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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溪方言 民俗词

朱宁秀

(黄山人民广播电台.安徽 黄山245仪K])

    摘 要:绩溪民俗词是绩澳民俗历史发展和绩澳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绩澳民俗词是绩澳民俗事象在

方言中的反映，是绩澳方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绩涣方言区别于其它方言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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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徽语”，是通行于皖南歇县、绩溪、推德、

屯溪、休宁、黔县、祁门、宁国(限于南部洪门乡等

地)、东至(限于东南郎木塔一带)、石台(限于占大

区)等市县的话。Ilf绩溪方言属于皖南徽语。

    绩溪方言既是绩溪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绩溪

文化的载体。口授传播与口授传统是司空见惯的民

俗流传方式，与绩溪方言区民俗活动关系最密切的

语言要素就是绩溪方言词汇，许多绩溪民俗活动内

容以绩溪方言词汇(包括成语、俗语)的方式出现。因

此，绩溪方言中含有绩溪民俗内容的词就是绩溪民

俗方言词，即绩溪民俗词。

一、绩溪民俗词的演变过程

    绩溪民俗词是绩溪方言与绩溪民俗在长期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凝结体，是绩溪

民俗历史发展和绩溪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

    首先，绩溪民俗词的产生和发展以客观存在的

绩溪民俗事象为基础。温端政先生说:“民俗是第一

性的，先有某种民俗，然后才产生和这种民俗相联

系的方言词语。民俗的形成与推广必须借助于一定

的语言形式，必须有一套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独特

的词语。”12ps 因为信仰、情感、心态等原因而在日常

生活如衣、食、住、行等方面产生某种民俗活动，之

后才有可能出现标示这种民俗的词，并被巩固在这

个词的语音形式里，形成相应的词义。先有绩溪人

生前替自己建坟墓的厚葬风俗，才会有“结撑”这一

表明完成此工程的民俗词，以及表示将丧事办理完

毕的民俗词“安山”等。

    其次，部分绩溪民俗词是绩溪方言语音词汇系

统发展演变的结果。有些绩溪民俗及其相应民俗词

的出现是以绩溪方言特点为基础的。流行于绩溪县

民间宴席的“十碗八”，是一种民间套菜，由10个大

菜(点心)、8道冷碟组成。但是冷碟中必须有瓜子、

花生2个碟，寓意“加子加孙，福泽绵长”，原因是绩

溪方言中的“瓜”与“加”、“生”与“孙”同音。普通的

10道大菜中必须有炖鸡、肉圆、全鱼这几样大菜。寓

意“吉祥”、“团圆”、“年年有余”，因为“鸡”与“吉”、

“鱼”与“余”同音。还有大年初一大拜年，家家都会捧

出一道由红枣和板栗做成的“枣栗茶”，取谐音“早

利”，祝福早早得利。对于青少年来说，这里边还有一

层“早立”成人的意思。

    另外，根据不同方言区之间民俗词的对应情

况，可分为有对应绩溪民俗词和无对应绩溪民俗

词。

    有对应绩溪民俗词是指反映不同方言区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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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俗事象的词。一般通过“翻译”就能为不同方言

区域的人所理解。它又可细分为:名异实同绩溪民

俗词和名同实异绩溪民俗词。

    名异实同是指与绩溪民俗具有相同内容、相同

程序的民俗活动用不同方言、有不同命名的民俗

词。如办喜事宴请时，亲朋好友赴宴表庆贺需“拿红

包”，绩溪人却之为“担恭喜”;给长辈“庆寿”，绩溪

人称之为“做生”;妇女怀孕“报喜”，绩溪人称之为

“做催生”。。详阵支巧

    名同实异是指与绩溪民俗具有不尽相同内容、

程序的民俗活动用不同方言、有相同命名的民俗

词。如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节”这一民俗词，在宣州

市徒有虚名，方言中有该词却无相应民俗活动。而

在绩溪方言中不但有此词还有实际内容，这一天，

农家有早餐吃米粉饼糊，中午吃棕子的民俗。再如

“端午节”这一民俗词，很多地方都有此词，但是具

体的民俗活动却各有不同，有的地区以棕子纪念屈

原，有的地区以赛龙舟祭奠屈原，绩溪人却大门插

艾草、蒲剑，洒雄黄酒驱邪，午餐必吃览菜烧豆腐、

腌大蒜、腌鸭蛋，晚上小孩玩草龙。节日习俗各有侧

重，又都不乏祝福纳吉的内容。I’Jl盼

    无对应绩溪民俗词是指反映绩溪民俗特有的、

在其他地方方言中没有或找不到与其对应的民俗

词。这种词有非常鲜明的绩溪特色，突出反映了绩

溪人民的历史、文化、生活特点。绩溪人娶亲，喜日

前一天去岳父家搬嫁资，嫁资里装利市果子，进门

后，众人抢取，谓抢“发利市”。迎亲队伍到达之后，

在岳父家门外，数送“开门纸包”后，才开门迎人。花

轿进门后，待嫁姑娘回房沐浴，穿“离娘衣”，上床悟

被窝后上轿。这里的“发利市”即百子糕、花生、瓜

子、枣子、栗子、鸡蛋等;“开门纸包”即内装钱的红

纸包;“离娘衣”即白色内衣，四角订有四眼钱辟邪，

须保存到老。哪哗娜

二、绩溪民俗词的特点

    第一，区域性强。如“盛饭”说成“添饭”;“聊天”

说成“说鳖”;“吝音”说成“小毛”;“能干”说成“有

干”;“道歉”说成“陪小心”;“讲故事”说成“讲古

典”，这与当地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有关。

    第二，具备懊俗性。绩溪民俗词一般不能直接

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具体存在于当地方言中，

通行范围大小不一。

    绩溪民俗词直接源自绩溪某些民俗形态或民

俗事象，其语源就是绩溪民俗典故。要了解、掌握并

能自如运用绩溪民俗词，须熟知绩溪民俗的具体内

容。

    词的意义一般都不是构成词的语素意义的简

单相加。绩溪民俗词更是如此，尤其是无对应绩溪

民俗词。很多词义不是能用现成的词来 “翻译”或

“折合”的，它往往需要用一句话乃至一段话才能说

明白、说透彻。例如嫁女婚俗中，绩溪民俗词“号发”

就是说当男方第三次催亲时，新娘与其母亲要相抱

大嚎，有的人家还请人帮哭，取“发家”之意;“扯红

布”是指迎亲时若逢新娘经期，男方送轿时用三尺

红布对半剪开不剪断，骑挂于花轿顶，发亲时双亲

各扯一半，兆两家红。1411，
    第三，具有趋吉性。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忌讳大

多数源于传统的绩溪民俗习惯，绩溪人借用其他中

性词委婉曲折地表达这种忌讳，或者干脆避开，以

求心理上的安定。如绩溪人在表达“人死”一事时，

从不用“死”这个词，而是用“过辈”、“走了”、“过

了”、“翘辫”、“毕挺”等词来表达。绩溪人外出做生

意门类繁多，但是惟独不做“茵香”生意，因为其音

同“回乡”，避讳因生意清淡而被迫返乡。

    第四，具有时令性。不同的时令，产生不同的地

方习俗，也就诞生了不同的民俗词，这种民俗词具

有一定的专用性。例如绩溪时令节日中，为庆祝土

地老爷生日，家家吃的“龙须面”、“龙须棵”;庆祝立

夏节，县城家家做韭菜、笋丁粉棵，四乡人家做“立

夏包”、“立夏棵”当午餐;下元节(农历十月十五，俗

称“十月半”)农家做包棵，谓“下元包”、“下元棵”祭

祖，酬神;腊八节家家喝“腊八粥”，民间谓孩童“吃

了腊八粥长一岁”。这里的“龙须面”、“龙须棵”、“立

夏包”、“立夏棵”、“下元包”、“下元棵”、“腊八粥”等

词反映了当地民俗活动的时令节日，且为该民俗活

动专有。

    第五，具有行业性。根据不同行业所接触的事

物不同，绩溪方言造就了许多反映不同行业民俗的

民俗词。例如农家第一天拔秧种田，清早要到秧田

点香烧纸、放炮竹，叫“开秧门”。[’ll伽农历六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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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是天公、天母的寿辰，这天农家在田头地角鸣

锣、烧纸、插小红旗，祈求风调雨顺，谓“安苗”。从

“秧”、“苗”可以猜测这两个词与农事有关，属农业

行业的民俗词。再如厨师行业中的民俗活动“赛琼

碗”，在此活动中，案桌上除摆放粗如断柱的大红神

烛、壮如枯牛的会猪和清茶、美酒、果点外，更多的

是用名贵瓷盘、瓷碗盛装至少288道山珍野味，包

括农家精制的象征“五谷丰登”、“吉祥如意”、“鸿福

无边”、“福寿绵长”的各色美味。l’]l阴从民俗词“赛琼

碗”中的“碗”字可以猜测该活动与厨师行业有关。

还有建筑行业的“起屋”，就是指东家择定日期于开

工前告知工匠，届时起屋架、盖瓦、竖门岩，并举行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从“起屋”中的“屋”可以猜测该

活动与建筑行业有关。

    绩溪方言民俗词是绩溪民俗事象在绩溪方言

词汇中的积淀，是绩溪方言词的有机组成部分，研

究绩溪方言民俗词让人们感受到了绩溪民俗文化

熠熠生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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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商业资本的来源

    徽州人开始经商的资本，多为自己劳动所得的积累和借货，也有的是佃仆提供的田租和山租，或依靠共

同出资、委托出资、宗族资助或妻家提供资金(嫁妆)，或由上辈遗产转化为资本。依靠劳动收入、佃仆租金、借
货作资本经商者，一般是独立的小本经营，逐渐致富。如救人汪玄仪世代为农，开始从商时，仅聚3个月的粮

食作为资本，去河班等地经营盐业致富。依靠遗产或乡党族友集资经商的，资本较为雄厚，经营规模也较大。

明嘉靖时，欲人方景真才15岁，其祖父和父亲就授资，让他去经商。又怕他年幼乱花钱，便把钱交给管家存起
来，只许他支取利息使用。方景真开始经商就瞄准山东的棉花市场，一次就贩运了两大船至武进县。

    徽商以资本大小分为上贾、中贾、下贾，百万为上贾，二三十万为中贾，余为下贾，等级很严，并直接影响

到社会地位。汪道昆说，每当徽商聚会时，“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盐商资本最充实，清乾隆时资

本以千万计，次亦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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