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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

读者YONG GUO和weedy也都是热心肠，他们整
理了不少郑州的方言俚语，希望能帮外地朋友尽快了
解、融入郑州。

●安生（ān shēng） 安静地呆着。例：“这孩
子一点儿也不安生。”

●不粘弦（bū zhān xián） 工夫不到家，上不
了台面。例：“给我比，你那两下子不粘弦。”

●拨拉（bú là） 不费劲地用手拨弄。例⑴：
“看你垒那墙，一拨拉都倒。”例⑵：“你身上有点儿土，
赶快拨拉拨拉。”

●不适闲儿（bū shí xin ér） ⑴不停地干这
干那，一会儿也不肯休息。例：“他媳妇一天到晚不适闲儿，
家里、院里拾掇咧干干净净。”⑵不间歇、不停歇。如：“那条
狗不适闲儿地叫”“喇叭不适闲儿地响”，等等，诸如此类。

●别（bái） 别，不要的意思，发音不同。例：“那
地方危险，你可别去。”

●裁坏（cái huài） ⑴残废。例：“他腿裁坏
啦。”即他的腿残废了。⑵动词，致残。例：“你再给我
雅，我裁坏喽你。”意即你再不给我老实点儿，我打残
你，让你成残废人。

●缺（近似quo组合音） ⑴哄骗，欺骗，诈骗，使
人上当，从中渔利。例：“满嘴跑火车，又缺人咧不是？”
⑵同“杵”、“捣”、“砸”。例：“给墙上缺了个窟窿。”“我上
去缺他几拳，他老实了。”

●蓊（wěng） 用手推。例：“你蓊我干啥？”“别
怨我，后面咧人蓊咧，我啥法儿。”

●婞（xìng） 争执中占上风或来势汹汹不拉倒
的样子。例：“这人可真婞！”

●熬糟（āo zao） 通常指日常生活垃圾、废物，
也直接用来形容人。例：“简直一帮熬糟。”

●带样（dài yàng） 做作，心里不服脸上表现
出来。例：“你给我带样咧不是？”

●硌料（gé liào） 性格古怪、脾气倔犟、让人
捉摸不定。例：“这人真硌料。”“唉！你还不知道他那

硌料脾气？我可不敢说他。”

“方言大课堂”后续

自 14 日本报刊发了《请
老郑州给外地朋友上堂方言
课》一文后，许多外地朋友纷
纷打进热线电话诉说了他们
在面对郑州方言上的一些疑
惑。还有不少读者通过邮件
整理了一些俚语，帮外地朋友
尽快融入郑州。

晚报记者 张玉东 张璇
实习生 毛丽霞 张攀攀

昨日 10时许，来自惠州的刘先生致电本
报称，来郑州不到一周的他就遇到了一件尴
尬的事。

10日上午，30岁的刘先生到经三路某金
融单位办事，走到省博物院附近时迷了方向，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了询问
声：“老师儿，需要啥帮忙不？”刘先生回头一
看，是两名巡防队员。

“是在叫我吗？”刘先生泛起嘀咕，自己又
不是老师，就未敢答应，后来他又想到“老师

儿”会不会是称“老师傅”的意思，可是自己的
年龄不大啊，所以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向着对
方傻笑。“我当时真的很尴尬，因为‘老师儿’
这个词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当记者向刘先生介绍“老师儿”是郑州人
对陌生人的尊称时，刘先生恍然大悟，连说：

“了解，了解，这就和我们那里叫年轻人‘靓
仔’是一样的啊！”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来郑
州的机会特别多，他一定把学会的“郑州话”
教给他的同事们。

听老郑州解释

“这么一叫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41岁的
“老郑州”魏建国说，该词是对初次见面的陌生
人打招呼时所用的尊称，因为“老师儿”给人比
较亲切的感觉，可以一下子拉近与对方的距
离。而在郑州，人们尊称年长的男子为“大爷”，
女子为“大妈”、“大大”；对年轻人常称“伙计”、

“哥们儿”，女的则叫“小妮”；年长的对于年幼的
则叫“乖乖”、“小家伙”、“妞”等。而对于“老师
儿”，则大多特指男性，一般没有年龄界限。

准岳母说“信点”醋，听晕湖南女婿

今年 26岁的小黄是湖南长沙人，在武汉上大学
时，和一个郑州女孩恋爱了，毕业后来到郑州发展。“当
时为那一个字真是糊涂了半天。”昨天，小黄讲起了他
刚进女朋友家门的一件事。

女朋友一家是老郑州了，住在城南路附近，得知小
黄喜欢吃饺子，女朋友一家专门包了好几种馅的饺子
招待他。但随后，准岳母的一句话，让小黄听得一头雾
水：“醋不够了，去老王家信点算了。”

“我就是没明白‘信点’是什么意思。”小黄以为，准
岳母要让女朋友出去买瓶醋，便自告奋勇要求自己去
买。“结果一屋子人都拉着不让我去，还说你又不认识
邻居”，这下，小黄更糊涂了：“买瓶醋，还要认识邻居？”
小黄越是糊涂，女友家人笑得越厉害。

后来，在女朋友的解释下，他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
笑话，原来，岳母说的“信”意思是“借”，而不是去买。

听老郑州解释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今年56岁、家住沙口路的

吴先生说，“信”发第二声，一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
“拿，要”，比如，信个塑料袋装东西，有白拿、白要的意
思。“还有一个意思是订亲。”老吴说，比如，“你家的闺

女信下了没有？”这里的“信”指的是订亲的意思。

瞧瞧读者整理的郑州方言

广东刘先生：“老师儿”=老师或老师傅吗？

为帮外地朋友尽快融入郑州
老郑州整出“郑州土语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