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土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京土话》

13位ISBN编号：9787540202422

10位ISBN编号：7540202424

出版时间：燕山出版社

出版社：1991

作者：齐如山

页数：3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北京土话》

内容概要

本书以北京方言为主，采用词条形式，详细撰录了北京土话的用法、种类及其演变发展。内容包括风
俗用语、礼仪用语、行业用语和日常生活用语等等，共收词条近2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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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话》

作者简介

齐如山（1875-1962），河北高阳人。在北京生活了50年，1949年到台湾，后以87岁高龄病逝于台北。
他研究国剧，记录民俗虽多出于个人的兴趣，但皆有大成。
他是与王国维、吴梅并称的“戏曲三大家”。一生致力于国剧的研究，总结出中国戏曲的八字真言“
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他对梅派艺术的形成并走向成熟功不可没，后人有“赏梅勿忘齐如山”之说。
他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领域的一位文化大家，写下了许多独具齐氏风格的“风土志”。他称自己的治
学方法是“书本以外找东西”，并非终日在书斋里寻章摘句。他广交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朋友，勤
敏好问，广询博访，以鲜活的语言记录下了丰富的人情物理、土俗民风。文笔平实自然，亲切有趣，
自成一家。
他是颜李学派思想的实践者，务实励行，重视劳作。对农业、工业、商业，甚至化学等都有研究也有
经验。虽出身于诗书世家，簪缨门第，但并不养尊处优，诸如做饭，种花，打扫院子，收拾屋子，样
样都来。
他是中国受过完整、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纵观其一生，学者季剑青评论说：“大俗若
雅、既旧且新的齐如山，恐怕也是不会再有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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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土话》

精彩书评

1、11月25日，看了电影《梅兰芳》。片子没上映，好多话也不便直说，偏巧今天下午去地坛书市溜达
，看到齐如山先生这本《北京土话》，当下心间一动，抽出来翻了翻。恍惚间，似能体会先生当初在
日据时期的北平，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卖主丧眉耷眼，叫价却颇高，且决不还价，不得已掏出40块钱
，将书捧在手里，一溜烟儿钻进雍和宫地铁。先生在七十年前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恐怕不曾想到，若
干年后有个混在北京的新疆人，会在北京城地下穿梭如织的人流中，手捧他的作品，读得津津有味。
那时节，日本人在北平，梅兰芳在上海和香港两地逡巡。日本战败没几年，先生远去台湾，梅兰芳则
成了遭历史陪绑的一代大师。六七十年前的北平，想一想，倒也时隔并不久远，怎么好端端的一个齐
如山，就成了《梅兰芳》里的邱如白？序言第一句话是“大盖人一生遇到（）的时候，能够解除烦闷
的事情最好是闭门著书。”（）里是什么，我也纳闷儿（编者未考虑读者的好奇而给以小小的注释，
同样令人费解）想来想去，该是齐如山自己在原稿中就故意涂抹掉了的。齐如山当初不想叫人知道的
，我倒在这儿瞎猜，可见文人的事与愿违，是多么稀松平常、比比皆是。齐如山在这本书里收集的北
京土话，很多都已失传，一部分因时代变迁，操此营生者消失，特定称呼也跟着消亡，比如“内扇的
”，意思是内侍太监，所以如果一个北京人管你叫“内扇的”，你可以抽他。还有一种，虽然仍有人
用，但意思全变了，比如“混事的”，当初这可是妓女的别名。以下就书抄录几则，供大家玩乐，如
有北京本地的朋友，恐怕看了更觉有意思：破货此本骂浪漫女子之名词。而对男子亦时用之。鹰   世
有男女合伙骗人者，将女的嫁出去，过门之后，遇机会便偷男，则佯为“小”。买卖人时至其房之前
后行走，以便接收女子所偷之物，结果大偷一次卷包而去。此女子即名曰“鹰”，讥其吃饱即飞去也
。男子即曰“放鹰的”。久之，乃各成专用名词。比方，有人娶得如此一位女子被偷而去，若述其情
形，则破费言词，但说曰“娶了一个鹰”，则闻者皆明了矣。蘑菇凡人之不合群、不平静而好扰乱他
人者，这以此呼之。其意义有两种传说。一说蘑菇初生似阳物，故以此讥之。一说蘑菇发酵性极大，
凡有它，则各物皆如发酵之面而不能平静熨贴矣。窑变窑变，本系瓷器中之名词，后对窑姐之变为姨
太太者，亦以此呼之。饭局凡宴饮之聚会，皆曰“饭局”。有不视为快乐场所之义。盖北京极尚繁文
，饭局多者，每晚有六七处，诚非快乐事矣。一根筋凡人贴滞，永远以自己主意为是，任人解劝而不
肯回头者，则以此呼之。大宅门官宦世家之家，俗曰“大宅门”。下三烂凡下等人不做好事，不务正
的人，都曰“下三烂”。此语来自粮店、磨房。因磨麦子面须磨五六次面质方能出净，一次名曰“一
烂”。盖第一次麦子粒也就刚破开，以后一次比一次较烂，故名几烂。但是前几次的面较白，后两三
次麸子亦烂混入面中，则面较差矣。故人之下等者，亦名曰下三烂。馊主意主意不鲜明，不能仗持者
，曰“馊主意”。盖食物腐败发酸不可食者曰馊，主意不可用与之相等。树熟儿各种水果在树上成熟
者，曰“树熟”。在乡间，则生者曰“生”，熟者曰“熟”，无说树熟者。只北京有之。此盖系大城
池中极可怜之语。平常所吃水果，因都系远路运来，日久亦可变熟，即名“搁熟”。其口味自与自然
成熟者相差甚远，欲思吃一自然成熟之果，颇不易得，偶尔得之，味较甘美，以为得未曾有，故特命
此名。鬼吹灯用假言语哄人或做假事以掩盖其伪者，人皆讥其为闹鬼吹灯。手头松“手头松”者，有
钱也，花着方便也，与“手松”义不同。死不临侵的凡人精神颓丧，低头闷闷不语者，人必讥其为“
死不临侵的”。盖将死之状态也。《西厢》及《墙头马上》杂居中之“死临侵地”即系此义。太阳照
着嗓子眼凡戒人说话留神者，必曰“太阳照着嗓子眼”。意思是，如果说谎话，则太阳神必降罪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58a990100by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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