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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

———以 《东北鼓儿词选》张注为例

李光杰 李无未

(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东北鼓儿词选》收录清末东北子弟书作家韩小窗的作品，因书中东北方言味很浓，于是，当代

东北人张兴唐先生对之加以注释。文章对张注所提到的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进行考订，结合其他文献资料，

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晚清东北方言研究的重视。
关键词:《东北鼓儿词选》; 张兴唐注; 晚清东北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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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旗子弟书与东北鼓儿词

“子弟书”又称八旗子弟书、清音子弟书、子弟段，是清代北京、奉天府 ( 今沈阳) 等地曾经流

行的一种鼓曲类说唱艺术，因为始创者为八旗子弟，所以叫子弟书。① 子弟书产生于乾隆初年，盛行

于乾隆中后期，直到清末仍有流传。在形式上，子弟书每回开头，一般都有八句 “诗篇”。多回本的

子弟书，除首回有开头诗外，其他回可以省略。在韵律上往往采用汉语传统的十三辙进行押韵，一般

为每两句一押。子弟书的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② 内容多取材于明清小说、戏曲传奇及当时的社会生

活，由于通俗易懂，深受百姓喜爱。子弟书的流派有气势宏伟的东调与缠绵悱恻的西调。
嘉庆三年 ( 1798) ，子弟书东调随北京清室闲散人员被遣送盛京 ( 今沈阳市) 而传入东北。为适

应东北民众的语言习惯，进入东北的子弟书语言与东北方言快速结合，形成了具有东北语言特色的

“东北鼓儿词”。清末民初，东北鼓儿词在东北，尤其是奉天 ( 沈阳) 普遍流行。
由于这种曲艺形式的普遍流行，在普通民众当中收到了很好的娱乐效果，同时由于唱词宣扬

“惩恶扬善”也起到了“警示世人”的社会教育功能。正是由于东北鼓儿词特有的风韵，体现了浓郁

的地方色彩与民族特色，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启功先生认为 “唐诗、宋词、元

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 ‘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

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 我的回答是 ‘子弟书’。”③ 可见评价之高。郑振铎在

《中国俗文学史》中，曾高度评价过子弟书，他在 1930 年代就能够将子弟书编进 《世界文库》，把子

弟书作家罗松窗、韩小窗与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相提并论。
韩小窗，清子弟书作家。本名不传，以署名行。据胡光平考证，约生于 1828 年前后，卒于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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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辽宁开原人，幼丧父母，寄居沈阳姑母家中，自幼接触了民间文学。因屡试不第，便从事子弟书

和近体诗谜的创作活动。① 韩小窗的子弟书作品，相传有 500 余篇，今存 《长阪坡》、 《黛玉悲秋》
等 35 种。韩小窗的作品除取材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之外，也有不少抨击现实的孤愤之作，“多为

忠孝节义及才子佳人故事”②。他的子弟书作品有 10 余种至今仍在东北大鼓、京韵大鼓等曲种中传

唱。③

二、《东北鼓儿词选》述略

赵玄同先生编辑的《东北鼓儿词选》，全名为 《东北鼓儿词选———韩小窗专辑》，于中华民国八

十二年 ( 1993) 八月在台湾出版发行。全书 584 页，分甲、乙、丙三部分。甲部分为序言，包括自

序在内共有 8 篇。各篇之序文，意在说明出版该书的目的、意义及其作用以及韩小窗的贡献。乙部分

为正文，搜集韩小窗先生编创东北鼓儿词 29 篇; 丙部分为附录，附录有四部分。
编辑此书的赵玄同先生是辽宁昌图八面城人。他自幼酷爱文学，青年时期加入国民党，从事抗日

救国活动。抗战结束后，“逃难”至南京加入 “中央训练团”，正式成为国民党军人，后随国民党撤

至台湾。为表达对已逝酷爱鼓儿词父母的纪念，为抢救整理渐被忘记的东北民俗文学———鼓儿词并使

之广泛流传，同时也为通过鼓儿词的整理、出版，慰藉旅居海外，尤其是离别久居台湾的东北人的思

乡之苦，赵玄同先生利用近 10 年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整理鼓儿词唱本 29 篇，

汇集序跋，最后形成《东北鼓儿词选———韩小窗专辑》。此书的出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正如高士

嘉序中所言: “( 此书) 光芒四射，使避祸台湾、海外的游子，读罢唱完之后，长年抑郁怀乡的心情，

为之奔放舒解。”
对此书进行校注的张兴唐先生是辽宁省辽源人，后居台湾。曾任台湾前中国文化学院 ( 大学)

民族与华侨研究所并兼东北研究所所长、诗人、教授。张兴唐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

博学多才，学术成果显著，在台湾 “负责编辑过边疆丛书，参加过修清史，主撰辽、金、元三史的

重刊本”。在 80 多岁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受好友赵玄同的重托对 《东北鼓儿词选———韩小窗专辑》
予以润正和批注，态度之敬业、文词之精美令人钦佩，对于东北鼓儿词的更好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东北鼓儿词选》与晚清东北方言词语

《东北鼓儿词选———韩小窗专辑》所收文中包含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词语，为方便海内外读者对这

些特殊的词语准确理解，赵玄同先生邀请张兴唐先生对此书进行批注，特别是对书中特殊的词语，比

如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进行了注解。张兴唐先生在注解与眉批明确指出是东北方言或是东北土语的词语

共有 50 处，其中“数落”、 “罗锅子”各重复一次，其他还有 48 个并不重复出现的东北方言词语。
我们将张兴唐先生所列 48 个东北方言词语与主要反映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方言的三本词典 《黑

龙江方言词典》 ( 刘小南、姜文振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东北方言词典》 ( 马思周、姜

光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年)、《简明东北方言词典》 ( 许皓光、张大鸣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同《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比较考订，从中寻求清末民初东北方言与今天东北方言内在联系

及演变规律。为避免繁琐，我们把张兴唐先生所作注释与批注简称 “张注或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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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注或张批”与三本词典注解词语的一致性

“张注或张批”与三本词典注解所释词语词形、词义相同或接近的有 16 个: ( 1) 撕罗，《露泪

缘》: “林黛玉又是可怜又是好笑，说: ‘快快明言我替你撕罗’。”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 ‘解

决’”。《东北方言词典》289 页注释为: “离析，抖搂。”《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撕捋”，注释

为: “拽; 拉。” ( 2) 蹭，《刘姥姥———入荣国府》: “老孀妇搭乩蹭到了角门首，未语开言面带春。”
“蹭”，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磨磨蹭蹭’，慢动作也”。《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两脚贴地作

极短距离的移动”。( 3) 炕沿儿，《刘姥姥———入荣国府》: “见佳人端然正坐在炕沿儿上，浑身俏丽

胜嫦娥。”张注: “东北方言，东北城市乡间，多睡火炕，上铺席子、毯子，靠边处镶以横木，有精

粗手工之别、贵贱木料之分。”《黑龙江方言词典》写作 “炕沿”，注释为: “嵌在炕的靠外一侧的横

木; 指炕靠外的边缘。也说‘炕沿儿’”。另《东北方言词典》154 页写作“炕檐”，注释为: “镶在

炕边上的长方木条。” ( 4) 嘎杂子，《齐陈相骂》: “有许多有字号的朋友也横不过我去，何况你这晚

秧子膘桶耍怎子嘎杂子。”张注: “东北方言，‘坏旦’。” 《黑龙江方言词典》写注释为: “二流子。”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玍杂子”，注释为: “调皮捣蛋的人。” ( 5) 刨，《齐陈相骂》: “仲子说:

‘你目无法纪真该死!’齐人说: ‘你刨一个真主儿来问一问咱!’”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 ‘找’
也。”《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除非是; 深追。” ( 6) 攥，《望儿楼》: “她忽然拉住君王的手，攥

了又攥哀声凄切气血相攻。”张注: “‘攥’字，词源无此字，东北方言，音ㄔㄨㄢ，意为 ‘握’。”
《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握; 抓面糊使从拇指和食指间挤出。” ( 7) 一溜歪斜，《卖刀试刀》: “众

人跑他一溜歪斜随后赶，佯疯作傻手拍巴掌疾如风。”张批: “东北方言，意 ‘步履踉跄’。” 《简明

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形容歪歪扭扭的样子。也说 ‘离溜歪斜’。” ( 8 ) 我他妈的， 《卖刀试

刀》: “讲揽个子敢说是个脑儿赛，提闯光棍得我他妈的罗汉铜。”张注: “为东北土语脏话。”三本东

北方言词典均未收录，但现在仍流行于东北少部分人口中。( 9) 汗塌儿，《卖刀试刀》: “土黄布中衣

土黄布的袜子，土黄汗塌儿两袖拖拉把钮儿松。”张注: “意为今之背心，应为北方土语。” 《黑龙江

方言词典》、《东北方言词典》、《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汗褟子”，注释为: “ ( 夏天) 贴身穿的

中式小褂儿。也叫‘汗褟儿’。” ( 10) 现眼，《借银傲妻》: “你自己无能应该现眼，绝不该苦巴苦拽

又娶亲。”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出丑’。” 《黑龙江方言词典》、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注释

为: “出丑，丢脸。” ( 11) 瞎诌，《借银傲妻》: “还只管口里瞎诌将人找，说明白就是摘借几两银。”
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乱说’。”《黑龙江方言词典》、《东北方言词典》均释为: “说胡乱编造的

话。” ( 12) 拳腿，《借银傲妻》: “愁默默缩肩拳腿双合眼，惨凄凄灰心丧意咬牙根。”张注: “东北方

言，音 ( 应为意) 谓‘屈腿’。”虽三本东北方言词典均未收录，但至今仍在东北三省多数地区广泛

使用。( 13) 秃噜，《草诏敲牙》: “颤巍巍从心头努力说: ‘燕贼反叛’! 他言语秃噜因齿漏风。”张

注: “东北方言‘不清’也。”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同秃拉。事情没办成。松脱，掉。”
《黑龙江方言词典》写作“秃鲁”，注释为: “刮掉，蹭破。事情没办成。松脱，掉。” 《东北方言词

典》写作“秃鲁”，注释为: “变卦，说了不算。脱落。碾，退。出溜，滑。粗读。带声的吸啜。”即

由牙齿“脱落掉”义而说明说话不清楚。 ( 14) 矬，《阴错阳差妙姻缘》: “见他身子滴溜儿圆像个巧

笔划成的蛋，身子却是出类超群拔了萃的矬。”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矮’。”《黑龙江方言词典》、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东北方言词典》注释为: “( 个子、身体) 矮。” ( 15) 柳罐斗子，《阴错阳差

妙姻缘》: “红花子脚又搭着罗圈腿，柳罐斗子头正对着烟袋脖。”张注: “东北方言，喻由井取水器

也。”《黑龙江方言词典》注释为: “用柳条编的斗状汲水器。”实际上，在这里是形容他的脑袋形状

像柳罐斗子。( 16) 扎煞，《阴错阳差妙姻缘》，“狗蝇须、鼠耳、扎煞贼眉散乱，说话儿本是结巴还

带着咬舌。”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 ‘向外翻’，意耳不平贴，即常说的 ‘兜风耳’。” 《东北方言词

典》注释为: “活跃，伸展挺立。”《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挓挲”，注释为: “( 手、头发、树枝

等) 张开，伸开。也作‘扎煞’。”即张开散乱眉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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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形接近，词义相同 16 个: ( 1) 起动，《黛玉悲秋》: “起动前来多承挂意，我这病势儿更比先

前一倍儿增。”张注: “意为劳驾，亦东北方言。”今天东北方言词语有 “劳动你”的意思。 ( 2 ) 央

及，《芙蓉诔》: “好容易央及老妈开了门户，这公子跨出园去不消停。”张注: “为东北方言，意为

‘哀告’或‘哀求’。”《黑龙江方言词典》作 “央咕”，注释为: “央求。”《东北方言词典》作 “央

咯”，注释为: “央求，又说成‘央咯叽’。”三者词义基本相同。 ( 3) 唠闲嗑，《露泪缘》: “方才我

是无心话，和那些姐姐唠闲嗑。”张注: “东北方言，唠，谈也。闲嗑，闲话也。” 《黑龙江方言词

典》、《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唠喀儿”，注释为: “闲聊。也做 ‘唠嗑儿’。” 《东北方言词典》
写作“唠嗑儿”，注释为: “闲谈，聊天。” ( 4) 忽喇巴儿，《露泪缘》: “忽喇巴儿地不许人提一句，

弄鬼装神不知为甚么?”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 ‘忽然’，或 ‘突然’，或 ‘不知何故’。” 《黑龙江

方言词典》写作 “呼拉”，注释为: “形容极短暂的时间。”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忽拉子”，

注释为: “一下子 ( 表示短暂的时间) 。” ( 5) 划，《露泪缘》: “叫一声: ‘妹妹呀! 你往何方去?’哭

一声: ‘佳人啊! 叫我那里划?’”张注: “东北方言，可作碰字解。” 《东北方言词典》注释

为: “插，别; ( 用笔) 勾掉; ( 笔) 画。”《黑龙江方言词典》注释为: “随意地拂、扫; 随意涂抹，

潦草地写字; 揽取、抢掠。”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划拉”，注释为: “打扫; 搜罗; 比喻吃

( 东西) ; 胡乱涂抹。”这里还是由“碰”义引申为 “找”义。 ( 6 ) 巴结，《露泪缘》: “又分与怡红

院中听使命，有甚心肠再往上巴结?”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争取上进’。”《黑龙江方言词典》写

作“巴叽”，注释为: “巴结，讨好。” ( 7) 搭乩，《刘姥姥———入荣国府》: “老孀妇搭乩蹭到了角门

首，未语开言面带春。”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无话作话’”; 《黑龙江方言词典》、《简明东北方

言词典》写作“搭搁”，注释为: “联系; 搭讪 ( 理睬) ，交往。” ( 8 ) 活， 《刘姥姥———入荣国

府》: “这佳人饭后吃茶无了事，将小匙儿手炉以内把灰活。”张注: “东北方言，‘活弄’拨弄也，动

也。”从句中所表达的意思看 “活”应为今天的“和” ( 读 huò，和面) 。《东北方言词典》、《简明东

北方言词典》写作“和弄”，注释为: “搅拌; 挑拨。” ( 9) 摘挪，《刘姥姥———入荣国府》: “今来府

上无别事，为的是在姑姑太太跟前暂且摘挪。”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借钱’。”《东北方言词典》
写作“摘肩儿”，注释为: “借钱。” ( 10) 出门，《春梅不垂别泪》: “孟玉楼孀居暂且把时光耐，暗

地里早有出门改嫁心。”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出嫁’。”《东北方言词典》、《黑龙江方言词典》、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出门子”，注释为: “ ( 姑娘) 出嫁。” ( 11 ) 冰楂儿，《春梅游旧家池

馆》: “也不顾冰楂儿湿透了凌波袜，也不顾泥点儿玷污了锦绣裙。”张注: “东北方言，言 ‘碎冰’
也。”尽管三本东北方言词典均未收录，但在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冰碴儿”，明确标出是方言，

且解释为: “冰的碎块或碎末; 水面上结的一层薄冰。” ( 12) 攮包，《卖刀试刀》: “向牛二说: ‘洒

家要杀早杀了你’，泼皮冷笑说: ‘攮包的东西你不能!’”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畏葸无用之人。”
《黑龙江方言词典》写作“囊货”，注释为: “指无能、没有本事的人; 指质量差的货物。” 《东北方

言词典》写作“囊包”，注释为: “无能的人 ( 贬) 。” ( 13 ) 们，《借银傲妻》: “便是恼妻儿就雨点

儿般的真说一顿，何苦来咂嘴摇头往死里们。”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钻’。‘穿入’也。”虽三本

东北方言词典未收录，从字音与句意看这个 “们”字至今还在东北部分地区使用，意思与张注基本

相同，即钻入、进去的意思。如: “我一下就把这颗钉子们进去了。”还有现在东北酒文化比较流行

的一句话: “感情深一口们。”实际上，也可写作“闷”字。( 14) 央里央腔，《借银傲妻》: “倘或气

出个灾和病，什么好身子央里央腔是酒糟透了的人。”张注: “东北方言，身体软弱貌。” 《黑龙江方

言词典》写作“怏怏呛呛”，注释为: “形容久病而身体虚弱的样子。”《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殃殃

戗戗”，注释为: “形容久病不愈的样子。” ( 15) 踢溜拖罗，《阴错阳差妙姻缘》: “鸡胸脯踢溜拖罗

个丝瓜肚子，虾米腰吉叮棒块老大个罗锅。”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不爽俐’。”《黑龙江方言词典》
写作“提了秃鲁”，第二个义项注释为: “形容办事拖沓。” 《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踢里嘡啷”，注

释为: “形容拖拉不利索。” 《简明东北方言词典》写作 “提拉秃噜”，注释为: “形容办事拖沓。”

221 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3 期·区域历史与文化



( 16) 罗锅子，《阴错阳差妙姻缘》: “有一个罗锅子名叫胡全貌不全，遣媒婆要聘绝代的佳人白玉

兰。”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驼背’。”三本东北方言词典中只有 《东北方言词典》写作“罗锅”，但

注释为: “起拱。”同页又有 “罗锅巴相”，注释为: “驼背的样子。”还有 《黑龙江方言词典》写作

“罗锅儿八相”，注释为: “形容弯腰驼背的难看样子。”这些注释的意义与张注的 “驼背”还是有区

别的。现在通行语也有，《现代汉语词典》写作“罗锅”，解释为: “驼背，指驼背的人。”
2. “张注或张批”与三本词典注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张注或张批”与三本词典注解所释词语词形接近，词义不同 1 个: 孤拐儿，《黛玉悲秋》: “乌

云儿一半儿蓬松一半儿翘，孤拐儿一个儿白来一个儿红。”张注: “意即腮也，为东北方言，肺病人，

午后发烧，有此形像。”《黑龙江方言词典》写作 “孤拐”，注释为: “踝骨。”《简明东北方言词典》
注释为“踝骨”，后二者词形、词义完全相同，但与张注的词义完全不同。

张批注所释东北方言词语 ( 含东北土语) 与今东北方言词语词义没有严整对应关系的有 5
个: “ ( 1) 大衿子，《芙蓉诔》: “不提防前身的大衿子烧了一块，岂非是辜负了祖母的重恩情。”张

注: 东北方言，意为前大衿，即袍子前面，由腰至下摆。”按，张注很对，但现在东北方言中 “大衿

子”和“前大衿”是两个不同词义的词，发生了词义转移，“大衿子”是 “大姨子”的意思。 ( 2 )

搭撒，《露泪缘》: “这宝玉几番着意的温存另眼儿看待，她倒把眼皮儿搭撒嘴儿撅。”张注: “东北方

言，意谓‘不理’。”按，同样意思现在用“耷拉”，但东北方言“搭撒”，则是 “搭理”的词义。张

注有误。 ( 3 ) 讨孽儿， 《长板坡》: “糜夫人紧揽公子心凄惨，小阿斗像讨孽儿一般总不哼。”张

注: “东北方言，意谓子女为生活，来向父母讨孽债，故曰‘讨孽儿’。”按，现在东北方言没有这种

用法，不知道张注的根据是什么。但从上下文来看，张注的解释不够确切，应该与 “懦弱”词义有

关系。( 4) 斗虫，《卖刀试刀》: “恶牛二摔袖脱衣掖扇子，说: ‘哦! 你脑门子宽宽儿的倒像个斗

虫。’”张批: “东北方言，意谓以‘大斗进，小斗出’，骗人的斗官也。”按，现在东北方言没有这

种用法，不知道张注的根据是什么。但从上下文来看，张注的解释不够确切，应该与 “斗虫”本身

的形体词义有关系。( 5) 四冲八档，《借银傲妻》: “这都是常门中祖宗的德行，积作下四冲八档你这

样儿孙。”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生时逢着忌讳不吉之事。”按，现在东北方言没有这种用法，不知

道张注的根据是什么。但从上下文来看，张注的解释也不够确切，应该与“作孽”词义有关系。
张批注所释东北方言词语 ( 含东北土语) 中非典型东北方言语有 10 个: ( 1 ) 数落， 《露泪

缘》: “傻大姐这才举目抬头看，认得是林家姑娘才住了数落。”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 ‘絮絮叨叨，

不停的说’。”《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数落”，解释为: “列举过失而指责，泛指责备; 不住嘴地列

举着说。” ( 2) 个别，《露泪缘》: “但只是生成又是个难缠的种，也像她姑娘的性儿有点个别。”张

注: “东北方言，意谓‘特殊’。”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个别”，解释为: “单个、各个; 极少数、
少有”。( 3) 撅，《露泪缘》: “这宝玉几番着意的温存另眼儿看待，她倒把眼皮儿搭撒嘴儿撅。”张

注: 东北方言，意谓“嘴唇翘起”，也是表现 “不满意貌”。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撅”，解释

为: “翘起; 当面使人难堪、顶撞。” ( 4 ) 装假，《刘姥姥———入荣国府》: “现成便饭你用些罢，若

要装假可使不得。”张注: “东北方言，意为‘客气’。”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装假”，解释

为: “实际不是那样而装作那样。” ( 5) 现世，《徐母训子》: “谁承望雄心一片化寒冰生下无能你这

不肖子，儿哟! 你叫老娘生则抱愧死也含羞只落得现世黄泉被人鬼都笑嘲。”张注: “东北方言，意

谓‘丢人’。”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现世”，解释为: “出丑; 丢脸。” ( 6 ) 装的下， 《卖刀试

刀》: “平柚子足够装的下钱十吊，虽然鼓起来，走道儿不沉里面像空。”张注: “东北土语，意为

‘装的了’或‘能装’意。”三本东北方言词典均未收录，但今仍广泛使用。 ( 7 ) 薄， 《千金全德

( 全德报) 》: “但得公子心如此，不算奴家命太薄。”张注: “音ㄅㄠ ( báo) ，亦东北方言。” 《现代

汉语词典》写作“薄”，读 ［báo］，解释为: “扁平物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小 ( 跟‘后’相对) ; ( 感

情) 冷淡，不深; ( 味道) 不浓，淡; ( 土地) 不肥沃。”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薄”，读 ［b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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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 “轻微; 不强健，不壮实; 不厚道，不庄重; 不肥沃; 看不起，轻视，慢待。”( 8) 摘，《借

银傲妻》: “权等候天明我去将人找，或者还可以摘到几两银。”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借’，读一

声。”《现代汉语词典》写作“摘”，解释为: “摘借: 摘了几个钱救急”，即借钱的意思。( 9) 含糊，

《红梅阁》: “拜罢匆匆不敢再回昭庆寺，买马买舟遥返家园不含糊。”张注: “意犹豫，或马虎，东北

方言，意即不认真也。”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含糊”，解释为: “不明确; 不清晰。不认真; 马

虎。示弱 ( 多用于否定句) 。” ( 10) 嘟囔，《百花亭》: “这佳人着急不敢高声儿叫，用手连推儿继云

坐起嘴内嘟囔。”张注: “东北方言，意谓 ‘说话不清’。” 《现代汉语词典》写作 “嘟囔”，解释

为: “连续不断地自言自语。”

四、余 论

通过考订，我们发现张批注所列东北方言词语 ( 含东北土语) 中不是东北方言词语，而是通用

语的词语为 10 个，占张注所列东北方言词语的 20%。在剩余的 38 个东北方言词语中词形词义相同

或相近的一致性词语为 32 个，占张注所列东北方言词语的 64%，而词形、词义不同或今没有与之对

应关系的差异性词语为 6 个，占张注所列东北方言词语的 16%。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张兴唐先生

批注而标明的东北方言词语大部分是有根据的，其结论基本正确，为我们研究 《东北鼓儿词选》中

所存的清末民初的东北方言词语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研究也说明，清末民初的东北方言词语与今东北方言词语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一脉相承

亲密关系。其一致性说明了东北方言词语内部的稳定性; 差异性表明了东北方言词语发展变化的规律

性: 一些反映旧时社会生活的词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的词义发生了转变; 有的词项发生了扩大

或缩减; 有的甚至因有些事物或事情的消亡而不复存在。这些都是符合词语发展变化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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