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是美丽的天堂，农村娃在
这天堂中很会寻找快乐，如走高脚鸡、
钻谷桩洞、梭秧田沟等。

高脚鸡，北方称高跷，但北方高跷
是一种专制体育用具，而高脚鸡略有
不同，它是农村娃自制的一种玩具。
制作非常简单，从竹林中砍两根直径
三厘米左右的老荆竹，取下端长两米
一段，粗端留节防破作高跷脚，另一端
作扶手，并在离地一尺以上的竹节上
方，各横绑一半尺长的粗树棒作踏
脚。因竹节的限位作用，小孩踏上去
不会滑落。如此一副实用高脚鸡便大
功告成。踩高脚鸡时，两手各持一高
跷竿的上部，夹在腋后，两只脚分别踏
上两根横棒，便可踩上高脚鸡自由行
走，因为较低，非常安全。一些孩子喜
欢寻求刺激，把脚踏棒升高到近半米，
此时则须背靠草垛才能上下，行走中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上端扶手高出
两肩，双拐张开提竿前行，很像雄鸡两
个扇动的翅膀，下端又像鸡的两只长
脚，所以四川人不叫它高跷，而是叫它
高脚鸡。

钻谷桩洞，是在秋收后，农村娃在
作柴烧的谷桩堆中打洞。成都平原农
村稻子收割后，农家院坝中，家家户户
堆有大大的谷草堆和谷桩堆，隆起像
座座小山，农村娃便在谷桩堆中打
洞。吃完晚饭，大家欢天喜地钻进洞
中或藏猫猫，或打地道战，好耍得很。
因谷桩是谷草末段的带泥部分，粘有
很多泥灰，娃娃们经常一脸热汗沾上
一道道黑迹。

梭秧田沟，是成都平原农村娃游
泳的一种回暖方式。河中玩久了、玩
够了、身体冷得打哆嗦，一个个便爬上
河岸，钻进夏日晒热的秧田水中，在秧
行沟中梭来梭去。温嘟嘟的秧田水，
使瑟瑟发抖的身体渐渐转暖，乌紫的
嘴唇也开始变红，然后大家跳入河水
中，将身上的泥巴一洗而尽。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当知青
的时候，有一块宝石花牌手表，各
人戴起得意惨了，别个看倒羡慕
死了。我视其为珍宝，时常把玩
欣赏炫耀一番，流露出得意的神
情，令好多人垂涎三尺。

一天，心爱的表突然不翼而
飞，我伤心得几乎落泪。明明记
得晚上睡觉时放在枕边的，可早
晨醒来硬是找不到了，我怀疑是
不是遭“兔子”吃了“窝边草”。但
兄弟伙几个，平时称兄道弟嘿不
错的，看来都不像是那种人。

丢表以后，一连数日，大家都
沉默寡言，似乎亦为我惋惜，但却
总觉得我好像在怀疑哪个，空气
有点紧张、沉闷。找了几天，终不
见其踪迹，虽心痛得不得了，但只
有自认倒霉，也逗渐渐淡忘了。

有天晚上，我睡在床上胡思
乱想，不觉竟失眠了。讨厌的耗
子那夜特别猖狂，满屋“咚咚”乱
蹿，“叽叽”惊叫，扰得我心烦意
乱，不得安宁，于是起来收拾它
们。兄弟伙遭“闹”醒了，拿的拿电
筒，操的操扫把，也来参与围歼。

撵来打去，翻箱倒柜，折腾了
好一阵子，连一个耗子也没有击
毙，倒意外发现了一个鼠窝。其
中一人，突然大呼小叫喊将起来：

“唉呀，你们快来看哟！”大家过去
一看，简直目瞪口呆，勒不是我那
块找了许久的“宝石花”吗？居然
静静地躺在耗子窝里睡大觉吔！

我欣喜不已，赶紧捡起，除皮
表带遭那可恶的耗子咬坏外，表
完好无损！我们面面相觑，差点
笑破肚皮。

打梦脚，是指人在
睡梦中不受意识控制的
用脚踢蹬的行为。一切
精力不集中，没进入应
有的状态，头脑糊涂，言
语行事目的不清晰的表
现，都可以被称为打梦脚。

老师叫学生起来回
答中国古代有哪四大发
明，学生慌慌张张站起
来，支支吾吾地说：“老
师，我没看小说！”老师
哭笑不得，骂道：“一上
课你就打梦脚，你遭鬼
牵了吗？”全班学生哄笑。

初 中 时 在 乡 村 学
校，我没学过英语。上
高中后才开始学，完全
跟不上，英语课上总是

“坐飞机”。高考时，我
考了 75 分，自己还觉得
很满意。有一次碰上了
我的英语老师，英语老
师大概觉得我的考分拉
低了他的班级平均分，
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
才考 75 分？我就晓得，
你学了三年英语，打了
三年梦脚！”老师的话虽
然听起来逆耳，倒是说
的事实。我不仅高中三
年上英语课打梦脚，上
了大学后更是打梦脚，
每一堂课英语老师把录
音一放就开始提问，我
反正是一句都没听懂，
我在英语课上就像一个
傻子一样，简直是度日
如年。后来为了躲避这
样的尴尬，就放弃了英
语，改学了日语。我太
清楚一门课无法入门的
感觉，那种打梦脚的迷
茫和惶惑，刻骨铭心。

世上不知道有没有
天才，如果有，那也一定
是极少数。想必天才是
不会打梦脚的，普通人，
遇事迷茫甚至糊涂那是
常有的事。旁观者已
清，当局者往往还在打
梦脚；唯我独醒的时候，
醉酒的众人都在打梦
脚。人不可能也没必要
永远保持绝对的清醒，
偶尔的懵懂迷茫也没什
么可怕，那不过是思维
暂时打盹儿，也许还会
换来更清醒的状态，只
要“大事不糊涂”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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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四五岁时的
一天，我跟姑妈去白水
滩窑罐厂买瓦缸。回
家路过供销社的一个
食店时，早过了午饭时
间，姑妈进店歇气，给
我买了一碗包面（抄
手），自己吃随身带的
苞谷粑。这时候，食店
一位中年女服务员端来
一碗清汤，姑妈吃一口
苞谷粑，端起碗喝一口。

女服务员端给她的
汤不要钱，俗称“合汤”。

合 汤 是 什 么 汤 ？
我许多年后才明白。
那时候的食店烧煤炭
土灶，用烟囱扯火力和
抽煤烟，往往灶堂的火
力也跟着往外扯了，打
灶的师傅便在灶台靠
烟囱的位置嵌入一只
铁鼎罐。食店厨师利
用余热烧一罐水在那
里，煮汤和炒菜时勾卤
汁水都用得上。厨师
时不时把剔下的骨头
和需要焯水的肉，放进
鼎罐里熬、煮，白水有
了肉鲜味，煮汤、勾卤
汁水可以增鲜。这就
是合汤，相当于现在烹
饪时炖制的高汤。

以往年月贫穷的
人多，来食店吃饭大多
是为了饱肚子，一般不
点汤，服务员都会从鼎
罐里舀一碗合汤，撒上
葱花，免费送给客人。
这是那时候食店的普
遍规矩，客人们自称

“欢迎汤”。
我喝过合汤。老

板端上一碗淡乳色的
清汤，面上漂着刚撒上
去的绿绿的葱花，淡淡
的肉香夹杂葱的辛味，
扑鼻而来。这是初冬，
我赶紧端起这碗热汤
喝了一口，一股暖流从
心底涌出。老板本来
在汤碗里放了一只陶
瓷调羹，我没用，直接
端起碗就喝。

我表姐在国有食
店当服务员时，有一天
店里来了一对农民夫
妇，可能是来城里看病
的。两个人只买了一
碗米饭，没要任何菜。
丈夫说自己不饿，让妻
子先吃，妻子把饭碗
推 给 丈夫说“我吃不
下”。表姐见状，拿了
一个空碗给他们，把
米饭分成两份。然后
用土海碗舀了一大碗
合 汤 ，葱 花 加 量 ，还
特别舀了一调羹酱油
在汤里，端给这对农村
夫妇。他俩不停地点
头，说着“劳慰了！劳
慰了！”

表姐没上过一天
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
写，却说了一句人情味
十足的话：“合汤不要
钱，来的都是客！”

川渝人说起“蚀了”这个词，
几乎都有一脸牙巴疼的样儿。“啊
呀！今天我的钱包遭蚀了。”绝对
不会说成“啊呀，今天我的钱包遗
失了。”“蚀了”本身，就有一种“心
慊慊”的成分在里面。

方言里对蚀有三个解释：一
是亏，亏损。勒天，老两口去证券
公司炒股，两人以各自的主观分
析判断，分别买了一只股票。哪
晓得第二天，收盘时一股涨停，一
股暴跌。大赚了一笔的老公高兴
惨了，拽兮兮地对垂头丧气的老婆
安慰道：你选的股票一伙色损失万
把块钱，你也莫恁个啄起脑壳怄戳
戳的啦。你我的两只股票相兑了，
还不是不蚀不赔噻。

二是，液体因挥发而减少：今
夏几个月没下一场透雨，庄稼地
硬是干惨了，堰塘里的水都蚀了
一大截。

三是当遗失、丢掉之意讲。
不好意思，我就是一个好“蚀”东
西的人。我好几次下班上大巴的
时候才发现，只好和司机说，师
傅，我东西蚀了，等我一会儿。到
了后来，有个女同事总好在我跨
上车的那会儿问我：今天蚀了啥
子没得？真还得谢谢她喔，有一
次她这样问我，我摸摸上下荷包，
想起手机忘在了厕所的洗手处，
我只得飞快下车去找。多次以
后，我确实长记性了。可有一天
上班，我刚踏进大巴，后面上来的
同事高举一包牛奶，扯起喉咙叫
着我的名字，他说：你好福气哦，
你儿子说你蚀了奶，要我交给
你。啊，我这个马大哈哟！

以前，同事李飞柱所住的地方经
常停水，他就花30多块钱买了一个大
塑料桶来囤水。后来，停水的现象没
有了，那个桶不但没什么用处了，放在
那里反而还占地方，但丢掉又有些可
惜。他听我们几个同事说网上流行换
客，就是进行一种物物交换，这下正
好，他也想尝试尝试这种新生事物，就
想用这塑料桶来做换客试验，那换点
什么东西好呢？

刚好李飞柱儿子的塑料宝剑搞丢
了，小家伙老是要他再买一把，要是用
塑料桶去换，不是正好么？于是，他就
在网上发布了供求信息，不到一个星
期，他的第一次以物换物就成功了。

那天在办公室里，我们一帮四川
同事聊起了第一次做换客的经历，一
向呆板的李飞柱见老乡们说得闹热，
也说自己做了一次换客，“开心果”刘
玲玲听了简直不敢相信，就惊讶地说：

“李哥，不会吧，那你是换什么？”
李飞柱听她这说话的语气，就有

些生气，回答道：“什么不会？只许你
做？我是换桶！”

刘玲玲愣了一下，不怀好意地看
着他说：“呵呵，应该是‘饭桶’（换桶）。”

见同事们捂着嘴笑，李飞柱立即
明白了刘玲玲话里的意思，他详细说
了是用什么去换什么。他一说完，刘
玲玲就把眼睛瞪得像铜铃那么大：“李
哥，你那更是‘犯贱’（换剑）！”

办公室一片哄堂大笑。
（注：一些四川人讲话，发音“f”“h”

不分，“换”“饭”“犯”读出来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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