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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jian yu si kao

《红楼梦》中的临县话（上）
□ 李海光

《红楼梦》中的临县话可多了。从第1回到80回，再到120回，回回都有临县话；从贾母到贾宝玉，再到刘姥姥，人人会说
临县话；从过生日到举行婚礼，再到操办葬礼，事事离不开临县话；从过春节到闹元宵，再到中秋节，节节少不了临县话；从猜
谜语到起诗社，再到听戏，场场涉及临县话；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物，物物牵扯临县话。

此处说的“临县话”，是临县方言中的典型话，是被《山西方言志丛书》认可了的临县方言，是临县方言中有代表性、有思
想文化内涵的话。

此处将分类摘引《红楼梦》中的部分“临县话”，供“家下人”玩味，并冒班门弄斧之险，尝试分析临县话出现在《红楼梦》
中的原因。此举若能引发一二读者品读《红楼梦》或关注方言文化的兴趣，那就初心可慰了。

《红楼梦》用“响快、脱滑、出挑、标
致、精爽、水葱儿”等词写人精明、能干、
漂亮，临县话也是如此。

第 6 回，刘姥姥劝女婿狗儿去求
贾府里的同宗王夫人，“他们家的二小
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

96回，黛玉到贾母屋中欲见宝玉，
“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
顽去的，也有打盹儿的。”

16 回，贾琏在凤姐跟前夸香菱，
“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

61 回，平儿劝凤姐宽待下人时，
凤姐自慰，“我才精爽些了，没的淘
气。”

49回，晴雯向袭人说，“大太太的一
个侄女儿，宝姑娘的一个妹妹，大奶奶
的两个妹妹，倒象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红楼梦》用“嘴脸、脸红耳赤、眼
也花、耳也聋”写人外貌，临县话亦然。

19 回，宝玉在宁国府看与茗烟偷
情的 儿，“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
有动人处，羞的脸红耳赤，低首无言。”

39 回，贾母与刘姥姥说老来难：
“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
聋，记性也没了。”

临县话中“婶子大娘、姑舅俩姨、
叔伯兄弟、公婆、亲家、哥哥、姐姐、姊
妹们”是表明人物关系的标准词，《红
楼梦》也是这样。

77回，司棋被撵走时求周瑞家的人
等，“婶子大娘们，好歹略徇个情儿，如
今且歇一歇，让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
一辞。”周瑞家的劝司棋，“谁是你一个
衣包里爬出来的，辞他们做什么。”

24 回，宝玉问邢夫人，“大娘方才
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

13回，凤姐梦见已死的秦可卿说道：
“婶子好睡！”“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
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
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

49 回，宝玉夸薛蝌。“谁知宝姐姐
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
形容举止另是一样。”

《红楼梦》中表现母子关系的另一
种语言方式也和临县话如一娘所生：

116 回，王夫人与宝钗说通灵宝
玉的奇异，“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
含着的。”

中途饮食为“打尖”，“三茶六饭”
“吃的起”，“吃不起”；敬你“一盅”“烧
酒”，却喝了“半钟”；“铺盖”、“穿戴”挺
好，不要“好吃懒作”；“舀”上一盆“滚
水。”《红楼梦》中这些文学语言与临县
话一模一样。

15 回，贾家送殡路过农庄，“那时
秦钟正骑马随着他父亲的轿，忽见宝
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

68 回，凤姐因贾琏偷娶尤二姐而
大闹宁国府，哭骂尤氏“你妹妹我也亲
身接来家，……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
婢的住在园里。”

11 回，凤姐劝秦可卿好好治病，
“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
吃的起。”

39回，刘姥姥给贾府送来鲜瓜菜时
和贾母说，“我们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

肖像描写

人物关系

《红楼梦》塑造了几百人物，有名有姓的
就有四百多人，叙述人物动作时，不间断地
使用着与临县方言一致的文学语言，令人叹
为观止。

11回，王熙凤与尤氏谈论秦可卿病情，“凤
姐儿道：‘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
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尤氏道：‘你
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

《现代汉语词典》中“扎挣”解释为方言，
“勉强支撑”；例句是“病人扎挣着坐起来。”
“服侍（伏侍）”更是《红楼梦》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词。读 fú shi，伺候、照料的意思。临县话
中的服侍，既有晚辈伺候长辈的意思，也有大
人照料小孩的含义，更有伺候病人的内涵。

19 回，宝玉执意不肯让袭人离开，袭人
劝解，“自我从小儿来了，跟着老太太，先伏
侍 了 史 大 姑 娘 几 年 ，如 今 又 伏 侍 了 你 几
年。……若说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
然没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
不是什么奇功。”

除了服侍、扎挣，《红楼梦》中还有不胜
枚举的记述动作的话，与临县话惊人的一
致。根据关键词“勒 、揉搓、兜揽、捉弄、打
发、收拾、凑手、笞楚、撂（撩）”举例：

22回，为宝钗过生日，贾母出银子，凤姐
凑趣说少，“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
子来作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
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

箱子底，只是勒 我们。”勒 ：读 lēikèn，
意思是刁难、强行索要。

14回，凤姐问跟贾琏去苏州的昭儿回来
做什么，昭儿道：“二爷打发小的回来报个信
请安。”

有关键词“作践、糟蹋、跳踏”的句子：
19 回，袭人母亲、哥哥见袭人根本不肯

让赎，想“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
威少的。”

23回，写黛玉葬花的故事。宝玉让把花
扫 起 来 撂 在 水 里 ，黛 玉 说“ 撂 在 水 里 不
好。……仍旧把花糟蹋了。”

出现关键词“使唤、吃疼、韶刀、应承、争
竞、奉承、说合、尽让、嚎、咽气、哨探、 哨”
的句子：

25回，凤姐有一件事求黛玉，“林黛玉听
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
茶叶，就来使唤人了。’”

围绕关键词“引逗、勾留、勾引、厮守、猜
枚、作乐、倒替、将养、养活”的句子：

32回，贾政当着忠顺王府的长史官骂宝
玉，“你是何等草芥，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
祸及于我。”

9回，宝玉与秦钟等人在家学里“四处各
坐，八目勾留。”

饮食起居

动作记述

临县话里典型的物名“砚瓦、绢箩、风
炉、沙锅、瓦片儿、砖头儿、日头、拐棍、簸
箕、铺盖、坎肩儿、菜蔬、瓜果”等都在《红楼
梦》中能找到相应的例句。

9 回，金荣要打宝玉、秦钟，“尚未去
时，从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
砚瓦：砚台。

42 回，宝钗说画画需要的物件，“顶细
绢箩四个，粗绢箩四个，……风炉两个，沙
锅大小四个……”

31 回，翠缕问湘云“怪道人都管着日
头叫‘太阳’呢。”“难道那些……瓦片儿、砖
头儿也有阴阳不成？”

关于时间的话语，《红楼梦》与临县话
非常相同。

32 回，湘云劝宝玉和为官做宰的人谈
仕途经济，日后好应酬世务，“没见你成年
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

69 回，宝玉到潇湘馆劝黛玉不作无益
之悲，“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
当各自宽解。”“黛玉起先恼宝玉说话不论
轻重，如今见此光景，……不免无言对泣。”

24 回，贾芸、焙茗让红玉给宝玉带话，
红玉说“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
空儿我回了他。”“他今儿也没睡中觉……
明儿来是正经。”

凤姐安排贾芸差事，“你到午错的时候
来领银子，后儿就进去种树。”

《红楼梦》中表述人与人、人与物的空
间关系的话与临县话分毫不差的有：“下手
里、尽下边、背地里、怀前、跟前、头里”。

47 回，贾母与王夫人、薛姨妈、凤姐打
牌，“凤姐儿道：‘再添一个人热闹些。’贾母
道：‘叫鸳鸯来，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

50 回，贾母到芦雪庵赏梅，“你们仍旧
坐下说笑我听。”“众人听了，方依次坐下，这
李纨便挪到尽下边。”尽下边：最末的位置。

《红楼梦》在叙述故事的语言中还有很
多典型的“临县话”，此处综合呈现给大家，
以便从多角度品味《红楼梦》中的临县话。

4 回，门子对贾雨村说英莲，“他眉心
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记，从胎里带
的，所以我却认得。”

32 回，湘云送袭人戒指时说宝钗，“这
些姐姐们再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
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
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35回，凤姐未探望被打伤的宝玉，黛玉
心里盘算：“便是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要来
打个花呼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才是。”

《红楼梦》中有许多谚语熟语，运用得
恰到好处，读来赏心悦目，让名著更接地
气。我们选择与临县话相一致的部分，供
大家评赏。

6 回，刘姥姥说女婿狗儿，“没了钱就
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谋事
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
佑。”

刘姥姥听见凤姐赏她二十两银子，喜
的浑身发痒，“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
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
还粗呢！”

9 回，家学里贾瑞息事宁人，劝金荣给
秦钟磕头赔礼，“俗话说的好：‘杀人不过头
点地。’”

《红楼梦》中涉及动物的情节不多，但
几乎是有动物叙述，就有临县话，这种现象
不得不叫人刮目相看。

8 回，宝玉到梨香院看望薛姨妈一家，
“薛姨妈叹道：‘他是没笼头的马，天天忙不
了，那里肯在家一日。’”

24 回，卜世仁韶刀外甥贾芸，“前日我
出城去，撞见你们三房里的老四，骑着大叫
驴。”叫驴：公驴。

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了
沿岸生民，滋养了沿线土地，
装点了沿途风貌，形成了独
特的黄河黄土文化。以全省
黄河、太行、长城“三大板块”
旅游发展为契机，沿黄各县
抢抓机遇修建沿黄公路，挖
掘沿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
推动黄河文化与旅游深度融
合，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但也要看到，在规划建
设中仍存在各自为政、景点
雷同、配套设施不健全的问
题，尚未形成沿黄旅游品牌
和亮点。一是景区线路贯通
缺乏整体规划，资源的共建
共享较差。二是景区景点的
联合开发不够，同质化开发
多。三是旅游产业龙头企业
少，“满天星星没有月亮”。

缺乏设施建设，景区景
点回头率不够。旅游交通不
畅，还未形成完善的旅游线
路。配套设施不全，停车场、
食宿条件、游客接待中心以
及娱乐康体设施、商业服务
网点等配套设施，不能满足
游客“吃、住、行、游、购、娱”
的需求。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
游是文化的载体。沿黄一线
应该立足打造“九曲黄河神
游、晋商文化体验、黄河古镇
寻迹、红色文化缅怀”为主题
的大旅游发展新格局，深度
挖掘沿黄旅游产业中的“文
化力”，将传统文化存真、做
深、活化、拓展，促进资源、创
意、市场共享，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赢。

应按照“高质量发展、高
水平崛起、高标准保护、高品
质生活”目标，以“特在历史
文化、特在自然资源、特在民
俗民风、特在英才辈出”为基
调，着力在全域拓展旅游空
间、全程延长旅游时间、全力
完善旅游功能、全面强化旅
游管理、全链打造旅游业态，
全景宣传旅游品牌上下功
夫，将沿黄旅游资源进行归
类、扩面、成链的大规划，全
力打造与传统文化相衔接、
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与沿黄

各地特色相契合的主题文化，实现区域互补、项目互
补、功能互补、产业联动，形成“大旅游”景区链。

一方面要狠抓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开通旅游专
线和跨区旅游线路；另一方面要狠抓创意文化建设，
围绕历史文化游，传承革命老区的历史文脉和自然
遗产，打造富有历史性、艺术性、知识性和实用性、故
事性、趣味性的独具黄河特色的创意产品。如民俗
风情游、自然景观游、围绕体育赛事游等，形成“旅
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养生”等大联合、大整
合的旅游发展格局。

推动文化旅游项目建设，规划建设“革命老区
游”“廉政文化教育游”“自然生态文化游”“古街古渡
古镇游”“黄河风情游”“生态农庄采摘游”等，推出一
批具有强烈文化感染力的专题线路。建沿黄民俗艺
术游园，排演实景剧，包括戏剧、影视、声像、表演、图
说、戏说等，展演民间刺绣、剪纸、印染、乐器、陶艺、
竹编等手工艺；建古镇精品示范区，建设临县碛口、
柳林军渡、孟门、汾阳贾家庄等特色文化村的历史展
览馆与现实精品游相结合的古镇今昔游；建黄河古
诗主题公园、黄河影视城，拍摄黄河实景剧、制作歌
咏黄河的歌曲MV，让沉睡的历史文化“活”起来。

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沿黄旅
游共同体。一方面鼓励民间老艺人制作、生产、销
售、传承传统工艺品，激励年轻人向民间艺人学习手
艺，搞好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另一方面组建专业创
作团队，统一编写导游专业的教材，突出吕梁精神，
讲好吕梁故事，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
意的现代服务业，让生态吕梁在母亲河的滋养下成
为乡村振兴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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