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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老历年轻身体好，定定爱往山上跑，年龄一大，腰也不好是腿

也不好，业过走了两步，气直喘、汗直冒，我看临毕老了是再没机会

往山上跑。”这段顺口溜，您能读懂吗？在宝鸡方言里，“老历”“定

定”“业过”“临毕”都是表示时间状态的词，看完本期这组稿件，相

信您就能读懂这段顺口溜的意思了。

描述时间状态

老历 （lɑo li）      过去      本报记者 麻雪

临毕 （lin   bi）      以后      本报记者 祝嘉

“ 感 谢 招

待，临毕回宝

鸡了，一定给

我打电话。”4

月 6 日，在甘肃

省天水市天水南

站，宝鸡游客张安

平拉着老同学宋红

军的手激动地说。清

明假期，张安平带家人

去天水旅游，作为东道主，

宋红军全程陪逛陪玩陪吃，让

张安平全家人都非常尽兴。临走，

张安平嘱咐宋红军，以后回宝鸡务必

联系，自己也要尽一份地主之谊。

张安平口中的“临毕”，是宝鸡

话完后、以后的意思，称得上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宝鸡方言词语。“我跑了

半辈子运输，跟很多地方的人都打过

交道。”张安平说，“我发现，宝鸡地区

‘临毕’使用得还是比较普遍的。”

家住金台区东风路的李新明老

人，退休前一直从事文化相关工作，

近年来热衷于收集、整理、研究、阐释

宝鸡方言。他说，“临”字始见于西周

金文，其字形仿佛一个人弯腰俯视一

堆物品，而从高处往下看也正是“临”

字的本义，也有“来到、到达”的意思，

如来临、光临、临头、临门。“毕”字始

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好像一把田

猎用的长柄网。《诗经·小雅·鸳鸯》

里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意思是

鸳鸯在空中飞，用毕和罗将它们网

下来。鸟兽被网住，不能飞翔逃跑，

由此，“毕”字引申出“终止、结束、完

成”的意思，这些意思无论在古文中

还是在现代语言里都很常见。

“临”和“毕”两个字合在一

起，就是等什么事情结

束、到什么时间再做的意思。至于究

竟是什么事情、什么时间，有些情况

下会说明，如“你还把我问住了，临毕

我查清楚了给你说”“借我一千元，临

毕我发工资了还给你”等等，有些情

况下则无须说明，如“好好念书，临毕

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这里的

“临毕”指的就是长大之后。

业过 （nie ɡuo）      刚才      本报记者 罗琴

“业过买下的花瓶，你就给我

打碎了！”“我业过才说的事，你

咋可要问一遍？”在宝鸡，相信大

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宝鸡话“业

过（nie ｇuo）”的意思，就是刚刚、

刚才、适才。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

看到，“业”作为副词使用时，有

“已经”的含义，它强调动作或

状态已经完成或达到某种程度。

不同于其他表示完成的副词，如

“已”“既”等，“业”更多地带有

一种既成事实的意味，暗示着

某种不可逆转或无法改变的状

态。这种语义特点使得“业”在表

达上更加精准和有力。比如，在

《史记·留侯世家》中有“良业为

取履，因长跪履之”，意思是张良

既然已经替老者把鞋取上来了，

就恭恭敬敬地再给他穿上 ；宋

代文天祥的《五月十七夜大

雨歌》中也有“业为世

间人，何处逃祸殃”，意思是既然

活在这世间，就无法避免遭遇灾

祸，这两句中的“业”都表示已经

发生。

我市方言爱好者刘引丽说，

在宝鸡话里，“业过”一词就是用

“业”作为副词，表示“已经”的意

思，加上“过”也有“过去”之义，

常用来表示不久前才发生过，而

且往往具有言外之意。例如，“他

业过还在这儿哩，你要不稍微

等等。”这里的“业过”暗示着他

刚刚离开不久。“我业过把钥匙

给你，你咋么就能遗

了！”这里的“业过”反

映出对丢钥匙的不满。

“看着走，嫑胡踏！我

业过才把地拖了。”这里

的“业过”表达出拖地不

易，要珍惜劳动成果、保持

干净的意思。

此外，刘引丽说，宝鸡人

将“业”的发音由ye 变为nie，

不仅是“业过”，“作业”“毕业”的

“业”都发nie 音，这也是一种富有

地方特色的发音方式。

定定 （dinɡ dinɡ）      经常      毛丽娜 

“你咋么定

定来这儿买菜

哩？”“你这儿

的菜便宜还新

鲜，我那一片子

的人都爱来这

儿。”4 月 3 日，

市民梁小红在家

门口的菜市场碰到

亲家，亲家虽然住得

远，但总是来梁小红家

门口的菜市场，因为这里

能买到既便宜又新鲜的蔬菜。

在宝鸡方言里，“定定”是经常的

意思。市档案局组织各县区建立的方言

语音档案里都收录了这个词，写作“定

定”，义为经常，但读音稍有变化，介于

dinｇ和jinｇ之间，是宝鸡特有的一种发

音。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陕西方言词典》里，也收录了“定

定儿”这个词，读音为dìnｇ dìnｇr，

释义为经常性地。

但作为方言，相比经常，宝鸡话

里的“定定”有着更为丰富的言外

之意。

前些天，李鑫去妻子单位给妻子

送手机，碰到了妻子的同事老杨。老

杨开玩笑说：“这两年咋不见你来

了？当初追你媳妇的时候，定定来给

她送吃的、送喝的，我们还能跟着沾

光呢！”这里的“定定”，有刻意或坚

持做什么事的意思。

清明假期，人们纷纷拖家带口出

游踏青，王小鹏和妻子宅在家里哪都

不去。母亲看不下去了，说：“人家都

出去逛哩、耍哩，你两个定定蹴屋里

有啥意思？还不如我这个老太婆。”

这里的“定定”有些近似于总是，话里

暗含不应该这样做的意思。

上个月，姚会军年逾九旬的父亲

一连几天咳喘不停，姚会军带父亲去看

医生，一番问诊、检查、开药之后，医生

叮嘱姚会军：“还是有炎症，平时让老

爷子多喝水。”姚会军说：“定定叫喝哩，

但他每次都是抿一口就放下了。”这里

的“定定”有强调的意味，语意上超过了

经常，达到了频繁、不停的程度。

以上这些语境里，如果将“定定”

换成“经常”，就不足以体现说话者的

意图和态度了。

方言更有韵味

本版漫画 陈亮作

宝鸡话大俗大雅

“这是犁，这是耙，这是锄头……

这些都是耕种用的农具。你们想象

不到，老历农民耕种是多么不容

易……”清明假期，市民王金良一家

去市郊农家乐吃饭，看到墙上挂着

的老农具，他感慨地向孙子们回忆起

过去干农活的情景。像王金良这样的

老一辈宝鸡人，习惯把过去称作“老

历”，如：“老历人没啥吃，一碗搅团

就觉得香得很了。现在山珍海味要啥

有啥，人还觉得这也不好吃，那也不

好吃。”又如：“这条路现在算是好走

了，老历没这么宽，超车、会车时一不

小心就出事，所以好多司机都不

愿意从这儿走。”

2016 年，市档案局在全市启动

方言语音建档工作，收集整理了宝

鸡各县区方言的文字、发音、释义。其

中，多个县区都在方言语音档案里收

录了“lɑo li”这个词，写作“老历”。

“老”字和“历”字都始见于殷商甲骨

文，“老”的本义是年纪大的人，也有

“时间久的”意思，如老面孔、年份老、

资历老，“历”的本义是经过，也有“过

去的各个或各次”的意思，如历史、历

代、历年、历程、历任，而由“老”字和

“历”字组成的“老历”，便有了过去、

以前、曾经、原先的意思。

我市退休语文教师李云丽说，

宝鸡话里“老历”所指的时间，一般

都是说话人经历过的时间。如，母亲

对孩子说 ：“老历你爷你婆活着那

会儿，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在老

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多好啊！”

母亲话里所说的“老历”，即孩子爷

爷奶奶活着的时候，是母亲经历过

的。又如，爷爷对孙子说 ：“你还嫌

臊子面吃腻了，我告诉你，老历臊子

面不是你想吃就能吃上的！”爷爷

话里所说的“老历”，虽然没有具体

说明是什么时候，但也能想到是爷

爷经历过的。可见，虽然都有“过去”

的意思，但“老历”更强调自己所经

历的“过去”，这是这个词有别于其

他同义词的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