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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言 一 出 ，忍 俊 不
禁。四川方言龙门阵《盖
碗茶》版面推出以来，得到
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
力支持，为了让《盖碗茶》
更加活色生香，方言故事
层出不穷，我们向“有故
事”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
有好的方言故事，有趣的
方言传说，都可以给我们
投稿。字数1000字左右。
投稿信箱：
730156805@qq.com

打假叉是我们经常都
会遇到的事，酒桌上打假
叉，扯到一边去打冲拳，说
这摆那的就是不说喝酒；刚
才还说有钱，一听说要借钱
了，就顾左右而言他，根本
不提钱的事。打假叉就是
在打掩护，扯个幌子来掩饰
自己的真正意图。

老罗的朋友曾娃是打
假叉的高手，老罗跟曾娃并
不熟，确切地说曾娃是他老
婆的朋友。那天老婆对老
罗说，曾娃请他们去吃火
锅，老罗不想去，人又不
熟。老婆说：“人家喊吃火
锅，也是看得起我们嘛，还
特别说了喊罗哥切的。”听
婆娘这样说，他也就答应
了。加起他们两口子一共
六个人，除了曾娃，另外两
男一女三个人，老罗也不认
得，管他那么多，坐下来就
一起喝。

快吃完了，一个人接了
个电话，说有事要先走，三
个人就走了，还跟老罗招
呼：“罗哥慢吃，我们先走
了。下次再见。”老罗点头
说要得。

剩下他们三个人又吃
了一阵，都吃归一了，曾娃
还没买单的意思，总是跟
老罗摆龙门阵，说哪阵在
哪跟哪个吃饭，喝了好多
的酒，哪阵吃饭又花了好
多钱。一支烟抽完了，曾
娃还没动静，老罗想走不
好走。这时曾娃的电话响
了，他说：“我切接个电话，
你们坐一哈。”抬屁股就出
了店。

这一接电话就十多分

钟不见人，老罗对婆娘说，
是不是走了哦？婆娘说：

“怕不得哦？”
又等了一阵，他们两口

子在那儿瓜坐起也不是个
办法。老板来看了两次，问
他们还吃不吃，老罗只好自
己掏钱买了单。刚买了单，
曾娃就进来了，说刚才一个
人打电话，太啰嗦了，说半
天。他就喊老板买单，老板
说已经买了。曾娃说，哎
呀，你们咋个把钱给了嘛！
老罗说没来头，哪个给都是
一样嘛。曾娃说，那咋个好
意思呢？

过后老罗就洗刷自己
婆娘，那个曾娃也太不落教
了，喊我们吃饭，钱都不给
就梭了。婆娘说，可能人家
真的是打电话。老罗一针
见血，打啥子电话，这明明
就是打假叉。

前不久，曾娃也遭了
一次打假叉的事。那天他
在街上看到一个卖豌豆尖
的，五块钱一斤，豌豆尖水
灵细嫩，又不贵，曾娃就买
了一斤。卖菜的是个婆
婆，骑辆破旧电瓶车。扫
码付款她也不会，幸好曾
娃刚打了牌，身上还有现
钱。见他摸出一大把钱来，
对方就想换点零钱，才好找
钱给人家。拿出两张折起
的百元票子说，大哥，就麻
烦你了哈。

看对方也是个卖菜的
老实人，曾娃嫌揣着零钱也
麻烦，就换了两百块钱。卖
菜的换了钱，骑起电瓶车就
跑了。曾娃回去一看，原来
两张一百元的都是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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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估吃霸赊，
从字面上看不难理解。就
是进了餐馆吃人家的饭，
不给钱，吃霸王餐。进了
商店，把人家的东西估倒
拿起走的意思。

我们那个踏踏叫湖山
村，村上有个青年叫胡来，
书读不进去，小学没有毕
业就辍学在家，也不找点
正经事情做，不学无术，妈
老汉儿拿他没得办法，伤
透了脑筋。

胡来小小年纪，沾上
了抽烟喝酒的坏习惯。无
钱买烟，问妈老汉儿要钱，
妈老汉儿又不给，他就跑
到村上一家百货店赊账买
烟。一次两次，老板同意
赊烟记账，时间长了，老板
难为情地对胡来说，我是
小本生意，你娃娃长期赊
账，我的生意咋个做得起
走嘛？你先把前面的账结
了我再赊给你。胡来笑着
说要得要得，你再给我拿
两包，我马上给你兑现。
结果，胡来拿起老板递过
来的烟，转身就走，嘴里留
下一句：记在账上。

一个赶场天，胡来带
着几个人在镇上瞎逛，看
到日上三竿，到了吃晌午
饭的时候。胡来给一路的
几个人夸海口说，我今天
请你们吃免费午餐，你们
信不信？大家带着怀疑的
目光盯着胡来，不相信会
有这种好事。

胡来和几个人一起走
进了街边一个小馆子。饭
馆老板看见有客人进来，
满脸堆笑迎上前去，又是
抹桌子又是抬板凳招呼
他们坐下。一哈哈儿工
夫 ，他 们 点 的 菜 就 上 齐
了。酒足饭饱后，胡来惊
抓抓叫老板出来，老板还
以为叫结账，笑着走到桌
前。不料胡来手里拿着
筷子，在一个盘子里剩下
的菜中拨出一只苍蝇，绷
着脸问老板咋回事？老
板晓得这顿饭被几个无
赖赖上了，只好赔着笑脸
说声对不起，这顿饭算我
请客。

胡来几个人站起来，
扬长而去。

估吃霸赊，吃霸王餐，
混 得 了 一 时 ，混 不 了 一
世。法治社会，法不容霸，
残渣余孽，遭铲除是早晚
的事情。

四川方言“私了”，私，
即私下，不公开，不报官；
了，即处理，了结，解决，完
结，比如“不了了之”。民间
百姓把当事双方不通过正
规的官方渠道解决问题，私
下里协商解决矛盾纠纷，把
事情搁平，称为“私了”，在
个别地方又称“私合”。比
如，“两个家族打架这个事
情难得扯清楚，不能私了，
必须曝光打官司！”“家丑不
可外扬，这件事不要去敞
阳，两家人走拢协商解决私
合算了。”

“私了”，是民间解决矛
盾纠纷的有效方法之一，但
在实际运用中必须讲分寸，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

轻重都搞私了。现今社会，
如果矛盾纠纷涉及违法犯
罪，就不能私下解决，必须
敞阳报案，接受法律判决。
大是大非的处理，千万不能
搞“私了”。

如果矛盾纠纷问题不
存在违法犯罪，当事人双方
又愿意自行解决，就可以

“私了”。比如，王五开私家
车，在停车场不小心把张
三停好的车子左后尾擦了
一下，留下小块痕迹，只需
打磨喷漆就可以了。事情
不大，损失较小，他两个一
不报交警勘测定责，二不
请保险公司勘验定损，双
方协商确定王五赔付维修
费了事。

接句是早年在雅安广
为流传的一种谣歌。诙谐
有趣且朗朗上口，易传易
记。例如：

月儿光，亮堂堂。走过
去，走过来，碰到张老幺。
张老幺，你姓啥？我姓唐。
啥子糖？芝麻糖。啥子
芝？河芝。啥子河？大
河。啥子大？天大。啥子
天？广东天。啥子广？湖
广广。啥子壶？茶壶。啥
子茶？老鹰茶。啥子老？
人老。啥子人？古时人。

啥子古？羊皮鼓。啥子
羊？密密羊。啥子密？桥
密。啥子桥？四洞桥。啥
子寺？宝安寺。啥子宝？
元宝。啥子元？桃园。啥
子桃？仙桃。啥子仙？神
仙。啥子神？鸡脚神。啥
子鸡？筲箕。啥子筲？马
鞭梢……

接句中所言及的事物
都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或耳熟能详的。它的广为
流传，也是一种民间智慧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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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张声势，夸口，说大话
就是提虚劲，又说提劲。口
语中常听到，要爪子你就说，
不要在那提虚劲。你不要
怕，他提虚劲的。人家一雄
起，他就虚了，都是提虚劲。

上世纪 80 年代，成都龙
爪堰还是理想的游泳胜地。
一个星期天下午，刚娃两兄
弟去龙爪堰游泳，到青羊宫
时刚娃顺便又叫了同学一起
去。游泳游得挺开心，后来
到茶馆喝茶。

喝茶时，他们用来装游
泳裤和毛巾的包就放在边上
一把椅子上。一个人走进来
取椅子，一只手拿起包递给
刚娃。刚娃说你挂在那嘛。
他回头看了一下，那人把包
往地上一摔，抬起椅子就走。

刚 娃 的 哥 质 问 那 人 ：
“嗨，你咋个朝地上摔喃？”

“甩不得嗦，我才肯信？！”
“你过来把它拣起来！”

刚娃对他吼道。
那人没理他，抬着椅子走了。
喝完茶出来碰到那人，三

人又和他吵起来。刚娃同学
说了一句：“有啥子在边上去。”

刚娃也随口说道：“不要
在这扯场子，我们有啥子在
边边上去。”

那人就和刚娃朝边上去了。
走在路上刚娃虚了，但

又下不倒台。刚娃的哥走上
来把刚娃拉住，又吵一阵，三
人走了，刚娃的哥说以后遇
到这些事不要理。

刚 娃 庆 幸 刚 才 没 打 起
来，如打起来，说不定被打
得送医院或者更严重，太划
不着 了 ，以 后 真 要 避 免 提
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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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吼唱儿歌：“洋牌
儿货，几分钱个？你有几个
买几个。”凡是好东西都被视
为洋牌儿货，包括时髦的人。

把你书包里那个洋牌儿
拿给我看看嘛！这是名词。

把你那个玩具拿起到处
洋 牌 儿 ，小 心 被 别 人 抢 了
哈！这是动词，也可以单用

“洋”字。
那 个 人 穿 得 好 洋 牌 儿

啊！这是形容词，也可以叫
洋气。

不管什么词性，“洋牌
儿”都有“时尚”的属性。“洋
牌儿”和“洋”都有夸耀、炫
耀 、得 意 等 意 味 ，又 叫“ 展
洋”。小时候，考试得了双百
分 ，拿 起 成 绩 单 全 院 子 展
洋。前不久网上流传那个考
了好成绩，回家路上手拿试
卷“走出了六亲不认步伐”的
孩子，就是展洋。

“洋牌儿”有时写成“洋
派儿”，有时写成“洋盘儿”。
仔细想想，“洋盘儿”最无道
理，“洋派儿”差可达意，最恰
当的当是“洋牌儿”——凡货
皆论品牌，品牌出名，价钱自
高，以致“不买对的，只买贵
的”成为时尚，只要货品洋牌
儿，花钱绝不手软。

世事变迁，风水轮转，洋
风虽未式微，而国货名牌也显
日增之势，国人当为之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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