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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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父亲的“割谷谚

语”通俗易懂，形象生动，颇有

韵味。父亲以为，割谷是重要

的农事、秋收的象征，从“开

镰”到挽草把，挑草头、打场或

搭谷子、除场、挽草料子、堆草

树、晒谷子、归仓等，都是割谷

农事不可或缺的环节。

秋天来了，怎样判断稻谷

割不割得？父亲的谚语是：

“秋后十天满天黄”。是啊，季

节到节骨眼了，稻谷就黄得

快，起先还觉得不够黄，十天

后便“满田尽是黄金稻”了。

“谷黄一杆烟”说的也是

这个道理。似乎一杆烟的

功夫，稻谷就黄了割得了，

说明只要天色好，稻谷黄起

来就快。

还有一句“只准磙子出

浆，不准田里生秧”，同样不离

父亲的口。在他的眼里，秋收

就得抢抓时间，趁“收天”好，

及早割谷，不然，等到“收天”

不好、秋雨缠绵时，就只有陷

入田里生秧的被动局面了。

于是，父亲叫上母亲，天

不亮便前往稻田里割谷。父

母往往割了一亩多地才回屋

吃早饭，甚是辛苦。

终于等到除场了，父亲会

念“打谷坝人很辛苦，丢了扫

衣拿扫把”的谚语。除场是使

稻草和谷粒分离，此时需要把

谷粒扫成一堆或扫除草屑，扫

衣得先派上用场，扫起来轻

便，省事。接着是扫把发挥作

用，把谷粒扫成一堆。

第二天“天色”依然好，父

母割谷之余，就得兼顾晒谷

粒、稻草的事。晒了两三天后

的谷粒、稻草干焦焦的，散发

出阳光的味道。

黄昏时节，地坝上空起风

了，父亲拿起掀盆，撮起干谷

粒，顺风扬谷，留下饱满的谷

粒。半夜时分，总算把谷粒

弄干净，可以进仓了。父母

还会把一捆捆稻草拴在树

上，顶端用塑料遮住，避免草

树被雨淋湿。

望着那些草树、仓里的谷

粒，闻着那些饱含阳光味的芬

芳，父亲会情不自禁地念起“叽

咕叽咕，半夜进屋”“包草上树，

扬谷进仓”等谚语，心里那个踏

实、亮堂、惬意不摆了。

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割

谷谚语”常挂嘴边，慰藉我们

的乡情。

父亲的“割谷谚语” □何龙飞

我前几年买的夏装有些

旧欻欻（chuā）的，该淘汰

了。于是想到商场再买件新

的。到了男装商店，我看中一

件款式新颖的中年男式T恤，

但价格有点贵。我问售货员：

“价钱就没有一点走展吗？”

“丁点走展都没得，够相因的

了，还是折后价。”售货员笑眯

眯地回答。

这里的“没得走展”，是一

句川渝方言。走展当“变化”

讲。没得走展，即某事情不能

变化，或某商品的价钱不能再

少了。此外，走展还有“通融”

的意思。没得走展，指某事或

某项工作、任务不能拖延、变

动，毫无回旋的余地，必须严

格遵照执行。

我爱人过生，我给女儿打

电话，问她能否请哈假，回来

陪陪她妈妈。但女儿说这几

天工作忙得很，上级要求务必

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不得有任

何走展，她只有等忙过了再回

趟家。女儿虽没能及时回家

陪她妈妈，但我为女儿以事业

为重的工作态度感到欣慰。

同事老王的儿子开车闯

了红灯，既要罚款又要扣分。

老王找他当交警的舅子，希望

能通融一下，只交罚款不扣

分。哪知舅子说，该挨什么处

罚就挨什么处罚，没得丁点走

展。末了还倒把他这个当姐夫

的一顿理麻，批评姐夫不懂道

路交通安全法。老王心里默

道，还嘿逗硬哈，但也暗暗佩

服舅子不徇私情，有原则性。

没得走展 □许江舰

四川人说的“豁嗨”就是哈

欠的意思。打豁嗨就是打哈

欠，豁嗨连天也就是哈欠连天

之意。但如果说某人“打干豁

嗨”，意思就不一样了。

四川方言“打干豁嗨”是指

人看着身边的好事、美事没自

己的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地

进行幻想和空想，有点“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味道。

某公司召开年终工作总结

会。会上，公司领导对一些工

作认真负责、表现突出的员工

进行了奖励。会场一角，员工

许二娃对高小山道：“哥们

儿，表扬又没我俩的份，看来

我们只有在一边打干豁嗨

喽！”高小山瞄了许二娃一眼

说：“干豁嗨就干豁嗨呗，谁

叫我们平时工作不积极，尽拖

别人后腿呢？下次我们积极

争取嘛！”

洪眯子眼见身边的朋友和

同事一个二个的都结婚生子或

耍上了女朋友，而自己还是独

来独往单身一人，心里难免有

点儿慌。同时，他也在进行着

反思：这就是我平时做事马马

虎虎，工作不求上进，有时待人

刁钻刻薄的结果，所以才不招

女孩们的喜欢。看来我得彻底

改掉这些坏毛病和坏习惯，不

然我看见别人恩恩爱爱，只能

站在一旁打干豁嗨。

打干豁嗨 □邱金国

木雕老爷（川北俗语：把神

佛统称为老爷），一般使用的材

质是耐温、抗腐、祛虫的香樟

树。最主要的还是易于造型和

打磨，不会破裂缺损。

川北有句俗语“青冈木雕

老爷”，青冈木别称铁栎，材质

密度高，含水分少，木材坚硬，

但易开裂，不适合精雕细刻，为

何会有“青冈木雕老爷”这句俗

语呢？原来，智慧而又幽默的

川北人是用青冈木来比喻和形

容生活中顽固不化、性格倔犟

的人。

在我们身边，难免会遇到

一两个固执的人，这种人特爱

钻牛角尖，处处坚持己见，不接

受别人的建议。于是就有不怕

事者站出来，对他说：“你是个

咬卵犟（川北俗语，意为固执），

你那就叫——青冈木雕老爷，

性硬得很。”

在川北大巴山里，只要听见

谁说某某人是“青冈木雕老爷”，

人们自然就知道遇到一个难以

沟通，性格十分古怪的人了。

青冈木雕老爷 □徐宇

川渝方言里面，簸箕恁大

个天，意思就是讽刺人没见过

大世面。

我有几个女同学，太喜欢

耍了。退了休，一年四季，隔

三岔五，到处旅游，倒也逍遥

自在，轻松愉快。经常游山玩

水，自然见多识广。不似我，

天天关到屋头，哪点都不想

去，总觉得不管走到哪里，其

实也差不多。我嘿少出门，孤

陋寡闻，如井底之蛙，只看到

簸箕恁大个天。

老伴喜欢唱歌，比我爱

耍，每个礼拜她都要跟姊妹些

出去耍一天。先到 KTV去嗨

歌，然后AA制去吃饭，再到公园

去转转。每次回来，虽然耍得嘿

累，但她脸上洋溢着开心快乐的

神情。周边的公园、景点走遍了

看腻了，久不久又跟到“旅游开

心群”去“疯”两天，欢喜惨了。

有一天，我终于遭老伴说

动了心，便和她一道去旅游了

一回。坐在大巴车上，看着窗

外呼啸而过的风景，呼吸着带

有泥土和绿色植物气息的空

气，我感到嘿门惬意。远离闹

市尘嚣，来到目的地，蓝天白

云，群山环抱，空气清新，我一

下逗陶醉在大自然美丽的怀

抱，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毕竟，生活除了各人的一

亩三分地，还有诗和远方。真

是走出家门，才知天下之大；呆

在屋头，只晓得簸箕恁大个天！

簸箕恁大个天 □陈世渝

有一句话说，火没有烧到

脚背就不急，这是指那些只看

眼前不考虑长远事情的人。

火烧到脚背了才想办法，往往

就晚了。

以前老王的屋在河边，当

时是土砖房子，一遇到下大雨

河里涨水，就差那么一点淹到

老王的房子。有人提醒老王

早做准备，把房子地基垒高

点，免得遭水淹。老王说管他

的，拖一阵是一阵。

那一次雨下得有点大，水

进屋了，老王这才慌里慌张弄

屋基，但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

及了，泥巴砖一泡就哗哗地

垮。老王抱起娃娃拉起婆娘

跑，刚跑出房子，轰地一声，土

墙就垮了半截。婆娘骂他：

“喊你弄一下屋基，你就是不

听，这下安逸了嘛，火烧到脚

背了才想起来！”所以说做啥

子事情一定要做在前头，防患

于未然。

而火没有落到自己脚背

上的说法，意思是没有遇到那

个事，就感受不到那个心境。

老陈就是这样。以前他

打电话约人来钓鱼，这个说要

带孙娃子，那个说要接送孙娃

子上学，搞不赢……老陈就说

那些人莫搞：“我二回这些事

全都不照（不管）。看嘛，就是

有孙娃子我都不得带。”朋友们

笑他，你那是火没有落到自己

脚背上，到时候就晓得了。

等老陈真的有了孙儿，他

说的那些话全都打了水漂，带

孙儿带得憨扎劲。

其实，我们做啥子事情不

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

点余地。

火落到脚背上 □未木

很奇怪，最近我的孙子小

玉米迷上了吃冰糖。按理说，

现在娃儿的零食太多喽，再挑

嘴的咪崽子都能找到中意的那

一款。至于冰糖嘛，应该是属

于我们这辈人的“奢侈品”，吃

上一颗，嘴壳可以甜一整天，人

能高兴一整天。

我小时候，姑婆们来看望

祖祖（曾祖母），经常送一包白

糖、一包冰糖，它们多半都进了

我的肚子。那滋味一直甜到今

天。由于当时冰糖很金贵，每

次祖祖只给我一丁点。如果是

白糖，我就用舌头慢慢地舔；假

如是一颗冰糖，那就慢慢地抿，

生怕被大人说成吃人参果的猪

八戒。

现在我的孙子小玉米呢，

各家从冰箱里拿出袋子，打开

后抓了一大把冰糖。一下子噻

进嘴里好几颗，腮帮子鼓鼓的，

嚼得咔咔地响。我就笑话他：

“你看你吃得猴儿腮包的，急啥

子，又莫得哪个跟你抢。”他咯

咯地笑，冰糖差点从嘴巴里掉

出来了。

猴儿腮包是细嚼慢咽的反

义词，其实它最形象的解释要

请另一种动物出场——松鼠。

松鼠搬运松果、花生时，喜欢把

食物塞进嘴巴里，脸盘子立马

“肿”了一大圈。也可称之为

“鼠儿腮包”。

我们小时候吃东西猴儿腮

包的，是为了多吃几口，因为零

食太少，吃一次不容易。如今

的小娃娃是咋想的？看来吃得

猴儿腮包的，是有些人的天性

和快乐。

猴儿腮包 □汤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