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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的渌江孕育了热情的醴陵人，他们的

方言以赣方言为主体，又融合众多方言的元素，

直白、生动又活泼。在他乡，要是听到醴陵乡音，

他们肯定要去打招呼：“你也是醴陵个？”

我是地地道道的醴陵妹子，记得高中时候

的一个同学写作文，我有幸成为他笔下的人物。

他写道：“我的同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她说着

一口标准的醴陵话”。嗯，这个表达我笑了好久，

大家都是醴陵人，难道还有谁的醴陵话不标准？

作为一个讲“标准”醴陵话的醴陵人，我发

现 ，醴 陵 话 有 一 些 独 特 的 、当 地 通 用 的 四 字

“成语”，格外有趣。今天，我也来讲几个，和大

家分享。

夏夜，醴陵乡村一农家屋门口前坪，几个年

轻伢子在一起“侃大山”，个个说得眉飞色舞，逗

得村上的年轻小姑娘哈哈大笑。这时，一个老人

走过来，说道：你里几哒鬼，又在咯里‘信估打

铳’。”“几哒鬼”好理解一些，毕竟醴陵民歌《思

情鬼歌》名声在外，这里的“鬼”表达的是聪明、

狡黠、机灵的意思，“几哒鬼”就是几个机灵醴陵

伢子。但问题来了，“信估打铳”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乡下婆婆给出了解答。醴陵地处丘陵，

山多田少，山中有很多野物，所以打猎的人也很

多。按常理来讲，打猎是要瞄准猎物放铳的，可

有些随意的人，并不瞄准，凭着自己的猜想，朝

着山林的方向随便放，也就是“信估”。这个“信

估打铳”比喻人信口开河，按照自己的主观猜

测，就随意给事物下结论。如今生态资源保护越

来越好，鸟铳难得一见，但这个醴陵本土的“成

语”却一直流行，可能在生活中，“信估打铳”者

还是大有人在。

醴陵还有个成语叫“是话得出”。“请你不要

‘是话得出’！”一般说这句话的人，都会拉着脸。

这是一句指责人的话，是批评人不分场合，毫无

敬畏之心，什么话都说得出口。醴陵有诸多民

俗，加上千百年来醴陵人所从事的爆竹陶瓷生

产都具有“火中取宝”的不确定性，所以会有一

些禁忌。这个“是话得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

人不顾身份，不分尊卑长幼，乱说不恰当的话，

甚至开粗俗的玩笑。

还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醴陵成语“四肢六

大”。有一次，我和我屋里“男子”（醴陵话丈夫的

意思）吵架，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忘记了当初

吵架的原因，只记得面对我的不依不饶，我屋性

格比较温和的“男子”突然提高音量，朝我喊，

“堂客（醴陵话妻子的意思），你不要‘四肢六大’

哈！”当时，我俩都在长沙工作，入乡随俗，平时

多用湘式“塑料普通话”交流，突然面对这么句

正宗的醴陵“成语”，我当时就被镇住了。后面居

然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好玩，又扑哧一笑，吵架也

不了了之了。“四肢六大”什么意思呢？科普一

下，是无法无天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理

解，也就是一个人的“四肢”有六个那么大。那你

想想，那人得有多膨胀啊？

大部分醴陵“成语”都充满了乡土气息，但

也有些字面看上去就很美好的词，比如“青花柳

叶”。这个词我们通常形容农作物长势好，新鲜

而且富有生机，有时也用于指代长得乖巧的小

孩子。还有一个“成语”是“均之匀之”，我也很

喜欢，是指分配得十分均匀。看到这个词，我总

会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姐弟分水果，我从

小 就 性 格 敏 感 ，妈 妈 生 怕 我 又 在 日 记 里 说 她

“偏心”，总是要做到“均之匀之”。现在想想，小

的时候真是幼稚，妈妈的水果，其实从来没有

分过给她自己。

醴陵话还有个四字词叫“青皮梨子”，看字

面是中性词，其实是指没什么本事又不沉稳的

年轻人。记得当年表妹带外地的男朋友回家，姑

姑看到后，鼻子哼一声，来上一句“青皮梨子”，

潜台词是“好看不好吃”。表妹不悦，幸好男朋友

是 北 方 的 ，没 听 懂 ，还 憨 憨 地 来 一 句“ 青 皮 梨

子”？阿姨是要吃梨子吗？逗得全家哈哈大笑，连

姑姑也忍不住把拉长的脸放下来。后来，表妹和

“青皮梨子”成了家。现在，“青皮梨子”也变成了

靠谱、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对表妹还是“一如初见”。现在，每次看到他们

幸福的一家人，我就会想，幸好当时他没听懂那

句醴陵“成语”。

渴 望
贺文举

摘一株嫩草，咀嚼它的苦涩，超众躺在兰溪

河畔的沙滩上，凝望罗霄山脉绵延的肃静。远方

徐徐飘来发酵的牛粪味和未知名的虫鸣，春夏

之交山村的气候的确令人惬意。人在惬意的时

候会想起许多淡薄的往事……

四十年前，也是这个季节，超众应朋友之

邀，来到这个沙滩上，说是相亲。相亲对于那个

年代的农村娃子，应该是件很渴望的事儿，渴望

成家立业，渴望未来有美好的生活。而高考落

榜的超众，落寞、惆怅，加上清贫如洗的家境，

他几乎对这次相亲不抱希望。但因朋友之意，

或因想看美女也是正常男孩的正常的本能，他

还是来了。

沙滩上的阳光柔和，河岸上的杨柳依依摇

曳，树上的小鸟欢快歌唱，河水清清不知疲惫地

流向远方。超众耐下心来等待，等待自知不可能

实现的渴望。

小船悠悠地出现在河面上，愈来愈近，两个

女人站在船头指指点点。超众的朋友在大声疾

呼：超哥，快过来。

超众当然不紧不慢地向小船靠拢。因为心

中早已埋下了念想：渴望，不抱希望。所以低着

头向小船走去。上船之后，抬头一看，傻眼了，站

在超众跟前的，确实是位美女。瓜子脸，眼睛水

亮水亮的，含情脉脉地意欲滴出诗意。身材婀

娜，曲线凸显，衣着简朴而得体。

哎，哎！超哥坐下来说说话好吗？朋友看他

发呆的样子，赶紧出面招呼。

超众坐下来了，冲着美女腼腆地点了一下头。

小船悠悠，顺着流水往前走。兰溪河水本不

湍急，船速不很快，摇桨的船工也懂味，把捏手

上的功夫，让小船尽量平稳悠然。

话很少，超众使劲地搓手，搓得肤泥掉在船

地面上白白的一群。罗霄山也不说话，兰溪河也

不说话，两岸的鸟儿也停止了歌唱，就这样他们

游了一个上午。

她叫花儿，虽然有点俗，但人如其名，真实

好看。她的闺密叫蝶儿，蝶儿很一般，普普通通

山村闺女。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贫血，眼睛和鼻子

的位子长的不在应该在的地方，牙齿也有点黄，

可能是喝含硫量超标的自然水喝成的。身材也

不怎的，圆规一样，下长上短。但人很随和，总是

笑，笑得很开心，好像时时在喝蜜蜂糖水一样。

回家的路上，超众的朋友告诉他：有戏！

“戏”，是个好东西同时又是坏家伙，懂哲

学的人都懂辩证法，就像“下雨是好事吗？”，久

旱逢甘霖，是雪中送炭，久雨成涝便是灾难。戏

有喜剧和悲剧，喜剧皆大欢喜，悲剧恐怕都思

避之。

正当花儿和超众的爱情戏准备开场之际，

花儿的母亲四十出头患上了白血病，需要大数

额的医疗费。为了救母亲的命，花儿嫁给了镇上

有名的煤矿老板的儿子陈有望。

陈有望是超众的高中同学，人长得也算帅

气，个儿一米七多，不肥也不瘦，喜欢唱歌，打篮

球。品行也不坏，除了读书成绩差，其他各方面

比超众差不了多少，加上家中殷实，追他的女生

排着长队。按农村的说法，花儿能嫁给陈有望是

花儿的福气。

花儿的婚礼真个儿气派，盖了小镇上历史

以来的帽，花儿举行婚礼的那一天，超众也去

了，他站在礼堂一角，默默地为花儿祝福。回家

以后点上煤油灯，挑灯夜读，渴望来年金榜题

名，证明自己也很棒。

花儿婚后，公公把煤矿的股权交给了陈有

望，花儿也在煤矿上管账，小日子过得比镇上的

女人都强，而且还帮蝶儿在镇上开了家土菜馆。

蝶儿嫁了个农民厨子，开起了夫妻店。农民厨子

是个老实人，长相不咋的，爱心却多多，纯属渴

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男人”。虽然挣钱不算多，

但因夫唱妇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超众次年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了上海名

校，毕业后分在北方一所高校担任社会学教师。

也许是有心结，至今没有婚娶。

时光好似兰溪河里的流水川流不息，不曾

考究从何时开始，偏僻山村里流行了几句俚语：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的一生

有渴望，当官发财死老婆；身高不是距离，年龄

不是问题……

兰溪河畔的深山老林，祖辈留下的丰富的

煤炭资源，造就了一批有钱人，这些不学无术的

有钱人，开始学坏了。嫖赌吸毒这些沉寂了多少

年的污垢，突然死灰复燃。陈有望首当其冲，包

二奶，养小三，吸毒，完全变了个人。花儿受不了

了，毅然决然与陈有望离婚，陈有望十分绝情，

绝情到让花儿净身出门。此时的花儿父母双亡，

亲戚朋友十有八九退避三舍。只有蝶儿同情她，

在土菜馆前摆了个擦皮鞋的摊子，擦一双皮鞋

一块钱……

“悠悠岁月，若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也幻，难

取舍，……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

北往的客”。超众回老家探亲，听到这歌声，潸然

泪下。

真实的生活
罗遇真

当我只要生活时他们告诉我

别忘了写作

当我写作时他们警示我

最重要是生活

当我遗忘他们要我铭记

当我回忆他们又要我忘却

他们总是这样

当我痛苦时他们赞美快乐，当我

快乐

他们又歌颂痛苦

他们每天在反对着什么

这构成了真实的生活

2022 年元旦档上映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

《跨过鸭绿江》并没有在全国各大影院大火，而

它和同是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长津湖》相比

较，更有天壤之别。然而，倘若你走进电影院观

赏了这部电影，你定会被电影宏大的战争场面

所深深打动，也许会认为这部电影的精彩不逊

于《长津湖》。

“长津湖”战斗只是抗美援朝东线战争中众

多战斗中的一场，因为其惨烈程度及“冰雕连”

而闻名战争史。它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点”，

而《跨过鸭绿江》将五大战役全面展现出来，这

不仅仅体现了抗美援朝战争无愧于“史诗级”这

一称号，而且给观影者普及了一次全面的抗美

援朝知识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影片开始以倒序的方式让观影者看到中朝

美三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而后镜

头转换，告诉观众这来之不易的战果是我“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将士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朝鲜内战爆发，国际各方

势力都对这场战争虎视眈眈，想坐收渔翁之利，

并且暗中角逐，只有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毅

然决然出兵朝鲜。正如毛主席所说：“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彭德怀临危受

命，领命出征。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人

民既热爱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

影片中五大战役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抓

住每次战役最为激烈的战斗场景，体现一次次

战役的至关重要。诸如“温井”战斗中的“包饺

子”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让韩国军队和美军插翅

难逃。“飞虎山”保卫战中，38 军 112 师 335 团团

长范天恩和全团战士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固守飞虎山，以“车轮战”——即轮流牺牲吸引

大批敌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转移。飞虎山战斗

战至最后，已经弹尽粮绝，战士们将石头含在嘴

里，以舌头和石头摩擦产生的唾液为粮食，抵挡

饥饿。这一场战斗的胜利，好似给 38 军注入一剂

强心针，让 38 军在“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

的一夜奔袭 140 里的阻击战中赢得了“万岁军”

的称号，当志愿军总部的嘉奖令到达 335 团坚守

的阵地时，只有异国的寒风飞雪和嘉奖令在为

牺牲的战士们默默垂泪送行。毛岸英同志在敌

机轰炸后壮烈牺牲，一向刚强的彭大将军也是

老泪纵横，这哭声，是一位长辈对晚辈的送行，

这哭声，也是替毛主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

而生。

影片中此后的上甘岭之战、长津湖之战、铁

原之战其惨烈程度自然不言而喻。成千上万将

士的鲜血染红了朝鲜大地、染红了山川河流、染

红了鸭绿江畔。战争胜利结束后，朝鲜要授予彭

大将军“一级国旗勋章”，而彭大将军认为最应

该得这枚勋章的是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志愿军英

雄烈士们。

走读茶陵
阳敏

雨后清光初透面，花事又催新夏转。这

种天气，这个时节，无不让久在闹市的人心

生出去走走的念头。时机契合，“李东阳杯”

中华诗词全国大赛拉开了序幕，受茶陵县有

关部门邀约，我们一行人登上了前往茶陵县

的大巴。

大巴在高速路上匀速前行。窗外，远处

山头被云层盘绕，仿佛古代侍女头上高高盘

起的发髻，丝丝入扣。

经过 3300 多米的云阳山隧道，出口后

大约 500 米，有交警设了哨卡，车门打开，上

来一个年轻交警，尽管他戴着口罩，眉目间

透出的英朗之气是能判断出年龄的。他左手

举着行程码，遵守防疫政策是每个人的责

任，大家各自扫了码亮给他看。

刚进县城，“千年国饮，始于茶陵”的字

样映入眼帘，定睛一看，十余级台阶上方是

大理石铺设的广场，由于没有出太阳，我辨

不清方向，只看到广场上还有石级，目测大

约 30余米吧，顶端立有炎帝像。

东阳公园里有个东阳书屋，周末是不开

门的。人啊，就是个好奇物种，在得不到答案

时脑子里总会有疑问，比如现在，我就在想，

里面是不是存有《李东阳全集》？说实话，我

没有刻意去了解李东阳，尽管很多年前我就

听贺夏盛和侯李平两位先生说过他。今天来

此，有幸了解他，我是慰藉的。有传言，他是

智商与情商并举的，历经了四个皇帝，依旧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竹枝词》清新

婉丽。如：“春尽田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絺

衣。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青时雉始飞。”公

园里有他的《竹枝词》十首，分别用水泥做成

书页的形式，安于小径边。从另一侧出来，一

座灰白色的李东阳雕像威严矗立，不知道是

采用什么材料雕刻而成，背面是他的生平简

介，前面是他一生的功绩介绍。

相国第的牌坊是新建的，拾级而上，两

座石狮子甚是威严，仔细一看，全是公狮子，

也许是这现代工匠不懂吧！从古至今，安放

石狮子的哪一处不是公母成对的？！金色的

“相国第”字样镶嵌在牌坊上端，下面有对联

相衬：“乡神童一代儒宗诗领茶派韵馨古今，

贤相国四朝历政智纡时艰功昭竹帛。”这副

对联总结了李东阳的一生。

以为穿过相国第牌坊就是相国高祖留

下的祖屋遗迹，可惜没有！带着遗憾准备返

回，旁边一户人家水泥坪边上有一棵枇杷

树，金黄色的果实着实喜人，近前观看，女主

人很热情，从家里拿出竹子做的钩子打枇杷

给我们。我们要拿钱向她买，可她硬是不收。

茶陵民风淳朴，热情好客。

如果到了茶陵，不来秩堂镇看看，那将

是一大憾事。这里是通往江西的重要门户，

历来皆为边贸重镇。不仅是茶乡文化的发源

地之一，还是三大学士故里，有对联为证：

“前月江后龙匣右石龙三村三宰相，南罗霄

北邓阜西泰合一地一名山。”三大学士分别

是明代的李东阳，清代的张治和彭维新。茶

陵人为他们立碑立传，为之敬仰。这里也是

红色之乡，土地革命时，红军在这里战斗过，

留下了许多战争遗址，最为有名的是红色革

命学校列宁中学。这里的宗祠文化保全完

好。如龙家牌坊，又称中宪大夫牌坊，花岗岩

座底，青石板雕刻装饰，高约为 5 米。始建于

清朝康熙五十五年（公元 1716 年），距今 300

多年。目前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传说

龙姓家从清康熙年间到清光绪年间出了四

个五品官员，现代出了龙书金和龙开富两位

将军。这里还有光泉石刻，石壁上刻有“光

泉”二字，上方刻有“宋岳武王题”。传说，岳

飞将军带兵在此地驻扎，发现绝壁处有汩汩

泉水喷涌而出，解决了饮水问题。从石壁处

流出的泉水被引到了绝壁下方的两口井里，

只是如今两口井已被废弃，有好事者往井里

投了矿泉水瓶、塑料袋等垃圾。若是能被保

护起来该多好！

洣水江边有一段北宋时修建的长城，花

岗岩和红石岩相间做基石，台阶和城墙由清

一色的青石砖垒就。完好保存下来的不足一

千米。如果硬要拿它和八达岭的长城作比

较，这里只能用“小家碧玉”来形容，没有烽

火台，没有陡峭险峻的台阶，有的只是十米

见方宽的平坦，一直延续到尽头。城墙下有

一头铁犀牛匍匐于洣水边的凉亭里。传说，

这铁犀牛原本在洣水里，为镇水灾而用，后

来被人们打捞上来安放于此，之后也没有发

生过严重的水灾。我想，无论人们怎样对待

这铁犀牛，都是人们心中美好的祈求罢了！

古长城也好，铁犀牛也罢，都是历史长

河中的一小段，如若感叹历史，只不过千年

一瞬吧！

【开栏的话】
方言是什么？
方言是骨血里的语言，是家乡的文脉。中国有太多伟大的作家用方言写故乡。沈从

文、老舍、贾平凹，他们的“凤凰话”“京片子”“秦腔”是最走心的文字，也是他们所在地域
文脉的高峰。

方言是一种乡愁。无论我们离开故乡多远多久，乡音都珍藏于心。身在异乡，一旦耳
旁听到一串熟悉的乡音，它能迅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她证明你们地缘相连，人缘相亲，
文缘相通。

方言是一种文化。以株洲为例，株洲方言复杂，包含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等，不同
的语言体系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其中隐藏着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习俗，更见证
了株洲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包容发展。

从本期起，株洲日报文苑版推出《株洲调》栏目，希望聚合乡愁记忆，探索株洲方言写
作，保护株洲文化，记录株洲发展。期待您的供稿，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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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话里的“成语”
张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