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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红楼梦》》里的汾阳口语里的汾阳口语
□ 吕世宏

《红 楼 梦》里 有 大 量 的 汾 阳 口
语，至今是汾阳日常土话，如伙计、
张口（向人要东西）、省事、跟前、
上水、囚囊（八怪）、瞒藏（瞒昧）、脱
滑、精爽（精眉爽眼）、没法儿、炕上
等等上千个。汾阳中学的运城人李
辉老师感叹说“《红楼梦》里有大量
汾阳方言”。

这些口语，与汾阳民俗息息相
关。如“吃面”专指面条的日用口语，
64 回“半瓶醋”“早起”汾阳指早晨，

“滚水（开水）”，“绰起（捉起）”汾阳指
拿起来。再如“但凡”汾阳话指“只
要”，撞丧（囊嗓、装嗓）汾阳话指懒惰
贪吃。22回“眼生”汾阳话指陌生，25
回“管保”汾阳话指保证，31 回“跌的
地下、折了手、虼蚤”等等。第二回

“堪堪”汾阳话“可可”恰好的意思。
汾阳口语“厮抬厮敬”指相互尊重，

《红楼梦》79回和 87回都用到了这个
词，汾阳人把“相互看”称“厮看”，再
如厮打厮帮指相互帮助，打架汾阳话
叫厮打。第三回“作甚、袭人（吸人）、
尽让、连日身上不好、搭拉鞋、兴的

（宠幸）”。27回“照脸”朝脸上，28回
“三分不是”等等。第 24回宝玉见了
贾芸说“你到比先越发出挑了”，“出
挑”汾阳口语，出息了的意思。发音
出 跳 ，比 同 级 同 辈 混 的 好 叫“ 出 跳
跳”。

有些文化口语，外乡人理解不
透。如 65回“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贾
琏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清
水下杂面，你吃我看见。见提着影戏
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
别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

的事。”吕梁地区的小杂面如红面、豆
面等等，面色水色不一样，清水杂面
是一清二楚的意思，红学界对此解释
不清。“影戏人子上场”这是孝义皮
影，汾孝地区把皮影学徒开始表演叫

“上窗子”，不小心就把灯布碰烂了。
这个离开汾州文化背景，还真理解不
透。再如 6 回王狗儿、板儿、青儿等
名字类汾阳民俗，刘姥姥“瞎生气、拉
硬屎”。16 回“盛饭、不么、二门”等
等。

薛蟠热衷于“相看”人家，汾阳口
语相亲说“相看”。《清律·男女婚姻》
规定“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
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卑幼在外做官或经商，自行娶妻，即
使尊长为其定婚在后，除非已成婚，
否则仍依尊长所定，违者杖八十。”这
说明清代是不流行相亲的。但是《红
楼梦》里薛蟠就多次相亲：“情人眼里
出西施……又令他兄妹相见，薛蟠一
心看准”。清代《汾阳县志》记载相亲
起源于汾阳二王府，是汾阳特有的恶
俗。

特别是“不好”一词，在《红楼梦》
里大病小病一律叫“不好”，至今还是
汾阳最常见的方言。我在山西许多
地方听不到“不好”一词，而汾阳孝义
人从来都是用“不好”代指病的，而且
可以指代一切病症。同样是晋语区，

“不好”并不流行。绥德说“难活”，柳
林人说“不应手”，交城文水则说“不
待动”，应县“不好活、不好过”。我在
国图查遍了各种方言书，找不到汾阳
土话“不好”的类似情况，过去没有详
细病名，所以不能动了也叫“歪的炕

上”“不好哩”。
按说，曹雪芹没有汾阳生活的记

载，《红楼梦》里的汾阳口语哪里来
的？推断是汾阳人郭汝霖留下的。
郭汝霖是曹玺的拜把兄弟，曹家的老
管家，几乎是曹寅的老干爹。曹寅赞
美他“遗书可教儿子读”，郭汝霖给曹
寅讲述汾州二王府故事是曹寅创作

《风月宝鉴》红楼梦草本的来源。还
有几种情况，如曹家孙母有大同血
统，曹家在京东一带开设当铺，要知
道当铺是山西人晋商的天下，曹家开
当铺肯定离不开雇佣山西人。另一
种情况曹振彦长期在吉县大同任职，
也可能传回一些山西口语。《红楼梦》
汾阳口语的大量存在为曹雪芹曾祖
父曹玺是曹振彦山西收养的义子这
一观点，提供了新佐证。

《红楼梦》里的山西方言，陆续见
诸报刊的有山西绛州说、晋南说、大
同说、临县说、文水说、晋源说等等，
外省晋语区有内蒙商都说、河北张家
口说、陕北说等等。主张山西方言的
阵营确实比较强大。当然也有主张

《红楼梦》方言有北京方言、吴方言、
东北方言的，这倒可以理解，因为曹
雪芹在北京南京都长期生活过，他熟
悉北京南京方言。然而，文献还是山
西说居多。

《红楼梦》吕梁方言主张已经有
临县说、文水说，今日再提出汾阳说，
事不过三，说明《红楼梦》作者与吕梁
地域有关系。汾阳口语的提出，为曹
雪芹是汾阳永和王后裔的观点助力
加码，也为国家《红楼梦》语言研究提
供了新素材。

2025 年 3 月之末，中央民族大
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素装简
车，访问了古老而新锐的吕梁汾阳
市，给汾阳带来了温暖和文化。蒙
曼老师是个红楼通，在她短暂的行
旅中，多次利用了《红楼梦》文化赞
美汾阳景色和历史。

其一杏帘在望。蒙曼老师在汾
阳中学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历史探究
课，四个题目最后一个是“杏帘在
望，诗酒趁年华”。大家知道《杏帘
在望》乃贾宝玉林黛玉合作诗歌。
2021年吕梁晚报发表《红楼梦里杏
花村意境在汾阳》一文，观点一经提
出很快流行，特别是获得了北京学
者的关注和支持。蒙曼老师用“杏
帘在望”代替“牧童遥指杏花村”，当
然是对红楼梦里的杏花村在汾阳的
观点的肯定。蒙曼老师还用“诗酒
趁年华”赞美杏花村汾酒文化的朝
气蓬勃，这是苏东坡的诗句，苏东坡
还有“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
花村”。青春岁月，如诗如酒如大观
园，鼓励同学们要胸怀远大。

其二表里山河。《红楼梦》赞美
风月宝鉴“表里皆有喻”，山西就是
一个表里有喻的地方，号称“表里山
河”。表就是东有太行，山西山系突
出一个抱字。这一理念来自红楼梦

“秀水明山抱复回”。西有黄河，山
西西临黄河，所以叫西河，汾阳西河
郡起源于西有黄河，无形中影射了
曹雪芹家有“西河柳”之号。

其三汾阳王。《红楼梦》里汾阳
王是贾府原型，贾府多次唱戏“满床
笏”，这是汾阳王郭子仪的故事，并
且脂砚斋批注“宁、荣未有之先”，就
是说贾府是汾阳王之后的两个汾阳
郡王。蒙曼老师肯定了明清时期汾
阳与汾阳王文化融合程度很高，走
进汾阳王府就相当于漫游了风景如
画的红楼梦贾府。

其 四 ，南 垣 寨 背 诵《好 了 歌
注》。《好了歌注》是《红楼梦》贾府背
景的暗示，来到汾阳南垣寨集贤堡
古民宅区，蒙曼老师油然而生沧桑
之感，再次进入《红楼梦》里，动情地
给大家朗诵了《好了歌注》。

百家讲坛女凤凰，视汾阳为一
所大观园，让人感觉蒙曼老师汾阳
之旅是带着《红楼梦》情结而来的。
蒙曼老师将《红楼梦》文化巧妙地融
入汾阳景色里，既是对汾阳文化的
高度概括和赞美，也是对山西后学
精读红楼的鼓励。文峰宝塔化育风
流，大师草蛇灰线以小喻大，羚羊挂
角妙在无痕。蒙曼汾阳行，齐美林
徽因，留下新历史，开启新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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