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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方 言 的 绰 号 称 谓

阮　桂　君

[摘　要] 宁波田螺山地区相岙村的绰号使用十分广泛 ,全村每个成年男子都拥有一个固

定的绰号 ,多以“名字+绰号”四字格格式出现 ,也有少量三字格和二字格。语义以“描摹性

情” 、“勾画相貌” 、“生殖器名” 、“表述特长”或“轶事典故”为主 ,起用缘由受性别 、地理 、经济和

语用限制 ,直接体现着该村的生产方式和从业特点 ,其社会文化的时代痕迹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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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 ,也称诨名 、混号 、诨号 ,它的特点在于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 ,然后得到公认 ,使用性完全不取决

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 。而任何一个绰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 ,又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

播。很多绰号都在与相貌 、姓名 、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 ,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 、行为举止等作出外观

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 ,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 ,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

的一个部分。

本文考察的是宁波田螺山地区相岙村的绰号使用特点。相岙村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 ,东邻

宁波江北区慈城镇 ,西接余姚市丈亭镇 ,南面与河姆渡镇隔江相望 ,北面隔山为慈溪市。该村共有阮家 、

王家 、董家 、大池头四个自然村 ,200来户人家。所属方言是甬江小片。

本文考察的相岙村 ,其绰号的使用非常广泛 ,整个村子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有绰号 。该村 225户

人家每一户的户主都有绰号 ,其中 221户有固定绰号 ,另外 4户绰号不固定 。从绰号构成看 ,以“名字+

绰号”的四字格格式为主 ,共有 199人 ,如“海清驼背 、阿东萝卜 、福亮和尚 、阿红黄狼 、利华班长”等 。另

有 22人的绰号以三字格或二字格形式出现 ,如“矮头颈 、蝙蝠精 、老翘伯 、大脚风 、老活狲 、阿德卵 、老国

庆 、风手 、晏班 、精怪”等。

本文所取语料均来自笔者的母语浙江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甬江小片)。

一 、语形特征

从相岙村村民绰号构成的外部结构看 ,以“名字+绰号”的四字格格式为主 ,也有少量三字格和二字

格。

(一)四字格

相岙村村民的绰号 90%是四字格 ,其格式是“名字+绰号” ,其中“名字”和“绰号”均为双音节结构。

例如:

　宁波方言也习惯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加上“阿”构成“阿+X”称呼 ,例如“袁建东”常被称为“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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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起用缘由

绰号的起用缘由大多数和人物的特征有关 ,尤其是有身体缺陷的人 ,其缺陷称呼会伴随其一生 。有

些绰号则来自于某个典故 ,某个事件。有些绰号则可能是某个人一时兴起 ,随口而发的 ,后来竟流传开

来 ,就成了某个人的固定绰号 ,可能这个绰号与这个人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也有一些绰号 ,现在已经

无法考证其起用缘由了。

绰号常比名主的真名更为人熟悉 ,传播得也更快。相岙村村民的绰号主要用于成人 ,成人的户口本

上的名字只是法律上的代号 ,在村子里 ,一个人要得到大伙的认可 ,前提是你必须有固定的绰号 。有些

小孩也有绰号 ,如“阿杰漏斗”(该绰号来源于这个孩子经常流涎水 ,像个漏斗一样),但是这个绰号并不

一定伴随他一生 ,在他成年尤其是成家之后 ,会有另外的绰号加于其身 ,那个结婚以后的绰号才是他真

正的称号 。

有些人的绰号是很早就有了的 ,成家后沿用小时候已经有了的称呼;有些人小时候有绰号 ,成家后

被换成另外的称呼 ,成为其社会活动中的主要称呼;有些人小时候没有固定的绰号 ,成家后会马上被赋

予一个绰号 ,甚至于结婚当天晚上就会突然冒出一个适合该人的绰号来。绰号在相岙村不仅仅代表一

个称呼 ,更是一个人进入成人圈子的标志。

以下分别从性别差异 、地理位置 、经济状况及语用表达四个方面进一步考察相岙村村民绰号起用的

缘由 。

1.性别

从绰号使用的性别看 ,女性大大少于男性 ,而且凡有绰号的女性一定是成了家的 。女性的绰号主要

集中在“大炮”这个词上面 ,构成“名字+大炮”形式 ,而且可以用于多人 。如“静静大炮 、爱珍大炮 、阿云

大炮”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要么身材粗壮 、肥大 ,要么性格直露 ,说话不顾及场合 ,称之

为“大炮” 。

2.地理

相岙村从地理位置来看 ,整个村处于一个簸箕形的山坳里 ,三面环山 。虽然前后左右都有通路 ,如

322



　第 3 期 阮桂君:宁波方言的绰号称谓

村子前面通向二六市(以前的乡政府所在地 ,村民赶集的地方),村子侧面通向唐李张村 ,村子后面通向

桂家岙 、东埠头等地 ,但是唐李张有黄婆岭相隔 ,东埠头有塔岭相隔 ,在以前柏油路没有修通的时候 ,很

少有人会经常穿越这两个岭而去唐李张或东埠头的。所以整体来说 ,相岙村与外界的接触上是比较少

的 ,尤其是处于更靠近半山的阮家村 ,比王家 、董家更为闭塞 ,在绰号的分布上 ,也较其他村更为广泛。

3.经济

相岙村的农村经济主要是湿田和旱地两种 ,湿田是种植水稻的 ,主要在离村子比较远的二六市 、洋

畈等地 ,每家每户的湿田数量比较少;旱地是指山地丘陵的田地 ,这些是村民的主要部分 ,面积大 ,比较

适合发展竹林 、果树等经济作物 ,村民的经济收入也主要靠旱地和山地。这种经济收入结构造成了村民

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山上 ,而山与山之间的间隔都很近 ,这使得村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山上见面 。相

互的熟悉使得取绰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更何况 ,整天在山里头 ,取些绰号还有调节情绪的作用 ,相互的

玩笑也容易使绰号得到进一步的流传。

4.语用

从绰号的使用看 ,主要用于背称。在谈论别人的时候一定是用绰号称谓的 。面称很少用名字 ,而是

直接对话 ,或者用人称代词“诺”(你)。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甲:相岙大队里头 ,老利强拉两个儿子顶好 。(相岙大队里 ,老利强家的两个儿子最有出息了)

乙:葛搭是 ,老利强拉两个儿子书多少会读的啦 ,比益康卵黄拉儿子出山交关 ! (那是 ,老利强家

的两个儿子相当会读书 ,比益康卵黄家的儿子要有出息多了)

甲:葛还要诺来话啊 !大活狲拉儿子么老底子辰光么算好来 ,也没老利强拉儿子好! (这还要你来

说啊 !大活狲家的儿子以前也算很不错了 ,也没有老利强家的儿子好)

乙:葛吉万戆头拉儿子建华白眼 ,钞票也蛮会赚个和。(不过吉万戆头家的儿子建华白眼 ,赚钱还是

很会赚的)

对话中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是以他们的绰号来指称的 ,可见背称时 ,绰号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

三 、文化含义

绰号是一种文化现象 ,既然文化被规定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 ,那么 ,我们就一定会从不同的文化现实与绰号的联系中 ,看到绰号与文化特征的关系[ 4](第

271 页)。通俗地说 ,即文化现实怎样决定和影响着绰号现实。绰号不仅体现着生产关系 ,还直接体现着

生产方式 、劳动方式 、从业特点[ 4]
(第 273 页)。当生活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

的 ,也都会以绰号的认识形式概括的反映出来 。

从宁波方言(相岙村)绰号的使用情况来看 ,65岁以上一辈的人 ,其绰号多为“金官大话” 、“大炮阿

元” 、“铁算盘” 、“酱油精” 、“大杨戆头” 、“关根师爷” 、“吉强县官”等 ,反映的多为解放前的社会生活 ,尤其

像“铁算盘” 、“酱油精”这样的绰号 ,形象地反映了相岙村在民国时期不少人外出经商的事实。40-65岁

之间的人被取的绰号最为丰富 ,本文调查所得的二百多个绰号基本上属于这个群体 ,绰号的内容大多反

映上个世纪 80年代以前的社会生活的现状 ,如“利华班长”(生产队的状况)、“工兵烂眼”(红卫兵的状

况)等 。40岁以下的人被取的绰号则多与 80年代以后的社会文化关联 ,如“阿才老板”(乡镇企业发展

涌现众多老板)、“蝙蝠精”(蝙蝠衫等时髦时装进入农村)、“阿弥陀佛”(农村迷信盛行)等 。

我们考察了一户人家祖孙三代的绰号:爷爷叫“吉强县官”(已故 ,据说解放前担任过县长),父亲叫

“利华班长”(生产队的时候做过班长),儿子叫“阿才老板”(乡镇企业的厂长),从祖孙三代的绰号 ,我们

可以从侧面窥见相岙村从民国以来的文化历史的变迁 。

绰号反映生活 ,绰号体现和表现特定的生活方式 。“国定厨工” 、“永康裁缝” 、“才良木匠” 、“宁校泥

水” 、“仁海弹花” 、“永章簟匠” 、“吉如铜匠”等绰号反映的是相岙村的职业情况 ,有些现在还有 ,如厨师 、裁

缝 、木匠 、泥水匠;有些职业在相岙村已消失 ,如弹花匠 、铜匠 、箍桶匠等 ,但在绰号上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32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1 卷　

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就有与之对应的绰号。相岙村 40-65岁之间的人 ,文化水平普遍低下 ,大多

数人只读到小学二年级 ,村民之间几乎从来不用名字 ,都用绰号来相互称呼 。他们中的绰号 ,不管是“益

康卵黄”还是“光强卵袋” ,还是“阿万驼老” 、“家儿木头” ,基本上都比较鄙俗 ,而且一百多人很少有重复

的绰号 。40岁以下的人 ,被取的绰号明显减少 ,往往多个人合用一个绰号 ,如“全根戆头” 、“交友戆头” 、

“有才戆头” 、“海强戆头” 。年轻人当中 ,绰号的使用率也大大下降 ,相互称名字逐渐变得普遍 。

绰号现象 ,古已有之 。清代赵翼在《陔馀丛考》中对绰号论述道:“世俗轻薄子 ,互相品目 ,有混号” 、

“至贩夫牙侩 ,亦莫不各有一号……盗贼亦有别号 ,更何论他亦。”
[ 5]
(第 840 页)可见绰号的涵括范围很

广。本文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考察 ,而整个中国纷繁复杂的方言中保存着无数更为生动 、有趣 、独

特却鲜为人知的绰号 ,很多还未被发掘 ,它们是语言文化研究的富矿 ,值得深挖 。

注　释:

①　有极少数的四字格是一个整体 ,如 “阿弥陀佛” [ o53mi22d u22v  12] , 不是“双音节+双音节”结构 , 意思是“此人唠

叨多语 ,如同念佛不断” 。

②　在相岙村共有两个乞丐 ,一个是“平法讨饭” ,此人就是村子里的人 , 自成一户 ,一个人 , 以乞讨为生 , 大家都认识此

人。另一个是其他村子里的人 ,叫“纪唐讨饭” , 此人每隔一段时间会光顾相岙村一次 , 大家都认得此人 , 所以有固定

的绰号。外乡人讨饭的 ,只用通用性的称呼“讨饭头” , 不用专门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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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Nicknames in Ningbo Dialect

Ruan Guijun

(Schoo l o f Chinese Language & Lite rature , W 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Nicknames are w idely used in Xiang' ao Vi llag e , Tianluo shan , Ningbo , China , w here

adult males ow n the specific nicknam es.The m ain form o f nicknames is four-w ord , and tw o-w ord o r

three-w o rd are less com mon.The sem ant ics of nicknames consists o f temperament , appearances ,

generative org an , special ty and anecdote.Their origins are confined in gender , geog raphical

condi tions , economic posi tion and pragmatics , w hich em body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ro fessional features , related closely to the socio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 words:Ningbo dialect;nickname;addre ss;Tianluo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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