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埋
注释：普通话“爸爸”

bai mai

注释：普通话“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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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徐徐讲述流金岁月徐徐讲述
历史传承生生不息历史传承生生不息

1.征集老照片
19491949 年至年至 20022002 年的郑年的郑

州老照片，投稿见报即可获州老照片，投稿见报即可获
取价值取价值5050元的礼品。元的礼品。

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
一等奖一等奖11名、二等奖名、二等奖22名、三名、三
等奖等奖33名，以及幸运奖名，以及幸运奖1010名，名，
分别奖励价值分别奖励价值 10001000 元、元、500500
元、元、300300元及元及100100元的奖品。元的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

图片，设置有奖问答题，并提图片，设置有奖问答题，并提

供精美礼品进行奖励和抽奖。供精美礼品进行奖励和抽奖。

3.专题故事、散文、诗歌征集
《光阴的故事》还将制作《光阴的故事》还将制作

一批精良的怀旧专题，征集一批精良的怀旧专题，征集
专题故事、诗歌、散文等。专题故事、诗歌、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2930371-67655293

1580383167315803831673
征集邮箱:
zzwb06@163.comzzwb06@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18638929923 马先生马先生

东南西北的村名，方言读音大不同

王中杰，今年七十多岁，
属于郑州的“土著”，是南十里
铺人。教过书、从过政，经过
商。生在郑州，长在郑州，讲
一口原汁原味的郑州话。

为此，他还专门编纂了一
本书《郑州方言大典》，用他的
话来说，收录解读郑州方言的

目的一是为了传承地方文化，
二是方便外地来郑州的朋友
了解郑州、融入郑州。

在他的书中，专门对郑州
村名用方言解读，南郊、北郊、
东郊、西郊和城中村，解的是
村庄的地理位置，读的是村名
方言读音。

南郊（京广铁路以西、黄郭路以东、航海路以南）
袁砦：方言读“哕”“只庵儿”。注：“砦”字均读“只庵儿”。
杏园：方言读“橫”园。

北郊（农业路以北、中州大道以西、京广铁路以东）
毛庄：方言读“磨阿”庄。
薛岗：方言读薛“各阿”。
琉璃寺：方言读琉璃“寺儿”。

东郊（中州大道、京广铁路南段以东）
崔庄：方言读“翠挨”庄。
毛庄：方言读“嚒”庄。

西郊（航海路南、京广铁路以西、嵩山路、黄郭路以西）
韩砦：方言读“孩”砦。
岔河：方言读岔“濠”。
东、西连河：方言读西“烈”“濠”。

城中村（东环路以西、西三环以东、航海路以北、农业路以南）
弓庄：方言读“郭阿”庄。
杨庄：方言读“依约”庄。
陈庄：方言读“拆”庄。

回家看见爸在妈不在，先问一句：百，俺埋哩？
中午老妈下厨擀的面条，要赞一句：埋，擀哩汤喝着得劲

听得懂不？这是我们郑州的老方言
“郑州话喜欢用身体来形容，如喜欢蹭食是‘嘴搭拉着地’，帮助别人是‘搭下手’”

进家先找“埋”，“埋”不在“百”在，问：“百，俺埋哩？”
如果你是外地人，乍看这话很拗口，而老郑州人一听很亲切，
在郑州老话中，妈叫埋，爸叫百。
今日的光阴的故事，不发照片只讲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郑
州方言，按年龄，郑州方言不算老，也就60来岁。不过，随
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郑州方言已经消失。现在的郑州话与普
通话很相似，偶尔听听郑州方言，也是一种亲切的记忆。 郑
州晚报记者 张华 孙娟

■旧闻■旧闻新放新放 郑州话

“遭遇”郑州方言

说起郑州地区的方言，我首先想到馒头和面条
这两种饭食。在郑州的一些农村，尤其是东部
的 一 些 农 村 ，馒 头 不 叫 馒 头 ，叫“ 蒸 哩（的）
馍”，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手工馒头；面条不叫
面条，叫“擀哩（的）汤”，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手
擀面。关于馒头和面条这两种饭食的方言，还曾经
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小事想说一说，是我亲身经
历的一件事。

去年秋天，我和老家的一个表叔去外地办事。
表叔是土生土长的“老郑州’，不管到哪里，总是说
一口乡音浓重的郑州方言，听起来韵味十足。

我们去的地方是天津，吃午饭的时候，我们走
进了一家颇为讲究的饭店。服务员热情洋溢，招呼
我们坐下，端上茶，递上菜谱，笑容满面地问我们吃
什么饭。

我征求表叔的意见。表叔想了一下，问服务
员：“有蒸哩馍（馒头）木牛（没有）？给俺拿仨（三
个），中不中？”表叔说完，看着服务员，服务员
看 着 表 叔 ，满 脸 的 不 解 ，嘴 里 轻 声 念 叨 着 ：

“ 蒸 …… 蒸 哩 馍 ？ 没 有 听 说 过 呀 ？”她 对 表
叔 抱 歉 地 一 笑 ：“ 老 先 生 ，真 对 不 起 ，您 说
的 蒸 …… 蒸 …… 哩 馍 这 种 主 食 ，我 们 这 里 没
有。”表叔看了看我，有些不满地说：“你看看，
真（这么）大哩（的）食堂（饭店），连个蒸哩馍
都木牛（没有），咱还吃啥？”我忍住笑，对表叔
说：“咱吃别的也中（行）。”表叔又想了一下，
对 服 务 员 说 ：“ 那 就 给 俺 俩 来 两碗擀哩汤（面
条），中不中？擀哩汤（面条）喝（吃）着得劲（舒
服）。”表叔说完了，看着服务员，示意她快去准备饭
食，服务员却依然不知所云地站着没动。我差点把

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给喷出来。服务员很抱歉
地说：“对不起，老先生，我们这里也没有擀……
擀哩……汤。”表叔有些生气了，他站起来，瞪着服
务员说：“我说你这闺女，我要蒸哩馍（馒头）你木牛

（没有），我要擀哩汤（面条）你还说木牛（没有），你
这食堂（饭店）是咋弄（怎么开）哩（的）？”服务员一
脸的无辜，连连道歉。我急忙站起身，拉着表叔坐
下，用普通话跟服务员解释了一番，服务员才恍然
大悟，高兴地去安排我们的饭食了。

其实，仔细想想，方言虽然有着浓郁的地方
特色，但是，一旦走出方言传播的区域，跟别人
交流起来就很不方便。所以，我觉得，在保护
好方言的同时，还是要努力学习好普通话。这
样，即使走遍全国，也不容易出现语言沟通上的
障碍。 王吴军

对郑州方言的兴趣是在看了《炊事班的故
事》之后，那小毛的语言，逗得人忍俊不禁。

虽不是河南人，但我工作在郑州。刚来
时，首先“遭遇”郑州方言。

有一天在紫荆山公园，跟一老大妈闲聊。
她看着我女儿说：“归归，看恁桌小儿，玩类
多得劲！”可怜我死活听不懂，只能微笑着应
付。后来才知道，她误认为我女儿是男孩
子，在感慨她玩得开心。记得她说我女儿
的手“跟河马骨肚样”，女儿问：“妈妈，我的手
跟河马的骨头肚子啥关系呀。”

有一 次 在 街 上 ，买 卖 双 方 吵 架 ，那 老
太 太 说 ：“ 你 桌 袖 长 哩 老 齐 整 ，咋 还 缺 人
类！卖类啥懊糟东西？”揣摩半天不懂，后
来才明白说那卖菜的媳妇长得漂亮但骗人，卖
的东西质量不好。

有一天我打电话找朋友安易。是一老先
生接的电话。“喂，安易在吗？”“恁姨是谁啊？”

“我找安易啊。”“恁找恁哪个姨啊！”正莫名其
妙之时，安易接过了电话，笑得不行，原来接电话的
是她奶奶娘家的老亲，从郑州农村来，把“安易”听
成了“俺姨”！郁闷之极，老朋友竟然变成了“姨”。

有一老同学多年不联系，现是一高校的院
长，我开玩 笑 称 之 院 长 大 人 ，对 方 说 ：“ 花
椒我类是不是？”花椒乃落叶灌木或小乔
木 ，枝 上 有 刺 ，种 子 可 做 调 味 品 ，亦 可 入
药。用“花椒”代替挖苦、调侃、取笑，真是
入“味”三分。我回老同学：“瞅俺这摸儿，咋能
花椒你类！”这一句是我半年虚心学习而来，不
卓（知道）用类中不中。

郑州话的来源方方面面，有的是舶来品。
称乡下人、没见过世面的人是“老扎”，这个明
显带有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

亲身参与叫“下水”，大概是从沿海渔民那
里学来的，闹腾叫“扑抄”又可能是我国北部草
原上万马奔腾的景象中产生而来。辣椒，称秦
椒，马上让人想到西部。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来源于
我 们 的 身 体 器 官 ，如 人 不 要 尊 严 ，称“ 没
脸货”，帮助别人，称“搭下手”，喜欢吃蹭
食的人，称“嘴搭拉着地”，喜欢搬弄是非
的人，称“长舌头”，没有心眼的人，称“没
心拉胯”，贪得无厌的人，称“喉咙眼深”，
巴 结 上 司 的 人 ，称“ 舔 屁 股 沟 ”。 真 是 形
神兼备，传神到位。

郑州话在继承了精华的同时，有的词汇消
失，而派生出其他词汇来更替，真让人回味无
穷。郑州话无疑是我国语言宝库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王茜芹

“见百了没？”“找他伯干啥了？”
来郑州已经八年多，在这八年里除了节假日才

回家，大部分时间都在郑州。对郑州方言也略知一
二。其实刚来的时候我也对郑州方言很不了解，并
且还闹了一次笑话。

在 我 们 老 家 称 呼 父 亲 叫 答（音），称 呼
父 亲 的 哥 哥 为“ 伯 ”，由 于 伯 是 多 音 字 ，既
念“ bo ”也 念“ bai ”，在 我 们 那 里 的 方 言 伯
就 念“ bai ”。 所 以 我 以 为 郑 州 人 喊“ 百 ”

喊 的 就 是“ 伯 伯 ”。
当 时 我 在 单 位 附 近 租 了 一 套 房 ，由 于 屋

里 灯 开 关 坏 了 ，于 是 就 把 房 东 大 哥 叫 到 楼 上
帮 我 修 ，但 他 忘 了 拿 钳 子 ，于 是 我 就 下 楼 去
他 屋 拿 ，正 好 碰 见 他 儿 子 从 外 面 回 来 ，就 问
我 见 他“ 百 ”了 吗 ？ 我 以 为 他 找 的 是 他“ 伯
伯 ”呢 ？ 于 是 就 说 没 有 见 。

到楼上后就对房东大哥说：“你儿子找他‘伯’。”

房东大哥说：“我就是他‘百’啊！”弄了个大笑话。
从此，我就对郑州方言格外在意了，于是我到

处搜集郑州方言。
在郑州就要学会用郑州人的方式说话、生活和

做事，不然就会与人格格不入。现在在郑州生活了
八年，对郑州的方言也学会了不少，有时回老家竟
然改不过来了，不过说一些郑州方言倒是令家人挺
新鲜的。 潘庆聚

郑州话属于北方话次方
言的河南话范畴，在河南的方
言分支中，郑州是最重要的一
支。豫剧舞台上旦、丑二个行
当的说白，是典型的河南话，
而现代豫剧的说白，大体就是
郑州话。

普通话是在以北京话为
代表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可谓源远流长；而
郑州话并不是在郑州话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目前
保留在郑州四郊农村的当地
话，在语言上有着较大的区
别。它的渊源是旧时所谓的

“河南官话”，而“河南官话”
基本上是在以开封话为主的
豫东话基础上形成的。郑州
话是随着郑州这个新兴城市
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从第
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相当数
量的开封人移向郑州，和来
自祖国各地操各种方言的新
郑州建设者会集在一起，形
成了一个特定的语言环境。
人们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

必然要求共同的语言。在这
个时期，又正值国家开始推
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
而北京话与郑州话又同属于
北方话次方言，本身就有一
定程度上的近似。这些因素
都使得郑州话在其形成过程
中，又与普通话接近。

事实上，能讲比较“标准”
的郑州话的人，都是第一个五
年计划期间在郑州出生或在
此期间跟随大人来郑州的幼
童，如今，他们的年龄当在三
十岁上下。这些年青的郑州
人，即使不有意地使用普通
话，也已经不再把汉语拼音方
案中的e(鹅)，认作英语国际音
标的e。郑州话中原来有相当
多的uo（窝）作韵母的发音，现
在有不少变化，以 e(鹅)或 ue
(约)作韵母了，如“设”、“车”，
有的字音已和普通话一样
了。此外，声调四声也有了改
变。总之，郑州话在年青一代
的口中，已经潜移默化了。
1981年10月8日《郑州晚报》

方言闹出小笑话
您遇到过没？

“你咋‘哇了一圈’又回来了？”昨天去驾校
练车，一学员走了一圈又回来，另一女学员调
侃他“哇了一圈”，其他学员都笑了。这词可是
地道郑州话，在河南地方方言中也使用。

方言不通，惹出来不少笑话，不少市民向
本报投稿，分享郑州方言闹出的笑话。

郑州话蛮有意思，不信茶油们再看看
（左侧为普通话，右侧为郑州话）

板凳——墩儿

我——俺
衣服兜——布带儿
没有——木牛
这个——这哄
那个——那哄
牛——偶
鸡——揪
恶心——咯硬
女孩——妞儿
坏——孬
发霉——长醭（bú）
鼻子——biú
脚——jiō
上衣——布衫儿
蹲——股堆
什么——啥
女的——妮儿
废物——懊糟
长的漂亮——齐整
长的英俊——排场
跑——哇
屁股——腚

拉屎——屙
呐喊——泻或或者嗷嗷
骄傲自满——自闷儿
臭美——骚包
笨——窝囊
腋下——胳老窝
搔痒——胳肢
扇一巴掌——呼一巴掌
踩——逆
软弱——面
霸道——强量
推——嗡
骗——quo
梳头——拢头
踢——奔
看一个人不顺眼——看你花哨了
放东西——搁到那儿

人家——niá
可好——可地道
婆子——庖
老实——实受
没——冇（máo）

媳妇——袖
玉米——玉蜀黍
裤头——裤衩儿
拖鞋——拖拉板儿
男性生殖器——屌

堂屋——堂围
中午——晌午
可气蛋——可硌撩
厕所——茅厕（sī）
筷子——翘儿
昨天晚上——呀儿黑
沿着这条路走——压这儿走
不错——不瓤
你干吗——你弄啥了
他的儿子——他类小
父亲——爹
我——俺
他很坏——他是个赖孙或者

他可孬孙
他这人——他这货
做爱——弄事
毛巾——手巾
擦擦背——抹抹脊娘
茄子——窍
蒸馍用的蒸布——笼布
头——第脑
门后——门圪老
你家——恁家
后河芦（西郊地名）——后花骡
钥匙——哟匙
吃药——吃哟
核桃——斜套
饿——饥
李子——溜
被子——盖力
袜子——w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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