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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论是远涉重洋的温籍华侨，或是背井离乡的温州市人，都抱有一个信念，“宁离祖宗乡，不丢
祖宗腔”，无论你走到那里，一句温州话，就能把你我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作为中国文化价值
最高的语言之一，温州话需加以发掘、继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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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瑞华，男，1970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学高级教师。
1989年从教以来，曾获得龙湾区爱岗敬业道德模范、区优秀共产党员、区名校长、温州市小学数学教
坛新秀、市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优秀领雁人等荣誉以及温州市
新闻奖教金优秀校长奖。
近年来，先后在省、市、区做讲座50多场，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8篇，已出版著作2本，被《中国青
年报》、《光明日报》、《温州日报》等媒体采访报道50多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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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灵官山：原名覆釜山，位于今吴桥路37号温州电业局高压修试工区的大院内。
　　海坛山：俗称上岸山，它北滨瓯江，东控镇海门（东门），西当望江门（朔门）。
　　巽吉山：又名巽山，位于鹿城区东南的山前街。
　　仁王山：又名东屿，位于今飞霞南路5号的温州东屿发电厂内。
　　五马街的传说　　很久以前，温州五马街并不叫五马街。
据说，住在四周的老百姓，每日夜里都听见一阵阵“得得得”马跑过的声音。
开门一看，又不见马的影子。
　　那时候，这条街上住着一个打草鞋的老人。
老人屋外有一块石头。
每日打草鞋时，他把草放在这块石头上慢慢捶软。
石头是青色的，因为捶得久了，石头变得光溜溜的，也蛮好看。
　　一日，有个人看见这块石头，就去对老人说：“老伯伯，你这块石头卖给我吧，我给你五两银子
！
”　　老人听了有些奇怪，摇摇头：“我不卖，这块石头我捶了好多年，捶熟了，舍不得卖。
”　　好多看热闹的人都觉得这人要花恁多的银子买一块石头，实在奇怪。
　　那人走了。
老人不放心，怕石头被人偷去了，就把石头搬到屋里来。
　　过了三日三夜，那个客人又来了。
他带来更多的银子，想让老人将石头卖给他。
　　那客人一看石头没有了，很着急，赶紧问老人。
老人告诉他，已经搬到屋里来了。
　　“几日了？
”那客人慌张地问。
　　“三日三夜。
”老人说。
　　“唉！
”那客人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你就送给我，我也不要了。
我是采宝客。
我看到你这块石头上有五匹马，石头放在外面，马日日有露水喝，又吃了你日日捶的草，所以长得活
泼健壮。
现在你把石头搬到屋里，五匹马没有露水喝，一定都渴死了。
”　　说着，那采宝客把石头一翻，果真石头上有五匹马的影子，只是不动了。
听的人都为老人叹惜，说他运气不好。
老人呢，一点不在乎。
他说：“以前我不晓得它是宝贝，我当作宝贝爱它。
现在这五匹马不动了，我捶还是照样便当，还像块宝贝嘛！
”　　以后老人照旧勤勤恳恳打草鞋卖，照旧用这块石头捶草，一直到死。
　　老人去世后，大家就把老人住的这条街称为五马街。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温州话入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