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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吴方言及宁波方言的词汇研究，前人已

经做过不少工作，比较专门的文章有贺巍《吴方

言词语与官话的差异》（见《中国语文》1990 年

第 1 期）、闵家骥、范晓、朱川、张嵩岳《吴方

言词汇概况》（见《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

出版社，1986 年）、朱彰年、薛恭穆、汪维辉、

周志锋《宁波话词汇特点说略》（见《宁波方言

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年）等。本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宁波方言的词汇特点作

进一步论述。文章讨论的“宁波方言”，以宁波

老市区海曙、江东、江北三区话为代表；冷僻字

或有特殊读法的字用国际音标注音，以汤珍珠等

编纂《宁波方言词典》所拟音系为依据。[1] 

一、宁波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差
异 

宁波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比较，绝大部

分词语是相同的。例如：山、水、牛、羊、来、

去、唱、跳、大、小、高、低、准定、暂时等等。

但宁波方言词汇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分五个方

面来说明： 
1. 有些词语是宁波方言特有的，普通话里

没有相应的说法。例如： 

鸟头  鸟音 tio213。人的老练程度（多用于小

孩）：该小人鸟头交关老。 

伯嚭  嚭音 p‘i44。夸夸其谈、好说大话假话

的人：该人是伯嚭，闲话听勿来咯。 

秋埭  埭音 da24。秋天连绵不断的阴雨：做

秋埭。 

㫰霉  㫰音 l213。梅雨季节过后把衣物拿出

室外晒太阳以防发霉：衣裳勿㫰霉要发出咯。 

落轧  轧音 12。言行不慎被人抓住把柄

而受责罚：俗语：牛怕上轭，人怕落轧。 

解缚  缚音 bu213。暂时缓解病痛：该种药

吃胃病，只能解解缚，大用场呒没咯。 

吼煞  吼音 hœ53。急不可耐的样子：年纪

还轻，找对象好甮吼煞介。 

懈门  懈音 a213。不感兴趣：我欢喜荤下

饭，蔬菜懈门咯。 

大只小  本该对称的两物大小不一：俗语：

眼睛大只小，看张东西样样要。 

活被  都怪，都因为：活被侬拖勒我讲闲话，

结果上班会迟到。 

跌倒势讲  退一步说，不管怎么说：膊出仔

介难看，跌倒势讲背心也穿件的。 

抬城隍  给人戴高帽子，怂恿人做某事：该

眼人和总来的抬城隍，侬莫去听其。 

绷袋口  趁机使人多破费些钱财：其想请

客，索性袋口搭其绷大眼，到顶好饭店里去。 

扎面子  使人脸上有光彩：介有名咯电视节

目主持人来主持婚礼，该记拨侬扎面子𡀂。 

吃软弶  弶音 dia 213。玩弄花招使人受骗上

当：该笔生意拨人家吃软弶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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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倒牌子  比喻不要面子、破罐子破摔的

人：俗语：擂倒牌子呒没药医。 

2. 有些词语与普通话同实而异名。也即两

者意义相同，但说法不同。下面按名词、动词、

形容词、代词、副词各举六对词语作比较。 

宁波话 普通话 宁波话 普通话 

六谷 玉米 镬焦 锅巴 

下饭 菜 柴白绛花 映山红 

灶跟 厨房 夜快 傍晚 

抲跌 摔跤 轧头 理发 

人 洗澡 嬲和 玩  

吃热 中暑 撮纸团 抓阄儿 

𢜭力 疲倦 调大 空闲 

冷阴 凉快 做人家 节俭 

㜺 好 领径 方便 

阿拉 我们 荡头 这里 

该眼 这些 咋貌 怎么样 

介管 这么些 告 这种 

怕其 难道 趸注 一并 

和总 全部 原方 依旧 

放命 格外 勿打记头 突然 

以上词语不纯粹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表示

同一意思的，有的普通话有几种说法，有的宁波

话有几种说法，有的普通话和宁波话各有几种说

法。如与宁波话“柴白绛花”对应的普通话有映

山红、杜鹃两个词；与普通话“节俭”对应的宁

波话有“做人家”、“做家”两个词，与“厨房”

对应的宁波话有“灶跟”、“灶间”、“灶跟间”、

“灶头间”、“灶披间”等词；“依旧”的意思，

普通话有“仍然”、“仍旧”、“依然”、“依旧”等

词，宁波话有“原方”、“原旧”、“仍规”等词。 

上举“六谷/玉米”、“镬焦/锅巴”等三十例

词语都是语素完全不同的。有许多同实异名复

音词意义相同，语素也部分相同。下面举名词、

动词、形容词、副词各三对词语作比较。 

宁波话 普通话 宁波话 普通话 

银针 毫针 借手 左手 

鼻头管 鼻子 背夜 熬夜 

爬起 起床 麻电 触电 

宽舒 宽余 生头 陌生 

风凉 凉快 尚怕 生怕 

反使 反而 顺埭 顺便 

3. 有些词语与普通话同名而异实。也即两

者说法相同，但意义不同。例如： 

笑面虎  宁波话指笑脸、笑容，如：该人笑

面虎交关好。普通话指外貌装得善良而心地凶狠

的人。 

大肚皮  宁波话指孕妇，如：位子让拨大肚

皮坐。普通话指大肚子。 

桌凳  宁波话指桌子，如：圆桌凳，方桌凳。

普通话指桌子和凳子。 

闲话  宁波话指话，如：讲闲话；俗语：带

鱼吃肚皮，闲话讲道理。普通话指与正事无关的

话、不满意的话。 

天亮  宁波话指早上、上午，如：天亮露水

白洋洋，能使昼过勿乘凉；今密天亮上课，下半

日休息。普通话指太阳快要露出地平线时天空发

出光亮。 

快活  宁波话有“休息”和“轻松、舒服”

两义，如：其荡枪身体勿咋好，屋里快活的；今

年生活调大，人交关快活。普通话是愉快、快乐

的意思。 

壮  宁波话是胖、肥的意思，如：半年呒没

看张，侬好像壮眼𡀂；该只毛蟹交关壮。普通话

是强壮、雄壮的意思。 

难熬  宁波话是难过、悲伤的意思，如：阿

爷呒没𡀂，孙子真真难熬煞。普通话是难以忍受

的意思。 

心焦  宁波话是寂寞的意思，如：一个人屋

里庉的，心焦猛。普通话是指由于希望的事情迟

迟不实现而烦闷急燥。 

颠  宁波话是身体剧烈挣扎的意思，如：肚

皮痛勒活撞活颠；鱼刚刚抲上，还会颠。普通话

是“顶”、“颠簸”等意思。   

以上词语词形相同，意义却完全不同，外地

人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类词语数量不多，更多的

是词形相同，意义不完全相同。即有的义项与普

通话通用，有的义项只在宁波话里使用。下面举

些例子，竖线前为宁波话与普通话通用义项，竖

线后为宁波话特有义项。 

茶  ①放茶叶的开水。|②开水：茶滚𡀂，

冲冲掉；俗语：热饭冷茶淘，爹做郎中医勿好。 

小人  ①人格卑鄙的人。|②小孩：俗语：

小人口头讨实话；又：小人跑春头磕开，大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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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落棺材。③子女：其有三个小人，统出道𡀂。 

生活  ①生存。②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情况。

|③工作，活儿：做生活；俗语：调样生活，换

副筋骨。④能力，水平：外甥唱歌生活交关好。

⑤惩罚，苦头：再烦烦，生活拨侬吃眼的。 

大套  ①大户型的成套房。|②走路绕大圈

子：该貌走法，大套𡀂。 

听  ①用耳朵接受声音。②听从，接受。|

③支付补偿性钱款：听损失费；听医药费；钞票

借拨我，利钿我来听。 

做客  ①访问别人，自己当客人。|②客气，

多指到别人家做客时吃东西过分客气：莫做客，

随便吃。 

罪过  ①过失。②谦辞，表示不敢当。|③

有过失：小人𧮙大人，罪过咯。④可怜：该小人

交关罪过，阿爹阿娘老早过世了。⑤怜悯，同情：

介坏人死了活该，一眼好甮罪过其咯。 

意外  ①意料之外。②意外的不幸事件。|

③格外，特别：该人意外小气；今年意外热。④

行为异常（含贬义）：这种人也是以外咯，呒没

咋看张过。 

4. 在构词方式上，宁波方言与普通话也有

一定差异。表现在： 

有些词语有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区别。普通话

里的单音词，在宁波话里有的是复音词；反之，

普通话里的复音词，在宁波话里有的是单音词。

下面各举八对例子来比较。 

普通话 宁波话 普通话 宁波话 

鬼 活鬼 梦 乱梦 

蚌 河蚌 醋 米醋 

占 占摆 馊 馊气 

馋 馋痨 连 连兼 

种子 种 棉花 花 

柴火 柴 咳嗽 嗽 

探望 望 争辩 争 

顽皮 皮 安定 定 

有些复音词的语素顺序刚好相反（有的宁波

话里两说并存）。例如： 

宁波话 普通话 宁波话 普通话 

蛳螺 螺蛳 棒冰 冰棒 

人客 客人 气力 力气 

牢监 监牢 锈铁 铁锈 

羹调 调羹 肚兜 兜肚 

袖套 套袖 菜干 干菜 

石岩 岩石 火着 着火 

欢喜 喜欢 弯转 转弯 

闹热 热闹 共总 总共 

5. 在词形上，宁波方言与普通话也有差异。

首先，一个词语往往有多种写法。宁波话里有些

词语的写法因人而异，因书而异，没有固定的文

字形式。如表示玩耍意思的“嬲和”，有的写作

“闹和”、“嬲话”、“拿话”；表示捉弄、戏弄、

算计意思的“弄送”，有的写作“弄松”、“弄怂”、

“弄耸”；表示差、相差意思的“推扳”，有的写

作“推板”、“推班”、“退板”“退班”。其次，多

用同音替代字。宁波话里有些词语来历不清楚，

书面上没有合适的字可写，常常用同音近音字代

替。如“阿拉”（我们）、“滑子”（席子）、“狠”

（训斥）、“闹”（踩）、“体汰”（脏）、“百债”（纠

缠不休，惹人厌烦）、“娄吼”（言行特别，不合

常理）、“有还”（不多，有限）、“阿讲”（努力，

使劲）、“蓝扮”（偶然）、“铁防”（如果，万一）

等。第三，有些字是宁波自造字。如“  ”（“老

 ”，妻子，妇女）、“  ”（洗）、“  ”（抓，挠）、

“  ”（语助词）、“𡀂”（语助词）等。宁波方

言还有四个合音合义词，也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音 fe53。“勿要”的合音合义词，不要：

大人闲话 听，迟早要吃苦头咯。 

  音 v24。“勿会”的合音合义词，有“不

会”、“不（表示不愿意）”两个意思：会做也勿

难， 做拔筋骸；落雨天家下饭我 去买。 

甮  音 v24。“勿用”的合音合义词，不用，

别：介夜甮去𡀂，明朝天亮再去。又说“好甮”，

词义不变：俗语：漆匠好甮学，单超漆勒薄。 

  音 dz24。“咋会”的合音合义词，怎

么，怎么会：街里 有介多人啦？ 

此外，宁波话表示“没有”的词“呒没”总

是合读为 mi55，“mi55”其实也是合音词，但

人们习惯用“呒没”两个字来表示。 

第四，宁波话里还有一些词语至今仍然有音

无字，这是因为这些词语本字不明或者没有本

字，也没有合适的同音字，今人也不曾为其专门

造字。例如： 

囗  音 u12。鸟扇动翅膀：～翼梢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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囗  音 kua 44 。①涂抹：～水泥；～浆糊；

②沾染上污物：衣裳莫～腻腥。 

囗  音 t‘e35。性子缓，不会着急、发愁：

心交关～；俗语：有佬佃倌讲～话。 

囗  音 t‘o35。用脚底或手指摩擦使粘附着的

东西分离：～鏖糟；～钞票；鞋底～清爽。 

囗  音 hu53。脊背、木板等弯曲拱起：做

勒背脊骨～拢；地板有眼～起。 

二、宁波方言词汇与其他吴方言词汇
的差异 

宁波方言是吴方言的一个分支，宁波方言词

汇与其他吴方言词汇具有共性，而且这种共性是

主要的。另一方面，宁波方言词汇在整个吴方言

词汇系统中又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在： 

1. 有些词语意义相同，但说法不同。下面

试以祖母、祖父、晚上、胳臂、蚕豆、吵架、洗

脸、收拾、舒服、脏等十个词语为例，对它们在

各吴语方言点的不同说法作一比较（见表 1）。 

2. 有些词语说法相同，但意义没有关系或

意义广狭不同。例如： 

鼻头  宁波指鼻涕，如：拖鼻头；擤鼻头。

其他吴语多指鼻子。 

卵子  宁波指男阴，其他吴语多指睾丸。 

卵脬  宁波指女阴，崇明、上海、杭州指阴

囊，温州指男阴。 

老实头  宁波是老实巴交的意思，形容词；

上海、苏州、杭州指老实人，名词。 

有心相  宁波是“有兴趣”的意思；上海、

杭州是“做事专心、有耐心”的意思。 

懒朴  宁波指懒汉，名词；苏州为懒惰，形

容词；崇明兼有懒惰、懒汉两义。 

㫰  宁波是把衣物放在通风阴凉而阳光照

不到的地方使干燥的意思，义同“晾”；崇明、

苏州是晒的意思；杭州则兼有晾、晒两义。 

各样  宁波有“不一样”、“病好转”两个意

思，其他吴语只有“不一样”一个意思。 

煨  宁波是“把生的食物放在带火的灰里使

烧熟”的意思，苏州、上海、杭州、温州除此之

外还有“用微火慢慢地煮”的意思。 

回头  宁波有“回绝”、“解雇”两个意思，

吴语区有的地方除了这两个意思之外，还有“答

复”、“告诉”两个意思。 

拓  作为量词，宁波指拇指与中指张开的长

度，上海、苏州、常州等地则指两臂左右张开的

长度。 

3. 有些词语是宁波方言特有的，吴语区其

他地方一般没有相对应的说法。例如： 

做坯  指缺少文化和技术，只能从事体力劳

动的人（含贬义）：该人书 读，只好当当做坯。 

团荡  言行失当、没有分寸的人（多指女

性）：俗语：团荡阿姆闹花灯。 

伴手果  走亲访友时随身携带的送给小孩

吃的零食：走亲眷伴手果歇勿来咯。 

冷饭块  因肚中有蛔虫而在脸上呈现的灰

白色圆形斑块：该人面孔纯是冷饭块。 

𠡒脚  援引类似的人和事，要求一视同仁：

如话勿按规定办事体，别人要𠡒脚咯。 

谏  音 213。唠叨，责备：俗语：男怕懒，

女怕谏；又：谏谏叨叨，弄勿讨好。 

做忌日  逢先人生日、卒日，在家里摆上筵

席祭祀：今密是阿爷一百岁阴寿，屋里来该做忌

日。 

错拼  对不上，错开：盖头盖勒错拼咯；纽

子纽错拼的𡀂；该人脑子有眼错拼咯。 

表 1  各吴语方言点不同说法比较表 

例词 宁波 上海 苏州 嘉兴 杭州 绍兴 金华 温州 

祖母 阿娘 阿奶 好婆 亲妈 奶奶 娘娘 妈妈 阿婆 

祖父 阿爷 老爹 阿爹 大大 爹爹 爷爷 爷爷 阿公 

晚上 夜到 夜头 夜里向 黄昏头 晚上头 黄昏头 黑夜 暗形 

胳臂 手骨 臂膊 臂膊 臂膊 手膀 手膀 手臂 手肢肚 

蚕豆 倭豆 蚕豆 蚕豆 大豆 蚕豆儿 罗汉豆 佛豆 槐豆 

吵架 造孽 寻相骂 寻相骂 相骂 闹架儿 讨相骂 相争 相乱 

洗脸 面 揩面 婆面 潮面 洗脸 戽脸 洗面 洗面 

收拾 纠作 收捉 修娖 收作 收作 理 集收拾 经理 

舒服 写意 适意 舒畅 惬意 惬意 适意 爽快 爽快 好过 

脏 腻腥 鏖糟 龌龊 邋遢 龌龊 邋遢 邋遢 埄 封 遮捏 鏖糟 鏖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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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麦糕  比喻说话繁复罗嗦、信口瞎扯：其

来的嚼麦糕，侬莫去听其。 

算帐  用在动趋结构后面，表示完成这一动

作很容易、很轻易：课文背出算帐；介高围墙爬

上算帐；一瓶烧酒吃落算帐；讲闲话要忖忖其，

莫讲出算帐。 

𠡒百筋  用在动词加“勒”的后面，表示完

成这一动作费尽力气：写勒𠡒百筋，还呒没写一

半；我讲勒𠡒百筋，其一句也  听。 

暗气介  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动补结构后

面，表示程度极深或数量极多：两份人家孽造勒

暗气介；该笔生意，公司损失暗气介；食堂里人

多勒暗气介；其拉屋里钞票积带落暗气介。 

勿相似  用在动词后面，构成动补结构，有

“做不胜做”或“收效甚微”的意思：介厚一本

书抄其落来，抄勿相似咯；靠介眼工资收入积钞

票，积勿相似。 

三、宁波方言词汇与古汉语词汇的传
承关系 

方言和现代汉语都来自古汉语，都是古汉语

的继承和发展。宁波方言也不例外，与古汉语关

系十分密切，保存了许多古汉语成分。下面从三

个方面来说明： 

1. 许多古词在普通话里已经死亡，在宁波

方言里却还活着，可以单独使用或作为语素使

用。例如： 

𩌑  音 y35。称东西时容器的重量：除篮𩌑；

该箩谷𩌑除掉净货有一百斤。《说文·革部》：

“𩌑，量物之𩌑。”《广韵》上声阮韵於阮切。 

瘃  音 tso55。冻疮叫“冻瘃”：今年冬天家

𤉦暖猛，冻瘃呒没生过。《说文·疒部》“瘃，中

寒肿覈也。”陟玉切。《广韵》入声烛韵：“瘃，

寒疮也。”陟玉切。 

挼  音 nu24。用手轻轻来回抚摩：脚骨磕

痛了，快挼挼其；俗语：一记打，一记挼。《说

文·手部》：“挼，两手相切摩也。”（从段注本）

奴禾切。 

揾  音 u44。蘸：鸡肉揾酱油；俗语：嫖

赌勿论钱，吃饭要揾盐。《说文·手部》：“揾，

没也。”乌困切。 

扤  音 55。摇动，晃动：茶叶罐头扤扤

其，还有一眼好𣥼；问其还要 ，其头扤扤。《说

文·手部》：“扤，动也。”五忽切。《广韵》入声

没韵：“扤，摇动。”五忽切。 

𧤼 音 dy12。牛、羊等用角顶人或触物：

该只牛要𧤼人咯。《说文·角部》：“𧤼，角有

所触发也。”居月切。《广韵》入声月韵：“𧤼，

以角发物。”其月切。 

𥉻  音 t‘i44。近视眼叫“近𥉻眼”：小学生

里头近𥉻眼  好多𡀂。《说文·目部》：“𥉻，察

也。”戚细切。《广韵》去声霁韵：“𥉻，视也。”

七计切。 

餲  音 55。食物经久而霉变：花生米日脚

长了要餲掉。《说文·食部》：“餲，饭餲也。”《广

韵》入声曷韵：“餲，食伤臭。”乌葛切。 

㜺  音 ts44。好：字写勒交关㜺；下饭甮

派㜺。《说文·女部》：“㜺，白好也。”则旰切。

《广韵》去声翰韵：“㜺，美好貌。”祖赞切。 

绐  音 d213。绷紧的物体由于受压而松弛

凹下：地板绐绐动；沙发有眼绐𡀂；俗语：冤家

夫妻绐棕绷，擂来擂去当中央。《说文·糸部》：

“绐，丝劳即绐。”徒亥切。 

以上几例出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

至于见于南朝顾野王的《玉篇》以及宋代韵书《广

韵》《集韵》的古词数量就更多了。例如： 

䞁  音 i44。比量长短：䞁䞁看，啥人长？尺

寸䞁过再裁料作。《玉篇·贝部》：“䞁，相当。”

於献切。 

䭁  音 tso55。酒及腌制品变质并发出酸臭

味：苋菜管䭁掉了；热天家老酒交关会䭁掉。《玉

篇·食部》：“䭁，臭败之味。”之列切。 

䩍  音 lio213。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样子叫

“䩍白”或“夹䩍白”：病还呒没好，面孔䩍白

咯；碰着一个抢犯，面孔吓勒夹䩍白。《玉篇·面

部》：“䩍，面白䩍䩍也。”力小切。 

䏘  音 p‘i55。女性生殖器：娘嬉䏘（粗话）；

俗语：烂䏘多花头。《广韵》入声质韵：“䏘，牝

䏘。”譬吉切。 

砑  音o213。碾压，磨擦：包里饼干莫砑碎；

出脚走路脚底要砑痛咯；桌凳砑勒的滑里。《广

韵》去声祃韵：“砑，碾砑。”吾驾切。 

𩈣  音 he53。气色好、面泛红光的样子叫“红

出𩈣𩈣”：该老头伯七十多岁了还红出𩈣𩈣，精

神交关好。《广韵》平声覃韵：“𩈣，面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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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切。 

𨂝  音 b24。跨，迈：𨂝水缺；楼梯介陡，

脚骨𨂝勿动𡀂；俗语：看张白牡丹，地栿忘记𨂝。

《广韵》平声衔韵：“𨂝，步渡水。”白衔切。 

捼  音 u53。抱：捼鸡贼；捼肩搭背；公共

场所两人捼勒难为情也勿怕。《集韵》平声戈韵：

“捼，手萦也。”乌和切。 

𧮙  音 zo12。骂：娘死娘倒𧮙人家；俗语：

讨𧮙勿拣日子。《集韵》入声铎韵：“𧮙，詈也。”

疾各切。 

𤖼  音 p‘55。①分开：手骨莫𤖼勒介开，

别人坐勿落𡀂；俗语：旺兴夹结，走路𤖼脚。②

撕开：纸头𤖼开；俗语：好汉勿上两，上两要𤖼

鲞。③从整体中转买转卖一部分：侬买了介多带

鱼，𤖼两斤拨我好  ？《集韵》入声麦韵：“𤖼，

分也。”匹麦切；又入声陌韵：“𤖼，破物也。”

匹陌切。 

箌  音 d213。“大箌”就是大的意思：衣裳

做勒大箌眼穿仔爽快；人生勒大大箌箌，交关有

架势。《集韵》去声号韵：“箌，大也。”大到切。  

2. 许多古义在普通话里已经消失，在宁波

方言里却还保留着。例如： 

相  音 ia44。看：拨我相相看；介难相人

我  睬其；歌谣：三七到来做道场，四亲八眷都

来相。《说文·目部》：“相，省视也。”《广韵》

去声漾韵：“相，视也。”息亮切。 

萦  音 i53。把线状物收卷成团或成环状：

萦绒线；种田绳萦萦拢。《说文·糸部》：“萦，

收卷也。”段玉裁注：“收卷长绳，重叠如环，是

为萦。”《广韵》平声清韵：“萦，绕也。” 於营

切。 

掇  音 t55。两手端：掇箱子；俗语：掇

凳勿坐讨凳坐；又：活狲掇热石，勿是爬就是挖。

《说文·手部》：“掇，拾取也。”都括切。“两手

端”当是“拾取”义之引申。 

株  根：柴株；稻根株。《说文·木部》：“株，

木根也。”陟输切。 

昼  中午：昼饭；昼过；当昼过种田要吃热

咯，歇昼多歇一晌。《玉篇·书部》：“昼，日正

中。”知又切。《广韵》去声宥韵：“昼，日中。”

陟救切。 

赚  错：弄赚；算赚；写赚；俗语：只有一

错，呒没二赚。《集韵》去声陷韵：“赚，市物失

实。”直陷切。“赚”由“市物失实”引申而有错

义，字又写作“𧸖”。《说文新附·贝部》：“𧸖，

错也。”伫陷切。 

撩  用手或工具取高处或远处的东西：篮吊

勒介高，撩也撩勿着；鞋跌落河里了，背把钉耙

去撩撩看；儿歌：短㫰竿，撩勿着，长㫰竿，撩

勿着，隔壁叔婆灯芯棒一撩就撩着。《广韵》平

声萧韵：“撩，取物。”落萧切。 

科  用刀斧砍：科松毛；科树脑。《广韵》

平声戈韵：“科，科断也。”苦禾切。 

幽  ①风、火、声音等微弱：该晌风幽𡀂；

炒瓜子火头要幽眼；电视机关幽眼，我要睏觉𡀂。

②隐藏：寻幽猫；贼骨头幽勒啥地方去啦？儿歌：

天亮天亮，田螺中央；昼过昼过，田螺幽过。《广

韵》平声幽韵：“幽，微也，隐也。”於虬切。 

缉  音 t‘i55。纳，在鞋底上密密地缝：缉

鞋底。《广韵》入声缉韵：“缉，绩也。”七入切。 

3. 宁波方言许多词语可以在古代文献尤其

是在近代汉语文献中找到出处。例如： 

仞  音 zø213。量词，两臂左右平伸的长度：

一仞长；量量看，该梗绳子几仞长？现代方言只

有宁波、舟山、湖北广济等地有这种说法，但古

书习见。如《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

篑。”《列子·汤问》：“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

里，高万仞。”《说文·人部》：“仞，伸臂一寻，

八尺。”而震切。 

眠床  床：《南齐书·良政传·虞愿》：“褚

渊常诣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四十九回：“到

了一更多天，红莲宫主净了手，烧了香，脱下了

衣服，去上眠床。” 

刬  音 ts‘44。毛衣等穿在外面不另罩外衣

叫“刬穿”，只是叫“刬是”：该件羊毛衫蛮时尚，

好刬穿咯；刬是一个人，冰箱搬勿动。这个“刬”

于古有征。如南唐李煜《菩萨蛮》词：“刬袜下

香阶，手提金缕鞋。”唐李廓《长安少年行》诗：

“刬戴扬州帽，重薰异国香。”“刬袜”即徒袜不

鞋，“刬戴”即只戴，宁波话“刬穿”、“刬是”

等说法与之一脉相承。 

勤力  勤快：该后生交关勤力，一日到夜勿

庉咯；俗语：冬勿节约春要愁，夏勿勤力秋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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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力”一词古已有之，如宋苏舜钦《题花山寺

壁》诗：“栽培翦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清李渔《连城璧外编》三：“那个家人平时极懒，

及至锄园种菜，就忽然勤力起来。” 

下饭  菜肴：买下饭；荤下饭；俗语：下饭

呒告饭吃饱；又：三十年夜下饭多，还差一碗割

蛳螺。此词如今只在宁波、舟山、萧山、上虞、

新昌等地使用，宋元明清时期却是南北通语，用

例极多，兹举两例：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八：

“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

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五回“快送你唐僧来，

与我做一顿下饭！” 

当值  又作“当直”，服侍，照料：当值做

产；当值病人。宋元有例：宋无名氏《张协状元》

戏文第四十五出：“[净]从小我惜伊，伊去婆亦去。

[合]病犹未可。[净]婆一路当直你。”元高文秀《黑

旋风》第一折：“孙孔目哥哥到那山上要点烛烧

香，回钱了愿，都是你与他当值来。” 

做  宁波话有两个颇为特殊的意思。①同，

同一：做头睏；坐勒做桌；做一年毕业。②用在

两个形容词中间，构成“A 做 A”格式，相当于

尽管、纵然：俗语：夜做夜，豆腐慢慢卖。这两

个意思明代文学作品都有用例。如明冯梦龙《山

歌·伯姆》：“三月里清和四月里天，伯姆两个做

头眠。”明吾邱瑞《运甓记》第二十五出：“穷做

穷，得的东西还勾我和你受用。”[2] 

动火  高兴，让人心中欢喜：俗语：帐子里

头看老婆，越看越动火。这个词明清小说繁有其

例，如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六：“看倒

看得仔细了，空想无用，越看越动火，怎生到到

手便好。”明罗浮散客《天凑巧》第三回：“曲大

嫂听了，早已动火，有二分愿意。”  

夹头夹脑  迎头，劈头盖脑：一盆水夹头夹

脑浇落来；夹头夹脑一顿批评。此词明清也常见，

如清守朴翁《醒世奇言》第六回：“又有那冰雹

子像拳头般大，夹头夹脑打下。”清张南庄《何

典》第六回：“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头

来夹头夹脑的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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