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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人的印象中，宁波话
与舟山话较为相近，却与宁海、象
山相差较远，甚至到了互相听不
懂的地步，这是咋回事？汪教授

从中国方言分区开始，解释了宁波
话的同与不同。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有130余种语言，

其中，汉语使用人口最多，又分为普通话和方
言。汉语方言分为10区，即官话、晋语、吴语、
徽语、湘语、客家话、赣语、粤语、闽语、平话。
受地理阻隔、人口迁徙等因素影响，各方言间
差异很大。各方言区内部，也会进一步细分。

给宁波话立一个坐标的话，那就是：吴语
区——太湖片（属北部吴语）——甬江小片。
甬江小片包括宁波和舟山，历史上，宁波、舟山
同属宁波府。汪教授举了个“今天”的例子，来
说明宁波话的“同”。他说，“今天”宁波话中称

“即末”，宁波下属各县市和舟山的读音虽然略
有差异，但后一个字的声母都是m。

在甬江小片，再做第四级细分，那就是宁
海点、象山点、定海点等。其中宁海、象山所在
的位置，恰好是南北吴语的“交接处”，地缘上
接近台州，因而也受到了台州小片的影响。所
以有人会觉得，宁海话似乎有点像台州话呢。

汪维辉研究宁波话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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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辉，宁波北仑人。1980年毕业于宁波
师专中文科，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
学，分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入南京大
学做博士后，并留校任教。2009年被浙江大学
聘为“求是”特聘教授，任教于人文学院，曾任中
文系主任。2002-2003年，任韩国延世大学客座
教授。近年来，多次前往美、法、日等国进行学
术交流。

说到热爱且长年钻研的训诂学，汪维辉认
为，在宁波读书期间，初中语文老师应克横先生
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于“研究词汇演变
史这个路子，是张永言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教
授，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为我开创的”，汪
维辉说。

从 1995 年开始，汪维辉专注于探秘 100 组
词汇，耗时23年，终于今年3月出版了《汉语核
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该书是我国汉
语词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被《文汇报》称为“不
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具有趣味性的
科普读物，读者从中可以感悟到汉语词汇的博
大精深”。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
毛衰。”然而，我们生而熟悉的方言，
真的是一直都“乡音无改”么？它，又
拥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昨日，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汪维辉受本报
邀请，携新书《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
现状研究》回到家乡，为阿拉讲述“穿
越千年”的宁波话。

整整2个半小时，汪教授用一口
地道的宁波闲话，解答了关于宁波方
言的四大疑问，深入浅出，有趣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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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宁波却不同音，宁海人、象山人在讲啥西？疑问1
宁波话里蕴含了

多少古汉语

的秘密
甬籍语言学家汪维辉

漫谈宁波话的前生今世

它山堰位于宁波鄞江镇它山旁，樟溪出口
处。唐代大和七年（833），由县令王元暐下令
修建，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很
多宁波人都熟悉这个著名的古迹，不过，它山
堰的第一个字，到底念tā，还是tuō呢？

汪教授说，汉语语音的演变是有规律的，
但也总有一些零碎的例外，即例外音变。他指
出，古代汉语主要有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古
汉语三个阶段。其中，上古汉语指的是西汉之
前的汉语，是现存汉语的祖先；而中古汉语是
东汉到隋朝时期的汉语，承上启下。在上古时
期的《诗经》中，“它”字大致就念作tā这样的

音，至唐朝，口语里还是这么念。但是跟“它”
同韵的字却发生了变化，念作了o、uo、e一类
的音，比如波、拖、多、歌、何等。“它”字本来跟

“拖”同音，宁波话还是这么念，属于规则音变；
而普通话和很多方言念作tā，还保留着上古
的读音，则属于例外音变。汪教授认为，依照
地名“名从主人”的习惯，它山堰首字念tuō
（宁波话跟“拖”同音）才是正确的。如果念
tā，就不符合宁波话的语音系统了。

记者了解到，在宁波的地名中，还有不少
“很难念”，比如句（gōu）章，邱隘（gà），宋诏
（tòu）桥。宁波人，你念对了么？

它山堰，tā还是tuō，一不小心你就“返古”了疑问2

“忖忖看”“瘃”“咸齑菜”“睏觉”，宁波闲话
里极为常用的词语，事实上却是历时千年的活
化石。倘若人们知道，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当腌
菜讲的“齑”字还保留在宁波方言里，吃起来是
否别有一番风味呢？

“宁波话当中有很多词非常古老，现在讲
来也是十分有趣。”汪教授对宁波话的“存古
性”作了解释。比如“忖忖看”中的“忖”，上古
汉语时期的《诗经》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忖就是想。古时候“想”都说“忖”，后来在
普通话和其他很多方言里演变成了“想”，但是
宁波话没有变，还是用几千年前的老话——

忖。说到“瘃”，宁波人也不陌生，老底子很多
人每年冬天会生“冻瘃”。汪教授说，“瘃”字，
早在《说文解字·疒部》中就有记载，“瘃，中寒
肿核也。”而“睏觉”之“睏”，最晚元朝就有了。

出了名的宁波“咸齑菜”，也有跨越千年的
故事。如今“齑”的释义是捣碎的姜、蒜或韭菜
的细末，或者意为细、碎，可宁波的“咸齑菜”都
是整条的，并不是细末，这是为什么呢？汪教
授说，唐宋以来，“齑”就曾有“腌菜”的意思，且
都是穷人吃的。如宋范仲淹少时作《齑赋》，其
中之“黄齑”，和如今宁波话中的“齑”字一脉相
承。

随便一“忖”讲出活化石，宁波闲话已跨越千年疑问3

100多年前，宁波人是怎么讲方言的？早
在19世纪，就有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母标音
的方式来记录宁波话，其中《宁波土话初学》是
最早的宁波话拼音教学文献，镇海区档案馆还
收藏有该书的影印本复印件。

当汪教授依照罗马字母发音念出那个时
候的宁波话时，在场的宁波人都笑了。比照如
今的宁波话，这100多年来，“乡音”还是变了
不少。而对比老中青宁波人的方言“词汇量”，

“90后”显然捉襟见肘，不光是很多词从未听
闻，讲起来也是怪腔怪调的。显然，年龄越小
的宁波人，对宁波话的使用比例也越低。

汪教授觉得，方言不仅承载了地域文化的
血脉和历史的烙印，更寄托了很多人的乡土感
情。如今，方言却普遍面临着衰退和消亡。有

数据统计，全球每14天就有一种语言（方言）
消亡。而我国众多的语言和方言中，也有因无
人或少人使用，已处于遗忘与消失的边缘，如
在清代地位极高的满语，如今已经基本上没有
人会说了。

“未来，宁波话或许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方言消亡是一种趋势。”汪教授说，其实在方言
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通用语言的规范也在持续
进行。从先秦的雅言、两汉的通语、宋明的官
话、清末的国语再到如今的普通话，任何一种
通用语言的规范，都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
阂，而非禁止和消灭方言。然而，人们对更大
区域内沟通的需求，让通用语言变得日趋“强
势”。如果我们能用音频、视频记录方言，并为
其建档，将是对方言的一种有效抢救。

“乡音”一直都在变，宁波闲话将来会消失么？疑问4

汪维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