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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升在社会的末梢地带挖掘方言的宝藏

《青岛方言》
打开青岛的民俗画卷

责编/贾小飞 美编/王斌 审读/王林宏12 2022/10/15 星期六
开卷

宾服

青岛方言保留了大量古语词，而且这些古
语词在普通话和周边地区不大通行，非常有特
色。如“宾服”，意为（心存敬意地）佩服，就是一
个非常古雅的词。《尔雅·释诂》中就说：“悦、怿、
愉、释、宾、协，服也。”宋代的邢昺在其《尔雅疏》中
对“宾”作了解释：“宾者，怀德而服也。”其实要了
解“宾服”的意思最好还是从宾（繁体：賓）字说
起。宾在甲骨文中从宀、人会意，表示屋内有宾
客。有的研究者认为，或许殷商时代赠送钱物的
习俗还未风行，故甲骨文中没有从贝的。到了周
代，诸侯和周边小国朝见天子要进贡，天子宴请诸
侯大臣以及小国贵宾要赠送礼品，当然一定要有
比较贵重的钱物，所以“宾”字在金文中就开始加
贝。王国维在其《观堂林集》中说，“（賓字）上从
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义为宾”，“古者
宾客至必有物以赠之……故其字从贝”。

宾客受到主人的尊敬，故宾字引申为尊
敬。如：

《周礼·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
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
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同时，宾客在主人家里自然要听从主人的
安排，所谓客随主便，故宾字也引申为服从，如：

《国语·楚语上》：“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
所以“宾服”一词也就有了两种含义，一为

“归顺、服从”，一为“尊敬、佩服”。
《汉书·卷四十五》：“南越宾服，羌、僰（Bó）

贡献，东瓯入朝，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
《清史稿·本纪二》：“今朝鲜宾服，察哈尔举国

来附，苟不能抚辑其众，后虽拓地，何以处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他时秦地不过千里，

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
照，莫不宾服。”

以上宾服当为“归顺、服从”之意。
元杂剧《猿听经》第三折：“岂不闻为官者，打

一轮皂盖，列两行朱衣，亲戚称羡，乡党宾服。”
《红楼梦》第八十四回：“不是我说句冒失

话，那给人家做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
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

以上与青岛方言的“宾服”一样，当为“尊
敬、佩服”之意。

家去

在表达“回家”这一意义时，青岛地区一般
不说“回家”、“回家去”，而是说“家去”。牟平方
言、扬州方言也是这种说法。“去”在青岛方言中
只要是出现在句尾，一般不读“qù”，而是发音
弱化读“qi”，有时在句中也读“qi”。其实这种说
法也是古已有之。

《红楼梦》第十回：“况且贾珍尤氏又待的很
好，反转怒为喜，又说了一会子话儿，方家去了。”

“家去”这个词在《红楼梦》中出现就达六十
余次。

《西游记·第四十八回》：“八戒道：‘我们家
去吧。’”

在元代杂剧中更多：
《杀狗劝夫》第二折：“我也怕不的打，我则

背俺哥哥家去。”
《曲江池》第三折：“俺姐姐正望你哩，咱家

去来。”
《西厢记》第一折：“（红云）那壁有人，咱家

去来。”
《破窑记》第二折：“（刘员外云）女孩儿也，

你恋着这个穷秀才，有甚么好处？三千年不能
够发迹。孩儿，你家去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
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方言乡音不仅
是研究古代汉语的活化石和标本，能帮助我们
减少历史的隔膜，更好地欣赏古代文学作品，而
且连接着我们的精神家园。青岛方言如同一串
无形的地域文化基因密码，在不知不觉中影响
着一代代青岛人。

与时间赛跑留住方言

2000年，王建升偶然从报纸上读到一篇谈青
岛方言的文章，“从小熟悉亲切的方言乡音，以一
种全新的感觉扑面而来。”瞬间引燃了他对方言的
关注与兴趣。那一刻，王建升也在遗憾：“文章中
对青岛方言个别词语的用字不太准确，方言的神
采与韵味顿失。”于是王建升萌生了对青岛方言的
词汇本字进行搜集考证的想法。

起初，王建升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重整，就一
些方言特色词，写几篇文章在一些内部刊物及《山
东文学》发表。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青岛方言
是蕴藏极其丰富的语言宝藏。“然而长久以来，关
于青岛方言的研究非常有限。”在搜集资料的漫长
时间中，王建升接触到关于青岛方言最重要的两
本著作。其中最早对青岛方言进行介绍的书籍是
1928年的《胶澳志》，该志书的“民社志·方言”部分
收录了非常有限的方言词汇，大量有文化价值的古
语词和具有地域特色的词汇没有被整理保存。
1997年出版的《青岛市志·方言志》，对青岛所辖各
区市的方言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做了
系统总结归纳，但缺少对方言词汇特点、流变做出
系统全面的描述。“如果不对方言词汇做穷尽性的
收集整理，就无法进行系统研究，诸多方言特点就
难以得到归纳和揭示。”于是王建升下决心编纂一
本词典体例的《青岛方言》。

方言词汇不是“随叫随到”的，也不是自己闭
门苦思、独自搜求所能尽得。在王建升看来，口语
中的方言词汇，有自然流淌出现的机会，当时若无
机缘捕捉，不知要再等多少日子。因此整理方言，必
须拿时间做本。在20多年里，王建升“试图捕捉住
每一个不经意间从口中流淌出来的方言词汇，在
众多历史典籍中寻取每一处与家乡方言有关联的
蛛丝马迹，想以此窥得语言洪流之下一直被忽略
的青岛方言的实面真容，揭示乡音土语背后的众
多隐秘，探求其源与流、脉与根、神与魂。”

因有这样的执念，有了这本《青岛方言》。

藏在典籍中的方言文化

王建升撰写《青岛方言》的前提，是清晰地认
识到方言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多的不是要
去解释，而是要来鉴赏，不是拿手术的刀去解剖，
而是要用文化的心来体味。”

王建升带读者鉴赏方言文化，首先从典籍入
手。“古人造字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字字包含着自
然的启示，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彰显着先人独特的
民族感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词逐渐消
亡，有的散见于古代典籍，不再出现在现代通行语
中。一些令语言研究者在书斋里百思不得其解，
比“之乎者也”更古老的语言现象竟完整地保留在
青岛的方言土语之中。古代文字及音韵学典籍如

《说文解字》《唐韵》《集韵》《广韵》中涉及青岛方言
的词语 80 余处，在古典名著、唐诗宋词、元曲杂
剧、历史笔记中搜集的例句 2900 余条次，大量体
现地域智慧的独特方言词，存留在青岛地区俗语、
谚语、歇后语、歌谣等中的有900余条。正如一位
方言学者所言：“方言的宝藏深藏于社会的末梢地
带。”《青岛方言》将是对这一论述的全面诠释。

展开一幅老青岛民俗画卷

其实方言当中包含着大量历史、地理、民俗等
方面的文化基因，是我们触摸和感知历史不可替
代的渠道之一。同时，对于从小生活在方言环境
中的人们来说，这种具体的方言是他们感受、认识
和联系所有现实外部世界最主要的途径。一个地
域群体所形成并加以定名的观念，在另一地域群体
中可能并不一定存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
种方言就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
生活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青岛方言》注意方言的纵向历史溯源，对众
多方言本字进行了考证，解答了一些方言词汇“只
知其音，不知其字”的问题。王建升从文化的角度
对青岛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进行全新解
读，并将大量青岛地区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民谣
等作为例句穿插其中，同时对众多历史专著、历史
笔记、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词汇进行了
搜集考证，将与青岛方言有关联的词汇引用到词
典例句当中，进一步明晰了青岛方言的历史发展
脉络与文化特征，立体、鲜活地呈现青岛方言的原
貌及魅力所在，也极大增强了本书的趣味性。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鲁生为《青岛方言》做序，在序言中如此评价：打
开这本书，如同翻开一幅方言版的“清明上河图”，
这里有社会百业和人生百态，有乡村农家的柴米
油盐和酸甜苦辣，也有里院市井的嬉笑怒骂与家
长里短，无声的文字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民
俗画卷。

《青岛方言》 王建升 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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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升

王建升王建升（（右右））与熟悉方言的老市民聊天记录与熟悉方言的老市民聊天记录。。

当你谈论方言的时候，只是停留
在逗乐层面么？岛城方言“深度爱好
者”王建升要从文化层面跟你聊聊青
岛方言。他从2000年起，开始进行青
岛方言词汇本字的搜集考证工作，终
于在近日集结出版《青岛方言》，这部
32万字的作品，共收录青岛方言特色
词汇2600余条，并逐一注音、释义、举
例，是第一部全景式呈现青岛方言整
体面貌与特点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