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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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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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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方言中的音变现象 □徐永泉

称二两棉花纺一纺 □冯继军

锐儿 □陈世渝

接地气的方言“四字” □赵璐娟

盖碗茶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责编叶红 版式吕燕08

在渝东巫山等地，尤其

是在一些偏远农村的老年人

群中，至今保留着一些口头

方音，很是有趣。笔者归纳

总结了一下，最为明显的有

两种情形。

一是甲字与乙字的字

音颠倒。如——

“刚”与“豇”。巫山县城

某小区，一天下午，一位老爷

爷对在里屋写作业的孙女

说：“雯儿，你妈妈将（刚）才

下班回屋，很累，你这就到超

市去买点缸（豇）豆、番茄什

么的，晚上炒了吃。”这里“豇”

和“刚”的字音正好相反。

“卒”与“局”。一兵一卒

说一兵一“局”，局长说“卒”长。

“隧”与“絮”。隧道说

“絮”道，棉絮说棉“隧”。

“院”与“万”。医院说

医“万”，药丸说药“院”，字

音颠倒，仅声调不同。

二是一些字的规范读

音，与巫山方音中的部分字

带规律性对应。如——

“jian”对“gan”。“现在

的年轻人呐，晓不得干（艰）难

辛苦，结个婚动不动要有车有

房，房子小了还不行，还讲几

室几厅，哪像我们当年，单位

上分一两干（间）小房子，用报

纸糊糊窗户，贴个红双喜就满

足了。”讲这话的婆婆是我邻

居，已年逾七旬。老大娘对城

里来的客人说：“树上的橘子，

你们只要喜欢，赶（拣）个大

的，尽管多摘些。”

“xian”对“han”。衔接

说“含”接，咸吃萝卜淡操心说

“含”吃萝卜淡操心。以此类

推，限度说“焊”度，陷进泥潭

说“焊”进泥潭。但又不能完

全类推，如把电线说成电

“焊”。

“jie”对“gai”。上街说

上“该”，阶级说“该”级，解放

说“改”放；戒烟说“盖”烟，介

绍说“盖”绍，田界说田“盖”。

“jiao”对“gao”。哄小

孩睡觉觉说哄小孩睡“告

告”，叫花子（乞丐）说“告”花

子，寒冬腊月储藏红薯的苕

窖说苕“告”。

称二两棉花纺（访）一

纺（访），是过去农村人经

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

是你去调查调查、打听打

听的意思。

王二娃年龄已经不

小，找对象的事情成了妈

老汉儿的一块心病。

妈老汉儿四处托人帮

助王二娃找对象。说起王

二娃这个人，单从外表上看

还真挑不出啥子毛病，应该

不愁找对象。媒人带着王

二娃去相亲，女的看到王二

娃长得眉清目秀，穿得周武

郑王，第一印象还算不错，

心里暗暗高兴，便主动与王

二娃交谈起来。在了解了

一些个人和家庭情况后，女

方问王二娃，你说结婚后，

打算咋个挣钱养家？王二

娃大言不惭地对女方说，你

称二两棉花纺（访）一纺

（访），到我们那个踏踏十里

八村问一问，只要说起我王

二娃，没有不知道的。两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谈越

拢，不知不觉时间就差不多

了，两个人约定了下次见面

的时间和地点。

回家以后，王二娃把相

亲的事情一五一十给妈老

汉儿一说，全家人为儿子婚

事终于有了眉目感到欢

喜。女方回家以后却多了

个心眼，今天这个人看上去

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年

龄也不小了，咋个到现在还

没有找到老婆喃？婚姻大

事不能儿戏，他说叫我称二

两棉花纺（访）一纺（访），我

何不托人去打听打听？后

来女方托远房亲戚一打听，

远房亲戚告诉她，王二娃

在当地确实有名，只不过是

一个出了名的说大话使小

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

懒汉。

事情到此，不言自明，

王二娃的婚事又成了大海

里的浮萍——没有了着落。

重庆方言说的锐儿，逗

是讽刺、挖苦、骚言杂语。

我小时候，住在一楼的

邻居王大妈，没事逗端个凳

子坐在家门口，择菜、打望、

做针线活儿。住在同一单

元的人，进进出出必须从她

门口过。王大妈嘿门爱管

闲事，还特别喜欢锐儿人。

比如，我妈买菜回来，路过

她门口时，她逗把我妈簖倒

欲“检查”一哈，用手去翻

我妈菜篮子里的菜，令人

不快。以前大家条件都

孬，没钱买好吃的，几乎天

天都是萝卜青菜之类的小

菜打主力。要是哪天王大

妈看到我妈的菜篮子里有

点肉嘎嘎，她便像发现了新

大陆，羡慕嫉妒锐儿地说：

“咦，陈妈，今天打牙祭呀，

安逸哟，借点钱来我也去割

点肉嘛。”

有一回，我妈托人在上

海买了件的确良衬衫，穿出

去，王大妈一看，又酸不溜

丢地锐儿道：“啧啧啧，勒件

衣服好漂亮啊！我走人户

的时候，借来穿一哈噻。”

单位有个杨崽儿，只要

一说话，锐儿气嘿门大。好

好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

来，逗变了味，让人听了嘿

不舒服。一天我说，刘师傅

的儿子好得行啰，考起了重

点大学，二回肯定嘿有出

息。杨崽儿听了，撇撇嘴，

不但没有夸奖别个，反而说

那娃儿是他看到长大的，只

晓得读书，看起来哈戳戳的

……你说气不气人？！

俗话说，嘴巴会说当三

副锭子。有话好生说，要向

有情商的人学，不要带锐儿

气，才逗人喜欢。

在全国林林总总的各类方言中，

四川话算是通俗易懂的一类。以结

构略为复杂的四字词为例，在四川方

言里，大多都是简单直白接地气，不

需要费脑子思索。

比如，之前去青城山，爬到一半我

就忍不住大喊：“不得行，歇一哈，开始

脚火巴手软咯。”做了手术要休养，一天

三顿喝稀饭，我跟老汉儿抱怨：“天天

清汤寡水哩，都吃腻了。”在外头逛街，

碰到一对小情侣，女娃子假装生气问

她对象：“不要跟我扯谎捏白哈！说，

这个月发了好多工资？”同学聚会来了

不少人，一人调侃另一人：“以前读书

那哈儿，你上课经常吹扑打鼾，现在看

起一表人才,有精神多了哟。”

以上谈到的词，脚火巴手软，清汤

寡水、扯谎捏白……光听字面意思就

能理解。不过四川方言中还有少部

分四字词语，非本地人是难以明了其

中含义的。记得有次去买凉菜，一位

外地大叔问我：“妹子，这个纸牌上写

的‘抵拢倒拐’是啥意思？”大学的二

外老师是山东人，听我们课间八卦，

说到“鬼迷日眼”这个词，好奇地问是

什么意思。我跟他解释，此话多指某

人行为怪异，不可理喻。

“坐好！不要跟我磨皮擦痒的

哈！”我小时候坐车不安分歪歪扭扭

的，奶奶就是这么说我的。不过现在

长大了，远离故土，说方言的时候少

之又少，只有给家里打电话才能听到

熟悉的乡音。

天大地大，不忘根本。对我而

言，家乡话和家乡美食一样，都是不

可割舍的、最深切的回忆与惦念。

你算哪把“夜壶”？ □胡华强

回文对联就是：顺念倒念都是一

样的。

自贡郊区的一片稻田旁边，有一

栋九层楼房，第三层的住户是个医生，

名叫周小山。这天，周小山的母亲过

八十大寿，全家兄弟姐妹欢聚一堂。

宴席上父亲说：“你们都晓得我

喜爱吟诗作对，今天高兴，我出上联，

你们来对下联。你们兄弟姐妹五个

都是有文化的人，看哪个先对上下

联。”父亲摸着额头想了想说：“手心

手背都是肉，父母一心系。”大哥周大

山才思敏捷，一分多钟就对出下联：

“家里家外均需钱，兄妹全力供。”大

家纷纷称赞对得好。周小山望见楼

下稻田，一拍额头说：“现在我出一上

联，是回文联，你们来对：路旁稻田稻

旁路。”大姐望见窗下的柳树，想了想

对道：“溪边柳树柳边溪。”周小山伸

出大拇指：“大姐对得太好啰，现在你

出个上联吧！”

大姐看见窗户玻璃上贴的迎新

春剪纸，便说：“艳艳红联红艳艳。”二

姐听见楼下的鞭炮声，忙说：“声声爆

竹爆声声。”她接着又说：“我们家兄

弟姐妹五个，情深意切，现在我出一

上联：厚意绵绵绵意厚。”三哥周川山

咳了两声说：“深情切切切情深。”二姐

听了直点脑壳，笑着说：“对得好！今

天大哥三弟都回来了，嫂子和弟媳都

在场，我建议嫂子和弟媳也用回文对

联来对我的下联，要得不？”两妯娌都

是大学生，毫不畏惧，直点脑壳说：“要

得嘛！”二姐对着大嫂说：“并蒂莲开莲

蒂并。”大嫂理了理头发对道：“双飞燕

侣燕飞双。”大家异口同声说出横批：

“佳侣天成。”然后二姐出了一联：“蝶

恋花蜜花恋蝶。”弟媳想了想对出下

联；“鱼傍水流水傍鱼。”二姐说：“对

得好，横批是：永不分离！”

夜壶本是一种早前用于夜间小

便的罐状容器，为了便于在被窝里使

用，便设计为提梁靠上、壶口侧倾的

模样，从其结构来说，当然符合人体

力学的原理。虽然少数博物馆有夜

壶收藏，但它最多只能做个“配件”，

绝无成为“镇馆之宝”的可能。虽然

马未都先生称赞“夜壶”这名字取得

“文雅”，毕竟其功用与“秽物”密切相

关，因此无论其由何种材质打造，无

论其造型何等精致，它终归是上不得

台面的俗物。

基于以上原因，四川方言便赋予

了夜壶第一种寓意：贱而脏。最能代

表这个寓意的话语便是“你算哪把夜

壶？”显示对对方的极度蔑视和讥

讽。“你地皮子都还没有踩熟就开始

指手画脚，你算哪把夜壶？”这样的话

语极具攻击性，比“你算老几”要强烈

很多。说话者说出这话的时候，大概

应该做好了打锤的准备。

不过话又说回来，夜壶虽是供小

便所用的器具，却因为谁也躲不过吃

喝拉撒的凡俗之事，自然也就避不开

夜壶这个凡俗之物。夜壶常置于床

头隐蔽之处，一旦内急，夜壶就被请出，

一旦内急解除，夜壶就立即又被置于

远离枕席之处。夜壶这种有用时就

被亲近、用过了就被嫌弃的命运，与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何其

相似！

由于以上原因，四川方言又赋予

了夜壶第二种寓意：有用则取无用则

弃的人。生活中有一种世俗功利之

人，当有求于人的时候低三下四，一旦

对方失去利用价值立即弃之如敝屣。

被抛弃者就会用“你把老子当夜壶”的

话来谴责对方。在这意义上，“夜壶”

是自比，用于谴责别人的势利无情和

表达自己的愤怒。

对联趣谈 □颜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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