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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洛阳话中的头为啥叫“的脑”，洛阳人说坏为啥喜欢用“赖”

珍贵手稿亮相海选 它来告诉您答案

头为啥叫“的脑”，这儿有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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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的《方言初稿》 （受访人提供）

晁会元□记者 忻尚龙 文/图

近日，由本报发起，本报、洛阳网、洛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泉
舜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联手主办，洛阳动漫博物馆承办并提供技术支持，洛
阳文娱广播提供媒体支持的“泉舜财富中心杯——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
海选活动，成了许多市民茶余饭后的焦点话题。

尤其是收藏家晁（cháo）会元亮出的一本已经泛黄的珍贵手稿，更是给关
心此次活动的市民一个大大的惊喜。这本名叫《方言初稿》的手稿就是研究洛
阳话方面的“权威”——《河洛方言诠（quán）诂（gǔ）》的“前身”。

《河洛方言诠诂》考释了
河洛方言词语900余条，并研
究了洛阳话的写法、作了权威
解释。

比如“河洛谓头曰：‘的
脑’。的、顶声同，‘的脑’即

‘顶脑也’”，该句就解释了头
为啥叫“的脑”。

又比如“劣谓之‘赖’又谓
之‘挠’，河洛普通以‘赖’与好
对称，如云‘赖人’，即‘恶人’
也；‘赖东西’，即劣物也。劣、
赖声通。《方言》（《輶（yóu）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西汉扬雄著）：赖，仇也。注：
赖，亦做恶，通作厉”，这句既
有解释，又标明了该词的出
处，内容丰富且翔实。

然而，《河洛方言诠诂》也
指出了一些容易理解错误的
词，比如“河洛人骂人及物，时
以鳖为词，骂人曰：‘鳖东西’

‘鳖儿子’，意为坏东西也。俗
意误以为鱼鳖之‘鳖’。按《方
言》《广雅》皆云：鳖，恶也，与
弊同……故《书》弊为‘憋’。
又《司马矢》婼（chuò）：‘句
者谓之弊弓。’……骂人者必
訏其恶，故曰：憋”，就指明了
骂人时的“鳖”应为“憋”。

特别提醒：海选期间，热
心市民可继续报名参与活

动。如果您想参加“寻找最地
道洛阳话发音人”活动，可以把
身份证号、手机号或其他联系
方法等发给18638358895
(王记者)、15538537237(刘
女士)。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至 690799829@qq.com、
lymoa.com@gmail.com，
或通过洛阳网专题页面、新浪
微博@洛阳动漫博物馆报名。

优胜者不仅有机会参与
录制洛阳动漫博物馆的“洛阳
好声音，漫话洛阳话”节目，还
有机会出演我国首部“动漫方
言脱口秀”，拍摄立体电影
哦！洛阳动漫博物馆地址：西
工区中州中路497号中州国
际(王城公园西门斜对面)。

关心“泉舜财富中心
杯——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
音人”活动的读者，还可以通
过活动支持媒体洛阳文娱广
播，收听本报征集的洛阳话
“段子”。洛阳文娱广播呼号
FM102.1、AM783，7:30-
8:00《老洛阳的幸福生活》栏
目播出，18:00-19:00《动听
十八点》栏目播出。

（本文相关洛阳话用字，
参照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河洛方言诠诂》《洛阳市志·
方言志》《老城区志·方言》）

那么，洛阳话有没有专门
的学术著作，可以作为判断洛
阳话地道与否的标杆呢？答
案是肯定的。

在本次活动中，我们主要
依据的《河洛方言诠诂》《洛阳
市志·方言志》和《老城区志·
方言》就是关于洛阳话的学术
著作，其中《河洛方言诠诂》最
权威。

近日，晁会元拿出的《方
言初稿》就是《河洛方言诠诂》
的“前身”。据晁会元介绍，

《方言初稿》的作者王广庆是
民国时期河南大学的校长、著
名学者。他一生勤于著述，对
河洛文化研究成就斐然。《方
言初稿》是王广庆在1934年
至1947年对河洛方言研究整
理的呕心之作，现已发现 8
册。后在1993年，中州古籍
出版社根据找到的7册《方言
初稿》出版印刷了《河洛方言
诠诂》。曾参与《河洛方言诠
诂》校点工作的洛阳文史学者
赵跟喜说，直至今日，该书仍

被公认是洛阳话方面最权威
的学术著作，尚无一本著作的
研究水平能够突破该书。

去年，晁会元在一次拍卖
会上意外发现了一册《方言初
稿》，他根据写作时间推断这
应该是第五册。晁会元的这
本《方言初稿》为线装，纸张有
些泛黄。白底的封面上“方言
初稿”四个竖排大字清晰醒
目。“我希望重新梳理这本《方
言初稿》，为河洛方言研究提
供新的史料。”晁会元说。

昨日，截至记者发稿时，
报名人数已达125名，其中年
龄最大的已过七旬，年龄最小
的只有2岁。

目前，完成录音的有76
人。选手展示洛阳话的形式
也是五花八门，有说顺口溜
的，有说家常话的。一位名叫
马晓峰的老先生在录音现场
说起了小快板：

“打竹板，走上台儿，俺不
跳舞不唱歌儿，老少爷们包

（不用）吭气儿，听俺说段小快
板儿，句句都带洛阳话儿。听
听说的啥黑样儿。啊！恁问
俺叫啥？嘿！姓刘名狗闪儿，
大名刘铁栓，外号铁疙瘩儿。
家该南边山黑拉儿（夹缝），出
门净是料疆窝儿（坑洼不平的
石头路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不光选手们的展示形式
大有不同，关于洛阳话的“标
准”，网友们也争个不休。

网友“heluoyeren”认为：
“出了老城，基本就听不到正宗
的洛阳话了。即使是老城人，
当他离开老城到了西工，说的
话也和在老城不一样。”

网友“m69m”有不同意
见：“我不认为老城的洛阳话
可以代表正宗洛阳话。我老
家在宜阳，俺那儿的家乡话可
比老城话好听。我的家乡话
虽然说得不地道，但到乡下走
走，乡音地道着呢！”

《方言初稿》，研究洛阳话的重要资料

选手各展绝活，方言标准众说纷纭

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
泉舜财富中心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