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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时期的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该期的汉语方言又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前身。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三部着作，时间上前后相继，口语性强，语言信息
量大，具有共同的较为明确的山东方言背景，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及其方言问题的宝贵语料，为研究
近代汉语词汇的方言差异提供了可能。
《明清山东方言词汇研究：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为中心》以三部语料
为中心，并参以同期其他方言背景的语料，从纵向（历史）和横向（方言）的比较中，对明清山东方
言词汇的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作较为深入的研究。
利用一批主要语料来研究明清山东方言词汇，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代汉语形成的重要时期--
明清时期--汉语北方方言词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可以挖掘山东方言词汇在当时的某些地域特征。
此研究对于汉语史以及现代山东方言研究而言，无疑都是重要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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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晓杰，女，1979年12月生，山东胶南人。
2008年6月获南京大学汉语发展史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要从事汉语词汇史、训诂学工作。
2011年6月入选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学论丛》、《
汉语学报》、《汉语史学报》、《南开语言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再谈“人客”》获
浙江省社科联第六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面”与“脸”的历时竞争与共时分布》被人
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1年第3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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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明清山东方言词语在当今的共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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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个类似的例证是“秫秫”，如山东济南、利津、沂水、诸城等地管“胡秫（高梁，有时特指
黏高粱）”叫“秫秫”。
《说文，禾部》：“秫，稷之黏者。
”清·程瑶田《九谷考》：“稷，北方谓之高梁，或谓之红粱。
其黏者，黄白二种。
”清光绪十年《畿辅通志》：“今北方谓黏者为秫，秫亦曰胡秫。
”今冀鲁官话（山东潍坊）、胶辽官话（山东青岛、烟台、牟平、长岛、平度）都有“胡秫”的说法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粱秫”引东晋郭义恭《广志》曰：“秫，黏粟，有赤、有白者；
有胡秫，早熟及麦。
”说明至晚东晋时该词已出现。
“胡”、“秫”韵母一致，官话区很多地方将“胡秫”径读为“秫秫”，用来作为高梁的通称，如冀
鲁官话（山东寿光、利津、桓台、淄博；河北新河）、胶辽官话（山东安丘、诸城、临朐）、中原官
话（河南郑州、商丘、信阳；山东郯城、菏泽；江苏徐州；安徽阜阳、凤台、太和、亳县、寿县；甘
肃天水）、晋语（河南林县）、兰银官话（宁夏银川）、江淮官话（安徽合肥、六安、淮南、怀远、
肥东；湖北红安）。
②“秫秫”作为高梁的通称，清代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尔雅·释草》清，郝懿行义疏：“今北方”
，谓高粱之黏者为秫秫。
”清·程瑶田《九谷考》：“稷，斋，大名也。
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梁，通谓之秫秫。
”1930年《新河县志》：“稷黏，北方谓之红粱。
通谓之秫秫。
”　　单从现代角度出发，很容易把“蛛蛛”、“秫秫”视为“蛛”、“秫”的重叠构词，但如果从
历史上来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不是简单的重叠构词，而是“蜘蛛”、“胡秫”音变的结
果。
且现代口语中并无“蛛”、“秫”单说的用法，说明“蛛蛛”、“秫秫”不是重叠式合成词，而是叠
音式单纯词，“浅浅”的结构与之相同。
　　钱曾怡认为现代山东方言共有三种“构词法”：复合法、附加法、重叠法，在谈到重叠式名词时
，列举的例证中就有蛛蛛、秫秫，此外还有娘娘（伯母）、谆锌（馒头）、棒棒（玉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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