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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是考证作者的重要依据
《红楼梦》中，江淮方言洒落全书，

其中尤以如泰方言为最。据如皋红楼梦研
究会研究，即便是已被红学专家们增删修
改过 N 次的人文社 82 版 120 回 《红楼
梦》中，仍有大量的江淮、特别是如泰方
言游弋全书，时时跃入读者眼中，给读者
以温馨、亲切之感。

方言是文学作品产生地人文历史、风
俗风情的载体，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切
口和例证，也是考证作者的重要依据。

如皋冒廉泉先生正是从《红楼梦》中一
个独特的如皋方言“口床”字入手，开启了对
《红楼梦》作者几十年来艰辛探究的历程。

如皋红楼梦研究成立十年来，搜罗了
十一种版本的《红楼梦》，并逐字逐句对
照研究，对增删之处列表记录、抽丝剥
茧、追本求源。

这一番研究下来，我们发现，整部
《红楼梦》，无处没有如皋话，回回都有如
皋方言俗语。每个章节中的如皋方言多则
八九十处，少则三四十处。粗略统计，
《红楼梦》全书共出现如皋方言多达五千
多处，仅在如皋小片区域使用的土语，也
有三十多处。其中还有不少唯如皋人方能
读懂的自创方言文字、方言词汇。这就让
我们对“冒著红楼”的研究充满了底气和
信心。现将《红楼梦》中的如皋方言作一
撷析，以期共飨，以求教正。

二、《红楼梦》文本中如泰方言撷析
1.“天话”变“天语”，妄解方言闹

笑话。
2018年7月2日《人民政协报》“学

术家园”周刊登载了红学家胡文斌先生的
《〈红楼梦〉研究与我的学术之路》说：

“再如，有一个词叫‘天话儿’，为了解析
这个词，找了很多工具书才找到，原来

‘天话儿’和‘天语’是一个意思。作为
研究者，细读文本，才能真正解析出来文
本所包含的内容和传达的意义。”“《红楼
梦》中有很多方言，有人还为此争论不
休，因此得出结论说，《红楼梦》是一部
某某地的小说。然而我认为，《红楼梦》
是一部京味儿小说。因为，只有京城，才
是融合全国各地方言的地方，于是作品中
才会出现众多方言。”

一付“朕即天下”“天下皆朕”的傲
睨一世。殊不知，学问真知可是不以庙堂
江湖、贵胄草野来划分的。

“天话”一词出现在第二十四回中，
贾芸要认宝玉为干老子，宝

玉笑道：“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
我，……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
房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里玩耍
去。”

笔者查其他版本基本上都是“说天话
儿”，蒙府本改为“说淡话”，但梦稿本、
程乙本抄录者改得过分离题了，变成“说
一天话儿”。

什么叫“天话”，查《辞海》《词典》
等工具书，怎么也查不到，不知胡文彬先
生怎么查到“原来‘天话儿’和‘天语’
是一个意思？”并作了两种解释：一解：
上天之告语，并引用李白、李清照、唐顺

之等诗赋中有“天语”之词。二解：谓天
子诏谕；皇帝所语。并引用刘禹锡、苏
轼、周亮工等诗中有“天语”一词。

但《红楼梦》中“天话”与“天语”
的含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天话儿”，指不着边际乱说一通的大
话，有“吹牛”“胡说”的意思。如“你
这人天话胡话的。”所以，此文中的“天
话”是典型的如皋方言俗语。

胡文斌先生对“天话儿”的解析是个
笑话，是名副其实的“天话肏胡话。”
这么说虽有无礼之嫌，但顺话说话，倒显
得自然贴切。

2. 自创方言文字“口床”和“ ”
为避清代残酷的“文字狱”，作者必

须隐名埋姓，化用假名。但为方便后人考
证，作者就创造了一些唯如皋人能懂、文
字工具书都查不到的“自创字”，留下了
考证 《红楼梦》 作者的 DNA。这是

“京味说”和其他方言说所无法企及和无
可奈何的。如“口床”（chuang） 和

“ ”（kìe）便是如此。
“口床”字在全书中出现较多、比比

皆是。只不过因其生涩又査无出处，被后
人改为“噇”字。“口床”在如皋话中意
为无节制地过量吃喝，寓有“亲昵、嘻
虐、怒骂”多层意思，视情境、语境而
定。“口床”字却是 《红楼梦》 作者独
创，恐亦唯有如皋人独识、独懂。

“ ”字出现在第三十八回：“宝钗手
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 上
了桂蕊掷向水面，引的游鱼浮上来唼
喋。”文中的“ ”是冒辟疆自创的字，
是典型的如皋方言。只有己卯本和列藏本
的第38回保存该字。“ ”字虽然也有掐
的意思。但与“掐”多少还是有所区别
的。“ ”，是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住，
如 别人身体，往往是很疼痛的，如皋叫
做“ 人”桂花的花蕊也只有用手指甲才
能 下。

至于后来有人改“ ”为“掐”或
“捋”，那是妄改。

3. 自创词汇“火肉”。“火肉”一词最
早出现在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中。他在
夸耀董小宛厨艺时写道：“火肉久者无油，
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
味。”这里就出现了冷僻的“火肉”两字。这
也是“火肉”一词的第一次出现。

此后即出现在《红楼梦》第八十七
回：紫鹃问道：“……刚才我叫雪雁告诉
厨房里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
一点儿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姑娘想
着好么？”

“火肉”，是一个自创词。而且，在
《红楼梦》与《忆语》中都出现了。尤其
是《红楼梦》中“火肉”的出现时间、地
点、对象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全书人物
中，只有在林黛玉用餐时，才是“火肉白
菜汤”。这是为什么？因为林黛玉的原型
是董小宛，“火肉”只有董小宛的化身林
黛玉配吃，而其他人与董小宛无关，无缘

“火肉”。
不用管“火肉”具体是指什么肉，仅

从字面上看，就可以将《红楼梦》的作者
和《影梅庵忆语》的作者等同看待。因
为，这是密码呀，只有《红楼梦》的作者
和《影梅庵忆语》的作者才使用的密码！
太独特、太具有唯一性了。这可是的的确
确、货真价实的硬核证据！

越是独特的使用范围越小的，越能发
现藏在这些方言土语背后的使用人。

4.《红楼梦》中反复出现的如皋方言

及习惯用语撷拾
吃—饮、喝、吃，早茶—早点，晚茶

—下午茶，下晚，这们，那们，害病，活
像，肉麻，脚色，劳（牢）什子，跑—
走，地下—地上，早上、早起—早晨，多
早晚—什么时候，这早晚—这个时候，落
肚，临了，才刚—刚才、将才，中觉—午
觉，怪道—怪不得，嚼咀—胡说，横竖—
不管怎样，不曾—没有，回来—回头，不
中用—没有用，不则声—不吱声，家去—
回家，瞟—看，不睬—不理，念书—读
书，衣裳—衣服，作死—自我作贱，单…
—只…，醒睡—睡得不实，养伢儿—生小
孩，香油—豆油，晓得—知道，等等。

5.《红楼梦》中比较典型的如皋方言
（圆括号内表示第几回中）

乖觉（1）、现成话（1）、口床、口床
嗓（chuang）（7、79、65）、狼犺（8）、猴【作
动词“窜”“扑”】（14、15、24）、膈肢窝（19）、
足的（19、45、17～18、39、59、62）、淡话
（20、24）、天话（24）、一个稿子（29）、甜净
（24）、不 好 过（30、42）、脂 油 蒙 了 心
（36）、（38）、肯病（42）、肏鬼（16、43）、可
恶的（46）、烧包袱（58）、拉劝（60）、拾头打
滚（60、80）、倒头（63）、藉草枕块（64）、没
脚蟹（68）、顿了一顿（70）、火肉（87）、漏缝
（88）、捣鬼【咬耳朵、在耳旁说悄悄话】
（96）、裹肉的（狗入的）（108）、扔崩（入
妈）（119）。

三、《红楼梦》中含有如皋话的语句
撷析

1.“猴”。
“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

牌……”（第十四回）；又：“……其白腻
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
……”（第二十四回）。

“猴”，除了名词“猴子”本意外，还
作动词，像猴子一样攀爬。

但这里的“猴”是作形容词用的。形
容宝玉动作的急促、快速。如皋人说人精
力充沛、行动利索。就常用“猴到东猴到
西的”来形容。

2.“足的”。
“足的”在全书中出现较多。“足的这

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第十七回至十八
回）；“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好肚
子疼，足的吐了才好。”（第十九回）；再
如：“贾母足的看着火光息了，才领众人
进来”“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刘姥姥细问
那女孩儿是谁”（第三十九回）。叧在第四
十五回、第五十九回、第六十二回中均有
使用。

红学家施已墨在《红楼梦语言中的一
个谜‘足的’》一文中说：“在我读过的
其他古代白话小说中，迄今未发现有‘足
的’一词。十多年来，我向许多师友请
教，都答以不知。”

“足的”，如皋人常用口语，读
zùdì，是满、完全、丰足的意思。

3.“淡话”。
“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

（第二十回）。庚辰、蒙府本都保留作者原
话，其他章回中“淡话”都改成了“说这
样话作什么。”唯独第二十四回中却仍用

“淡话”：“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
瞒的一字不提，随口说了两（几）句淡话
便往贾母那里去了”。

“淡话”，如皋方言。即“闲话”，指
搬弄是非，多含贬义。如“搬淡话”。如
皋还有首关于“淡话”的童谣：“蟑壁虫
儿摇摇手，纺车婆儿搬淡话……”。

4.“稿子”。

张道士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
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
稿子！”（第二十九回）

“稿子”，如皋方言。即东西、样子。
又写作“杲昃”。流行于如皋周边县市，
上海人叫“物事”。

因为“杲昃”，还出了一个典故。说
的是上海人认为“稿子”一词太土，他们
把说“这个稿子”“那个稿子”的族群，
嘲笑为“江北人”〈又称“江北佬”〉。为
此，20世纪30年代，东台籍著名报人戈
公振先生，对“稿子”的源头进行了考
证。考证出两字分别出自《诗经》中的

“杲杲出日”和 《易经》 中的“日中则
昃”。意思为，杲为太阳刚上树梢，代表
早上，表示日出明亮，是为东；昃，意为
太阳升到正中，开始西斜，是为西。太阳
东升西落，“杲昃”则是借指“东西”方
位，再引申为泛指任何事物的“东西”。
原来，“杲昃”竟是一个典雅高贵的古老
词汇。戈振公先生的考证和释义，折服了
当年上海文化界许多“饱学之士”。

《红楼梦》中发现的“稿子”，无疑是
“杲昃”的原生态。“稿子”是冒辟疆故意
给“杲昃”这个生僻难懂的古老词汇找了
一个通俗易懂的替身。让它藏身《红楼
梦》三百多年。过去无人研究书中如皋方
言，所以“稿子”一直未受打扰，沉睡至
今。所以，任何版本的《红楼梦》都未把

“稿子”删改掉，这是遗存！是铁证！更
是幸运！

5.“肯病”。
第四十二回第560页第十行“我这大

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
中的“肯病”，意为容易生病。

6.“肏鬼”。
第四十三回中“我说你肏鬼呢。”与

第十六回中的“原来你这蹄子、肏鬼”中
的“肏鬼”，是如皋方言土语。“肏”是会
意字，本义指床第之交。“肏鬼”，引申义
为“忽悠人”“不正大光明”“搞小动
作”。常常是争吵中的村话。甲辰、梦
稿、程甲、程乙本改为“闹鬼”，蒙府、
戚序本改为“弄鬼”，列藏本改为“捣
鬼”，均为不妥。

7.“可恶的”。
第四十六回：“凤姐儿暗想：‘鸳鸯素

习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虽如此说，
保不严他就愿意’”中的“是个极有心胸
识见的丫头”在庚辰、列藏、蒙府、戚序
等版本都是“是个可恶的”。梦稿、程甲
等有的版本改为“极有心胸识见的丫
头”，程乙本改为“极有心胸气性的丫
头”，甲辰本改为“惹不得的人”等等。

“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这种表述只
能说是尚可，总体上是赞扬的，但不准
确。

“可恶的”在如皋方言中是褒义词，
用来夸奖精明、能干、利害而得体的女
性。同义或近义的词还有“恶”“恶的”

“凶”“凶的”等。
8.“拉劝”。
第六十回中“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

‘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
说他’”。

“拉劝”，意思是劝说争吵的双方，调
解双方的矛盾。

9.“拾头打滚”。
第六十回中“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

肯依，便拾头打滚，泼哭泼闹起来。口内
便说：‘你打得起我么？……我叫你打了
去，我还活着’”。第八十回：“他虽不敢

还言还手，便大撒泼性，拾头打滚，寻死
觅活……”此两回中的“拾头打滚”，如
皋俗语。就是将头在地面上或板壁、柜壁
等硬件上碰撞，且在地面上不断翻滚、边
哭边闹大哭大闹。特用于某些妇女吵架或
吵闹的举动。“拾”是甩、碰、撞的意
思，是如皋有音无字的土话。北方称为

“撒泼打滚”。
10.“顿了一顿”。
在一些早期的脂本，如庚辰、己卯、

蒙府、列藏、戚序本中，“顿了一顿”“板
鹞风筝”仍在书中。但程甲、程乙等一些
版本将第七十回中一段写宝玉与众姐妹放
风筝场景，如“黛玉听说，用手帕垫着
手，顿了一顿”“又见一个门扇大的玲珑
喜字带响鞭，在半天如钟鸣一般，也逼近
来……”约400多个字删去了！不知编者
是何用意？令人不得其解。究竟从哪一个
版本开始删减去的，还需追根究底。

从表面看，似乎是传抄者不懂如皋方
言、不识如皋板鹞大风筝而为之。“顿了
一顿”，是如皋方言，意即北方官话中的

“拉了一拉”“拽了一拽”。
11.“捣鬼”。
第九十六回中“贾母便问道：‘你娘

儿两个捣鬼，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
呀？’”。此句中的“捣鬼”，是典型的如
皋方言土语，指在耳边悄悄地说话。通常
叫“耳语”“附耳轻言”“咬耳朵”。

四、众多方言集于一身者，唯冒辟
疆！

《红楼梦》中的方言种类较多，众多
红学爱好者研究至今，也没弄清作者如此
通晓多种方言之谜。更有人则认为：《红
楼梦》是由多人合作的结果。首先是多人
聚在一起写作多年几乎不大可能，况无佐
证证明。而后人随意更改原著方言，不仅
改变了原作意境更是对原著《红楼梦》的
最大亵渎。况最早版本中各种方言早就存
在，岂是后人可作妄改的？

我们认为，能举一人之力，集众多方
言于一书者，唯有冒辟疆！

冒辟疆为世家官宦子弟。三岁即随祖
父宦游江西会昌八年之久（后又去过川、
贵探望祖父）。故客家、赣语方言为其童
年除如皋方言之外接触最早的语言，川、
黔方言亦应熟悉；青年时期，冒辟疆又随
任职山东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储道、
湖广布政使参议的父亲，在齐鲁、湖广等
地生活了八九年。故对齐鲁、湖广方言不
会陌生，况其妻苏氏又为荆（湖北）人；
他的最爱董小宛及陈圆圆、吴蕊仙、蔡女
萝、金晓珠等均来自苏州太仓等地。故冒
懂吴语自不必赘述。至于南京、扬州、如
皋方言更是无须多言。有人说，《红楼
梦》中有北京方言。这也不奇怪，冒辟疆
的儿子冒禾书、冒丹书二人，曾在北京礼
部尚书龚鼎孽府上读书谋官多年，后因不
得志而返乡。冒辟疆晚年著书，他们二人
均是知情者，部分参与者，又是后来文稿
的保存者。

综上所述，《红楼梦》 里使用的客
家、赣语、山东、山西、贵州、湖南、湖
北等多地方言及吴语、南京话、北京土话
甚至家乡话如皋方言，基本上都能够从其
人生轨迹中找到对应的归属地……

冒辟疆超乎常人的多地方言阅历是后
来著成多方言《红楼梦》的坚实基础。

证据确凿，实在难以牵强附会，对照
其他所有疑似作者，很难找到比冒辟疆更
合适的人选！

《红楼梦》中如皋方言撷析
□刘桂江 张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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