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言
龙门阵

征稿启事

方言一出，忍俊不禁。方言龙
门阵《盖碗茶》版面推出以来，得到
省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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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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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杆夹壁头等于在屋头 □顾平

潮汕俗语老实过鲎[h u] □周建苗ò

古蔺方言游戏 □邱金国

筋绊绊 □陈世渝

以前温江人流行一句口

语：“麻杆夹壁头，等于在屋

头。”大意是，择门嫁女，无论怎

么选，在温江乡坝算是麻杆夹

壁，和自己家里差不多。麦草

房麻杆壁是以前温江住房的特

色，温江给人的印象就成了“麦

草盖房子，麻杆夹壁头！”

麻，叫火麻，亦称大麻。以

前是温江主要的经济作物之

一。“麻文化”融入了农耕文化，

融入了士农工商。

那个时代温江农村普遍种

植火麻。杨柳河两岸适宜麻的

种植和生长。杨柳河水，千万

年来浇灌和滋润着温江麻，一

茬一茬茁壮成长。在麦苗儿青

青菜花儿黄的三四月间，天空

中时常飘洒起如帘似雾的蒙蒙

细雨，这是火麻生长的重要季

节。勤劳的农家抓住时机，男人

女人齐下田种麻。“沤麻成白雪，

酿酒比红蕉。”沤麻，是将收割的

麻株或剥下的麻皮，浸泡于水中

进行发酵，以获其中之纤维。通

常用石块或木头把成捆的麻茎

压入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沤麻

废液经处理后可用作肥料。沤

过的麻茎，露天晒干或人工烘干

后，贮存一段时间，促使纤维与

麻茎分离，最后用手或滚筒把麻

茎中的脆木质压碎，去掉木质碎

片，以收获麻质纤维。

温江成品原麻俗称“麻枝

子”。温江“麻枝子市”，设置在

麻市街龙潭巷内，每逢赶场，农

民或担或推或扛着一捆捆麻枝

子入市赶场。

从“麻枝子”到各类麻成品

要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制作，精

品麻皮作夏布原料；上等麻皮

打麻纱，织麻布；次等麻皮绞成

麻坯子，合绞成绳子。

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中

期，牵麻绳是温江百姓的主要营

生。麻皮被收购进城后，需要将

其绞成粗细不等的长绳。许多

街道居民便到麻纱社领回麻皮，

用自制的“纺车”将一匹匹麻连

接成细绳。这是一项需要配合

才能完成的工作，一人转动纺

车，一人牵着麻皮，不断添加，绳

越牵越长，然后用类似于放风筝

的转子将麻绳卷起来。

说话像吵架一样，大声武

气，劲鼓鼓的，青筋直冒，生怕

别个听不到，勒逗是筋绊绊的

意思。

一天，我看到两个崽儿为

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得嘿凶，像

吃了火药一样，干筋火旺，筋

绊绊的，差点打起来。最后在

众人的劝解下，二人才慢慢冷

静，避免了一场更大冲突。

王大汉是个搬运工，大块

吃肉，大碗喝酒，性格粗犷豪放，

不拘小节，说起话来更是大声武

气，筋绊绊的，逗像竹筒倒豆子

噼里啪啦干脆利落，嘿门痛快。

勒种人，往往心直口快，不转弯

抹角，想啷个说逗啷个说，倒也

单纯撇脱，活得轻松自如。而有

的人说话有气无力，嗡嗡嗡的，

像蚊子在叫一样，太秀气斯文

了，听起来让人着急费力。

以前没得手机，有天我大

哥打电话到厂头来找我，电话

是车间主任接的。主任给我

传话后，笑扯扯说：“你哥儿跟

你说话的语气、声音一模一

样，中气足，筋绊绊。”

我听了哈哈大笑：“一个

妈生的，两兄弟啷个不是一样

筋绊绊的嘛？”

潮汕俗语有“老实过鲎

[hòu]”“好好鲎，刣[zhōng，

刮削物的意思]到屎流”。鲎，

亦称马蹄蟹，肢口纲剑尾目海

生节肢动物。在我国主要分

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沿海海

域。虽然称为马蹄蟹，但它不

是蟹，而是一类与三叶虫（现

在只有化石）一样古老的动

物。所以，鲎有“活化石”之

称，也是濒危级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所以不能吃鲎、不能买

卖鲎、不能捕鲎，也必须保护

鲎的栖息地。不少渔民无意

捕到，会自觉放生。

鲎，有“海底鸳鸯”之说。

鲎对自己的伴侣忠贞不二。

雌雄结为伴侣，就像鸳鸯一

样，形影不离。雄鲎总是趴在

雌鲎的背上，雌鲎总是背负着

雄鲎。所以，每次捕捉到鲎的

时候，总是会捉到一对。“老实

过鲎”，指的是鲎游动缓慢，容

易捕捉。引申义是一点心思

也没有，太好捉弄了。那么

“好好鲎，刣到屎流”，又是什

么意思呢？

以前海边的鲎很多，未列

入保护动物时，是可以食用

的。其实，鲎几乎是没有肉

的。杀鲎，取卵、取肉、取膏、取

血是需要专业手法的。不懂杀

鲎的人，在刣鲎时如果不小心

把其内脏屎囊弄破，粪便流出

来，污染了鲎肉、鲎血、鲎卵、鲎

膏等，再怎么清洗都会有臭味。

“好好鲎，刣到屎流”，说

的是不懂刣鲎的人，把鲎搞臭

了。也指好的东西被胡乱地

糟踏了。当然，还可说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由于方法不对，

只会越弄越糟。提醒人们，不

管做什么事，都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讲究方法。这便是“好

好鲎，刣到屎流”的由来。

儿时，古蔺县民间有许多方

言游戏，很有趣，充满着童真。

每当夜幕降临，小伙伴们

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街面上。这

时，我们就用一些方言来做游

戏。比如，四个女孩在一起就

用右脚相互勾串，然后边拍手

边用左脚跳着旋转，随步伐唱

道：“白鹤儿白鹤儿飞机，飞到

云南到北京，北京又好耍，萝卜

炖嘎嘎，瓢儿舀汤汤，筷子拈嘎

嘎。”也有游戏是人围成圈蹲

地，其中一人拿着手帕边在小

伙伴身后跑边唱道：“丢手绢儿

丢手绢儿，悄悄丢在小朋友的

后边儿，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

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

他。”若手帕丢在某人身后，他

就要赶紧去追丢手帕的人，抓

住为赢，没抓住或未及反应去

抓，而对方已蹲下则为输。在

玩捉迷藏游戏时，首先将一人

用手帕蒙住双眼，然后将其轻

轻来回推着并唱道：“藏蒙猫儿

藏蒙猫儿，蒙起眼睛藏蒙猫儿；

一送猫儿二送猫儿，送你克家

婆家吃豆花儿。”唱毕将蒙眼者

往前一推，游戏即开始了。小

伙伴们玩得差不多了，分手时

就会说：“鸡蛋开花各人回家，

鸡蛋打烂各人解散。”

古蔺还有母亲逗小孩的方

言游戏。如孩子用食指顶住母

亲的手心唱：“顶顶窝儿，核桃

开花儿，先吃胡豆，后吃枇杷

儿；金毛草银毛草，一把抓斗狗

爪爪。”唱至最后一句时，如孩

子的手指未及时逃脱被母亲抓

住，就输了。也有游戏是母亲

坐在凳凳儿上伸出双脚让孩子

坐上去，再用双手拉住孩子的

手来回推送，这时母亲会唱：

“推豆花儿磨豆花儿，推豆腐吃

晌午，细娃儿不吃菜豆腐，妈妈

打啊狗屁股。”另外，还有游戏

是母亲教婴儿说话时，一手抓

住孩子的食指，一手捏住孩子

的手心，唱：“斗虫虫斗拇拇，粑

粑烫口口，虫虫咬手手，母鸡母

鸡飞喽。”唱完将孩子的双手向

上一扬，表示鸡飞了。

也有“触景生情”的方言。

如烤柴火被烟雾呛了，就会念：

“烟子烟不要烟，我是天上梅花

朵，猪打柴狗烧火，猫儿煮饭笑

死我。”在抓蜻蜓时就会念：“蚂

蚂灯儿歇荫凉，哥哥打你我帮

忙。”念叨这句话，似乎蜻蜓就

要停下歇起，好趁机去捉它。

下雨时，会念：“毛毛雨大大落，

天晴起点苞谷，苞谷黄请老王，

老王不吃烧酒要吃甜酒。”

什么是抹（mǒ）货？就是

盘脚子，别人吃了之后盘盘碗

碗里的残汤剩水以及掉落在桌

面上的剩菜残渣。这些东西，

本来会被抹桌帕抹到桌下当垃

圾，或者收进潲水缸当猪食的，

如有人不嫌弃，也权可充饥，比

如那守在门口的叫花子。

“吃抹货”就是白吃的意

思，就是不出钱又享了口福的

意思，引申为一切占小便宜的

行为。“吃抹货”与“吃豁皮”意

思相近，只是“吃豁皮”者或多

或少都出了一点力，而“吃抹

货”纯属占净便宜。

虽然人人都有自私之

心，但并不等于人人都有占

别人便宜的行为。吃抹货，

捡耙和，就是一种在自私心

支配之下的庸俗低贱行为，

这是由“抹货”的特点决定

的。“抹货”既然不值几个钱，

给你占去也无甚损失；“吃抹

货”者，并不在乎“抹货”有多

少价值，只要自己不出钱就

有大快乐。

世上有种人叫干滚龙，

分钱莫得，光图闹热。听不

得哪里有便宜可占，一有机

会，立即黏上，混吃混喝，连

偷带摸，一切行为如行云流

水般自然。这种赤膊上阵毫

不掩饰的“吃抹货”类似乞

讨，虽然令人厌恶，倒也干脆

坦荡；干滚龙当中还有一类

是既要脸面又要“吃抹货”

的，随时油头粉面西装革履，

装得像个“二员外”，其本质

还是混吃混喝，连偷带摸，我

们古人给了这种行为一个

“打秋风”的雅名。

“吃抹货”不出本钱不出

力，当然就“不吃白不吃”，就

算是生活无虞的人也难免暴

露其骨子里的本性。某公司

为了推广他们培育的紫薯产

品，请了一帮大爷太婆去品

尝。据说，这群人一进展厅，

只用了三分钟，就将几张大餐

桌上的几十盘各色紫薯扫荡

一空，然后作鸟兽散，让主办

方望着一屋残局愕然惊诧。

一辈子总想着“吃抹货”

的人，是不长远的。一个人但

凡有点志气，就会靠自己的双

手创造生活，吃淡点穿薄点，

都有自豪感和幸福感。

打估眼儿打斢[ti o]斢 □王绍诚ǎ

西昌，古称建昌。过去，

民间的商品交易，仅仅限于农

副产品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

用品。交易的场所，都是以集

镇街道为市，约定俗成，定时

赶场。

交易的方式一般都是“打

估眼儿”。过去普遍贫穷，许

多人家连秤都没有，所以，一

般低值农副产品往往无需称

重、丈量，而仅凭眼睛观察加

上手的触摸感觉，凭经验鉴别

货物的外观品相、堆头大小和

内在质量，然后讨价还价，你

添一点，我让一点，到双方认

可的价位，即付款成交。

千百年来，特别是民族聚

居区，一直流行以物易物货换

货的交易方式，也称之为“斢

[tiǎo]”。反正货物多系自

家生产，多一点少一点也不在

乎。大件的如皮货、银器，小

件的如盐巴、针头线脑，都是

这么交易的。大家都把信誉

作为基本的信条，无论如何总

有底线，不至于太过离谱。

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

式，在上世纪中后期演化为直

接拿领发的工作服、劳保鞋去

袏(换)粮票、肉票、糖票；或者

以票斢(换)票，如烟酒号票斢

换工业号票，积少成多去买手

表、自行车之类。上世纪九十

年代，我去深山峡谷中的金阳

县出差，还揭下头上的灯芯绒

帽子打斢了一堆核桃呢。

吃抹货 □胡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