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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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农村种的是高秆水

稻，草多谷少，秋收以后，田

里会撒满一个个谷草把。棚

谷把、堆草堆、片谷桩，就成

了当务之急。

谷子打完，田里的谷把

像一个个稻草人立在田间，

浑身湿漉漉的，必须晒干收

走后，才不误小春栽种。而

秋天又是多雨季节，要让草

把快干并不容易。蛇有蛇

路，鸟有鸟路，棚谷把便是农

村人对付雨湿草把的好办

法：谷把半干后，傍晚将五六

个谷把团紧压实，为防撒手

后散开，挽起几束稻草将其

扎住，再取两个谷把下部散

开如伞状，双重顶在谷把团

头上，这时，那些稻草人变成

一个个“避雨小亭”。晴天，

拆开草亭，还原成稻草人，让

太阳爆晒，傍晚又变“小亭

子”，日出则拆，不厌其烦。

棚谷把最恼火的是稻叶

上长有毛刺，特别是酒米谷

草，刺更厉害，无论摔谷把脱

粒，还是棚谷把，干完后，大

家 的 身 上 都 会 火 辣 辣 的

疼，有时皮肤上还会划出

血口子。农村人不喜欢种

酒谷，除了产量比饭谷低，

不能当主食外，毛刺多也是

原因之一。

农村十一二岁的娃娃都

会棚谷把。放学回家，太阳

落山了，大家丢掉书包直奔

田野，帮着大人棚谷把，那些

稻草人几乎跟他们一样高，

根本不听小娃娃使唤，七翘

八拱，难以团拢，所以他们棚

的谷把总是比大人的小点，

不过没关系，能防雨就好。

谷把担回家，要在院坝

里堆成一个个大草堆。粮食

要归仓，实际上稻草也要归

仓，草堆就是它们的“仓”。

有了草堆，家里养的牛一年

的草料和农家一年的柴火就

有保证了。堆草堆是技术

活，垒到一定高度，渐渐收拢

成伞形，所以草堆可称为草

仓，天落雨时，雨水顺着伞顶

流下，下面的草把不会淋湿。

割完稻子后，田里会留

下满田的谷桩。谷桩也是塞

灶孔的柴火，片谷桩时，农村

娃娃手握一把长柄镰刀，甩

开膀子向谷桩砍去，刀快的，

一刀可片掉两三个桩，刷刷

刷刷，一会儿就倒下一大

片。刀钝的，半天也片不了

多少，收工下来，双手都会打

满血泡。

稻草人与棚谷把 □张文海

“蚯蚓拱磨石”，是一句口

头禅，在我老家湖南省茶陵县

八团乡百姓的日常交流中经

常用到。

蚯蚓本是柔弱之躯，磨石

多是坚固耐用的花岗岩打造，

蚯蚓钻入正在转动的磨盘内，

立马就成为齑粉。所以这句

俗语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不

自量力，自取灭亡”。国家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

一大批不法分子受到了应有

的惩处。百姓纷纷拍手称

快，“这些害群之马，敢与人

民和政府对抗，简直就是蚯

蚓拱磨石！”

蚯蚓身躯弱小纤细，磨石

粗大坚硬且又笨重，以蚯蚓柔

弱之身躯，怎么能撼得动磨石

呢？故而“蚯蚓拱磨石”又表

示“微小的力量”“不可能实现

的事情”，有点类似于“蚍蜉撼

大树”的意思。

刘小军家在大山深处，赶

个集要翻越两座大山，行走将

近10公里山路方能到达镇上

集市。多年来，村民一直想修

筑一条从村里直达镇上的水

泥路，方便大家出行。可是仅

凭他们十来户村民有限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简直就是天

方夜谭。刘小军一直想带领

乡亲们实现这个愿望，可是每

每提及此事，都有村民打断他

的提议：“就凭我们这些人想

完成这个大工程，真是蚯蚓拱

磨石！”近些年来，国家投入大

量资金在农村实施了“村村

通”工程，刘小军所在村终于

修了水泥路，村民们赶集出行

方便了，大家说起此事都高兴

得合不拢嘴。

啥子叫喳翻？喳翻有两

种意思：一种是嘴巴不安岗

哨，不管是啥子话，不管该说

不该说，也不管是啥子场合，

嘴巴一喳，冲口而出，往往丁

点大的事就惊抓抓地叫。另

一种就是翻嘴的意思，属于

那种长舌婆、翻嘴客，一哈哈

儿东家长，一哈哈儿西家短；

一哈哈儿说麸醋不酸，一哈

哈儿说盐巴不咸。

玉屏街的艾幺妹就喳翻

得很，外号人称“爱喳翻”。

有回她赶公共汽车，车刚开

她就惊抓抓地叫起来：“哎

呀！遭啦！遭啦！”顿时弄

得全车人都嘿紧张，齐刷刷

地盯到她。人家问她：“啥

子遭了嘛？”她说：“我把钥

匙忘在家里头了。”大家听

后哭笑不得。艾幺妹虽然

喳翻，却毫无心计，幼稚得

就像还没有长醒一样，心地

也善良，所以有时候还嘿逗

人喜欢，大家都乐意跟她开

玩笑。

同样喳翻的周二嫂就不

一样了，平时最爱在张三面

前说李四，在李四面前又说

张三，专门搬弄是非、挑拨离

间。有一次，隔壁吴妈的儿

媳妇说她不该乱扔垃圾，她

就不安逸人家，挑拨别个的

婆媳关系，结果弄得别个婆

媳俩好一顿吵，她却在边上

看笑场。后来周二嫂的诡计

遭戳穿，街坊邻居就把她看

白了，她再搬弄是非也没人

信了。

四川方言中的“贴起”一

词，内涵丰富，指扎起、支持，

帮衬、垫付、紧紧跟随等意思。

那几年，赵二娃在小镇上

开了一家小餐馆，毛桃子几爷

子（一伙人）欺负他老实，吃了

饭不仅不给钱，还拍了只死苍

蝇放在吃完的饭菜里，向赵二

娃索赔。赵二娃的发小李武

打抱不平，当着毛桃子几爷子

大声道：“咦吔，吃了饭不给钱

还欺负人，二娃，你不要怕，我

给你贴起，不给钱他几爷子走

不脱。”在这里，贴起指扎起、

支持的意思，即为别人雄起，

为朋友两肋插刀。

“幺儿，老汉儿给你两百

元钱，你给我买个按摩器回

来。”“老汉儿，估计钱不够

哦。”“不够就给我贴起，我回

来给你补起。”这里的贴起，即

帮衬、垫付的意思。

“何幺爸昂首凸肚地走在

前面,一左一右两个手下跟他

贴起，好威风哦。”这里的贴

起，就是紧紧跟随的意思。

另外四川人在打麻将时

也喜欢说贴起，意思是拿钱

“买马”，别人赢钱你分红，别

人输钱你就亏。

凼（dàng）就是水坑。

川南地区的凼，名目繁多。

牛滚凼——不论是水

牛、黄牛，犁田、耕地之后，身

上腿上沾满了泥巴，牛的主

人就把牛牵到牛滚凼里浸泡

一阵。牛在水里身体摇摆，

活动腿脚，就把泥巴去掉

了。夏天也可以让牛在牛滚

凼里凉爽一下。

鸭儿凼——离河沟水源

较远的地方，养鸭人开辟了

一个较大的坑。蓄着水，还

放养些小鱼小虾在里面，时

不时地把鸭子赶到水坑里放

养，鸭子欢快地游来游去，捕

食着鱼虾，不亦乐乎。

浇灌凼——果园里需要经

常浇水，有利果树生长。园主

人在果园附近开挖一个水坑，

下雨时蓄满了水，当果树需要

浇灌时，就用凼里的水来浇灌。

提水凼——农家现在用

到了自来水，往往会在房前

屋后挖个储水凼，有的还用

水泥抹底，蓄上雨水自用。

储久了就清理干净，下雨时

再储新水。

戏耍凼——村里的娃儿

多，夏天没有游泳池，一些人家

就集体挖一个大坑，蓄上水，供

娃儿们泡凉。娃娃们在水凼里

戏水打闹，高兴得不得了。

川南的凼 □颜左

“掩耳盗铃”的故事大家

都知道。还有一个与“掩耳

盗铃”差不多的故事：有一个

楚国人，在读《淮南方》时，看

到书上说，螳螂准备捕蝉时，

会找一片树叶挡住自己。他

受到启发，发现了一片螳螂

借以捕蝉的树叶，准备摘下

来隐身。谁知那一片树叶突

然落地，与别的树叶混在一

起，让他无法分辨。他只好

把地上的树叶全部扫起来带

回家，一片一片地举着问他

老婆“看得见不”，老婆都说

“看得见”。后来他老婆厌烦

了，于是糊弄他说“看不

见”。楚人欣喜若狂，立即拿

着这片树叶去到集市上，以

树叶遮脸去窃取别人的财

物。玩这自欺欺人的把戏，

其结果自然是悲催的。

“掩耳盗铃”与“一叶障

目”的寓言，夸张地讽刺那

种自欺欺人的丑态。“捏到

鼻子哄眼睛”与此有异曲同

工之妙。

“捏到鼻子哄眼睛”的说

法，并不需要故事来支撑，显

得更加简洁有效。两种不同

的感官，具有各自不同的功

能，眼睛自然不知道鼻子的

嗅觉，就像鼻子不会懂得眼

睛的视觉一样。仔细琢磨这

个俗语，就会体会到它实在

有比“掩耳盗铃”“一叶隐身”

生动得多的意味。“铃”也好

“叶”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怎比得“鼻子”与“眼睛”的关

系？用生活中最常见之物，

表达一种众人所知的抽象道

理，这正是民间俗语的智慧

所在。

捏到鼻子哄眼睛 □胡华强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偷

鸡不成蚀把米，重庆话把勒叫

倒巴一坨。

小张曾经卖了一个多月

保险，口水说干，脚杆跑断，一

分钱没有找到不说，出脱勒开

销那费用，反而倒巴一坨。

蔡大姐喜欢打小麻将，我

笑嘻嘻地跟她开玩笑说：“蔡

大姐，你栽（输）的多还是尖

（赢）的多？”她苦笑着说：“打

得不好，多少都要巴一坨。”

嘿多年前，王老六两口子买

了辆二手中巴车，在市区拉客，

把车子开得霍哪霍飞叉叉骇人

巴沙。有一回，王老六看公交车

站有人招手，便赶忙把车停在

站台旁，喊他当售票员的老婆：

“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哪晓得，

车子上了人刚想跑，逗遭交警

的摩托车“嘟嘟嘟”地追了上来，

“吱”的一声停在他的前面。王

老六一看，叫苦不迭：遭了遭了，

偷鸡不成，倒巴一坨……

喳翻 □李德佑

蚯蚓拱磨石 □刘年贵

倒巴一坨 □陈世渝

贴起 □米仓红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