］

毡子［ ctanm］



剁墩子［tuo  ctnm］

马鞭子［ cmA cpinm］

电线杆子［tin sin  cknm］

有时候［/m］尾名词跟儿尾名词意义不同，例如：

老头子［ clut‘ou ］妻子称老年丈夫

老头儿［ clut‘our ］老年男子

老婆子［ clup‘o ］丈夫称老年妻子

老婆儿［ clup‘or ］老年妇女

作为构形成分的［/m］尾也是轻读；也是两种语音形式，出现规律也

跟名词后缀的情况一样。其作用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本志一律写作“着”)，

表示动态。

唱着歌［t‘  ckuo］

下着雪［●iA  csy］

门开着［ cmn ck‘ai］

亮着灯［li  ct］

围着大些人［ cueitA  csi cin］

挂着一张画儿［kuA  ci ctxuAr ］

坐着说［tsuo  c●o］

争着抢着去［ ct cts‘ic●‘y ］

急着赶集［ cc●i ckantsi ］

说着说着到了［ c●o c●otu l］

看着人［k‘an m cin］

把门关着［pA  cmn ckuanm(＞ ckuam)］

站着说［tan m c●o］

抿着嘴笑［ cminm ctseisiu ］

助词“的” 乳山话的助词“的”［ti］除了跟普通话用法相同的以外，



还有三种比较特殊的用法。

①“动词+的+处所名词”相当于“动词+到(在)+处所名词”。例如：

栽儿棵葫芦爬(攀援)的人家［ cni cc●iA］房坡上。

头埋的泥里，手舒的外头。

夜儿过晌她跑的人家家啦睡儿一宿。

他叫车轱轮［ cku clou］轧的脚上。

②“动词+的”相当于“动词+着”。例如：

两个在炕上坐的，一个在［tai ］地下立的。

歇的门，亮的灯，可就是家啦没人。

嘴儿张的，等食儿。

③“的+动词”，表示某种意愿或将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与动词之间可

以插入别的成分(多为状语)。这个“的”也许是“得”的弱化形式，有时读近

［tai］或［tei］。

天黑了，我的走了。

他的跟你借本儿书，他姐的看。

伏假我的上俺姥家。

我的狠狠实实训他一顿儿。

对话时，“的”前的主语可以省去。例如：

问：(你)的上哪儿去?

答(我)的上俺爷家。

第二节 词 法

人称代词的复数表示法 乳山话人称代词没有“们”这种复数形式，其复

数表示法是：第一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后面加近指代词，再加不定量词“些”

或者“些人儿”；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后加远指代词，再加不定量词“些”或“些



人儿”：

┌───┬────────────────────┐

│单数 │复数 │

├───┼────────────────────┤

│我、俺│俺，俺这些(人儿) │

├───┼────────────────────┤

│你 │ ， 那些(人儿)［ cnA cni csi │

│ │cinr］ │

├───┼────────────────────┤

│他 │他，他那些(人儿) │

├───┼────────────────────┤

│咱 │咱，咱这些(人儿) │

└───┴────────────────────┘

相当于“名词+们”的复数形式。乳山话中，复数后缀“们”也不能加到

名词(不论是指人，还是指物)后面构成复数形式，只有两个似乎是例外：(老)

娘们(儿)［ cluni mnr］，不完全相当于“妇女们”，还含有“妇女

行儿的人”的意味；(老)爷们(儿)［ clui mnr］，不完全相当于“男

子汉们”，还有“男子汉行儿的人”的意味。而且这两个“准复数形式”前面仍

旧可以加“些”：些(老)娘们(儿)、些(老)爷们(儿)。

乳山话中相当于“名词+们”的复数形式是：些+名词。“些”读轻声，名

词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还可以是抽象的事理名词。例如：些孩子、些老婆、

些汉子、些学生、些干部、些劳力、些当兵的、些当官的、些鸭巴子、些鸡、

些牲口、些家把什儿、些理儿、些问题儿。

统指代词“浑家子”［xun  cc●iA］这个统指代词相当于普通话

的“大伙儿”，去掉子尾，读轻声，成为一个后缀，可以叫作浑称后缀(兼表复



数)。搭配范围比较窄，可能只有下面几个：

爷儿浑家［ cirxun(＞xu)c●iA］：统指父子、叔侄等

娘儿浑家［nir xun(＞xu)c●iA］:统指母女、姑 、婶母 女、

姨母甥女等

弟兄浑家［ti  c●yxun(＞xu)c●iA］:相当于“弟兄们”、“弟兄

行儿”。

姊妹浑家［ts mei xun(＞xu)c●iA］：相当于“姐妹们”、“姐

妹行儿”。

妯娌浑家［t● li (＞lin )xun(＞xu)c●iA］，又说作“妯

儿浑家”［t●r xun(＞xu)c●iA］：相当于“妯娌们”、“妯娌行儿”。

远指代词“恁么” 乳山话中，至今保留着远指代词“恁么”。“恁”有两

种语音形式：［ cnin］，这是主要的；有时也读［ cnn］。例如：恁么回

事儿、恁么些人、恁么的、恁么办吧、恁么好。

任指代词“人儿”［ cinr］ 这个任指代词的主要功用是出现在下列两

个句式(包括其简式)之中，表示绝对的否定，含有“凡是人都……”的意思：

人儿还有知道的!(我才不知道呢!凡是人都不知道。)

人儿还知道!

人儿知道!

人儿还有理他的!(我才不理他呢!凡是人都不理他。)

人儿理他!

人儿理!

“人儿”前面也可以加“些”，说成“些人儿”，但“些人儿”就不能用在

这两种句式中了，而是一般地表任指。例如：

些人儿哪去了?

些人儿真是的!



第三节 句 法

形容词的程度表示法和差比句式 乳山话中，形容词的程度(比较等级)

表示法最普遍的是加程度副词“挺”和“真”(有时也可用“最”和“顶”)：

┌──────────┬─────┬───┐

│原级 │比较级 │最高级│

├──────────┼─────┼───┤

│好 │挺好(的) │真好 │

├──────────┼─────┼───┤

│高 │挺高(的) │真高 │

├──────────┼─────┼───┤

│早 │挺早(的) │真早 │

├──────────┼─────┼───┤

│皮(顽皮) │挺皮(的) │真皮 │

├──────────┼─────┼───┤

│飒利 │挺飒利(的)│真飒利│

├──────────┼─────┼───┤

│泼食(食量好，不挑食)│挺泼食(的)│真泼食│

├──────────┼─────┼───┤

│风凉 │挺风凉(的)│真风凉│

└──────────┴─────┴───┘

有相当数量的单音节形容词的比较级是用“强势字眼 A(包括程度副词、准

前缀和前缀)+原级 B”构成，而其最高级则是“重叠式 ABAB+的［ti］构成：



┌───┬─────────┬─────┐

│原级 │比较级 │最高级 │

├───┼─────────┼─────┤

│坏 │挺坏(的) │挺坏挺坏的│

├───┼─────────┼─────┤

│香 │喷［ ｃｐ ｅ│喷香喷香的│

│ │ｉ］香(的) │ │

├───┼─────────┼─────┤

│热 │滚［ ｃｋｕ］│滚热滚热的│

│ │热(的) │ │

├───┼─────────┼─────┤

│涩 │巴涩［ ｃ│巴涩巴涩的│

│ │］(的) │ │

├───┼─────────┼─────┤

│硬 │梆硬(的) │梆硬梆硬的│

├───┼─────────┼─────┤

│白 │挑白(的) │挑白挑白的│

├───┼─────────┼─────┤

│黑 │墨黑(的) │墨黑墨黑的│

├───┼─────────┼─────┤

│远 │老远(的) │老远老远的│

├───┼─────────┼─────┤

│嚣(薄)│锃嚣(的) │锃嚣锃嚣的│

├───┼─────────┼─────┤

│酸 │焦酸(的) │焦酸焦酸的│

└───┴─────────┴─────┘



普通话的差比句式通常是：比较前项+比+比较后项+形容词。否定形式是

“比”的前面再加“不”。乳山话也用这种差比句式(包括否定式)，但是否定形

式的最常用句式是：比较前项+不+形容词+起+比较后项。例如：

他不高起你。(他不比你高。)

小刘劲儿不大起小王。

在表示程度累进的比较关系时，肯定式也用这种句式，如：

过了冬至，白天儿一天长起一天。

他的病儿一天儿厉害起一天。

他这个病儿，一天儿强(好转)起一天儿。

这点儿棒米儿，一天少起一天了。

肯定否定相叠形式的反复问句 乳山话中，用肯定否定相叠形式组成的反

复问句有两种形式，可以算是一种原式和一种变式，列表如下(表中 A和 AB分

别表示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形容词，动词和能愿动词)：

┌────────┬───┬────┐

│式别反复问句音节│原式 │变式 │

├────────┼───┼────┤

│单音节 │A不 A? │是不 A? │

│ │A没 A? │是没 A? │

├────────┼───┼────┤

│双音节 │A不 AB?│是不 AB? │

│ │A没 AB?│是没 AB? │

└────────┴───┴────┘

“A不 AB”和“A没 AB”排斥了“AB不 AB”和“AB没 AB”的句式，而



在乳山话中使用十分普遍，不论 AB的词性如何(形容词、动词、能愿动词)，

也不论结构方式如何(偏正、联合、述宾、中补、主谓)，都可组成这种反复问

句形式。变式中的“是”表示确指，因此变式含有要求对方明确予以答复的意

味。下面举例：

香不香甜不甜快不快圆不圆

黄没黄强没强干没干去没去

该不该能不能肯不肯想不想

动不动弹喜不喜惬难不难受

小不小胆回不回家风不风凉

愿不愿意年不年轻头不头痛

生不生气看没看见修没修理

是不香是不甜是不快是不圆

是没黄是没强是没干是没去

是不该是不能是不肯是不想

是不动弹是不欢惬是不回家

是不难受是不小胆是不风凉

是不年轻是不头痛是不愿意

是没看见是没修理是没动弹

“非 V”句式 普通话中用作强调肯定的双重否定句式“非 V不可”(V

一般是动词)，乳山话也说，但不常用，最常用的却是“非 V”句式。这种格式

中，“非”字要重读(用“′”表示)；还可以儿化［ ｃｆｅｉｒ］，儿化

时声音拖得比较长(用“”表示)：这种音变现象是很特殊的。例如：

我非(儿)吃［ ｃｕｏ′ ｃｆｅｉｒ ｔ● ］。

我非(儿)看电视［ ｃｕｏ ′ ｃｆｅｉｒ ｋ●ａｎ

ｔｉｎ  ］。(＝我一定要看电视!)



第三章 词 汇

第一节 常用词

天文

日头［ ｃｉ ｔ●ｏｕ ］太阳。

日头地儿［ ｃｉｔ●ｏｕ ｔｉｒ ］太阳照到的地方。

月明(儿)［ｙ  ｃｍｅｉｒ］月亮。

月明地儿［ｙ  ｃｍｅｉｔｉｒ ］月亮照到的地方。

风圈［ ｃｆ ｃｃ●●ｙｎ］月晕。

日似食［ ｃｉｓ  ］日蚀。

月似食［ ｃｙｓ  ］月蚀。

烧红［ ｃｕ●ｘｕ ］朝霞、晚霞。

天晴雨［ ｃｔ●ｉｎ●ｔｓｉ  cｙ］雷阵雨。

晴天漏［ｔｓ●ｉ  ｃｔ●ｉｎ1ｏｕ ］

打雷［ ｃｔA ｃ1ｅｉ］雷鸣。

打闪［ ｃｔA ｃａｎ］闪电。

雾露霎子［ｕ 1ｏｕ ●A ］近于雾的小雨。

雾露头［ｕ 1ｏｕ ｔ●ｏｕ ］雾。

竖孤桩儿［ ｋｕ  ｃｔ●ｕａｒ］直竖着的虹。当地人用

作喻体，例如，你看看你跟那儿立着，和［ｘｕ ］个竖孤桩的样。

地理

碱地［ ｃｔｓｉｎ●ｔｉ ］盐碱地。

草堰儿［ ｃｔｓ●ｕｉｎｒ ］山岗地地块与地块间的草堤，多

见于梯田地块之间。

封子［ сｆ］用以标明地界的标志。多见于连成片的耕地，



埋石头或者栽小灌木为之。

峦子［ ｃ1ａｎ●ｍ］山林，其林木多灌木。松树～， NC447

罗～。峦，方言借字。

窝落［ ｃｕｏ●1ｏｕ ］①周围高中间低、面积不大的地方。②

也专指在地上或器物上凿出的小坑眼儿。

窝落儿［ ｃｕｏ●1ｏｕｒ ］只用于①义或大块地之外的边角小

地块。

港套子［ ｃｔｓｉｔ●ｕ ］海湾海汊退滩处。

汤［ ｃｔ●］温泉。

汪①［ ｃｕａｎ］常年积水坑。②［ｕ ］比［ ｃｕａｎ］更

深更广者：鳖汪。

石硼［ ｐ● ］露出地面的岩石；海中裸露的礁石。硼，

方言字。

河涯［ｘｕｏ  ｃｉｉ］河岸。

(大)河水［ｔA ｘｕｏ  ●ｕｅｉ］暴雨所致急湍的洪流。

水眼［ ｃ●ｕｅｉ ｃｉｎ］泉源。

地场(儿)［ｔｉ ｔ●ｒ ］地方。

疃(儿)［ ｃｔ●ａｎｒ］村庄。

茔［ｉ ］茔地、坟地。

时令

上年［  ｃｎｉｎ］去年。

前年［ｔｓ●ｉｎ (＞ｔｓ●ｉ ) ｃｎｉｎ］去二年。

大前年［ｔA ｔｓ●ｉ  ｃｎｉｎ］去三年。

过年［ｋｕｏ  ｎｉｎ］来年。

后年［ｘｏｕ  ｃｎｉｎ］来二年。



大后年［ｔA ｘｏｕ  ｃｎｉｎ］来三年。

那二年［ ｃｎｉ●  ｃｎｉｎ］前几年，也说“那几年”。

初几(儿)［ ｃｔ●●ｕ ｃｃ●ｉｒ］上旬。

十几(儿)［  ｃｃ●ｉｒ］中旬。

二十几(儿)［●●  ｃｃ●ｉｒ］下旬。

冬至月儿［ ｔｕｔ●  ｃｙｒ］农历十一月。

五黄六月［ ｃｕｘｕ /ｆ 1ｉｏｕ ｙ］泛指

伏天。

十冬腊月［  ｃｔｕ ｃ1Aｙ］泛指冬天。

月一［ ｃｙ ｉ］农历每月的初一。

月黑头［ ｃｙ ｃｘｔ●ｏｕ ］没有月亮的夜晚。

白日［ｐ  ｉ］白天。

黑天［ ｃｘ ｃｔ●ｉｎ］夜间。

早起［ ｃｔｓｕ ｃ●●ｉ］早上。

晌午［ ｃ ｘｕ］中午。

过晌儿［ ｃｋｕｏ ｃｒ］下午。

今儿［ ｃｃ●ｉｒ］今天。

夜来［ｉ 1A ］昨天。

夜儿［ｉｒ ］

前日［ｔｓ●ｉ  ｉ］前天。

大前日［ｔA ｔｓ●ｉ  ｉ］大前天。

明儿［ ｃｍｅｉｒ］明天。

后日［ｘｏｕ ｉ］后天。

大后日［ｔA ｘｏｕ ｉ］大后天。

成日(儿)［ｔ● ｉｒ ］平日。

先番儿［ ｃｓｉｎｆｎｒ ］前些日子。



眼目前儿［ ｃｉｎ ｍｕ ｃｔｓ●ｉｎｒ］目前。

老(么)几歇［1ａｕ  ｍ ｃｃ●ｉ ｃ●ｉ］好长时间。

恁么几歇［ ｃｎｉｎ ｍ ｃｃ●ｉ ｃ●ｉ］同上。若“歇”

轻读，再儿化，则表示短时间。

多几歇儿［ ｃｔｕｏ ｃｃ●ｉ ｃ●ｉｒ］多长时间。

没几歇儿［ ｍｏ  ｃｃ●ｉ ｃ●ｉｒ］不长时间。

忽喇巴儿［ ｃｘｕ1A  ｃｐAｒ］突然。

大不瞧儿［ｔA  ｃｐｕｔｓｉａｕｒ ］偶然。

几(大)功(儿)［ ｃｃ●ｉｔA  ｃｋｕｒ］一般、轻易，

只用于否定句中。如，～不来。

农事

墒沟［ ｃ ｃｋｏｕ］地从两边分耕时，中间所出现的沟。

料 ［1ｉａｕ  ｃｃ●ｉ］从中间对耕时，中间所隆起的地方。

上山［  ｃ●ａｎ］泛指下地干活。

下河［●ｉA ｘｕｏ ］春季渔民首次出海作业。

所粪［ ｃ●ｕｏ ｆｎ ］旧时用手按墩抓施土粪。

滤种［1ｙ  ｃｔ●ｕ］用手播撒种子。

所粪筐子［ ｃ●ｕｏｆｎ  ｃｋｕ］所粪用的筐子。

网包［ ｃｕ ｃｐｕ］用稻草绳结成的圆柱状的网兜儿，网眼为

矩形，用于装草。

葛篓子［ ｃｋA 1ｏｕ ］

出扣子［ ｃｔ●● ｃｋ●ｏｕ ］稻草绳结成的网兜儿，用

于装草；比网包大，网眼儿为菱形，拴绳于口沿各网眼中，用于收紧。

角子［ ｃｃ●ｉｏ ］小舢板。

地拱子［ｔｉ  ｃｋｕ ］旧时独木轮手推车。



砘［ｔｎ ］碌碡。

杖［ ｃ1ｉｎｔ ～ｔ ］ 枷。

夹膀子［ ｃｃ●ｉA ｃｐ ］驴、骡、马拉车或耕地时夹

于肩头的两根用于拴连辕绳的木棒。

牛接子［ ｃｎｙ ｃｔｓｉ］作用同于夹膀子的倒 V形木具，

专用于牛。

子［ ｃｔ ］用来圈屯粮食的条席。

箔［ｐｏ ］用高粱秸编制的帘子，用于围屯或者凉晒粮食。

碓臼窝子［ｔｅｉ  ｃｃ●ｉｏ ｃｕｏ ］捣米脱壳的石臼。

杵头(子)［ ｃｔ●●ｔ●ｏｕ ］舂米的石杵。

打 儿［ｔA  ｃｎｙｒ］瓜类的果实刚刚结出。

乌 ［ ｃｕ ｍｎ ］玉米、高粱等的黑粉病穗。

茇 ［ ｃｐｕ ｔａｉ ］玉米、谷子等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根。

植物

子［ ｃｋｕ ］大麦。

棒棒儿［ｐ ｐｒ ］玉米。

棒米［ｐ  ｃｍｉ］

包儿米［ｐｕｒ  ｃｍｉ］

胡黍［ｘｕ  ｃ●］高粱。

果子［ ｃｋｕｏ ］花生。

落生［1ｕｏ  ｃ●］

地豆［ｔｉ ｔｏｕ ］马铃薯。

转日莲［ｔ●ｕ  ｃｉ1ｉｎ ］向日葵。

栗蓬［1ｉ ｐ● ］板栗。

江白菜［ ｃｃ●ｉｐ ｔｓ●ａｉ ］海带。



饽饽丁［ ｃｐｏ ｃｐｏ ｃｔｉ］蒲公英。

(花) ［ ｃｘｕA ｃｋｕ ｃｔｏｕ］花蕾。

道儿根［ｔａｕｒ  ｃｋｎ］车前子。

稆儿根［ ｃ1ｙｒ ｃｋｎ］

面曲曲［ｍｉｎ  ｃｃ●●ｙ ｃｃ●●ｙ］一种根叶均可食用的

野菜。

蚂蚱眼子(菜)［ｍA ｔ●  ｃｉｎ ］马齿苋。

蛾儿［ ｃｕｏｒ］蕈类总称(木耳、蘑菇除外)。

动物

儿马［ ｃ● ｃｍA］公马。

骒马［ ｃｋ●ｕｏ ｃｍA］母马。

犍子牛［ ｃｃ●ｉｎｍ ｃｎｙ］公牛。

牛［ｔｓ  ｃｎｙ］母牛。

牛咩(子)［ ｃｎｙ ｃｍｉ ］幼牛。

叫驴［ｃ●ｉｕ  ｃ1ｙ］公驴。

驴［ ｃｔｓ●ｕ ｃ1ｙ］母驴。

伢狗子［ ｃｉA ｃｋｏｕ ］公狗。

伢猫子［ ｃｉA ｃｍｕ ］公猫。

女猫子［ ｃｎｙ ｃｍｕ ］母猫。

脚猪［ ｃｃ●ｉｏ ｃｔ●］公种猪。

儿［ｔｓｒ ］公猪。

豚儿［ｔ●ｎｒ ］母猪。

克郎猪［ ｃｋ 1ｏｕ  ｃｔ●］半大的育肥猪。

骟［ａｎ ］阉割幼畜。

敲豚［ ｃｔｓ●ｉｕ ｔ●ｎ ］阉割使之下不再发情而育



肥的母猪。

鸭巴子［ ｃｉA ｃｐA ］鸭子。

麻胡子［ ｃｍA ｘｕ ］狼。

貔子［ｐ ●ｉ ］狐狸。

(臊)水狼(子)［ ｃｓｕ ｃ●ｕｅｉ 1 ］黄鼠狼。

臊子［ ｃｓｕ ］

长虫［ｔ● ｔ●●ｕ ］蛇。

马蛇(子)［ ｃｍA ］蜥蜴。

燕蝙蝠［ ｃｙｎ/ｍｉｎ  ｃｐｉ ｆｕ］蝙蝠。

勒勒蛛［ ｃ1 ｃ1 ｃｔ●］蜘蛛。

白子［ｐ  ｃｔ●］蝇卵。

刀螂［ ｃｔｕ 1ｕ ］螳螂。

儿［ ｃｔｓｉｒ］蝉的成虫。

蝼猴儿［ ｃｔｓｉ 1ｏｕ  ｘｏｕｒ ］蝉的幼虫。

蜓蜓儿［ ｃ ｔ●ｉ ｃｔ●ｉｒ］蜻蜓。

章蛙子［ ｃｔ ｕａｉ /ｕ ］青蛙。

青蛙子［ ｃ ｔｓ●ｉｕａｉ /ｕ ］

荡子［ ｃｋ ｃｋ ｔ  ］蝌蚪。

老 子［ ｃ1ｕ ｐｕ  ］孵雏的母鸡。

蚧疤子［ｃ●ｉ  ｃｐA］蟾蜍。

麻伸搅［ ｃｍA ｃｎ ｃｔｓｉｕ］蚂蟥。

房舍器物

照壁［ｔｕ ｐｉ /ｐｎ ］遮在街门后的一堵短墙。

釜突［ｆｕ ｔ●ｏｕ (＜ｔ●ｕ )］烟囱。

(南)倒厅［ ｃｎａｎ ｔｕ  ｃｔ●ｉ］四合院南屋。



明间儿［ｍｉ  ｃｃ●ｉｎｒ］进出堂屋的房间。

稍间儿［●ｕ  ｃｃ●ｉｎｒ］堂屋靠两面山墙的房间。

配间儿［ｐ●ｅｉ  ｃｃ●ｉｎｒ］夹在稍间和明间之间的房间。

厢屋家［ ｃｓｉ ｕ ｃｃ●ｉA］四合院东、西屋。

将军盔［ ｃｔｓｉ ｃｃ●ｙｎ ｃｋ●ｕｅｉ］圆形尖顶小屋。

仰棚［ ｃｉｐ● ］用纸扎的天棚。

家(巴)什儿［ ｃｃ●ｉA ｃｐA●ｉｒ］工具的泛称。

钱褡子［ｔｓ●ｉｎ  ｃｔA ］旧时用来盛铜钱的钱袋。

［ ｃｋ●ａｎ］敞口砂罐子，字又作“坩”。

草 ［ ｃｔｓ●ｕ ｃｋ］大绳。

铺衬［ ｃｐ●ｕ ｔ●●ｎ /ｔ●● ］碎小布头。

(手)戳［ ｃｏｕ ｃｔ●●ｕｏ］图章。

墼［ ｃｔｓｉ］土坯。

(水)梢［ ｃ●ｕｅｉ ｃ●ｕ］水桶。

人事

汉子［ｘａｎ ｍ］①泛指男人②专指丈夫。

小月子孩子［ ｃｓｉｕ ｃｙｘａｉｒ ］初生不久的婴

儿。

(小)月子鸽(儿)［ ｃｓｉｕ ｃｙ ｃｋAｒ］

小子［ ｃｓｉｕ ］男孩儿。

撸生子［ ｃ1ｕ ｃ● ］非科班出身的手艺人。

力巴头［1ｉ  ｃｐAｔｏｕ ］外行的人。

初步啦子［ с●●ｕｐｕ1A ］刚学会干某事的人。

二样子［ ｃ●ｉ ］两性人。

双棒子［ ｃｕ ｐ ］孪生兄妹。



庄稼把子［ ｃ●ｕ ｃ●ｉA ｐA ］农民。

老乡熊［ ｃ1ｕ● ｃ●●ｉ ●ｙ ］对乡下人、农民的贬

称。

老牛婆［ ｃ1ｕ ｃｎｙｐ●ｏ ］旧时对接生员的蔑称。

戏子［●ｉ ］旧时对舞台艺人的蔑称。

耍藏眼儿［ ｃｕAｔｓ●  ｃｉｎｒ］玩魔术、杂耍儿。

钴镂子［ｋｕ  ｃ1ｏｕ ］锔锅碗盆的匠人。

伙计［ ｃｘｕｏ ｃ●ｉ］①旧时被雇佣者(农、商业的长工、短工、店

员)。②伙伴。③中年以上夫妻互称(背称，面称时为昵称)。

拐老婆［ ｃｋｕａｉ● ｃ●1ｕ● ｃ●ｐｏ］女姘头。

拐汉子［ ｃｋｕａｉ ｘａｎ  ｍ］男姘头。

断道的［ ｃｔａｎ ｔｕ ｔｉ］剪径的强盗。

红胡子［ｘｕ ｘｕ ］强盗。

和局的［ ｃｘｕｏ ｃ●ｙ ｔｉ］中间人。

亲属称谓

姥爷［ ｃ1ｕ ｉ］外公。

姥娘［ ｃ1ｕ ｎｉ］外婆。

丈爷［ｔ ｉ］岳父(背称)。

丈母(娘子)［ｔ  ｃｍｕ ｎｉ ］岳母(背称)。

连襟［ ｃ1ｉｎ● ｃ●ｃ●ｉｎ］妻子的姊妹的丈夫(背称)。

亲爹［ ｃｔｓ●ｉｎ● ｃ●ｔｉ］义父。

亲妈［ ｃｔｓ●ｉｎ● ｃ●ｍA］义母。

亲儿［ ｃｔｓ●ｉｎ● ｃ●●］义子。

外头(的)［ｕａｉ ｔ●ｏｕ ｔｉ］妻子对丈夫的背称。

家里儿的［ ｃｃ●ｉA ｃ1ｉｒ ｔｉ］丈夫对妻子的背称。



身体器官

后脑勺子［ｘｏｕ  ｃｎｕ ｕｏ ］后脑骨。

后巴骨子［ｘｏｕ  ｃｐA ｋｕ ］

脖颈子［ｐｏ  ｃｋ ］脖子。

颜脸盖(儿)［ ｃｉｎ 1ｉｎ  ｋａｉｒ］前额。

眼之眉［ ｃｉｎ ｔ● ｃ●ｍｅｉ］眉毛，又称“眼之毛(儿)”。

●水［ ｃｔ● ● ｃ●ｕｅｉ］口水。

舌根［ ｋｎ］舌头。

嗓根头子［ｓ  ｃｋｎｔ●ｏｕ ］通指嗓子。

脊梁杆子［ ｃｔｓｉ1ｉ ｃｋａｎ ｍ］脊柱；后背。

大梁刺［ｔA  ｃ1ｉｔｓ● ］脊椎骨。

鼻脐(眼子)［ｐｉ ｔｓ●ｉｏｕ ｃｉｎ ｍ］

腰子［ ｃｉｕ ］肾。

棱盖［ ｃｐｏ 1 ｋａｉ ］膝盖。

干腿［ ｃｋａｎ ｃｔ●ｅｉ］小腿。

医病

抓药［ ｃｔｕA ｃｉｏ］买药(多指买中药)。

不舒擞［ ｃｐｕ ｃ●ｓｏｕ ］不舒服；特指轻微的病痛。

蹲肚子［ ｃｔｎ ｔｕ ］拉痢疾。

发疟子［ ｃｆａ ｃｉｏ ］疟疾。

痨疾［1ｕ  ｃｃ●●ｉ］肺结核。

扎裹病［ ｃｔA ｃｋｕｏ(＞ｋｕ)ｐｉ ］治病。

扩儿疤了［ｋｕｏｒ  ｃｐA1］结疤。

●子［ｐｉｕ ］傻子。



敛敛肩［ ｃ1ｉｎ ｃ1ｉｎ ｃｃ●ｉｎ］肩膀前倾，又叫“哈

膀儿”。

雀迷眼［ ｃｔｓ●ｕｏ ｍｉ  ｃｉｎ］夜盲。

破豁子［ｐｏ  ｃｘｕｏ ］兔唇。

吐舌子［ ｃｔ●ｕ ］发音不清。

结巴子［ ｃｃ●ｉ ｐA ］口吃。

服饰

棉袄［ ｃｍｉｎ● ｃ●ｕ］通常读成合音［ ｃｍｉｕ］。

夹袄［ ｃ●ｉA● ｃ●ｕ］通常读成合音［ ｃｃ●ｉｕ］，读成

合音时，必加子尾，依律读［］。

裤衩(子)［ｋ●ｕ  ｃｔ●A ］裤头。

汗流(儿)［ｘａｎ 1ｉｏｕｒ ］夏天穿的背心。

漏肩(子)［1ｏｕ  ｃｃ●ｉｎ ｍ］棉背心。

瓜皮儿［ ｃｋｕA ｃｐｉｒ］瓜皮帽。

帽头［ｍｕ ｔｏｕ ］旧时老头所戴的毡帽，形似国际帽。

兜子［ ｃｔｏｕ ］肚兜儿。

护巾［ｘｕ  ｃｃ●ｉｎ］儿童所服，形似围裙儿而小，只罩住上

衣。

纥漏儿［ ｃｋ/ ｃｋA 1ｏｕｒ］

破破［ ｃｐｏ ｃｐｏ］尿布。

毡窝子［ ｃｔａｎ● ｃ●ｕｏ ］毡靴子。

饮食

啖饭［ ｃｔａｉ ｆａｎ ］吃饭(一种比较粗俗的说法)。

朝饭［ ｃｔｎ ｆａｎ ］早饭。



晌［ ｃ］午饭，如“吃～了”。

夜饭［ｉ ｆａｎ ］晚饭。

(稀)饭［ ｃ●ｉ ｆａｎ ］粥的泛称。

汤［ ｃｔ●］面条。

［ ｃｋｕ ｔA(＞ｔ＞ｔ)］①水饺，又作“ ”。②

体积小的球状物，多称为［ ｃｋｕ ●A］。

汤［ ｃｋｕ ｔ ｃｔ］疙瘩汤。

粑粑［ ｃｐA ｐA］玉米饼子。

饽饽［ ｃｐｏｐｏ］圆形馒头。

子［ ｃｃ●ｙｎ ｍ］长方体形馒头。

菜角子［ｔｓ●ａｉ  ｃｃ●ｉｏ ］包子。

干粮［ ｃｋａｎ 1ｉ(＞1ｉ)］蒸烙的干面食；外出时带的饭

食。

火烧［ ｃｘｕｏ ｕ/ｏｕ］烙饼的一种。

蒸［ ｃｉｎ ｃｔ］《广韵》《类篇》作“ ”。近熟

的湿小麦在水磨上磨成条形，然后在锅上蒸的一种面食。

引子［ ｃｉｎ ｍ］酵母。

面酵子［ｍｉｎ  ｃ●ｉｕ ］加酵母发酵的稀面糊，作

用是扩大了酵母的量。

糖球［ｔ● ｃ●●ｉｏｕ ］糖葫芦。

清酱［ ｃｔｓ●ｉ ｔｓｉ ］酱油。

忌讳［ｃ●ｉ ｘｕｅｉ ］醋的讳称。

渣［ ｃｔA］小豆腐。

盐就［ ｃｉｎ ｔｓｉ ］下饭用的小咸菜。

细 子［ｓｉ ｋｕｏ ］桃酥。

盘鱼［ｐ●ａｎ  ｃｙ］宴席中间上的一道主菜，带鳞的重一斤以上



的全鱼。

红白事

过事件［ｋｕｏ  ｋｎ］办婚事。

将媳妇(儿)［ ｃｔｓｉ ｃｓｉ ｃｆｕｒ］娶媳妇。

出门子［ ｃｔ●● ｃｍｎｍ］女子出嫁。

白事件［ｐ  ｋｎ］丧事。

丢啦［ ｃｔｉｏｕ 1A］小孩死的讳称。

老啦［ ｃ1ｕ 1A］老人死的讳称。

日常生活

营生［ ｃｉ ｃ］活计；职业。

揽水［ ｃ1ａｎ ｃｕｅｉ］游泳。

打嗝(儿)［ ｃｔA ｃｋｒ］气逆出，如“打饱嗝”。

打钩儿［ ｃｔA ｃｋｏｕｒ］因噎而出气。

歇息［ ｃ●ｉ ｃｔｓ●ｉ］休息。

打带哧［ ｃｔA ｔａｉ  ｔｓ●ｉ ］打喷嚏。

打哈吸［ ｃｔA ｃｘA ●ｉ ］瞌睡时的呼气动作。

站站儿［ｔａｎ ｔａｎｒ］玩儿。

拉饥荒［ ｃ1A ｃｃ●ｉｘｕ(＞ｘｕ)］欠债；挪借(款项)。

戳［ ｃｔ●ｕｏ］①赶趁，如“～集头子”(即《水浒》中的“绰座儿”

的“绰”)。②瞅机会沾小便宜，如“～烟儿抽”。

交往

有来往［ ｃｉｏｕ 1ａｉ  ｕ ］双方有人情方面的交际。

出门儿［ ｃｔ● ｃｍｎｒ］走亲戚。



串门子［ｔ●ｕａｎ  ｃｍｎ ｍ］到邻里、亲友家去玩。

啦呱儿［ ｃ1A ｃｋｕAｒ］闲谈。

闲 ［●ｉｎ  ｃｐａｉ］。

卖黄县套(子)［ｍａｉ ｘｕ ●ｉｎ ｔ●ｕ ］

说好听的，不办事。

嘴子［ ｃｔｓｅｉ ］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

背黑锅［ ｃｐｅｉ ｃｘ/ ｃｘ ｃｋｕｏ］被人误解而又不加解

释或无法解释。

多嘴撩舌［ ｃｔｕｏ ｃｔｓｅｉ 1ｉｕ  ］多嘴。

挑刺［ ｃｔ●ｉｕｔｓ●］挑毛病。

商业

做买卖［ｔｓｏｕ  ｃｍａｉ ｍａｉ ］经商。

包圆儿［ ｃｐｕ ｙｎｒ ］全部包下。

发饷［ ｃｆA ｃ●ｉ］开工资。

店［ｔｉｎ ］专指旅店。

推头棚［ ｃｔ●ｅｉｔ●ｏｕ ｐ ］理发馆。

文教

书房［ ｃ● ｆ(＞ｆ)］学校。

上书房［  ｃ●ｆ(＞ｆ)］上学。

号学［ｘｕ ●ｉｏ ］开学的第一天学生到校。

号书［ｘｕ  ｃ●］

蹲级［ ｃｔｎ ｃｃ●ｉ］留级。

●高跷［ ｃｔｓ● ｃｋｕ ｃｔｓ●ｉｕ］踩高跷。

武老二［ ｃｕ ｃ1ｕ ● ］快板书。



趴毛儿［ ｃｐ●A ｃｍｕｒ］捉迷藏。

动作

［ ｃｐ●］踢。

●［ ｃｃ●ｙｎ］

［ ｃｘａｉ］打(多指打人)。

捞［1ｕ ］用手轻摸，经常重叠使用。

［ ｃｔｉｎ］捣；打。

稳着［ ｃｕｎ ｍ］放下；放好。

招着［ ｃｔｕ ］搀扶。

拐着［ ｃｋｕａｉ ］挎着(篮子一类的东西)；肘头着物以支撑上身。

刷［ ｃｕA］用指甲挠人。

摸擞［ ｃｍｏ ｃｓｏｕ］①抚摸。②去掉。③偷。

撩手［ ｃ1ｉｕ ｃｏｕ］不干了。

打流须［ ｃｔA ｃ1ｉｏｕ ｃｓｙ］拍马屁。

噘人［ｃ●ｙ  ｃｉｎ］骂人。

叨叨［ ｃｔｕ ｔｕ］①唠叨。②借别人的东西。

絮叨［ｓｙ  ｃｔｕ］唠叨。

信思［ｓｉｎ ｓ］考虑。

踢蹬［ ｃｔ●ｉｔ］糟蹋；糟糕。

暖［ ｃｎａｎ］扎、刺。

赶弄［ ｃｋａｎ 1ｕ］巴结(程度轻)；讨好。

上付［ａ  ｆｕ］

某量着［ ｃｍｕ ｃ1ｉ ］估计。

发急［ ｃｆA ｃｃ●ｉ］焦急、着慌。

眼气［ ｃｉｎ ｃｃ●ｉ］眼红；使人眼红。



罕喜［ ｃｘａｎ ｃ●ｉ］羡慕，眼馋。

喜罕［ ｃ●ｉ ｃｘａｎ］喜欢。

烦气(人)［ｆｎ ｃ●●ｉ  ｃｉｎ］讨厌；使人讨厌。

格厌(人)［ｋ ｉ  ｃｉｎ］

打拨啦［ ｃｔA ｃｐｕ1ｏｕｒ］有意干扰。

拢不够［ ｃ1ｕ ｃｐｕ ｋｏｕ ］够不着。

勒筛［ ｃ1ａｉ ｃａｉ］撒娇；撒娇的样子(形容词)，有 AABB

重叠式。

作索［ ｃｔｓｕｏ ｓｕｏ］糟蹋。

轨伙儿［ ｃｋA ｃｘｕｏｒ］①结伙。②再婚(一般指中老年)。

(害)澹［ｘａｉ ｔａｎ ］羞、臊；害羞。

掉向［ｔｉｏ ●ｉ ］迷失方向。

糊迷［ｘｕ  ｍｉ ］

懒待［ ｃ1ａｎ ｔａｉ/ｔ］不愿意，能愿动词，不单说。

形容词

二思［● ｓ］主意不定。

糙［ ｃｔｓ●ｕ］差；不好。

伧［ ｃｔ●ｎ］丑、不好看(多指人)；讥人臭美。

褪旧［ｔ●ｎ  ｃ●ｉｏｕ ］(衣物被褥)陈旧。“褪脚子”指陈

旧的衣物被褥等。

委秽［ ｃｕｅｉ ｃｓｅｉ］肮脏，不干净。

拉乎［ ｃ1A ｘｕ］

癞待［1ａｉ ｔａｉ ］不利索，有 AABB重叠式。

温突［ ｃｕｎ ｔ●ｕ ］温度不太高(多指水)。

笨拨啦出(的)［ｐｎ  ｐｕ 1A ｃｔ● ｔｉ］笨手笨



脚。

咤煞［ ｃｔA A］(小孩子)不守规矩，对大人或长辈有不礼貌的行

为。

上头［  ｔ●ｏｕ］也说作“上头上脸”。

出窕［ ｃｔ●● ｔ●ｉｕ］体形相貌比较标致。

浑实［ｘｕｎ  ］体格壮实。

笨葫芦种［ｐｎ  ｘｕ  1ｏｕ  ｃｔｕ］笨蛋。

精细［ ｃｔｓｉ ｓｉ ］精明、机灵。

悭［ ｃｃ●ｉｎ］①吝啬。②轻易不允别人的求助。“悭蹦子”指具有

这种性格的人。

酋［ｔｓ●ｉｏｕ ］吝啬、小气，如“酋疙瘩”。

蛆［ ｃｔｓ●ｙ］“蛆搅包子”指吝啬的人；嫉妒心较强的人。

夹惜［ ｃｃ●ｉA ｔｓ●ｉ］

捏些［ ｃｎｉ ｓｉ］

磕鼻［ ｃｋ●Aｐｉ］霉气。

踹［ ｃｔ●ｕａｉ］顽皮、乖张(多指小孩)。

马流［ ｃｍA 1ｉｏｕ］顽皮(多指儿童)。

得擞［ ｃｔ ｓｏｕ ］轻佻，不稳重。

嚣［ ｃ●ｉｕ］薄；轻薄不稳重。

得搂［ ｃｔ 1ｏｕ ］办事不爽快。

张弄［ ｃｔ 1ｕ ］张狂；经营料理。

稠儿稠儿的［ｔｏｕｒ ｔｏｕｒ ｔｉ］浓稠。

担以［ｔａｎ ｉ］很值得，能愿动词，不单说。如～～亲，～～笑。

中乎来子［ ｃｔｕ ｘｕ  ｃ1ａｉ ］中等水平。

中当中［ ｃｔｕ ｔ  ｃｔｕ］

截囊的［ ｃｔｓｉ ｃｎ ｔｉ］形容东西散碎。



老鼻子了［ ｃ1ｕ ｐｉ  1A］很多，不定量数词。

老(翅)起了［ ｃ1ｕｔ● ｃ●●ｉ1A］

几好的［ｃ●ｉ  ｃｘｕ ｔｉ］

没两个［ｍｏ  ｃ1ｉ ｋｕｏ ］很少，不定量数词。

没点儿［ｍｏ  ｃｔｉｎｒ］

没丁儿［ｍｏ  ｃｔｉｒ］

多所［ ｃｔｕｏ ｃｕｏ］多少，疑问代词，只用于问语。

整个郎儿［ｔ  ｋｕｏ  1ｒ ］整个儿。

煞实［ ｃA  ］扎实、结实、地道。

啬刻［ ｋ●］力难胜任。

早班［ ｃｔｓｕ ｃｐａｎ/ｐｎ］早。

挡害［ ｃｔ ｘａｉ ］妨碍。

贱材［ｔｓｉｎ ｔｓ●ａｉ ］下贱。

下材［●ｉA ｔｓ●ａｉ ］

真装［ ｃｔｎ ｃｔｕ］地道。

暄透［ ｃ●ｙｎ ｔ●ｏｕ ］松软。

娇之［ ｃ●ｉｕ ｃｔ］挑食。

欢喜［ ｃｘｕａｎ ｃｃ●●ｉ］①高兴。②生小孩子的讳称。

飒利［ｓA  ｃ1ｉ］精干利索。

扫倜［ｓｕ ｔ●ｉ］

悟灵［ ｃｕ 1ｉ ］手灵巧。

打腰［ ｃｔA ｃｉｕ］走运；吃得开。

格射［ ｃｋ  ］(装束、打扮，行为等)与众不同(含贬义)；好

显示自己。

瞻扬［ ｃｔａｎ ｉ］傲慢的样子；好表现自己的样子。有 AABB

重叠式。



涨巴［ｔ  ｐA］以财势欺人的傲慢样子；也说作“涨人”。

方位

当个中儿［ ｃｔ ｋｕｏ ｔｕｒ ］中间。

四围遭儿［ｓ  ｃｕｅｉ ｃｔｓｕｒ］周围。

这边啦儿［ ｃｔ ｐａｎ lAｒ］这周围。

这啦块儿［ ｃｔ 1A ｋ●ｕａｉｒ ］

跟儿底下［ ｃｋｎｒ ｃｔｉ ●ｉA］跟前。

赶后儿［ｋａｎ  ｘｏｕｒ ］后来。

代词

旁人［ｐ●  ｃｉｎ］别人。

么儿［ｍｏｒ ］什么。

么样儿［ｍｏ  ｉｒ ］什么样。

为么儿［ｕｅｉ  ｍｏｒ ］为什么。

弄么儿［ｎｕ  ｍｏｒ ］干什么。

这期儿［ ｃｔ ｃ●●ｉｒ ］这段时间。

这场儿［ ｃｔ ｃｔ●ｒ］近指，这儿。

那场儿［ ｃｎｉ ｃｔ●ｒ］远指，那儿。

哪场儿［ ｃｎA ｃｔ●ｒ］疑问代词，哪儿。

副词

才刚儿［ ｃｔｓ●ａｉ ｃｃ●ｉｒ］刚才。

刚(大)刚［ ｃｃ●ｉ ｔA ｃｃ●ｉ］正好，刚好。

赶相应儿［ ｃｋａｎ ｃｓｉ ｃｉｒ］赶巧。

久(溜)的［ ｃｃ●ｉｏｕ ｃ1ｉｏｕ ｔｉ］及早、赶快。



备不住［ｐｅｉ  ｃｐｕ ｔ● ］说不定。

眼看(着)［ ｃｉｎ ｋ●ａｎ  ｍ］很快。

眼望着［ ｃｉｎ ｃｕ ］干着急而又无可奈何地。

眼睁睁儿［ ｃｉｎ ｃｔ ｃｔｒ］

眼瞅着［ ｃｉｎ ｃｔ●ｏｕ ］眼见得。

带强(儿)［ｔａｉ  ｃ●ｉｒ ］勉强地。

到老［ｔｕ  ｃ1ｕ］永远；仍旧；一直；一向；始终。

管多(儿)［ ｃｋｕａｎ ｃｔｕｏｒ］一向。

随跟着［ｓｅｉ  ｃｋｎ ｍ］立刻、马上。

闲么站儿［●ｉｎ  ｍ  ｔａｎｒ ］出乎意料；有意

无意地。

凿实［ ｃｔｓｕｏ  ］确实地。

大顿儿［ｔA  ｃｔｅｉｒ/ ｃｔｎｒ］越发地。

特为地［ｔ /ｔ● ｕｅｉ ｔｉ］故意地。

就里［ｔｓｉｏｕ  ｃ1ｉ］顺便。

一遭儿［ ｃｉ ｃｔｓｕｒ］统统；全部。

统共(弄)儿［ｔｕ ｋｕ  ｃ1ｕｒ］总共。

合共(弄儿)［ ｃｘｕｏ ｋｕ  ｃ1ｕｒ］

差没点儿［ ｃｔ●Aｍｏ  ｃｔｉｎｒ］差一点儿。

恐么［ ｃｋｕ ｍ］恐怕。

(从)本底儿［ｔｓｕ  ｐｎ  ｃｔｉｒ］本来。

天早儿［ ｃｔ●ｉｎ ｃｔｓｕｒ］趁早。

坐地窝儿［ｔｓｕｏ  ｔｉ  ｕｏｒ］当初。

忽啦巴儿［ ｃｘｕ 1A  ｃｐAｒ］突然；偶然。

大不瞧儿［ｔA  ｃｐｕ ｔｓ●ｉｕｒ ］偶然。

大约某［ｔA ｉｏ  ｃｍｕ］大约。



大某量［ｔA  ｃｍｕ1ｉ ］

第二节 谚语和歇后语

谚语

气象类

早起雾笼头，晌午晒葫芦。

人黄有病，天黄有雨。

天有老龙斑，下雨不过三。

日落照，提笼着裤子没场儿尿。

朝刮三，夜刮四，晌午起风刮一时。

星儿纰，晒死鸡；星儿密，要下雨。

玉皇山戴帽儿，不是拉屎就是尿尿儿(要下雨的意思)。

不怕初一下大雨，就怕初二没好天(若初二天气不好，往往上半个月多为不

好的天气)。

秋雨不过沟，下哪儿哪儿收。

八月皱皱九月温，十月还有个小阳春，冬至月儿刚得冷，腊月就打春。

农事类

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种地不使粪，等于瞎胡混。

买卖本发，庄稼粪发。

六月六，看谷秀。

清明耕一半，谷雨种一半。

干天锄头带雨，涝天锄头带火。



豆子开花，捞鱼摸虾。

有粮无粮看籽粮(庄稼秸杆儿)。

熟一朝，麦熟一晌。

春雨贵起油，连下三场就不收。

麦盖三床被(下三场雪)，搂着饽饽睡。

事理类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辈子穷。

越吃越馋，越坐越懒。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

师傅领进门，修练在个人。

你家有黄金，领居有戥子。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人多懒，龙多旱，媳妇子多了婆办饭。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好汉子争气，赖汉子争食。

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

不怕不认货，就怕货比货。

多年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强扭的瓜儿不香甜，捆绑的夫妻不美满。

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仗不记仇。

守好邻，学好邻，巫婆的闺女会跳神。

耕地看拖拖，将媳妇看哥哥。

有智不论年高，无智空活百岁。

行船自有行船日，就怕艄公没好天。



吃东西的日子短，见人儿的日子长。

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当马牛。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人敬有的，狗咬丑的。

树大自直，女大自俏。

心给知人，饭给饥人。

打死的是犟嘴的，灌死的是会揽水的。

眼经不得手经，手经不得常舞弄。

歇后语

砖头刻戳儿(印章)--不是恁么块料儿。

戴着乌纱弹棉花--有功(弓)之臣。

蝎子掉儿磨眼里--一磨一折(蜇)。

拐着小篓卖桑枣儿--混充果木行儿的人。

吃大烟拨灯棍儿--各事归各码。

蚧疤子跳儿脚背上--不咬人格厌人。

三佛山的狼--装瘸。

绕涧的砂碗--没有次(瓷)货。

家雀子(麻雀)吃苞米--量呛。

长虫吃蚧巴子(蟾蜍)--歹(啖)毒。

大喜子他妈喝面(吃面条)--没有数儿。

北山二子(山里人)吃蟹子--没场儿下嘴。

武大郎儿贩海蜇--人熊货也熊。

娘儿俩出门子--各顾各。

马三子挂家谱--骑着驴找驴。



搂草打兔子--当捎带。

要饭儿的骑着驴--架不住(攀比不得)有。

大伯子背着兄媳妇(弟媳)过河--出儿力不讨好儿。

罗锅子上山--钱(前)紧。

打杠子的遇着断道的--黑吃黑。

蟹子过河--创(竖立)起眼了。

辫子上挂秤砣--打腰。

西瓜滚儿油篓里--成儿滑蛋了。

戴着苇笠儿亲嘴--差的远。

磨道上的驴--听呵。

光着腚儿骑刺猬--架不得。

二尺布缝儿个大褂儿--不够斤(襟)。

所粪筐子盛饽饽--使不得。

扛着犁犋下四川--经(耕)过大地了。

猪尿泡子打人--不疼恼人心。

家雀子跟着燕蝙蝠飞--熬儿眼儿遭儿罪。

豆腐掉儿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

正月十五贴门神--晚儿半个月了。

双门角(一种尖头蚂蚱)戴笔帽儿--尖头分子。

臊水狼子(黄鼠狼)上门楼儿--晕道道的。

地老鼠跑磨道上--混充大尾巴驴。

山猫子(山里人)赶海--不识潮流。

土地老子打灾(降灾)--为的一桌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