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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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北方言，屋檐水滴旧窝

窝，是指房子上的屋檐水总是

一直往下滴，长年累月冲击在

地面上同一个地方，形成一个

浅浅的窝。这种水滴石穿的细

微功夫，具有非常强大的穿透

力和影响力，蕴含着孝道文化。

老家的老屋是典型的川北

农村四合院。立木架子，榫卯

结构，青瓦盖顶。院中的天井

院坝，用青石板铺成。记得小

时候，天一下雨，房子上瓦沟中

的雨水就滴在院坝里石板上一

个固定的点上，形成明显凹陷

的窝。天晴之后，一个个碗口

大小的灰黑色印痕，在檐口下

的石板院坝上整齐地排列着，

显示出屋檐水滴旧窝窝的久远

年成。

我们院子里住着四户人

家。有一天，90岁的唐婆婆抱

怨儿子：“你看嘛，二天总有个

时候等你老了，就要屋檐水滴

旧窝窝了。”其实院子的人都知

道唐婆婆有点老糊涂了，稍不

如意，就要吵闹。其实他的儿

子媳妇还是把她照顾得很好

的。从此，我晓得了屋檐水滴

旧窝窝这句方言的引申含义，

意思是说上代人孝顺，下代人

也孝顺，上代人忤逆，下代人也

忤逆，从这个很普通的自然现

象，寓意言传身教这个道理，浅

显易懂。

百事孝为先。孝道要求子

女敬亲、奉养、侍疾、善终等。

特别是老人生病后，要及时

诊治，精心照料，不亏吃穿，

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陪

伴关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是孩子的榜样。孩子懵懂

无知，与生俱来地模仿父母的

一言一行、耳濡目染之下，久而

久之便会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

道德品行。正如“龙生龙、凤生

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说的就

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川北农村，只要儿

女亏欠了老人生活，或言语不

敬时，定会被人用屋檐水滴旧

窝窝这句话来议论。

一个家庭的家教、家风、家

训关系一个家庭的命运，更是

一个家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家风好，家道兴盛、幸福美满；家

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屋檐水滴旧窝窝，是村民

们借常见的自然现象来说孝顺

的道理，很有教育意义。

屋檐水滴旧窝窝 □肖洪江

我的老家位于湖南省双峰

县。在双峰方言中，存在大量

极具特色的方言词，“猫蛋”与

“猫耳冻颊子”就是其中两个。

早春，茶树上尚未发育好

的果实被真菌感染，可能长成

可食用的圆卵形或椭圆卵形茶

泡。茶泡中空，口感脆爽清冽，

最初味淡甜而带苦涩，长到一

定程度，表面会蜕去一层薄皮，

露出乳白色的肉，吃起来甜中

略带苦味，基本上没有涩味。

与此同时，茶树上的嫩叶被真

菌感染，就可能膨胀增厚，变为

肉乎乎的茶耳。嫩的茶耳通常

是褐红色，成熟后则呈蚕白色，

味道和茶泡大体一致。

在双峰人眼里，茶泡的形

状与鸡蛋、鸭蛋等蛋类有些相

似，便专门仿造“猫蛋”一词

来表示。当地人称耳廓为

“耳冻颊子”，而茶耳与猫的耳

廓相似，故通常用“猫耳冻颊

子”来指称。在广大农村，猫、

狗同样常见，双峰方言为什么

称茶泡、茶耳为“猫蛋”“猫耳

冻颊子”，而不称“狗蛋”“狗

耳冻颊子”呢？也许是因为

茶泡、茶耳个体不大，与猫关

联显得更加合理，且“狗蛋”

常用做男孩诨名需要避开的

缘故吧。

茶树长出“猫蛋”或“猫耳

冻颊子”，既须新果或嫩叶产生

变异，还须充足的阳光与水

分。在双峰一带，茶树换新叶

时雨水格外多，茶果也小，可惜

晴天很难得，故出现“猫蛋”或

“猫耳冻颊子”的概率并不高。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时代，如果

哪个小伙伴侥幸寻得三五个，

必然收获大片羡慕。

猫蛋与猫耳冻颊子 □贺卫国

俗话说:“弹琴费指

甲，说话费精神。”话说多

了，难免会口干舌燥，连

牙齿也不舒服。于是，我

们方言中又有“留点口水

养牙齿”这句俗语。不过

要表达的却不是与牙齿

健康有关，而是不说话、

不多费口舌的意思。

很多时候用“我留点

口水养牙齿”来说自己，而

实际上往往是向别人表

示一种态度：我不和你说

了，或我懒得和你说了。

老罗的儿子初中毕

业没考起高中，无所事

事，一天到黑在外头晃，

老罗教育他也不听。这

天儿子又在外头和别人

干了一架，头上顶着个鸡

蛋大的肿包回来。老罗

见了，又心痛又气愤，忍

不住数落道：“喊你一天

本分点，莫在外头惹是生

非，你硬是不听！我留

点口水养牙齿，也懒得

说你了。”

李二经常为一点小

事情和别人争论不休。

这天又为点点事情和老

刘争起来了。两个人一

来一往争了好一阵，最后

老刘懒得争了，说：“你是

个咬筋匠！和你说不抻

抖，我留点口水养牙齿，

不和你说了。”

很多时候，也用“留

点口水养牙齿”这句俗语

去劝别人，往往是告诫

他，不要再费心费神与人

争论，或者不要白白花费

口舌，去劝劝不醒的人、

去说说了也不听的人。

“你硬是精神好，与他

争啥子嘛！他是个半罐水

（不明事理的人），和他啷

门说得清道理呢？你就留

点口水养牙齿嘛！”

“你莫去劝他了，留

点口水养牙齿嘛。他脑

壳一根筋，他犟起要做的

事，你是劝不转来的。”

留点口水养牙齿 □夏孟珏

一般来说，价格贵的

东西，质量普遍逗好，否

则它凭啥子贵呢？一分

钱一分货，人不识货钱识

货。有的东西买的时候

看似嘿贵，实则好看漂

亮，经久耐用。东西买个

好，明贵暗相因。

我天天买菜，专挑好

的买。比如，5块钱买把

藤藤菜，嫩得流水，能掐

一筲箕。而倘若买把 3

块的，相因倒是相因，但

掐不到好多嫩巅巅，却

要丢一大堆老杆杆，两

相对比，不是明贵暗相

因嘛？

有天老伴几块钱一

条买回一包内衣，欢喜地

说买了相因。我摸了哈，

手感不好，质量稀孬，便

不屑地说：“相因无好货，

送我都不要。贴身穿的

东西，要买嘿门好的。你

看我买的几十块钱一条

的冰丝内衣，穿起来好舒

服哦……”

老伴也是，又不差那

点小钱，经常到朝天门去

买些二不挂五的打折衣

服，屋头几个大衣柜都装

不下了。嘿多衣服，穿一

两回逗不喜欢了，既占地

方，又造成浪费。有时我

说，衣服裤子并不见得非

要好多，关键是买一样要

算一样，要有点品味，上

点档次，穿出去体面，自

我感觉良好，走起路来都

要有精神自信些。

经过我经常“开导”，

老伴好像听进去了。那

天她笑眯眯地说：“嘿多

衣服我图相因，一冲动

逗买了，买回家后又嫌

不好，想来相因哪有好

货嘛？确实哈，你说得

对，二回要买东西逗买

贵的，其实真的是明贵暗

相因。”

明贵暗相因 □陈世渝

“梭斗”，是自贡人心领神

会的方言词。

梭斗是指顺利，溜刷，毫无

波折，一路顺风。“梭”，原本出

于织布的梭子，中间粗两头尖，

随便哪头经纬交织都利落。用

“梭”形容时光飞速，如时光如

梭，时光穿梭等。“斗”字，原来

释义是盛酒的器具，又作计量

粮食的工具。自贡老乡把“梭”

与“斗”组合起来，叫得响亮，寓

意即在此：丰收，利落，欢乐。

“梭斗”不仅仅代指丰收场

面，事情顺畅，还指称赞：“这个

事，梭斗!”

饭菜合胃口，色香味俱全，

使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瞬间

光盘，举桌皆欢。“这天的菜硬

是好‘梭斗’，下饭，安逸！”

隔壁大哥的娃儿高考结

束，家人问咋样。“梭斗！等着

拿录取通知吧！“小子满面春风

地答道。“梭斗”二字盛装了他

满满的快乐。

“啷巴儿”就是“瘦小”的意

思。因为瘦小，又引申出“小”

的意思。

人瘦小叫“啷巴儿”，猪瘦

小也可以叫“啷巴儿”。万事万

物，只要瘦小，都可以叫“啷巴

儿”。“那个啷巴儿跟牛高马大

的张屠夫打架，打赢了我拿手

板心煎蛋给他吃！”“这一窝小

猪儿有十几个，不晓得那个啷

巴儿得不得活。”“把大个的红

苕挑出来，剩下的啷巴儿拿回

去喂猪。”“不要随便去招惹杨

毛子，那人不是个啷巴儿（此处

指弱小者之意）！”

由“瘦小”引申出来，还可

以表示“最小的”“老幺”“倒数

第一”的意思。比如：“老五是

我们家的啷巴儿，大家都惯着

他，所以很费（调皮）！”“这次你

考了个全班的啷巴儿，咋说呢？”

“啷”有弱小之意。如“那

个人长得太啷了，肯定做体力

活不行。”“啷”也叫“啷吊”“啷

啷吊吊”。“那小伙子人长得啷

啷吊吊的，看起来还不错。”这

里有抻抖、高挑匀称的意思，是

褒义。“巴”在川渝方言中也有

瘦小之意，称螳螂叫“巴三儿”，

“紧巴巴”“皱巴巴”“干巴巴”，

无不包含此意。

在生活中、事业上，恐怕没

几个人心甘情愿做垫底的啷巴

儿。不过，凡事不要看得太重，

顺其自然，只要尽力了，做个啷

巴儿也坦然。

啷巴儿 □胡华强

梭斗 □赵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