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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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奖人有点儿本事，或者

某项手艺做得比较精道，我

们重庆人喜欢说“这人有几

把刷子。”

爷爷以前当村干部时，去

乡政府开会后便提着一桶石灰

水、拿一把大毛刷，用刷子将石

灰水搅匀，在村里各家各户的

土墙上用刷子写标语：防火防

盗、学法用法……

爷爷刷的标语体说不上有

多好，但也横平竖直规规矩

矩。村里的大叔大爷们一边看

闹热一边说：“项会计，你还是

有几把刷子呢！”爷爷谦虚地回

应道：“哪里有几把刷子哦，写

得来几个字而已。”

我们办公室同事小云，以

前在工勤岗位，负责大楼设施

设备的维护维修。后来岗位调

整，小云的工作范围延伸至装

修、安全等方方面面，担子更重

了，所需要的能力更高了。小

云肯学肯钻，没过多久便干得

有声有色，就连以前不怎么会

的电脑也用得驾轻就熟。领导

们对小云赞许有加：“小云干事

情硬是有几把刷子！”

小儿文锐七岁，打小酷爱

画画，没事就喜欢坐在书桌

前信手涂鸦。打完游戏后照

猫画虎画《植物大战僵尸》，

倒也画得惟妙惟肖。前段时

间，文锐参加一个全国性少

儿书画比赛，画作获得小学

低龄组二等奖。我父亲冲着

他竖起大拇指点赞：“你娃儿

还有几把刷子呢。”文锐一本

正经地纠正道：“爷爷，我不是

用刷子画的，是用画笔画的，

有水彩笔、马克笔、勾线笔，

好几种呢！”

有几把刷子 □项德林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

“箜”字解释为“古代的弦乐器，

分卧式、竖式两种，弦数因乐器

大小而不同，少的五根弦，多的

有数十根。”古人在发明这种乐

器的时候，可能做梦都没有想

到，它会与川渝地区的一道家

庭美食有关。

这道美食的做法是将大米

淘洗后，加水煮至七成熟，再

捞进竹篮中控干水分，然后用

腊肉丁翻炒土豆块、豆角段

等，再将米饭覆盖在上面，加

上适量的水，文火焖煮即成，

这道美食的名字叫“箜干饭”

或者“箜饭”。

箜干饭离不开大米和腊

肉，豇豆、四季豆、酸菜、南瓜、

红苕、胡萝卜等食材任选一二

即可，像豇豆箜饭、四季豆箜

饭、酸菜箜饭、红苕箜饭等色香

味俱全，光听名字就让人垂涎

欲滴、食欲大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

那边水稻、小麦产量不高，红苕

却年年丰收，人们想吃一顿“箜

干饭”非常不易，常常用箜红苕

代替。所谓箜红苕就是在锅内

加入适量的水，然后放上竹篾

编成的圆锥形蒸底，将洗净去

皮的红苕放在蒸底上武火蒸上

半个小时即可。蒸的过程中，

红苕贴近锅边的地方被烤得焦

黄，外面渗出糖汁一样的东西，

吃上一口，软糯香甜，回味无

穷。每年的冬腊月间，人们为

了节约米、面等细粮，几乎每天

都要吃箜红苕。

俗话说“少吃香、多吃

伤”，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会

伤人的。箜红苕也是如此，吃

多了，常常闹心叮（胃酸过多

引起的心烧），而且矢气（俗称

放屁、出虚恭）不断，让人十分

尴尬。

箜红苕 □张轩章

蒋二孃的儿子立洪二婚

生了个儿娃子，好日子没过

几天就开始闹离婚。两口子

争儿子，你不让我，我不让

你。蒋二孃成天跟别人说：

“我蒋家的娃儿，哪有交给别

人引（带）走的！”

其实呢，立洪即将满五

十岁，比老婆大十多岁，一直

没个正经营生，东混一天西

混一天，前妻生的大儿子已

经二十多岁了。也有邻居劝

蒋二孃：“立洪年纪都那么大

了，还把咪娃儿争到手头干啥

子？等供大了，他都六十多

咯。”蒋二孃依然固执：“后头的

事后头再说，这口气不能输。”

邻居在背后说：“如今男

女平等、夫妻平等，离婚的事

商量着来呗，实在不行起诉

嘛。你一个老太婆急吼吼跳

上跳下算咋回事，真是刨子

箍倒耙子。”

刨子箍倒耙子，“箍倒”

有吓住、压住、胜过一头的意

思。原本该用耙子，结果刨

子显殷勤、出风头，居然冲到

最前头逞能，喧宾夺主。

我总觉得，人活一世，找

准自己的定位、站准自己的

位置最重要，不然容易自以

为是哟。

刨子箍倒耙子 □汤飞

广东潮汕地区有句俗语

“今年番薯唔比旧年芋”，说的

是今年的番薯不像去年的芋

头，比喻今年的情况与去年大

不同，形容事物不断变化，与日

俱新，不能以同样的眼光看待

旧事物。

番薯，是潮汕人的日常饮

食来源，农家几乎家家种有番

薯，当地喜欢吃的砂锅白粥、番

薯粥、海鲜粥较具盛名，不少食

肆都可吃到，有较为深厚的饮

食文化底蕴。

番薯，按何乔远《闽书》记

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

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

……”为明朝万历中，闽人从国外

传入。番薯种植面积广泛，潮汕

民间有“一造番薯半年粮”之说。

芋，按《本草纲目》曰：“芋

犹吁也，大叶实根骇吁人也。”

其又名蹲鸱、芋魁等。芋头虽

然营养丰富，但对于一些有旧

疾病的人，也应谨慎、注意食

之。潮汕民间俗语有“食芋撬老

茅”，意思是说食芋能引发旧疾。

芋，虽然好吃，但是有一定

的局限性，有点不如番薯，故潮

汕人便有“今日番薯唔比旧年

芋”之说。

今日番薯唔比旧年芋 □周建苗

川渝方言告一盘，逗是

试一下、来一回的意思。

从小我逗淘气贪耍，看

到书本脑壳都大了。妈老汉

管也不听，他们气得不得

了。记得老汉有段时间在

外学习，周末才回来一次。

他发给我们四姐弟一人一

个本子，要我们一个星期写

篇作文。那阵我最小，也逗

几岁，不懂啥子叫作文，绿

眉绿眼把老汉盯到。老汉

说：“意思是写在勒一个礼

拜中，各人做了啥子有意义

的事或者心得体会，我回来

检查，没完成要受罚。”我生

怕到时完不成任务挨打，便

跟老汉说写不来好多字，啷

个写得起哟？老汉说：“逗

你千翻，不能一天到黑光

耍。写几句话也要得，先告

一盘嘛。”

后来长大了，我突然喜

欢学习了。下乡当了两年知

青，回城当了工人，从此便如

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又是上

夜校，又是读函大。渐渐学

到一点东西，爱上了写作。

有一次我写的作文，老师表

扬说不错，叫我再改改润润

色，可以给报社投稿。我把

拙文精心修改后投递给报

社，不久居然刊登了出来。

勒篇散文，算是我的处女作，

从此我便爱上了写作，直到

现在，笔耕不辍。

任何事情，不告一盘，啷

个晓得噻？

“让你二两姜，你还不知

秤”，意为善意或付出没有换来

感恩。

川北大巴山自古盛产生

姜。在买卖生姜时，秤上如果

多了斤两，卖主最多由一大块

换成一小块，换后如果秤上还

是多了，卖主会豪爽地说：“多

了就多了，总不能用刀去切下

来嘛。出产之地，莫狗夹（川

北俗语，意思出手不大方、吝

啬）。”卖主的幽默逗乐了买

主，他冲卖主一笑，还是有些

不放心地说：“你还是让我细

看一下秤哈。”卖主立即亮出

夹在食指和拇指之间秤砣索

上的刻度，嘴里嘟噜道：“让你

二两姜，你还不知秤？”其实，

秤的刻度上已经多出好几个

二两来。

幽默的大巴山人，就把这

句话巧妙地运用到生活中。

甲和乙因某件事情先发生争

吵，后动粗打起来。幸亏有

好心人及时改跤（川北俗语，

意为劝和），在理的甲立即停

止了争吵，而无理的乙却还

喋喋不休地胡搅蛮缠，劝和

的好心人气愤地对乙说：“你

这个人真是莫名堂（川北俗

语，意为不讲道理），让你二

两姜，你还不知秤。”意指乙

不知道好歹。

川北方言“小寒小寒，缩

成一团”，意思是说小寒，已

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人

一出门就会打寒颤。

山区冬天，满眼白霜，无

论田间地头的麦苗、蔬菜、树

枝还是屋顶，全被霜打得白

晃晃的。有时，雾气蒙蒙整

天不散。关于小寒的农谚不

少：“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

地冻冷到抖”“小寒大寒，冻

死老蛮”。还有儿歌：“娃儿

们去看灯，一脚踩到烂泥坑，

大人冻得打颤颤，娃儿冻得

惊叫唤。”

小时候，我在山野看牛

时冷得缩成一团，经常把脚

踩到新鲜的牛粪里取暖。

我读书的学校在普贤寺

的庙里，庙里两边是教室，方

形格子木窗穿风飘雨，我们

坐在里面读书，冷得抖牙壳

子，手指拇冻僵了，笔都逮不

稳。老师看我们冷得遭不

住，就让大家搓手踏脚，驱寒

暖身。

寒冷的天气，我们就盼

望着下课。因为下课后大家

就能去打球、跳绳、踢毽子、

滚铁环、挨着墙壁挤热火。

我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斗鸡，

一只脚独立，另一只脚用手

扳起来，然后用膝盖去碰撞

同学的膝盖，大家玩得不亦

乐乎，身体一会儿就热火起

来了。

农事农时节气里有很多

丰富的方言、农谚、民俗，体

现了农耕文化的精髓，生长

在农村的我，总是记忆犹新。

小寒小寒缩成一团 □肖洪江

告一盘 □陈世渝

让你二两姜，你还不知秤 □徐宇

雅安方言瞌睡遇到枕头

意思是做的事有了麻烦，这时

正好有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或

办法。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小镇

上，我表叔是远近有名的养鸡

能手。他养的鸡不仅供应小镇

上的各个馆子，甚至还卖给城

里的一些馆子。

那年开春，我表叔家要娶

媳妇了。表叔想扩大养鸡规

模，喂养 400 只鸡，等到六月

份，这400只鸡养大出笼，到亲

家家下了彩礼，就可以风风光

光地把新媳妇娶回家了。

不过表叔也有烦心事，扩

大养鸡规模一直没有合适的

养鸡场地。为这事，表叔那段

时间愁得吃不好饭，睡不好

觉，连走路都是耷起脑壳唉声

叹气嘞。

就在这个时候，表叔突然

听说，临近的河岗村有一家小

石灰厂因为效益不好，停产不

办了，空置出来的厂房准备以

200块钱一年的价格出租给别

人。表叔听说后，马上跑到那

家小石灰厂。他发现，石灰厂

宽敞得很，是个养鸡的好场地。

这还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啊。

瞌睡遇到枕头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