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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人所说的“鬼”

北海方言口语经常有许多“鬼”出现。究竟“鬼”是什么?

综合各种辞典解释有如下几种：

一是迷信称人死后的灵魂为鬼。源出《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

土，此之谓鬼。”

二是指万物的精灵。见《诗经·小雅》：“为鬼为蜮，测不可得。”又杜甫

诗：“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

三是隐秘难测。见《韩非子·八经》：“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四是人的机智、狡诈。见《方言》：“虔、儇、慧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

谓之黠，或谓之鬼。”

五是国名。周时，西北部族名。《山海经》：“鬼国在负二之尸北。”

六是星宿名。《史记·天官书》：“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注”：“舆

鬼(即)五星，其中白者为质。”

七是姓。《汉书·郊祀志》说黄帝有臣子叫“鬼臾区”。

北海方言的鬼，也有四解：

一是与上述一解意同而有所扩展。说人眼看不清的事物凭猜想作结论叫做

“眼见鬼”或者“乱鬼讲。”

二是扩展上述二解为极端、绝对、不可伦比。比如称赞小孩聪明说“鬼咁

精灵。”称人很美丽说：“鬼咁靓。”说人丑陋为“丑鬼。”称赞某事物绝佳为“鬼

咁好”……

三是合上述三、四解而扩展为有机心、有阴谋、暗中作不良行径。比如说

某人蓄谋深广而不坦诚叫做“鬼鬼马马”，暗中活动叫“鬼鬼崇崇”或者“神出

鬼没”。

四是概指流质食物。比如饮酒送粥叫做“水鬼跳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