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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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渝方言里头，“吃托

嘴”和“吃欺头”虽说都是占人

小便宜之意，却又不尽相同，

因为吃欺头方式有好多种类：

包括有肢体表现如拿、要的；

也有言语上的欺头，比如在同

辈人面前绷老子称爷爷等。

而“吃托嘴”则是假借一件事

情，假托一个理由去混别人一

个口福。

上世纪 70年代那阵，本

人从学校出来没有正业，只得

打点零工混日子。有一回街

道上推荐我去某豆瓣厂干临

时工，每月挣30元工资。

这天收工后恰逢周末，我

同临时工朱儿、李胖娃两个，

到豆瓣厂侧边的小饭馆里头

占了张桌子，打平伙喝点小

酒。才刚拈了几筷子就听门

外有人在喊：“吔，你娃几个还

吃得好嘞！”来人姓牛，人称牛

宝，大约是因这人平时做事不

靠谱，喜欢“抖宝”得来的外号

吧。我们几个心头在说，吃我

们自己的关你啥事？口头又

假装客气招呼他坐到一起整

两口。这牛宝倒也爽快，端起

杯子就牛饮，吃完把嘴一抹：

“我还有事，先走了。”扬长而

去。朱儿发杂音说：“这老几

专门吃托嘴的，闻到哪儿有吃

的切就挨（傍、靠的意思）起，

下回吃酒离他远点。”

在豆瓣厂干了快半年，合

同期快满了，临工们都想留

用。有天我正干活路，牛宝走

来悄悄给我说：“别个都在请

胡师喝酒，你还稳起不动嗦？”

胡师是厂里的生产组长，印象

中是说得起硬话的，平时就好

喝二两。牛宝说：“哪天我帮

你约一哈，负责给你拉拢。”

隔天牛宝当真约到胡组

长，三人一起杀馆子。三毛钱

一份的回锅肉、碎滑肉、凉拌

鸡块、红烧猪杂点了七八盘，

开了一瓶“崃二”酒，一顿下来

差不多出脱我10天工资。

结果，不晓得是因为胡组

长人微言轻嘞，还是老胡根本

就没切上头给我进美言，我最

终没留下来，打起铺盖卷走

人。倒是那个吃托嘴的牛宝，

糊了个满嘴流油。

现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

普遍提高了，一般吃托嘴的人

亦不多见。但还是听说有专

切赶喜宴吃托嘴的。有吃托嘴

的吃罢尚嫌不过瘾，趁人不备

薅起彩礼喜封就各人揣起——

这性质就不止于吃托嘴那么简

单了，必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吃托嘴 □唐新义

到了广东，发现广东人吃

饭，除了事先说好谁请客，一

般约定俗成实行“AA制”，就是

费用分摊。比如聚会，群主或

组织者发声：“某时某地聚会，

愿意参加的接龙。”参加者都

心知肚明，今天的聚会是“AA

制”，有人买单后，其他人便问

一句：“多少钱？”或“一人多

少？”然后便自然地掏钱包或

转账。外省人刚到广东生活，

一起和本地人吃顿饭，付账

时，广东人顺利成章地提出：

“我们AA吧！”外省人起初颇

有点不习惯，天长日久，外地

人都慢慢认可和接受了这种

“广氏文化”，因为它实在，互

不相欠。

其实，回想起来，其他地

方的人也有“AA制”，不过叫

“打平伙”。这种说法流行于

四川和湖北。到餐馆吃饭，

大家吆喝一声：“今天我们打

平伙吧！”其他人纷纷响应。

除非有人坚持要请大家。这

样，酒足饭饱，互不相欠。

最近媒体报道，作家马

识途今年 110 岁，他一直定

下“不庆生，不接访，不收礼”

的规矩。今年他过生日仍和

往年一样，采取“打平伙”的

方式和好友简单聚餐、吃生

日蛋糕。

其实，不管是“打平伙”还

是“AA制”，大家都更轻松、简

单。不至于吃了一顿饭后，在

那里神吹海聊，等着别人买

单或犹豫着是否要自己出手

买单。

“打平伙”与“AA制” □郭新国

有的重庆老年人嘿扯，不

说勉强，要说强（音恰）勉。强

勉，逗是勉强的意思。

有一天，孙女把她写的作

文《快乐的暑假》拿给我看，请

我提意见。我觉得写得基本

通顺，用词也还恰当，主题明

确。写了旅游，在海边嬉水，

吃了好吃的，逗是太简单了，

但比以前有进步，值得表扬。

孙女问：“爷爷，我写得好不

好？”我说：“打70分嘛，强勉

要得。”孙女调皮地说：“娃儿

需要鼓励，您逗不能给我打90

分哪？”

一次我和老伴逛商店，她

看起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对到

镜子照了又照，然后身子车过

来、掉过去让我仔细地看。她

笑嘻了问：“老头，好不好看？”

我好好生生打量了一番，

回答说：“说真话迈假话？”她

说：“那还用说，当然是说真话

噻。”我笑了：“嘿一般，强勉

还可以。”

好久没在电影院看电影

了，那天我看了一场。散场

后，幺儿问我：“老汉，适合你

的口味，该是好看嘛。”我则

实话实说：“过得去，强勉看。”

无论做啥子事情，不要浅

尝辄止，强勉逗满足了，而要

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强勉 □陈世渝

雅安方言冷灰滚出热豆

腐的意思是某件事热闹一阵，

某个人得意一时，时间不长，

就冷清衰败下去了。

上世纪 90年代末，小镇

供销社把临街的铺面都租给

了供销社职工，让职工们自己

开铺子做生意。这当中，有一

家铺子是卖馒头、花卷和包子

的。那时的小镇上，从镇头到

镇尾，卖馒头包子的铺子加起

来有10多家，为了拉生意，这

家铺子一开张就与众不同。

先说馒头和花卷，小镇上的馒

头花卷都是1角钱1个，他家

也卖1角钱1个，但他家卖的1

个馒头花卷就要当别人家的

两个那么大。再说肉包子，别

家卖的肉包子咬到第三口，包

子就咬穿了，而他家卖的肉包

子个大不说，肉馅也多。

这家馒头包子铺自从开

张以来，每天生意都好得遭不

住。每天早晨只要一打开门，

店铺外就围满了前来买馒头、

花卷和包子的人。就在大家

都以为他家的生意会一直这

样好下去时，这家铺子却突然

关了门。原来是他家的馒头

包子做得太大个了，生意亏了

本，只有关门。小镇上的人都

说，这才是真正的冷灰滚出热

豆腐，那么好的生意，说关门

就关门了。

我刚刚工作那会，分配到

一所山乡中心校教书，学校要

增加收入，就买了一台榨油

机。到了田里割油菜榨清油

那阵，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家长

拉着油菜到学校的榨油房来

榨清油。有时候，赶上来榨油

的人多，管理炸油房的老教师

加上一个帮忙的年轻教师，两

个人忙得连吃午饭的时间都

没有。只可惜，好景不长，学

校的榨油房红火了一阵，生意

就越来越不好了，到后来只好

关门了事。原来，是小镇上新

开了一家榨油房，出油率更

高，大家就把油菜拉到那里去

榨油了。学校的榨油房关了

门，老师们嘴上不说，可一个

个心头都明白，又遭了一个冷

灰滚出热豆腐。

冷灰滚出热豆腐，说明做

啥子事都要看得长远，千万不

能只看眼前，只图一时。

冷灰滚出热豆腐 □王斌

四川方言里的“告”，没有

普通话“告诉”“告知”的意思，

而是有“试一试”的意思。

“告一盘”“告一哈儿”，就

是“试一下”“试一试”的意

思。比如，“这双鞋美观大方，

你来告看看，穿不穿得。”记得

我小时候，院子里的在阳大哥

赶场做买猪卖猪的小生意。

每次出门都是肩挑一副担，再

背一盆猪食，他说“买猪要告

一哈儿胃口，不然买到病猪倒

巴一坨，就恼火了。”

“告帮”就是“请求帮助”

的意思。我高中毕业外出打

工，刚上了一个月班，还领不

到工资，就要回家报名，准备

参加高考。但是我没得返家

盘缠，只好向老乡们告帮。三

个乡亲每人逗一点，才帮我凑

齐返家费用。

“告鸡儿”就是“认输”“请

求饶恕”“甘拜下风”的意思。

小时候，同路上学的伙伴们，经

常一路走一路耍，你推我攘，玩

抱摔跤。一般情况是对方“告

鸡”了，就停下手脚，免得生事

端。有一次，张莽儿与祥生玩，

一开始就叫祥生“告鸡”。祥生

气鼓鼓的，偏不“告鸡”，反而把

张莽儿摔倒在地，引起同学们

“哦豁哦豁”嘲笑不停。

“告”字方言趣谈 □卢贵清

我的孩子读初中时，班主

任是个男老师，五十来岁，说

话既直爽又幽默。那时，孩子

班上有少数男生非常调皮，不

服老师管。一次去开家长会，

班主任老师说：“有的家长平

时事情再多，也要把各人的娃

儿管到起，莫把索索（绳子）放

长了！”这句重庆本地方言，家

长们自然一听即晓得啥子意

思。那意思是说，有的家长平

时疏于管教，致使孩子养成了

一些坏毛病，不能再任由发展

下去了。

记得我家还在老小区居

住时，隔壁邻居有一个独生儿

子，老汉对他管教还算严，当

妈的却对娃儿溺爱有加。娃

儿学习不认真，平时比吃比

穿，花钱大手大脚。娃儿中学

毕业后到沿海打工，吃不了

苦，没钱用了，就去偷，结果被

抓获。得知儿子被判刑，老汉

气得咽不下饭，当妈的也整日

以泪洗面。老汉对娃儿妈埋

怨道：“看嘛，当初喊你莫把索

索放长了，你不信，现在才晓

得锅儿是铁打的哈！”

有句重庆方言说得好：从

小不育，长大是个弯翘木。说

的是对孩子的教育，要像树木

那样从刚栽种时就培育起，否

则，孩子长大后就像未经培育

的树木那样，歪歪倒倒，疙疙

瘩瘩，一根废材。若娇生惯

养，对孩子的一些毛病视若无

睹，把索索放得太长，任由孩

子发展，到时悔之晚矣。

莫把索索放长了 □许江舰

东说南山西说海，是一句

四川方言，意思是说有人海阔

天空，胡吹乱侃。还有就是遇

到问题，回避矛盾，胡搅蛮缠，

推脱责任。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

产队做活路，记工分，年底决

算。生产队有个年轻人叫高

明，读过几年书，因为看的书

多，做活路的时候就把从书本

上看到的和听来的故事讲给大

家听，久而久之，做活路时，一

伙年轻人总是跟在高明的屁股

后头听他摆龙门阵，听到高兴

处，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生产

队长看到了，大声武气吼起

来：“嗨、嗨，嘴说话，手打掛，

不要东说南山西说海的，活路

做不完，晚上要打夜工哦！”

胡山下班开车回家，路过

超市，把车子停下来，准备到

超市买点生活用品，没想到开

车门不当心，把正好骑车路过

的中年男子连人带车撞倒在

地，胡山脱口说了句，“骑车子

慢点嘛！”男子从地上爬起来，

不让胡山走，要把事情说清

楚。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你

说我的不是，我说你的问题，

一哈子围了一堆人，正好巡逻

民警骑车路过，中年男子看到

警察，状告胡山开车门把他撞

倒，不但没有一点歉意，还东

说南山西说海的。所幸中年

男子没有受伤，警察要求胡山

给他赔礼道歉，并告诫胡山，

开车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免

发生事故。

东说南山西说海 □冯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