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人爱开玩笑，平
辈人相互间爱“占欺头”，
要充对方的“老辈子”。玩
笑中，有的人会对对方说：

“你来抱给我，给我押长
（zhǎnɡ）。”甚至有的人
会在话语中直接把对方称
为“长娃儿”，即把对方当
作儿子。这里的“抱”“押
长”是川东一带的方言，年
轻人不太明白意思，甚至
从没听说过。

在方言中，“抱”有两种
意思：一种是认“干亲”，被

“抱”的娃娃就是“干儿子”
或“干女儿”；另一种就是

“收养”，即确立养父母和养
子女的关系。前面说到的

“押长”，也属于收养，不过
它还有一层特殊含义。

过去，“押长”是我们
这里较为独特的风俗。已

婚不孕的夫妇收养一个男
孩，收养的这个娃娃就是

“押长”的。“押长”的含义
大概就是为以后孩子的出
生“领个头”“带个路”的意
思。这个娃娃往往被称为

“长娃儿”。
说来也怪，不少原来不

孕的夫妇有了“长娃儿”，后
来慢慢都怀了孕生了娃
儿。这里面有一定的科学
道理：原来怀不上娃娃往往
焦虑，焦虑这种情绪更不利
于受孕；收养了一个娃娃，
焦虑情绪必然有所缓解，不
经意间就怀孕了。

近几十年，收养小孩
要符合法律规定，“押长”这
种事就很少见了。不过，

“押长”“长娃儿”这些话，
不时还会由老辈人的口头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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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生了娃儿，娃儿满 30
天，要整“满月酒”。渝东南山
寨又叫“祝米酒”。

以前的风俗是，娃儿一出
生，女婿要到丈母娘家报平
安。这是往天信息不便，要跑
去说信。现在二娃早就微信视
频了实况，不管添的男孙女娃，
老丈母都要张罗组织亲戚去吃

“祝米酒”。
请人看好了期程，由老丈

母带队，舅娘姨妈，嫂嫂姑姑，
全都戴手镯换鲜衣、穿饰一
新，浩浩荡荡相跟着去二娃家
吃“祝米酒”。她们有的抱婴
儿背谷米；有的牵细娃挑甜
酒；有的提雄鸡背摇篮；有的
担鸡蛋挎包袱……一路上，闹
闹热热，嘻嘻哈哈。

山道上，若是有后生崽碰
上这支队伍，定会取乐：“走人
户的，你们走错路哩——快把
东西挑到我家来！”一行婆婆客
哪会示弱？反唇挖苦：“要得！
挑到你姐姐家去！”想占便宜当
嘴巴女婿，却被说成了舅子。
后生崽自知不是对手：“说不过
你们妇女家，大家慢走！”让道
一旁，以身挡开刺藤，以脚劈开
茅草，保护妇女们走过身旁毛
毛路。

走进二娃寨子，早有人报
信，于是，鞭炮大作，恭敬迎
接。有妇女跑去抱娃，有男人
跑去接担，同时还要不停地问
候客人：“走累了哈？快去歇气
喝茶！”热情得很。

哪里有心思喝茶？婆婆客
一进屋，争先恐后挤进月母子
房间，争看细娃的长相，评头论
足一番，然后问产妇的产后情
况：吃得不？奶水发来了没有？
坐月子要好生将息，莫沾冷水，
莫贪久坐，免得二天手麻腰痛
哈！关怀备至，场面感人。

“犯宵”按照四川方言
的习惯，照例读作儿化音

“犯宵儿”。这个词即使
在乡间也很少听到了，但
几十年前在民间还广泛
使用。

如 果 发 布 了“ 宵 禁
令”，违犯相关禁令，就叫
作“犯宵”。在四川方言
里，“犯宵”就是“犯事”
的意思，就是“做错事”

“犯错误”“闹出乱子”“惹
了麻烦”等意思，也叫作

“犯泼”。
在学校被老师叫去训

导一番，回家时我老妈就
会质问：“你今天又在学校
犯宵儿了吗？”这时我就会
心惊胆战，害怕被母亲教
训。有个小学同学十分顽
劣，不是在路上偷瓜摘桃，
就是在学校欺人耍横。有
一天他老汉气急了，抓住
他骂道：“书读不走，还天
天犯宵儿。”

小孩子犯宵儿，人们
最多就是觉得孩子调皮，
并不以此来评价其人品，
对成年人则不然。平时听

到人们私语“某某犯宵儿
了”，接着就有公开的消息
——某个局长被双规了，
或者某个处长被查处了。
这个“犯宵儿”情况就严重
了。有个叫光娃子的二十
岁的青年，跟随熟人到云
南建筑工地打工。劳动艰
苦，工资低，到年终时他不
好意思回家，就跟几个年
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住在工
棚里，天天喝酒。有一天
几个家伙突然被警察给
抓了，原来是他们趁着酒
兴盗卖了工地的十几根螺
纹钢。消息传回老家，很
快大家都知道光娃子犯
宵儿了，离开家之前才定
亲的女朋友也与他解除了
婚约。

无心之犯，总有原谅
的空间；而心怀歹念，明知
故犯，固不可饶恕。少时
犯宵，只是个不懂事的“二
杆子”，那是一个成长的过
程，最多叫作人生的弯路；
成年犯宵，不是性躁智弱，
便是欲壑难填，一旦事发，
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一天，我到朋友家去，离进单元门十来
米时，看倒一个崽儿正好出来，我赶紧喊道：

“帅哥帅哥，请你帮我把门‘抽’倒一下！”崽
儿边走边说：“我为啥子要给你‘抽’倒呢？”
勒哈我马上跑拢，只差一步之遥，伸手去挡
门时，自动门却刚好“啪”一下关上了。我与
崽儿擦肩而过时，我盯了他一眼，嘿门气愤
地说：“你娃太不善良了！”

原本欢欢喜喜上朋友家耍，哪晓得好心
情遭勒崽儿搞得坏到极点。我心慈面善，知
书达理，啷个逗恁个不招待见呢？勒崽儿，
啷个如此冷若冰霜？我想，纵然你心头有
气，也不该往陌生人身上撒噻！

生活中，我们天天都要开门关门，进门出
门。坐电梯，过门禁，帮别个按一下楼层，把一
哈儿门，让个座，指下路等等小事，举手之劳，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小小善举，温暖人心。

忽然想起嘿多年前，有一回我乘坐长途
汽车，中途上来一个太婆，没得座位。汽车
摇摇晃晃地开着，太婆颤颤巍巍站起嘿费
力，我主动把座位让给了她。车上人多，有
点拥挤，我一直站了两个多小时到达目的
地。站久了腰腿虽有点酸胀，但我帮助了需
要照顾的老人，心头却感到高兴。

那天我在门口等了几分钟，一位年轻妈
妈带着个小女娃儿走了过来。妹儿看我在

等着进门，她
用门禁卡将门
打开，然后站
在旁边，小女
娃儿则把门拉
着，两娘母让
我先进。我受
宠若惊，感动
得连忙说：“谢
谢、谢谢妹妹
啦 ！”一 哈 哈
儿，遭遇同住
一个单元的两
种人，其修养
素质却相去甚
远 。 两 相 对
比，泾渭分明。

与 人 为
善，举手之劳，
何 乐 而 不 为
呢？

过去成都平原农村，一
直把乡村剃头匠称为待执。

我儿时最怕剃头，因
为那时农村的男子无论大
人小孩，都是剃最简单的
光头。待执出门，肩挎一
个油污的帆布包，内装几
样简单的剃头工具，行走
于村中各户给人剃头。待
执一来，是我最恐惧的日
子，剃头前，先要用热水洗
头，让头发变软，剃起来才
不痛。而洗头的热水，多
是每家吊在灶烘前的壶
水，温度一般不高，头发
软化效果差，即使是专门
用锅烧的烫水，娃娃头皮
嫩又怕烫，常是用湿热帕
子抹两下了事，头发也没
法软化。因此我每次剃
头常痛得呲牙咧嘴，有时
头皮还割出血口子。梁
实秋曾写过一篇《理发》
的文章，说他也怕理发，
一见理发店的椅子，就心
里发怵。

对待执一称，我总感
觉词不达意。后来读李劼
人的小说《大波》，才知待
执的正确称呼为待诏。清
朝规定，男人必剃头留辫
子，不少人因不愿剃头发
留辫子遭杀头之祸。剃头
匠就带着圣旨给人剃头留
辫子。这样便把剃头匠称
为待诏。

但待诏二字太书卷
气，叫着叫着，可能后来就
演变成待执了。而执字，
发音与诏字相近，又更贴
合这个职业的最初内涵，
大家也就约定俗成，都这
么叫了。

过去待执一业，属三
百六十行中的下九流行
当，地位低下，被人看不
起。新中国成立后，劳动
人民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待执一称就几
乎听不见了，现在农村，都
把剃头匠称为理发师，显
示对手艺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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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成都东山坝子一带，关于嘴
的方言有：刀子嘴、鹅公嘴、乌鸦嘴。

刀子嘴指有些人对人说话时，那话就像
刀子一样锋利、直截了当、直指要害、直戳痛
处，不留情面。这句话还有一句潜台词叫豆
腐心，有时就说成“刀子嘴，豆腐心”。在生
活中，常常会听到有人劝解别人时说：“唉
呀，你不要生他（她）的气。他（她）这个人是

‘刀子嘴，豆腐心’，没啥坏心眼。”这种人嘴
硬心软。

鹅公嘴是指那些对任何人都看不惯、瞧
不起的人，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就他（她）一个人对完了。这句话还有一句
后续语，叫“见人转（攻击）”连起来说就叫

“鹅公嘴，见人转”。了解鹅的人知道，在农
村中有一个景象：一只鹅公高昂着头，带着
身后几只鹅婆，大摇大摆地走着。这时如果
有人走到这群鹅的身边，那走在前面的鹅公
立即就会伸直脖子对人发起攻击，用厚实有
力的嘴壳夹咬人。被人喻为“鹅公嘴”的人，
多是那些自高自负、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
照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所以人们一旦
了解到谁是鹅公嘴似的人，就会远离他
（她）。这种人嘴狠心窄。

乌鸦嘴主要是指那些说话不得体、说了
不该说的话的人。乌鸦被人视为不祥鸟，它
的叫声被视为报丧之音。某人去医院看望
亲友，对病人说：“你看这么多后人来看你，
你好有福气，你就是死了也值了哇！”这种人
就是“乌鸦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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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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盖
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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