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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部有趣的《宁海话》

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语言丰富。隔山隔水

隔乡音，我国 56 个民族相互之间有语言差异，就在同一个

县城，语言也有所不同，故研究当地的方言土语是研究语

言文学的历史传统。“我啦公司员工陈一兵，格个棺材，相

当聪明，起早落晏，利用休息时间，无孔拔地，挖壁打洞，老

鼠挖屙泞，编写了格本很有特色的《宁海话》，我相后，感触

蛮深。其要我写序，我算嘈呣，不敢落笔。宁海建于西晋

太康元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

遗产不可让其湮没，一兵做了件好事，我于是也只好‘勿懂

装懂，砻糠当谷种’，写上几句，以博大家一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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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人向来既亲情又硬气，这同宁海靠山临海的生活

有关。大海有博大、宽厚、包容之量；高山则有刚强、挺拔、

硬直之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于是形成了宁海人这种独

特的语言风格。初同宁海人接触，总觉得语言有些生硬，音

调“高八度”，大有“宁可同苏州人吵相骂，不肯同宁波人讲

闲话”的感觉。那么宁海人的土话究竟有多少？语言差别

有多大？一兵搜集了宁海话词汇近 3000 个，还有短语、谚

语、歌谣、谜语等等，把早已散落在宁海各地的珍珠般的方

言土语重新拾了回来。这本内容丰富多彩的《宁海话》，让

人读后会觉得妙趣横生，捧腹大笑。

我小时候在家乡西林，常常听父母讲：“前横古洞，呒

柴煮粽，眝着刺蓬，眼笑呒缝。”这是说前横和古渡这两个

村当时没有柴火烧饭，见到路边长的荆棘都高兴。仅仅一

句宁海土话，就把平原不长柴草的原貌讲得透彻了。为了

活跃企业文化，我曾邀请宁海越剧团来如意公司慰问演出。

那晚演出越剧折子戏，其中穿插了一出原汁原味的宁海方

言小品《车间里的故事》，这出小品风趣、幽默、俏皮、滑稽，

博得了满堂彩，员工们都说方言小品非常亲切感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为了便于语言交流，

必须大力普及和推广普通话，这样，才能克服语言隔阂，促

进社会交往，增强全国凝聚力。但是，方言具有委婉、风趣、

诙谐的特点，它不受个人文化程度的限制，能更自然、更贴

切地表达情感。使用方言也要注意场合，不然就会闹出笑

话。例如，我高中毕业去南京当兵，“乡下木佬”上城多少

有点“謯卵白瞪”。可笑的是，我们宁海 17 个老乡一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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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讲的都是宁海话。一次，吃午饭时，大家高喊：“箸拕来，

箸拕来！”这时团政治部高干事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不懂，

瞪大眼睛训我们：“你们在讲什么英语？”宁海土话把筷子

叫做“箸”，其实我们在说“筷子拿来”。更令人搞笑的是：

有一次团里接到任务，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要来

团里视察，团长忙得团团转，每个连举行列队操练，列队时

军人要报数，我们船队士兵列队后，连长命令报数必须口音

清晰、短促、快速、洪亮、有力。开始报数后，当站在我左手

边战友报到“19”时，我脱口而出“一念”，我右手边是一位

安徽籍战友，他听呆了，报不下去，停了下来。此时，连长厉

声批评：“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报下去？”我脸红心跳，

估计连长也没有听清我报“一念”的数字，批评了我右边的

战友，这位战友十分冤枉地说：“我不知道他报的是什么

呀？”连长非常严格，不容解释，厉声道：“重报！”这回轮到

我时，我才快速报告：“20”，对此我心中一直内疚。二十几

年前，我下海办企业，一位领导要我替某企业借款担保，我

做了一回“寿头子孙”。一年后，这家企业的厂长跑了，欠宁

波某投资公司的债要我来偿还，他们把我叫到宁波，债务人

不在，却把我这个担保人叫来，我心中不服，抱冤“做贼格人

逃了，拉屙格人抲牢”。他们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从此，

我下决心要学好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在正式场合和公共场

合要讲普通话，但是，亲人团聚、朋友交流、老乡相见、与邻

居拉家常应该讲宁海话，这是因为方言土语蕴含着浓浓的

乡情，而方言土语的延续，也就自然而然地保留住“宁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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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否则，乡音就会变味，祖先留下

的土话就会消亡，乡情就会无处寄托。我相信，宁海话至少

还会传承几代，甚至有些宁海话将会永久地传承下去，比如

称谓上的“姆妈、阿爸、儿、囡、丈人老倌、丈姆娘 ……”生活

上的“卖面子、竖屋酒、小货铜钿 ……”宗教上的“施焰口、

拜菩萨、行雨龙王、清明加坟、摆摆冷自家哽 ……”行为上

的“张记望记、大下巴、大喔咙、撮便宜 ……”等等，这里不

一一列举。《宁海话》一册在手，宁海话尽在其中！

有人讲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书将无人读，我则以为不

然。虽然自蔡伦发明造纸术，竹简再没有人使用，虽然现代

互联网迅速发展，纸上文字急趋减退，可我这个遗老遗少，

真的不相信，难道书可以不要了吗？纸可以不要了吗？笔可

以不要了吗？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呀！文化总不能不

要吧？不管如何，一兵的《宁海话》，将会在宁海永存。你信

不？我信 !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宁海县文联副主席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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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收录宁海话词汇近 3000 个，短语 46 句，谚语

780 条，歌谣 81 首，谜语 88 条。收录区域主要是宁海城区

的跃龙街道和桃源街道，以上述地区仍在使用的最具特色

的语言作为主要搜集源，并兼收宁海其他地区有代表性的

词汇，在词汇注解后用【】标明方位，未标注的则为城区方

言。

二、与普通话相比较，本书收录词汇的序列为同音同义

字、同音多义字、同音近义字、同音字、近音字、合成字。有

些找不到的字（词），以同音字替代。

三、本书优先注解与普通话不同词义的部分，有 2 种以

上不同词义的，则按词义流行度来排列；与普通话同义并

在方言中使用较广的，按《现代汉语字典》中的注解顺序来

排列，多义的可能会省略后几种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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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注音词汇按宁海话白读朗读；冷僻字或合成字

一般按宁海话白读注音，为了直观易读，在词汇右下角用小

字标明；个别词汇无法用方言白读注音的，则以汉语拼音

注音，但音调可能存在差异。

五、短语是比较流行的方言口语，包含了一些最通俗化

的词汇，但注解的词义并不与短语中的词义一一对应，整句

短语注解只体现整句方言短语的主要含义，如需该词汇详

解，可到前面对应的词汇中查找或比对。

六、谚语、歌谣、谜语中的一些冷僻词汇的注解可能会

与第一部分中的词汇雷同，主要是为读者直接翻阅这部分

内容提供方便。

七、为便于阅读，在书末编撰了《宁海话近音字对照表》

以字母为顺序，以最通俗的白读字作基准发音，后面选用了

3600 个近音字作衬托，由于宁海方言有 8 个声调，可能会

存在读音差异。

八、本书部分资料选自馆藏档案、志书、专著、网络等，

在主要参考书目中均标明出处。其余均由编者通过口头搜

集并核实，由于提供者较多，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敬请见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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