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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津方言与地域文化　　谭汝为　　今年年初，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这是天津话》的系列
谈话节目，每天讲解一个天津话词语，迄今播出了200多集，受到天津地区听众的欢迎。
　　这个以方言文化为内容的谈话节目，试图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
对典型的天津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
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
近一年来，整天琢磨天津方言词语的构词理据和语义语用特点，有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民族共同语、标准语和一个人的母语方言之间，并不存在着势不两
立、水火不融的关系。
为什么？
标准语和母语都应该有，它们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和使用范围，以适应不同的需要。
比如，普通话是通用语言，是工作语言，是公务语言，是教学语言，是校园语言；而方言则是家庭语
言，二者并不冲突。
　　我们在普及推广普通话，强调民族共同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方言；而是使公民在说方言
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
依托的。
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推广普及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
目前，中国政府已正式将包括语言在内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列入了中央财政预算项目，每年
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开展此项工作。
在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将会受到保护，多语言的和谐统一、规范发展将会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
　　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
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
尽管方言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但还是会长期存在的。
普通话是为全民族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个地区的民众服务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
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这样做也行不通。
　　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
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一定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承认方言在一
定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
但应看到，使用方言的范围有所缩小，这也是正常的趋势。
　　二、关于天津方言岛　　外地人一到天津，首先体会到的不光是天津城的独特韵味，或是天津小
吃的美味，还一下子就会被幽默、直爽、豪放的天津话逗乐了。
　　天津方言与普通话接近，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其次在词汇方面，而语法与普通话基本相
同。
天津市各区县的方言，细分可以分为9小片。
其中较大的方言片是：　　天津市北部地区是蓟宝宁话片（蓟县、宝坻、宁河），与唐山话接近。
南部地区津南、大港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沧州话片。
譬如南郊小站镇，就说沧州话。
　　天津市区西北部的武清和北辰，以及东部塘沽部分地区的方言与北京话接近。
譬如杨村镇，北郊双街、双口，说武清话。
　　市区的西南部地区基本属于静海方言区。
譬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南区咸水沽镇，说静海话。
　　从市中心向北，过了北马路、北大关，河北大街，这属于天津话的地界，但一过了旱桥，那就变
味了，成了北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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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的北仓、宜兴埠、西堤头、市区西沽、丁字沽，明显不同于天津话。
其特点具有武清话与天津话之间过度的性质。
　　天津话片，以旧城区为中心，包括南开、河北、河东、河西、和平5个区，红桥区的大部分街道
，西郊中北斜和永红两个乡的东部，大寺乡、王稳庄乡北部的3个村，南郊双港乡的大部分村，东郊
西北部的部分村镇。
其特点是：四个声调中阴平声的调值低降，齿音字较多。
例如：下列阴平声调的词语，天津话读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差异十分明显：“天津、标兵、沙发、西医
、高招、灰堆、飞机、抽烟、西沽、抓瞎、三鲜、清真、阴天、胳膊”等。
　　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内中的一个分支。
天津方言区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区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区，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
”。
——所谓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就是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
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
譬如承德，它距离北京二百多公里，但居民却操纯粹的北京话，就是由于清朝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
外八庙，首都的宫廷供奉人员和皇宫卫队的大批官兵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
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
——所谓天津方言（或天津话）就是指市内六个区和西青区大部分、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所使用的
方言。
　　天津方言岛，呈倒了个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边距旧城北约l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22公里。
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方言。
据专家考查推测，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
这与《天津卫志》说的天津“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越吴楚齐梁之民”有关。
著名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得出结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
淮平原。
”这个论断获得学界一致认同。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
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外地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到天津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冠以姓
氏的“官屯”地名。
据说“燕王扫北”时，安徽宿州一带有大批军士携带家眷来到天津。
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平
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往北到徐州，往南不超过蚌埠。
　　另外，天津是南北漕运的中心，是中国北方贸易转运、商贾聚集、五方杂处的重镇。
明清两代，许多苏皖地区以及晋冀鲁豫地区的移民，或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至天
津；随后盐业、金融、实业、商业，乃至政界、军界、文化各色人物都在天津安家落户。
这些因素对天津方言的形成自然产生种种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中的一些古老词
汇已经消失，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在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而那些方言俚语中准确、生动、形象的
部分则会融入普通话之中。
　　三、天津话的语音特点　　天津与北京相距不过一百多公里，与北京音系的武清方言区相距只有
十多公里，但二者在语音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尤其，在与普通话相对应时，操天津方言的人只要一张嘴，就使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与众不同的
津派气息。
天津方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面。
　　（1）普通话zh、ch、sh这些卷舌声母的字，在天津话里有一部分被读成平舌声母的z、c、s，例如
“展览”的“展”（zhan），天津话却读为zan；“招考”的“招”（zhao），天津话却读为zao；“
生产”（shengchan），天津话却读为sengcan；“上车”（shangche），天津话却读为sangce；“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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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shi），天津话却读为si；“山脉”的“山”（shan），天津话却读为san等等。
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天津话“齿音字”多。
　　（2）普通话带有r声母音节，在天津话里一般读成零声母，把辅音r换成了元音ī，例如“人”
（ren）、“热”（re）、“肉”（rou）、“润”（run）等字，天津话却分别读成in、ie、iou、iun等
。
再如“用、泳、勇”等字，普通话读为yong，而天津话却读为rong；“让、嚷、壤、”等字，普通话
读为rang，而天津话却读为yang。
　　（3）另外，天津话习惯于在ao e开口呼音节前加声母 n。
例如把“安全”的“安”读成nan，把“超额”的“额”读成ne，把“熬鱼”的“熬”读成nao，把“
可爱”的“爱”读成nai，还有“欧洲”“海鸥”等等。
　　最能体现天津话特点的就是声调。
天津话与普通话都有四个声调，但在调值（每个声调的实际读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
特别表现在阴平（一声）声调上，二者差别很大。
普通话的阴平读音呈现出高而平的调值，是四声中最高的声调，读高平调；而天津话的阴平读音呈现
出低而略带下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
例如“天”、“七”、“飞”、“边”等字的读音，天津话调值低，普通话调值高，借用音乐术语来
说，二者相差了八度音。
　　四、天津方言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我们研究城市文化，当然应重视地域文化对方言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当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
就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分野来说——以西安、咸阳为代表的秦文化，以洛阳、开封
为代表的河洛文化，以保定、邯郸为代表的燕赵文化，以济南、临淄、曲阜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南
京、苏州、杭州、绍兴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以武汉、长沙、岳阳、荆州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成都、
重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福州、泉州、漳州为代表的闽台文化，以广州、雷州、琼山为代表的岭南
文化，以梅州、赣州、长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既各不相同，又交相辉映，使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璀璨多彩。
　　地域文化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其典型的外在特征就是方言。
就拿天津的文化来说吧。
有人说天津文化可分三类——城厢文化、租界文化和码头文化。
其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的文化特征更侧重于码头文化，码头文化与天津方言更是相辅相成的
。
研究某一城市的方言，不能忽视对其地域文化的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
割裂了地域文化的滋养、孤立而刻板地研究方言，其后果只能获取一些枯萎褪色的植物标本。
不仅遏止了民俗语言蓬勃向上的生机；而且对方言或民俗语言的性质、生成、源流、传承和变异的机
制和规律，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
　　五、别具一格的天津方言语汇　　天津话中存在着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语汇。
这些方言语汇，大都生动形象、质朴俚俗，感情色彩浓郁。
例如：　 单音节词：嘛（什么）、掰（决裂）、扳（纠正）、改（挖苦，戏弄）、海（极大，极多）
、贫（油滑）、肉（性情愚笨，动作迟缓）、涮（耍笑，作弄）、哏儿（意思）、倍儿（特别，非常
）、抠儿（吝啬）、派儿（派头）、广（争吵，吵架）、搋（打架斗殴）、猴儿（逮捕，关押）、塞
（往嘴里填充）、噇（猛吃猛喝）等。
　 双音节词：格涩（行为古怪）、打镲（开玩笑，戏弄人）、崴泥（遇到麻烦）、腻歪（讨厌，不顺
心）、不够（不是人）、添堵（引起烦恼）、瞎掰（胡说）、拔闯（为冲突中的一方壮威、出气）、
捯饬（修饰，化妆）、栽面儿（丢脸，出丑）、胡吣（瞎说）、邪门儿（反常）、找乐儿（寻开心）
、耍单儿（一个人单独行动）等。
　 三音节词语：没眼眉（不会察言观色）、白话蛋（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罗罗缸（难以了断
的纠葛）、吃挂落（受牵连）、咕棒槌（在上司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斗闷子（斗气）、念山音（话
中带刺儿，甩闲话）、屁屁蛋（云山雾罩、撒谎吹牛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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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音无字的天津方言词语　　活跃在口头上的天津方言词语，俚俗而生动。
但其中有一部分词儿，有音无字，难以书写。
例如：“shún鸟外国鸡”“嫌shún”“添shún”的shún；“谁愿意dán（搭理）他”的dán；“
对孩子太shèng（溺爱）”的shèng等，　　这些单音节的词儿，都找不到确切的汉字来书写。
说这类词儿“有音无字”，是统而言之，确切地说应是“没有确定的字”。
再如：冻得直打dēidei（哆嗦）；真huòhuo（糟蹋）人；小孩吃gège（奶）；纯粹一个傻béirbeir
等。
这些叠音方言词儿，你可以写成“得得、祸祸、个个、贝贝”，至于写得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写，究
竟该如何写，见仁见智，令人犯难。
方言口语词一旦写成文字，就会出现若干个不同的词形。
这类词语，口头有定音，书写没定字；说时挺溜乎，写时却犯难。
这种现象很值得语言学界同仁进一步探研。
　　口耳相传的方言词语，很难登上一般词典的殿堂，但它却不时迈进书面语领地。
“我手写我口”，看似颇寻常，写来却难办。
因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人们只好因声觅字，各行其是，形成一词多形的状况，确实是不得已的事。
但必须指出：异形词的大量出现，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其后果只能给汉语词汇规范工作增添麻烦
。
天津口音、土语是由于历史上地区隔绝、封闭造成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在明
显地向普通话靠拢，而那些方言俚语中表意准确、生动的一部分，则会被有选择地汇入普通话之中。
　　天津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语言文化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和竞争
力。
在词汇方面，天津话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含蓄质朴、感情深厚、贴近生
活、幽默诙谐，成为天津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有力工具。
在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
天津方言也受到国内人民的青睐，在文学、影视、话剧、曲艺、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常被使用。
今天，天津方言正以较高的文化品位，伴随着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跨入新世纪。
　　2009年2月15日　　写于天津华苑天华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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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天津话（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290千字，440页，收入对天津方言词语200余条的阐释
，涉及有关词语430条，附带DVD光盘——精选谈话录像50期，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总监侯津淼女士、著名城市文化学家李世瑜老先生、著名语言学家马庆株
教授分别作序。
笔者撰写前言《天津方言与地域文化》和后记。
目录显示全书词条以音序编排，为方便读者检索，书末列出《本书所收录天津方言词语索引》和“主
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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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籍广东新会，1945年生于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词汇语义学、民俗语言学和天津地域文化研究。
任教育部“汉语能力测试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修辞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阅读与鉴赏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天
津市语言学会顾问、天津市修辞语用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主要著述：《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人间词话·人间词校注》《词语修辞与文化》《诗歌修
辞句法与鉴赏》《话民俗，学汉语》《民俗文化语汇通论》《天津地名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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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拔闯（chuang）　　“拔闯”属于江湖黑话，就是在纠纷、冲突中公开为一方张目、壮胆、助威
，甚至直接上阵，参与争斗。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来自四面八方、从事五行八作的人们聚居杂处，哪有马勺不碰锅沿儿的。
因此，邻里两户人家闹矛盾，马路上两个小贩因故吵架，是时常发生的事。
　　遇到这种民间纠纷，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通情达理，息事宁人，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不
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过不了几天，就和好如初了。
另一种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你不是省油的灯，我也不是吃素的！
你不依不饶，我也不甘示弱。
于是，扩大事态，剑拔弩张。
在这时，再出来两个拔闯的，那冲突就越演越烈，甚至闹出人命来！
　　“拔”是动词，有一个义项是“向高处提”的意思，如“拔嗓子”。
“闯”也是动词，有一个义项是“兴起、惹起”的意思，如“闯祸”“闯乱子”。
“拔闯”就是在剧烈的纠纷中，为一方壮胆助威，火上浇油，以扩大事态，惹起事端。
两边都招来拔闯的，就更厉害啦！
最后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自食其果！
　　白话（hua）蛋　　北方谣谚有“京油子，卫嘴子”之说，是说天津人能说会道，妙语如珠，言
语诙谐，长评短论，滔滔不绝，而且是“煎饼锞子带作料——一套一套的”。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说北京人“京油子”，北京人觉得很反感，常声明“这是以偏概全，不足为
凭”；而说天津人“卫嘴子”，天津人却心安理得，起码认为并无恶意、贬义。
到外地讲学或出席学术会，在讲课或大会发言之后，外地好友礼节性地奉承（或鼓励）我说：“怪不
得说你们天津人是卫嘴子呢！
谭兄，好口才啊！
”您瞧，“卫嘴子”之说，虽为调侃，但并不含贬义，甚至还有赞美之意呢！
　　天津人为嘛能说会道，“小嘴儿叭叭儿的”能“白话”呢？
我想，原因有三：　　首先，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相通，为水陆码头，交通发达，历来是北方漕
运枢纽，南北商品集散中心。
商贸发达，人气就旺：人气旺盛，就靠交流；交流一多，口才自然好。
于是天津人的嘴皮子，经过代代相承，就练出来了。
　　其次，天津人见多识广，视野宽敞，胸襟开阔。
苏皖军人、浙广商贾、燕赵移民、清廷遗老、北洋政客、三教九流⋯⋯移民天津，带来了无数奇闻轶
事，使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
天津开埠后，九国租界，洋行林立，欧风劲吹，新潮迭起，使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
天津人眼界大开，每天听到看到的新鲜事儿，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这就为天津人的“白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第三，天津是曲艺之乡，幽默大师马三立的相声，金嗓鼓王骆玉笙的鼓曲，现挂找乐儿的天津快
板，使天津民众耳濡目染，无形的熏陶促进并提升了天津人的幽默感、想象力和口头表达水平。
　　您看，天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有丰富的生活素材提供，有高超的口语技巧垫底儿——经过
几代人的积淀传承，自然潜移默化，水涨船高。
要说咱们天津人的口才，那是“剃头师傅拍手——推（忒）好咧”！
　　“白话”是个正经词儿，您看：有“白话文”“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文运动”。
天津话的“白话”，就是闲谈、聊天的意思，并无贬义。
但“穷白话”“瞎白话”可就带有贬义了。
说某人“穷白话”，是对其“光说不练，耽误工夫”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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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某人“瞎白话”，则带有水分太大，不可信的意思了。
用天津话说，就是“这小子瞎白话，你可别信啊，他在南门外说话，你得到八里台听去”。
　　天津某公，整天“穷白话”，云山雾罩，天南地北，口若悬河，喋喋不休。
什么古今中外联合国，天文地理文史哲，直至声嘶力竭，口吐白沫，仍滔滔不绝——那就升格为“白
话蛋”了。
“白话蛋”又名“嘴把式”，就是“光说不练”“狗掀帘子一拿嘴对付”的意思。
天津俗谚说：“有钱去听《水浒传》，没钱别听白话蛋”，就是对“白话蛋”的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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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年初，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这是天津话》的系列谈话节目，每天讲解一个天津话词语
，迄今播出了200多集。
受到天津地区听众的欢迎。
这个以方言文化为内容的谈话节目，试图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
型的天津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
，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
　　《这是天津话（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为《这是天津话》系列节目汇编，收入对天津方言词
语200余条的阐释，涉及有关词语430条，附带DVD光盘——精选谈话录像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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