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史话 智 慧 海 都
968880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责编/华健 美编/建隆 校对/惠琴

智

慧

海

都

新闻 发行 便民 新闻报料邮箱网址：968880@hxdsb.com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0591-87275327一号直拨

印刷：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金榕北路52号
电话：28055815 传真：28055890968880

请
客
吃
饭
为
什
么
叫
吃
席
？

方
言
里
还
藏
着
哪
些
古
语
？

自古民以食为天，但“吃”早已不是简单的温
饱手段，更是一种刚需的社交方式。或亲朋相聚，
或好友婚庆，或同事乔迁，一顿顿吃席总是免不了
的，真是办席聚人气，赴宴撑场面，席间共追忆，举
杯交新朋，当然席间也有“头铁”的“真干饭人”，以
及只为随份子而来的“讲究人儿”。

在我们交流吃席名场面和席间故事时，可能
未曾留意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为什么叫“吃
席”？咱吃的不是“饭”吗？而且不论是否“坐小孩
那桌”，不都是上桌吃饭吗？进而还会追问，“吃
席”这一提法是何缘故呢？这类古词又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经历了何种流变？

“吃席”的讲究

“吃”真是门儿学问 活在方言里的古语

除了“吃席”，有关“吃饭”的古语早已大
量潜伏在大江南北的方言里。“吃”本身在古
语里还叫“咥”“啖”。在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部
落发祥地——位于甘肃省的庆阳，当地方言
（庆阳话）便将“吃”说成“咥”，即“咥饭”。而
在“碳水之都”西安，当地人也这么说。据《周
易·履卦》记载：“卦辞曰：履，履虎尾，不咥人，
亨。”即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却
不咬（吃）人，可见关中方
言 里 确 实 保 有 这 种

“吃”的叫法。而在
身处齐鲁文化区的
胶东半岛，当地人
会把“吃饭”说成

“逮饭”，实际就是
“啖饭”。《史记·项
羽本纪》中将吃生
肉的樊哙的言行描述
得淋漓尽致：“樊哙覆
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
切 而 啖 之 。”这 里 用 的 就 是

“啖”。苏东坡曾说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且不论豁达的东坡居士一口
气吃这么多荔枝会不会得“荔枝病”，但以“啖”
为“吃”的叫法是跑不了了。

当然，吃饭也得“趁热”，对此陕西人表示，
“热”得“闻”一下。陕西话讲“闻热吃”，“闻”就
是“趁”的意思，即“趁热吃”。对此，大唐诗人
白居易直呼内行，他的《二月五日花下》有云：

“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就是趁
着有酒及时行乐。而王建也称“住处近山常足
雨，闻晴晒暴旧芳茵”，即趁晴天晒晒草木。

大家用完饭一般会说“吃完了”，而陕西话
与河南话则可能会说“吃毕了”或“吃毕咧”。
普通话里大多将“完毕”连用，或单取“完”字，

“毕”很少搭配使用，但在古语则不然。《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舞
剑。”这里“毕”即表示“完成”，“寿毕”即“祝酒
完成”。而杜牧洋洋洒洒写下的《阿房宫赋》
里，亦有“六王毕，四海一”之句为证。由此可
见，陕西、河南的朋友真是开口就有“古人之
风”。

吃饭也不总是令人舒服的，有时候生冷可
能带来恶心干呕。在关中方言里，就会将这种
感觉称为“打哕（rua）”，也就是网络上一度流行
的“哕（恶）心”的意思。在《黄帝内经·素问》里
说“中央生湿，在变动为哕”，这是讲“哕”的成
因。《正字通》称“有物无声曰吐，有声无物为
哕，有物有声曰呕”，这算把呕、吐和哕的界定
标准都整明白了。而吃东西可能带来的另一
种不适——打嗝，在关中方言里则称“打噫”。

“噫”是拟声词，在李白《蜀道难》的开篇就有
“噫吁戏”这种拟声感叹。

古语是别于今语的存在，
方言对标的则是普通话。古语
能够活在方言里，证明其具备
的强大生命力。只要我们留心
一瞥，就会发现今天口耳之间
的古语确实很多。

古语的方 言 不 仅 有 趣 ，
还很美，甚至能够打破各

地 方 言 的 刻 板 印 象 。
“沾衣欲湿杏花雨”的

江南烟雨之感，在活
泼可爱的四川朋友
口里，可能被叫“雨
飞飞儿”。如此诗
意的叫法，实则来
自《诗经·采薇》所

说的“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

来 思 ，雨 雪 霏
霏”……

而在颇接地气的河南方
言里，船桨被叫作“棹板”，这
个“棹”字就雅得很。苏轼泛
舟游于赤壁之上，即兴而作
《赤壁赋》，有“桂棹兮兰桨，击
空明兮溯流光”之句；元好问
的《浣溪沙》里也有“一片青天
棹过”句。

如在陕西宝鸡一带，人们
习惯把“猪”叫“只”，实则可写
为“彘”。这一叫法在相隔数省
的浙江温州泰顺一带，吴语方
言莒江话里亦有存续。《韩非
子·外储说左上》里称“故明主
表信，如曾子杀彘也”，可见在
著名的曾子杀猪故事里，猪就
被称为“彘”。

探析中华词语古今的流
变与方言各地的差异，前人
已留下密匙，可助我们进一
步探赜文化奥秘，即运用训
诂 之 法 。 那 么 ，何 谓 训 诂
呢？黄侃曾说：“训诂者，即
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
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
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即以
方言互释（现在则指用普通
话解释方言），以今语释古。
要解锁更多方言里古语文
化，不仅要从纸上得来，还需
游历于祖国大好河山，与各
地各族朋友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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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 100多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
苇席，大者超过 1平方米，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在大
多数人的认知里，苇席的作用就是铺床纳凉，可在新石
器时代，现代意义的“床”还没出现。所谓幕天席地，据
专家推测，这些苇席应该是用来盖屋顶与铺屋地，而古
人的吃住、祭祀、娱乐，也就都从这一张席子展开。

在西周时期，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法则，礼更是寓
于诸物的使用过程中，席子的“排面儿”也有别以往，用
席成为一件“讲究事儿”，数量、大小、纹饰、陈设位置都
显示着身份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礼记》里称，“天子
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可见不同等级不仅用
席层数有所不同，每层席的纹饰也各有差异，以天子之
席为例，最下层的席子是用莞草编制而成的“莞席”，质
地粗糙；再上一层是“藻席”（又称“缫席”），以五彩丝线
夹于蒲草，使整个席都带有五色花纹；又上一层是“次
席”，桃竹枝编成的竹席；复上一层是“蒲席”，即以池泽
水草编制而成，精美非常；最上一层称为“熊席”，当然也
不限于熊皮，可能采用虎、豹等猛兽之皮毛制成。

当然，众人共处一室落座，席子的讲究就更为繁复
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
熟悉《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
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实际上，尊位
是与席子摆放密切相关的，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
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
在今天的宴席之上还有所延续。其次，席子铺得高矮也
彰显着身份，一人独坐的要高于二人席，二人并坐的又
要高于三四人席。最后，为了保障座席的礼制不被打
乱，西周还专门设置了“司几筵”一职，负责管理“席子问
题”，《周礼·春官》里讲“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
其须知与其位”。

周以降，筵席制度发展逐渐完备，“筵席”与“吃席”也
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
加者为席”，“筵”为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则置于“筵”
上，依人数而设。而不仅“民以食为天”，官也有“两张
口”，诸公落座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礼记·礼
运》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席”也
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而随着隋唐
之际（也有学者认为是汉代）桌子的出
现，宴饮也就能“上得了（桌）台面”，叫
法更是产生变异，如潮汕人办席就称
为“办桌”，吃席自然也称为“食桌”。

“吃席”这类古语的沿用并非
个别现象。我国历史悠久，各地
文化博大精深，而这些古语就活
在很多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即
各地的方言之中。这一神奇的文
化现象，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具有绵延千载而不绝的强大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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