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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州话有一批趣难词，如把馄饨叫扁肉；肉与淀粉做成的薄片食品叫肉燕；类似老鹰抓小鸡 

的游戏叫卖黄瓜白力鱼；圈椅叫弥勒椅。“扁”、“燕”等许多字都与所指的事物风马牛不相及而偏相及。学 

者对此未研究，词典也不作解释，是应补的空白。它们的机制是谐音隐实示虚，设难成趣，追求智巧 艺术 

性，表现 了福州人的智慧创造。本文以 70多个词例分析它们的文化内涵，概括为特殊的谐音造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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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大致分为俗、雅两个大层次，广 

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俗文化，文人学士后继为雅文 

化。两者相辅相成，融汇互补，但在大端上，俗 

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础。对于文学艺术范围的俗文 

化，学术界的研究 比较普遍， 民俗、语言方面 

的，研究便薄弱得多。本文专就闽语福州方言中 

五彩缤纷的趣难词，探讨其中的文化内涵。 

福州方言是闽语的代表，李荣主编 <现代汉 

语言大词典)的 41册地方分卷中，有冯爱珍编 

纂的 <福州方言词典)。它有如下几条： 

“扁肉：面食，用薄面片包 肉馅儿，通常是 

带汤吃。北京话叫 ‘馄饨’。” 

“扁肉燕：福州著名的传统食品，形似馄饨， 

薄皮儿，用肉糜和白薯粉制成，内包馅儿，可煮 

熟带汤吃或炸、蒸着吃。简称 ‘燕’。” 

“扁肉面：面食，把面条儿和馄饨煮在一起， 

有汤，是福州常见的小吃。” 

“肉燕：用肉和淀粉制成 的食 品，其薄如纸 

张，切为细丝或方形小张，用于各种烹调，味甚 

美，家常酒菜点心等多用之，是福州的特产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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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肉即馄饨，同实异名。扁肉燕形似饨饨， 

肉燕是薄如纸的肉制 品。后两种食 品别处所无， 

是福州闻名的地方风味食品。但它们的原料却并 

不特殊。奇怪而让人欲知的是为什么用 “扁”和 

“燕”来称名?锟饨形状不扁；北方一些方言把 

饺子叫 “扁食”，因为扁而不圆。福州话为什么 

“名不副实”呢?方言词典也避开这个疑难，不 

做解释。 

福建的建瓯也有这两种同名食 品。李如龙、 

潘渭水 <建瓯方言词典)： 

“扁食 ：馄 饨，用薄 面皮 包 肉馅煮成 的点 

心 。” 

“扁食燕、燕丸：本地的一种风味食 品，将 

瘦肉捣成肉糜和上芡粉做成燕皮，再包上肉馅， 

先蒸后煮，带汤吃。” 

也是避释难点。避，自然是因为不知究竟。 

原来这类称名的疑难在于使用 了语文趣巧机关， 

有意不让人见字 明意，而要人动脑筋好好想一 

想，或者说，如同出个谜语，把你考一下。 

“扁”是 “辫”字的谐音。两股或多股东西 

掺合在一起叫 “辫”。由此引申，把肉糜和薯粉 

掺和在 一起，也特殊地 叫 “辫”，但隐实示虚， 

另写成同音异调 的 “扁”。这样掺和擀成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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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面片中藏着肉。用这种面片再包上肉馅，又 

是肉藏在里面。藏，就是 “掩”，把它再谐音隐 

实示虚，写成同音异调的 “燕”。从而成了 “扁 

肉”、“扁肉燕”、“肉燕”这样的奇名。建瓯话的 

“扁”与 “辫”读音并不相 同，不能谐音。似乎 

是从福州吸收这种食品及趣名。 

<福州方言词典)：“佛跳墙，本地的著名菜 

肴。采用参、筋、翅、鲍等放人坛中煨制而成。 

相传启坛时香气四飘，有佛弃禅跳墙而来，故而 

得名。” 

“香气四飘”是客观如实的，“有佛弃禅跳墙 

而来”，便是虚假的趣说，即附会。附会须有一 

个共同性的依附之处，仍然是语音的谐音手段。 

把几味原料放人坛 中封 闭而煨制，也就是 “伏 

藏”在坛中。福州话 “伏”、“佛”同音异调。这 
一 菜肴因为有香气、美味和营养，被人们首先挑 

选食用，甚而争抢而食。 “挑”与 “跳”、 “抢” 

与 “墙”，同音异调。 “伏、挑、抢”的真实理 

据，经谐音变成 了虚假而趣巧的 “佛跳墙”之 

名 。 

这样的词语表现了世世代代福州人的生活情 

趣和创造智慧，不仅创造了新的食品，而且创造 

了趣巧的称名。一边享受美食的口福，一边品味 

称名的曲折，可以启迪智慧聪明。风马牛不相及 

的情况却相及了。费尽思索，不知其妙，终于 

“心有灵犀一线通”，或者别人给道出原委，这不 

正是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踏 

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生活阅历和 

思维哲理 吗?福州人借助生活小事，巧妙、生 

动、艺术地向人启示诸如此类的大道理。 

这类词的特点是把不是这样巧说成是这样； 

又启化知道 “是这样” 为假；从 而求索本是怎 

样。是俗文化 “寓教于乐”的目的，因风吹火， 

费力不多，事半功倍。可以概括为：谐音隐实示 

虚，设难成趣。巧智艺术是它们的文化 内核。 

这类词语历史 已久，由于趣巧而习用至今， 

但其中的具体曲折却不为人知晓，连语言学家的 

方言词典也不能解释。这类趣难词在 <福州方言 

词典)中收载的不少，却都是避作解说，人们只 

能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泯失了它们的启智赏 

趣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对它们要加强研究，弥 

补这种空白，把祖辈福州人的智慧巧趣再彰显出 

来。 

以下从 <福州方言词典)取例，并作解说欣 

赏。为求简便，不标示词典页数，对词典释义文 

字也做必要的节缩。字的具体读音及谐音关系， 

尽量用文字叙述，不用音标符号。 

地牛转肩 ：俗称地震。俗谚 ：井水变甜，地 

牛转肩。 

地震即地摇， “摇”与 “牛蛇”词中 “牛” 

的读音相近 (有无前鼻音声母 的差别)，从而谐 

音趣说成 “地牛”。“肩”是 “坚”的同音同调谐 

音。把坚固情况转变 (成不坚固)，倒过来说成 

“转坚”，再谐音成 “转肩”。后来又把特殊读音 

的 “牛”泛化为经常的读音。其中有四层巧智的 

曲折机关的趣难。 

牛屎龟 ：蜣娘的一种，主要吃牛的粪便，常 

把粪滚成球形。 

“偎屎摇”的谐音而变序。偎 、龟，同意同 

调，牛、摇，谐音情况与 “地牛转肩” 中相 同。 

偎，指依附生存的生活环境。摇，指转、滚。此 

虫不限于吃牛屎，多处方言另叫 “屎巴牛”，实 

是 “扒屎扭”的谐音而倒序。福州话利用自己的 

音系，多了 “龟 (偎)”的机关。 

牛肠马肚：指又脏又乱的杂物。 

肠肚并非必然脏乱，牛肠马肚并非更脏乱。 

“伍剩码堵”的谐音。伍、码、指多、堆积。剩， 

指废物之类。堵，指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四个字 

都是谐音趣假的。 

起马酥：糕点名，北京叫 “萨其马”。 

“码起”的谐音而倒序。用糖汁把经炸的细 

面条粘码起来。清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萨 

齐玛乃满州饽饽，以冰糖、奶油合 白面为之。” 

但制法不同，饽饽与现在的 “萨其马”差别很 

大。应是北京方言用旧名装新醋，同名异实。借 

助福州话此词，倒可知道 “萨其马”应是 “码起 

沙”的谐音而倒序。 “沙”是说不硬、不绵，而 

同于 “酥”。福 州与多处方言 共有的 “马上”、 

“马扎椅”，也是 “码”的接连、合拢义。 

老虎：谑称买卖活动中的经纪人。 

“虎”当由 “互”谐音，指在双方间交互联 

络。汉代设 “互市”同少数民族贸易。可作翻译 

并作经纪人的叫 “互郎”。唐代时，“互”字俗体 

略如 “牙”，即末笔本作与竖笔相交的捺，因讹 

误成 “牙”。后民间习叫 “牙人”、“牙子”。宋代 

刘邻 <贡父诗话)：“古称驵侩，今谓牙也。刘道 

原云： ‘本称互郎，主互市，唐人书互为牙，因 

讹为牙。’理或信然。”敦煌藏经洞文卷中多见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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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互”的那种俗体。福州话 “老虎 (互)”词 

仍保存了唐代之前的称名信息，十分有历史资料 

价值。福州话也说 “牙侬”，便与其他方言相同。 

老虎衣：旧时称 制服，含 贬义 或戏谑 意。 

又，老虎囝：蚕茧里的蛹。都是 “护” 的谐音。 

制服是要经常穿的，有礼服、工作衣的性质，人 

们常穿它，家中才换穿便服。陕西、甘肃一些地 

方，把人穷没有换穿衣服，常穿那一件，趣说成 

“老虎下山一张皮”，谐音 “披”“护”，与福州的 

说法虽所指不同，而道理相同。蚕蛹有茧壳封 

护，谐音趣假为 “虎”。 

摸鱼摸虾：儿童游戏。一人蒙上眼睛，摸索 

着去抓另外的人。 

即捉迷藏游戏。鱼，谐音同音异调的 “遇”。 

遇上就是摸上，才可能抓住。 “虾”谐音同音同 

调的 “孩”、 “哈”。孩，指儿童的游戏。哈，在 

福州话是质量差之意，指蒙 目摸不着而可笑之 

状，这正是此游戏的情趣。 

卖黄瓜白力鱼：类似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黄瓜与游戏毫无关系，更无叫白力鱼的。原 

来 “卖”是义为 “侦察”的同音异调而有音无字 

的谐音。“黄”是 “望”同音异调谐音。“瓜”是 

“挂”同音异调谐音，指抓。“白”是 “擘”同音 

异调谐音，指把一个小孩从 队列 中分离 出来。 

“力”是 “立”同音同调谐音，立刻。 “鱼”是 

“遇”谐音。侦察而希望立刻从队列 中抓 出一个 

小孩，是称名的内容，而所用的六个字都是趣假 

的。 

掩风掩大目：另一种捉迷藏。一人转过脸闭 

目，等同伴藏好后再去寻捉。 

“掩风”、“大 目”是故意留下的破绽，而机 

关不全在此。“眼封掩逮没”的谐音。眼封 即眼 

闭。 “掩”用古义：捕捉，与 “逮”复说，没， 

隐没，指藏者。“眼”“掩”是近音，其余是同音 

同调或异调。如再作深说，“眼”字受后面 “掩” 

字近音的影响，发生语流音变中的同化作用而读 

音同于 “掩”，于是如此书写了。 

以上这些游戏，也是游戏之趣与称名之趣相 

兼的。 

鸡角指：食指 

但按字面却只能是：公鸡的指头。又是让人 

“丈二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了。 “鸡” 由 

“继”谐音。 “角”可指雄性，即 “公”，却又把 

“公”别解为 “公正”之 “公”，即与 “小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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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 “大公”。 “公母”之公，理据 即为大。如 

此，角——公——大， “角指”便成 了 “大指” 

之意。继接着大指的便是食指。本来也可对中 

指、无名指、小指如此类推称说，但就泛化而不 

奇特了。只对食指如此说法，孤立而难察隐秘， 

类似 “舍卒保车”的棋术。上述三次转折，读者 

会以为曲折离奇而附会，这不无道理。这是从不 

合大道理言，但也有相应的局部而矛盾的小道 

理，也是有条件可成立的。民间市语在唐代时就 

有一种 “三摺语”类型，正是三次曲折为变的。 

限于篇幅，此不详及。 

钩耳爿、猴耳：汉字偏旁双耳刀、或兼指单 

耳 刀。 

钩，指曲折的那一笔。 “猴”是 “钩”同音 

异调谐音，所以再不言 “爿”。 

猴仇：存心找荐；唠叨不休。 

“钩、守”的谐音。犹抓住不放，守着不离 

开。 

猴马鹿兔：比喻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 

(贬义)。 

但后三种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并无贬义的情 

况。当由 “垢码六土”谐音。六、码，指多种； 

土垢，指贬义。否则，为何不用其他动物比喻? 

老鼠趼：瘊子。 

老鼠囝：用糯米浆做成的条状甜点。 

前词由 “嘴”，后词中由 “篁”谐音而趣成 

“鼠”。从瘊子是突起如嘴、篁条状甜点而言。 

土豹：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土包”的谐音，犹土疙瘩，土块。与土里 

土气、村俗、乡巴佬等类似。都是城乡差别形成 

的一些说法。 

狗子：戏曲中扮演的反面人物，类似文丑。 

天狗食 日：俗称 日食。 

前词是 “苟”的谐音，不正义。后词是 “天 

苟折 日” 的谐音。折，亏损。苟，不 正，复 指 

“折”。与 “地牛转肩”一样，本是趣巧说法。由 

于没有人作解说，机制失传，迷信乘虚而入 ；人 

们以为真有什么天狗吃月、吃 日，敲锣打鼓以惊 

跑天狗。揭明了曲折，有助破除迷信。 

龙 ：(1)长条的像龙的东西。(2)指人的精 

神抖擞。 

龙骨：作为食物的猪、牛、羊的脊椎骨。 

脊椎骨是若干节合拢在一起的。扰，谐音成 

‘龙”。 “长条的像龙的东西”的释义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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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有套合关系。飞机、轮船的主架也叫龙骨， 
“

一 条龙服务”之类，并不像龙，而谐音 “拢”。 

精神抖擞义，应是 “隆”的谐音。 

龙缠柱：搞糟了，异常混乱。 

“弄”的谐音。“柱”谐音近音的 “住”。 

龙卷风：形状像大漏斗的旋风。 

单眼龙 ：一只眼瞎的人。 

两词都是 “窿”的谐音。各指旋风漏斗状、 

那一只好眼。好眼通明，趣言是空的窟窿；瞎眼 

不通明，是实的。 

福州话 “妈”不指母亲而指祖母和妻，指称 

妻与别处方言及通语指母相比，甚为奇特，似乎 

毫无道理。这因为谐音 “码”的接连、堆积义。 

妻与夫的性事、永远生活在一起，都是 “码”的 

事理。娶妻叫讨老妈、讨一个码合的人。可以想 

见，这是从早远的调侃趣说而变为固定的词义， 

充分代表了谐音趣难说法的影响。 

福州 话 以 “港”表 示 动物 的雄 性，它 是 

“公”的雄性义读音的同音异调的谐音。 

生去 ：避讳语，指牲畜死 ；指人 时含诙谐 

意。 

“去”表死，“生”与它矛盾，是 “前”同音 

异调谐音。前去，即已死。 

去外妈、去外妈食斋 ：(1)谑称死。(2)糟 

了。 

首义时，第一道机关是用 “外妈”的姐母义 

而变为别处方 言的 “姥姥”词。第二道机关把 

“姥”谐音为 “老”。第三道机关把 “老家”从祖 

母家别解为指大地即坟墓，所谓生死循环的 “归 

原”。第四道机关，把吃素义的 “食斋”歧解为 

吃祭供。对神佛、先祖的祭供要求清净原料，清 

净无秽犯 的人 以清 净 寡欲 之 心情做 成，这是 

“斋”的本义。次义时， “妈”谐音 “码”。外码 

指走了样子，出了意外。 “食斋”又谐音 “折、 

挤”复说。折即亏损、挫折。福州话 “挤”之音 

有扭转、弯曲、歪斜义，是同音代号字；相当于 

“事情办拧了”的说法。不同理据、不同词义的 

两个词由于同一谐音成为同一写法。 

白面、白面哥：妓女。 

此词在全国方言中似是绝无仅有而奇特。不 

当从妇女脸白美丽而言，如此会伤众。把 “白” 

换成 同 义的 “粉”，而 又谐 音 “风”，从 而 指 

“鸡”。宋代时，把妓谐音说成 “鸡”。民俗把食 

品的鸡翅、鸡爪誉说为凤翅、凤爪。由此移花接 

木，把妓女之鸡换说为凤，今香港粤语仍如此。 

明代谐音说成 “粉头”，见 <金瓶梅>等。福州 

话把 “粉”换成 同义 的 “粉面”，再换成 “白 

面”。白脸，正是要人成误之趣。“哥”是福州话 

指人的词尾，也会误 以为男性。福州话 “食鸡” 

中也以鸡言妓。 ’’ 

道德镜：贪婪鄙吝的人。 

这个词也很奇特、独一无二。是多种谐音的 

殊途同归。道、倒、掏，同音异调。 “德”字两 

读，一读与 “勒”同音异调，一读与 “贴”是声 

母送气与否 的差别；又与 “逮”音近， “逮”无 

入声韵尾。镜，与 “铿”是声母送气 与否 的差 

别。“德”与 “勒”音同时，又与 “利”(无入声 

尾)是近音。古诗人声可平上去合韵，所以可以 

与非入声同音字谐音。 

如此，就有八种情况。(1)倒贴铿；(2)掏 

贴铿 ；(3)倒逮铿 ；(4)掏逮铿 ；(5)倒勒铿； 

(6)掏勒铿； (7)倒利铿； (8)掏利铿。 “倒” 

指反 要他 出钱。掏：要他 掏 钱。贴：他贴钱。 

逮、勒：别人逮他、逼他 出钱。利：对别人有 

利。即要他 出钱利别人，是铿吝 的。倒逮、倒 

掏、倒勒之类，又可另指其人反倒要逮、勒、掏 

别人的钱或为自己的，这便是贪婪义的由来。 

“道德镜”字面不成意，当又是从 “道德经” 

的书名 (即 <老子>)谐音再变。福州人充分利 

用自己方言语音的相同，在一个词中隐含了如此 

众多的曲折花样，如八宝饭的多味。 

食大草：食欲好、食量大。 

“草”谐 音 “凑”，指 口粗，什么 都能 吃。 

“食细草：食欲不好，食量小”便是仿词。 

夹纱挂：(1)不明事理，纠缠不休。(2)男 

女之间有暖昧关系 (一般是一方或双方有配偶)。 

首义是比喻说法。次义却是 “4．a,k,Jl挂”的谐 

音避讳说法。少0，福州话义为交骺。 

压桶囝：妇女改嫁带来的子女。 

“搭同”的谐音，趣音添加的。 

压厝脊 ：老处女。典 出 <闽都别记>，老姑 

娘牛媲因长相又黑又丑，无人聘娶，见来人便躲 

藏于屋脊之上。 

妇女上房室 难，也 无上 屋脊躲人 的事理。 

“压积厝”的谐音而又倒序。厝，指家，脊、积， 

同音同调。用积压在母家指老处女。(闽都别记> 

作者从谐音趣编这样的情节，从而成为一个别致 

的词，流行下来。说 明群众对谐音趣难词的欣 

一 8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赏。 

拍马屁 ：谄媚奉迎。 

“拍码脾”谐音，与某人脾性所好投合。此 

词由福州话流行全国，因闽语，尤其是福州话 

“拍”字 的用法十分广 泛，如把 “打气”说成 

“拍风”。“拍码”即打成一块。 

阳春面：质量好的面条儿。 

“纯样面”的谐 音而倒序。春、纯，近音。 

北京、上海方言等同音谐音，另指没有菜肴的纯 

面条。 

羊眩：癫痫。 

“眩样”谐音倒序，眩晕是病状。 

掌盘婿：旧时称商店的二掌柜。 

“二”字单说的读音谐音为 “婿”。 

电光泡：谑称与情侣同行的第三者。 

此第三者成为多余的人，被冷淡，颇感 凉 

意。电灯泡很亮，谐音 “很凉”，也是三曲折。 

半 日、半十日：相当长一段时间。 

“十”由 “时”近音谐音。 

颂绿鞋：上了年纪的人穿绿鞋，迷信以为长 

寿。也指长寿。 

绿与青可同指，青可指年青。鞋，在通语中 

谐音 “谐”，福州话另谐音 “会”。谐青、会青， 

都指不老。又，如福州话 “绿、禄”可谐音，也 

可指谐合福寿。这就揭明纯是迷信。 

去算米数：谑称死。意为死后清闲无事，有 

时间一粒一粒数米。 

这正是虚假的玩笑说法，理据另是 “去丧、 

弥数”的谐音。弥数，寿数满 了。福州话 “算” 

“丧”同音异调。 

阿弥陀佛 ：口语 中表示脱险之后的感激 庆 

幸，也表示祈盼请求。又表示幸灾乐祸。 

不会是世代福州人全虔诚信佛而以呼佛号表 

示这些感情，词典也未如此解释。“啊，托 (天、 

神、祖、您的)福”意思的节缩的谐音，又粘连 

上 “弥”字。关键是 “福”、“佛”要同音。 

弥勒椅：一种大椅，圆形，有靠背，扶手。 

要把佛名别解为 “弥、勒”，即把身体周围 

全部逼勒住，与 “圈椅”之名同指。 

四假眼：俗称戴眼镜的人。 

“四”由 “使”谐音。把眼镜说成假眼，深 

层上 “假”又是借助义，文言说法。 

油炸果 ：油条。本地写作 “油炸桧”或 “油 

炸鬼”，是憎恨奸臣秦桧。因为福州话，果、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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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同音同调；桧，便音近。这种趣说传到了一 

些不谐音的地方而被采用，例如杭州。 

霸霸：阴茎。 

词典 为 “霸 ”标 同音 代 替 号，不 必。是 

“把”(把炳)同音同调谐音。 

麻九：不三不四、不像样的、破烂的。 

“九”是 “垢”同音同调谐音。 

马卵：糯米浆做 的圆形食物，油炸，无馅， 

表面粘有芝麻。 

“马”因 “麻”谐音，指芝麻。 

锚榄、锚榄船、猫榄船：旧时大帆船，约由 

十五人操纵。 

锚、猫，同音同调，都是同音异调 “马”的 

谐音，义为大，与 “马路”中同。 

桃花癫：精神病的一种，患者多为青春期男 

女，犯病及复发多出现于春季，故名。 

春花不限于桃花，桃花花期比整个春季短得 

多。得名之 由在于谐音 “套”，指 女阴与交合。 

俗语 “桃花运”，骂作风不正妇女为 “烂桃”，机 

杼相同。 

白蚁：旧称为人居间说合，促成卖买获取佣 

金的人。传说 白蚁能人箱食 金银，遗屎仍可成 

银。借以喻此种人无缝不钻，善赚银钱，故名。 

“蚁”是 “蚂蚁”的省说，谐音 “码易”，指 

说合成交易。但也有另一 民间文学故事的影响。 

东汉 <韩诗外传>佚文，而见于南朝梁人殷芸 

<小说>卷二：孔子周游在陈国被围，令把线从 

九曲珠穿过，才放行。孔子难以做到，有采桑女 

巧教办法：把丝系蚁，蜜涂珠孔，用烟熏蚁从珠 

孔进去，蚁便把丝带过珠的九曲孔。敦煌藏经洞 

文卷及多种古书载此内容。蚂蚁引丝，有如穿针 

引线的媒人作用一样，生意说合也是媒介作用。 

宁波以 “白蚂蚁”称给寡妇作媒 的人。白， 

是因为把寡妇再婚叫 “死人妻”，不是指白蚂蚁。 

苏州话把说合卖买或租赁房屋的人，只 叫 “蚂 

蚁”。可见福州此词也不是专指 白蚁。而 “白” 

谐音 “百”，指说合本领大。白蚁食银 又粪银， 

又应是 “引”与 “银”近音谐音的趣说。先有此 

词指经纪人的用法，迟后补编这个解释，这是语 

言学理论所说的倒果为因附会性的 “民间词源”。 

全家福 ：(1)全家合影照。(2)宴会上一种 

荤的杂烩。 

首义是全家共一 “幅”或全家 “赴”意谐 

意。次义是 “全佳富”意或 “全佳糊”意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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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富，指荤，与素菜 的便宜、不好对言。 

指杂乱烩在一起。 

汉马：身佬、个子。 

糊 ， 号。误 。 

汉，指身体；马，谐音 “码”，样子义。 

依大、依大头、依厝：鸨母。 

词的字面与所指风马牛不相及，必为趣假。 

“大”字另有音如 “驮” (如 “大王”中)。 “头” 

谐音同音异调的 “透”。各从妓女、嫖客言性事。 

“厝”另音如 “上”。 “依厝”当为 “依大厝”的 

省说，便是 “驮上”的谐音。依，鸨母依靠此谋 

财，谐音机制失传，读音也改变。 

大头镜 ：放大镜。 

“透大”的谐音而倒序。物体透过成像大。 

猪角：公猪。 

福州话 “角”用在动物名之后都表雄性，是 

“脚”近音谐音，指大腿，是古义。由此又隐指 

雄性生殖器。明清时女性手淫所用人造男阴名叫 

“角先生”，与福州话此类词同一曲折。 

旧旧：女阴。 

“谷”的谐音，带入声尾，谐音后失入声尾。 

(大戴礼记 ·易本命>： “丘陵为牡，羚谷为牝。” 

福州此词与上古说法一脉相承。词典标同音代替 

以上辨析欣赏的谐音造词 70多个，都是把 

表述词义的真实用字用同音或近音虚假字代替， 

形成理解词义的极大困难，如同古书上多见的通 

假字。又有很大 的不同，即通假字只是形成 困 

难，多无趣味，而福州话这众多的谐音造词却是 

都有智巧趣意，有艺术欣赏性。通假字属于文人 

的雅文化，谐音趣词是人 民群众创造 的俗文化， 

表现了世代福州人的生活和文化情趣，表现了他 

们的语言生动活泼和创造智慧。 

俗文化在民间是世代流传的，它的机制和内 

涵却会相对失传，需要研究而张扬。 <福州方言 

词典>对众多的谐音趣难词，都不能阐释隐实示 

虚追求趣难的机制特点，也正是如此。 

这批趣难词的研究不仅探明了谐音造词以求 

智巧艺术性的机制即规律，而且涉及到词中用字 

倒序、歧解、粘连等其他智巧手段，也发现了一 

些词语在历史文化上的古老传承关系，显示了福 

州方言词在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笔者本文首次试 

作集中的例证，有的词语的具体谐音关系容或不 

确，敬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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