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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辑

方 言 俗 语
工农 (渔 )业生产用语

搲 wā音蛙(下用○代)。《类篇》释为手抓住东西，江苏、渐江俗语把手爬

东西叫作○。北海方言与江浙方言同。

例句：“亻巨对我。根挖梗，我无抵得!”是说对方揭我老底我容忍不了。

又“○了冬薯好驶田。”是说把去冬种的红薯收获干净以便办田春耕。

扌班(下用○代)《集韵》作博幻，释为手把东西相击打。北海方言，把

禾杆向石牛拍开脱粒叫○禾。例句：“收拾禾庭，牵来石牛，准备○禾。”是说

把晒场收拾好，把石牛统牵来以便把收割的禾杆脱粒。又用手掌打人也叫○。

如骂不听话的小孩：“你无听讲我一巴掌○过去!”

粈 gáo音九(下用○代)。清薛传均《说文问答疏证》说“○，杂(米)饭也。”

北海方言把混杂不纯的稻谷种籽叫作“捞○”。把惯种杂种稻田叫“捞○田。”

扯 ch6 《韵会》解释为人为地把东西裂开。《博雅》则说是开启。北海方

言则综合二个含义，再加二个含义即牵引、拉杂、开船把风帆升起叫扯悝(杜撰

的俗字、字典无)，介绍、推荐叫拉扯；把各种东西凑在一起也叫拉扯。例如把

拉皮条的女人叫做“老扯婆”或叫做当老扯。把推荐介绍买猪苗的人叫扯猪索。

把扯谈无为的话叫作“东拉西扯”，借其他事物讽刺叫做扯东瓜画葫芦。

侸 音豆(下用○代)见《集韵》，释为手握东西四次以上，北海方言音到。

指木匠作业，故把做木工叫○木，作木家具叫○傢俬。

扌沓 音踏(下用○代)，《唐韵》作徒合切，与北海方言同。以一物体击

打另一物体叫做○。轻则叫打，重则叫○。又物坠击地也叫○。北海方言，打

铁叫○铁，坠物击穿脑袋叫“○穿头壳”。对小孩不听话，惯骂一句“○死你”!

重打的意思。

箍 gū古胡切。用竹篾束缚东西，作动词。又把束物的环叫箍，作名词。

把木片做成木桶木盆，要用篾箍或铁箍在外束固才能盛物。故把制木桶叫箍桶。



制造木桶的工匠叫箍桶佬。

牮 jiàn 音荐(下用○代)。字典释为房屋倾斜，用木柱或石块支撑叫○。

北海方言，建筑施工把木柱加撑着力的横木梁叫○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