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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指队列前头或

事情的开初，又指人的穿

着、气势等。如：看他那打

头，像个教书先生。“打头

炮”，即带头发言。“打底”，

指用于垫底。如：蒸鲊肉

一般用红苕或洋芋打底。

“打价”，即粗略问价，了解

行情。“打猜猜”，即仅凭想

象猜度。“打掟子”，本意指

押注，引申为猜测押题。“打

店子”，即出让门店。“打旅

馆”，意同“写店子”，即写号

入住旅店。“打黑摸”，指黑

暗中像瞎子一样“摸黑”。

“打干呵嗨”，指得不到

对方响应的单相思，或对某

目标捞不着的空想。“早栽

秧，早打谷”，意思指凡事都

莫误时令，赶晚不如赶早。

“打蹅蹅儿”，即乳儿笨拙地

蹒跚学步。“打堆”，即结伙、

相伴。“成群打浪”，形容一

拨拨人流势如潮涌。“打丝

绞”，即与人经济或情感方面

深度交往纠缠。“打脱离”，指

夫妻或恋人正式分手。

“打辣锅”，即烧干锅炒

“炝锅”菜。不加佐料不配

主食吃原味食物叫“打白口

儿”。““打扬尘”，指正月前

里里外外大扫除迎农历新

年。“打折”，指折价让利；清

理、规整；应付、敷衍，如：支

(遣)个下人就把你打折了；

彻底“扫(吃)”光，如：干脆

把这点剩菜一哈打折喽。

“不好打整”，则指人难缠，

难以对付，事情“烫手”，不

好处置。

“打加补”，即作重新加

固、返工弥补。“打搪糊”，本

意指给墙体抹面，借喻做面

子活路。“打软腿”，指腿脚

不听使唤，亦喻自己行事或

与人共事过程中意念动

摇。“打闪火”，即事情中途

扯拐生变。

老王接龙“打”方言（之二） □王绍诚

川渝方言里面把学习成绩

不好形容为“爬皂角树”，意思是

学习像“爬皂角树”一样困难。

孙女读小学一年级，那天

做作业时又扯拐，不用心学

习。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写字，

或者写两个字吃一点东西，嘿

潇洒享受的样子。老伴叫她一

心不要二用，把作业做完了再

耍、再吃，可她偏要我行我素。

我马起脸说：“叫你好生学习，

你要打王逛逛‘爬皂角树’，二

回成绩啷个会好？”

一天，我写的小文章在报

上登了出来。我得意地念给孙

女听，她不满地说：“爷爷，你写

的文章一哈哈儿逗念完了，不

过瘾，你不能写长点哪？”

我惭愧地说：“我只有勒点

‘墨水’，写不长呀！”孙女跑去

拿来一瓶墨水说：“爷爷，我有墨

水，勒下可以写好多字了！”勒

个祖孙乐事，从侧面也说明了我

先天不足，顶多只有半罐墨水。

记得我当知青时，有段时

间，队长叫我记工分。要收工

前给社员们记工分时，我竟连

堰塘的堰、犁田的犁、掰苞谷的

掰勒些常用字都写不起，只好

做个记号，晚上回去查字典。

勒逗是想当年读望天书，“爬皂

角树”去了。

知耻而后勇。后来，我刻

苦学习，勤奋写作，心无旁骛，

终于打好了知识基础，也找到

了人生乐趣。

爬皂角树 □陈世渝

牛能拉犁翻土，拉耙碎

土，但并非天生就会干耕田

的农活。天刚麻麻亮，隔壁

吴三婶就在喊：“火娃儿，太

阳都晒到屁股啰，你们小两

口咋个还不起来，今天你们

要教牛耕田得嘛！”据说，和

睦的两口子调教出来的牛，

以后才听使唤，不会成为拉

横耙的犟牛。

人们常把那种爱讲歪

道理，扯横筋的犟拐拐，叫

作拉横耙的犟牛。大家在

一起摆龙门阵，有人却喜

欢“打顶张”“拉横耙”，凡

事都要另说一套，争个输

赢。以前，我们班上有个

同学就是这样的人，大家

私 下 给 他 取 了 个 歪 名 ：

“犟牛”。有天他和一个

同学争论问题，争得面红

耳赤，不欢而散。当晚睡

到半夜三更，他突然起来

去把那个同学摇醒，大声

武气说：“我想清楚了，那

个问题应该是……”把整

个寝室的人都吵醒了，有

人赏了他一句：“睡不着，

蚊子咬脑壳嗦？”这本来是

一句笑话，第二天，“犟牛”

却又认真起来，“我把寝

室旮旮角角都找遍了，哪

有蚊子嘛！”弄得大家哭

笑不得。

前年开同学会，“犟牛”

带上老婆一道参加。有同

学问他，“你现在还犟不犟

啊？”“都七老八十，犟不动

了。”在同学面前，他诉起苦

来：“自从结了婚，我老婆掌

握了经济大权，把我刮得焦

干，经常包包头一分钱都没

得，哪犟得起走嘛！”“犟牛”

老婆一听喊起黄来：“大家

不要相信他瞎扯，他经常在

家里鼓起两只牛眼睛拉横

耙，哪个犟得赢他嘛！”逗得

大家哈哈大笑。

拉横耙 □梁功勋

我的孙子小玉米慢慢

长大了，嘴皮子越来越利

索，说起人来哽得我回不

了嘴——那种感觉就好像

咬了一大口玉麦馍馍，堵

在喉咙咽不下去，把我气

得莫法。

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个

旋风轮陀螺，他玩得起劲，

结果滚出去的轮子经常还

不了原，这个急脾气的小家

伙又吼又闹，屋里的空气都

变得焦躁了。有一次，那轮

子不知道藏到哪个卡卡角

角了，我只好打起手电筒

找。过了好久才在立柜脚

边边寻到。本以为这事就

完了，哪晓得他竟然说我：

“你天天爱清洁、讲卫生，床

底下咋满是灰尘？”我愣了

半天才回过神来：“你这个

说人的毛大王！床下不好

打扫，一般都是隔一段时间

才打扫。”

大王的大念“dài”，跟

山大王相似。说人的毛大

王指的是爱说（损、嘲笑）人

的人。这种人说的时候白

泡子乱翻，轮到各家的时候

就不咋灵光了。每回让小玉

米洗脸刷牙，他迟迟不肯动，

还会反问：“怎么又要洗了？”

如果说人的毛大王是

咪娃儿，听的人多半会一笑

而过。假如是莫得眼水的

大人，那可招人厌烦喽。

说人时不做出一副毛大王

的派头，或许能让讨厌减轻

一分。

说人的毛大王 □汤飞

“拈油大”和四川方言里的

“打牙祭”都有吃油荤之意，但与

“打牙祭”的意思还不尽相同。

“打牙祭”指的是自己家里

买点猪肉，一家人解解馋。过

去不像现在这样，天天都可以

吃到油荤，都是家人“痨肠刮

肚”的情况下，买点油荤吃，一

个月基本就两回。

“拈油大”则是指走人户吃

的宴席很丰盛的意思。如果要

办红白喜事，主人家总是要尽

其所有，让来的客人吃得巴

适。这个时候，主人家安排的

菜品当然要比“打牙祭”时多得

多，所以人们把吃宴席称为“拈

油大”。

那会的小娃儿，特别喜欢

去“拈油大”，不仅可以敞开肚

皮吃好的，在席桌上，还可以得

到一份主人家给的红包。记得

我四五岁时，我孃孃来到我家

请“春桌”，我就晓得第二天要

到他们家去“拈油大”了。我

头天晚上就把第二天要穿的

新衣服新鞋子准备好放在身

边，生怕第二天找不到了，耽误

去孃孃家。这个小动作被我妈

妈看见了，多年后，我妈还拿我

开玩笑说：“那会说起走人户

‘拈油大’，你半夜都睡不着，

把衣服裤儿都准备好了，现在

说起‘吃油大’，你咋不那么积

极了呢？”

我老家陕西省商洛市柞水

县的人常会说到“歪”字，有两

个释义：一是骂,批评；二是表

示厉害、优秀。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某天

自习课上，班主任兼数学老师

突然问一个平时看起来学习特

别认真的同学：“期中考试成绩

还好吧？”同学回答：“还行，班

级第五名。”老师鼓励他继续保

持。在讲台翻看成绩册后，老

师再次来到该同学面前，厉声

说道：“你排名倒数第五啊？”见

同学有些紧张，老师安慰道：

“你莫害怕，我不会‘歪’你，只

要你好好努力，肯定会像学习

好的同学一样‘歪’。”第一个

“歪”是批评的意思，第二个

“歪”则是优秀的意思。

初中一年级期中考试，我

的成绩还可以，获得班级颁发

的奖状和奖品。周五放假回

家，表姐说：“你这次‘歪’得很，

你爸肯定不会‘歪’你了。”第一

个“歪”是优秀的意思，第二个

“歪”则是批评的意思。

初中三年级第二学期时，

我在学校犯了错。周五放假

回家，表姐说：“你这次‘歪’得

很，你爸应该要‘歪’你了。”第

一个“歪”是厉害（带点讽刺）

的意思，第二个“歪”则是批评

的意思。当我爸正准备“歪”

（批评）我的时候。表姐的声

音飘了过来：“莫‘歪’（批评）

他，小孩子不懂事。”。就这

样，我免了一顿“歪”（批评）。

事后，表姐跟我炫耀：“还是我

‘歪’（厉害）吧，让你少挨了一

顿‘歪’（批评）。”

“歪” □尹和亮

川北方言经佑，意思是

指照顾、照管、照料、保护、

保佑、服伺的意思。比如早

晨起来煮饭，妻子对丈夫

说：“茶壶里在烧开水，你经

佑到起，水开了把火关了，

我去经佑娃儿起床。”

我小时候，每天父母上

工走时都会嘱咐：“你是老

大，要把弟弟妹妹经佑好，

不要让他们去堰塘边玩耍

哟。”邻居大叔大妈结婚分

家后，成为单帮人手，小孩

没人照管，也经常把娃儿交

给我一起经佑。于是，我成

了院子里的孩子王，带领着

七八个娃儿，做各种各样的

游戏，最多的是跳绳、煸烟

牌、抓子儿，其实，我也只有

五六岁。

院子里有个90多岁的

唐祖祖，时常坐在院坝里的

椅子上晒太阳，她家里人也

常喊我经佑她。有时因为

玩耍我跑远了，唐祖祖的儿

子就会对我说：“喊你把祖

祖经佑到，你却跑得毛毛无

影。你好好经佑你祖祖，二

天我给你买糖哈。”

到了我上学的时候，母

亲就让院子里的大娃儿照顾

我。她对读五年级的肖明伟

说：“你把洪江经佑到哈，不要

让大娃儿欺负他哟。”

记得当年生产队每年

都要养一头猪，家家户户轮

换着经佑。从一家换到另

一家养要过秤，按重量记工

分，因此人们都精心经佑，

猪长得油光水滑，过年杀猪

时，有 300 多斤，按人头分

配，大家都很高兴。

老人生病了，要经佑；

妇女坐月子，要经佑；娃娃

小，要经佑；种庄稼、栽果

树，也要经佑。如今，农村

的年轻人很多去城里打工

了，说的是普通话，只有回

到老家才说经佑这样的方

言，经佑里传达的乡情让人

难忘。

经佑 □肖洪江

拈油大与打牙祭 □瘦山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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