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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调

上个世纪，一个株洲人到北京出差，饭菜吃不

惯，便去百货商店买腐乳。他担心营业员听不懂他

的株洲方言，便操一口塑料普通话对营业员说：“同

志，请买一瓶猫鱼。”营业员当然不知何为“猫鱼”。

还有个老故事，一小孩去学校报名上一年级，

老师问其家庭成分：你屋里是什么阶级？回答：麻石

阶级。

株洲方言中的名词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名

词的发音完全与现代汉语文字所指的物品“风马牛

不相及”。所以，北方人来株洲，先得看看我这篇株

洲话翻译。

株洲方言中，很多小动物的名字都怪怪的。比

如青蛙叫“麻拐”（大胜岭有麻拐塘）；蝙蝠叫“檐老

鼠”（屋檐下像老鼠的动物）；蜻蜓叫“洋咩咩”；苍蝇

叫“饭闷子”；绿头苍蝇叫“羌（青）头闷”；蚊子叫“闷

子”；蠓虫（咬人的很小黑虫）叫“鸡屎闷子”；鸟读作

“屌”；麻雀叫“麻鲶子”；蚯蚓叫“曲线子”；荸荠叫

“茨菇子”（株洲地名有茨菇塘）；很小鱼的叫“细鱼

楞子”、“驮楞子”；螺蛳叫“螺豆壳”；配种公猪叫“脚

猪子”；金龟子叫“哼哼”；蛇读作“煞（sha）”；菜苔叫

“菜蕻子”；晚些叫“晏 （岸）点”、晚上叫“亚（夜）

星”。不过，有意思的是，株洲方言中的猪马牛羊鸡

鸭鹅等的发音倒是和现代汉语差不太多。

株洲方言中，身体部位的说法也很有特点。头

叫“脑壳”；脖子叫“颈（讲）根”“颈把子”；小臂叫“手

把子”；大腿叫“大腿把子”；小腿叫“泥腿把子”；拳

头叫“坨信”，“掂你一坨信”就是“给你一拳”的意

思；踝骨叫“罗拐”；心脏叫“脔心”；眼睛叫“眼（庵）

珠”；眼屎叫“庵屎咖子”；鼻子叫“霹（鼻）子”；鼻屎

叫“霹屎咖咖”；鼻涕叫“鼻哒脓”；模样叫“样范”、

“式样”；赤读“察”，赤膊叫“打察布（膊）”、裸体叫

“打屌胯”。

各种称谓也有意思。家读作“尕”（ga），又称“屋

里”；公公叫“家（尕）爷老子”；婆婆叫“家（尕）娘”；

亲家叫“庆尕”；妻子叫“堂客”；妇女叫“堂客们”；妹

夫叫“妹郎子”；小孩子叫“细人几”；小偷叫“窃牯

子”；农民叫“作田胡子”；干重体力活的叫“下（哈）

力的”；乞丐叫“诰（叫）花子”。

还有不少名词也需要翻译。好比水读作“许”

（xu）；开水叫“滚许”（xu）；戏读作“企”，“花鼓企”就

是花鼓戏；尿布叫“片子”；木炭叫“白炭”（明明是黑

色的）；垃圾叫“灰屑子”；棺材叫“寿器”；剩饭叫“现

饭”；面粉叫“灰面”；饼读作“煸”；糖读作“潼”；腐乳

叫“猫鱼”；猪头叫“挂脑壳”；槽头肉叫“颈（讲）圈

肉”；辣椒叫“班椒”；藠头叫“藠脑壳”；棉衣叫“袄

子”“滚身子”；毛线衣叫“绳子衣”；扫帚叫“扫把”；

竹扫帚叫“楂扫把”；车读作“差”，“汽差”、“火差”

“土差子”（独轮车）……

株洲外来人口很多，随着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

断融合，今天的株洲话，已有不少改变，但仍保留了

不少株洲方言中的名词，只是发音更接近普通话了。

翻译株洲话
朱力

早 上 起 床 上 个 厕 所 ，因 为

离开空调，手没解完，上身已经

密密麻麻一层细汗。热吗？很多

人都热晕了吧？

怎么办咯？

我想找个天地间凉快的地

儿待着。到山里去，有湖或有大

水库，有山泉水唱着歌往下流

的 地 儿 。我 不 想 住 帐 篷 ，蚊 虫

多，更特别要担心其他动物闯

来。住民宿可好？就是没有民宿

也没问题，住农家乐、村民家都

行。有房子就有安全保证了。白

天参天大树下漫步，沿着小路

向上或向下，注意不要另辟蹊

径。这是村民的地儿，也是动植

物的地儿，村民经常走的小路

没什么问题，早已废弃或你新

开条小路去走，就不好。蛇有可

能在枯树下、在你头顶的竹枝

上。不想走，那就菜地边听村民

讲解他们的生活。看看山地里

开出来的这一小块菜地，下面

用石头一层层垒着，巨大的工

程就是爹爹一个人完成的，容

易吗？石头从哪里搬来的？大石

头怎样砸碎的？又怎样搬下去，

怎样垒起来？

民 居 好 找 。现 如 今 山 上 都

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中年人

都在山下干活，老人和孩子接

触你他们也喜欢，他们对你是

个新世界，你对他们也是。

早上起床首先关掉空调打

开门窗让空气对流至少一个小

时。洗脸刷牙毕，下楼吃早餐。

早上只要不是对着太阳直接融

化，在建筑物的背后，风吹过来

还是凉爽的。商场巨大的玻璃

墙，把天上呵呵笑的太阳反射

给你。一辆又一辆汽车过身，每

辆车的驾驶窗上也有一个太阳

在呵呵笑。路过临时菜市场会

有一个发现，路边摊整治后菜

市场集中到这儿，这儿露天，里

面不像夏天前那么闹哄哄，菜

贩子不要谁安排，自发地排到

路边建筑物的阴影里做生意，

卖菜的高兴，买菜的也喜欢。带

着一天的菜和本地西瓜、香瓜

回家。

和水来场约会也不错。游泳

池爱去的去，这是固定的和水约

会的方式，上午下午晚上，选择

适合自己的时间。漂流必须来一

次，事先准备好手机防水袋。坐

在你对面这个人，平常不管什么

样 ，当 橡 皮 艇 高 空 坠 落 时 ，他

（她）脸上的“犯罪证据”尽量保

存，作为以后甜蜜的回忆。水上

世界最好也来一次，支持经济复

苏。敢玩高空冲浪你就玩，一条

水道 45度倾斜下来，事先吃颗润

喉糖，你都完全不知道，原来你

空中的分贝会撕破你喉咙。迪斯

科浪滚浪做好准备，能不呛水还

是别呛水，脚不听使唤被浪推着

往后倒，倒就倒吧，人浪在巨浪

中沉浮，人生在前浪后浪中一片

片尖叫。

这么热，换个发型吧。姑娘

们头发扎起来，扎高点儿，把脖

子露出来，她们说你是长颈鹿，

那是她们在羡慕嫉妒。男士们

修剪一下，板寸都还要再剃光

一点。能脱的地方脱了，少穿半

件 都 好 。运 动 不 可 少 ，早 上 最

好，晚上姑娘们注意安全。运动

的汗就是燃烧脂肪，多流一次

汗，燃尽卡路里，给吃下一根雪

糕一个正当的解释。

对 我 的 建 议 满 意 吗 ？不 管

你满意不满意，一根老冰棒请

我一支吧。知道你最好！

热吗？
肖斌

中元节俗称“鬼节”，是中国民间缅怀祖先最隆重的节日，其

重视、热闹程度较之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在老家攸县，中元节的称谓众多，“七月半”“接祖”“接公公

婆婆”，非常之接地气，非常之亲切。我老家原没有清明扫坟祭

祖一说。因为扫坟一般在年底，小年后大年前，大年初一上坟给

已故亲人拜年，俗称“拜地年”。而中元节乃妥妥的祭祖节。

（一）

中元节虽是全国性祭祀节日，但有很大的地域特点，我老

家与我工作地、第二故乡益阳就有很大不同。益阳这里的中元

节，谓之“烧包”，更重视家族观，一般在农历七月初九至十五

的某一天，整个家族的大小家庭，能赶回去的一定得赶回去，

集中给已故先人烧纸祭拜。为什么尽量赶回去，大概是告诉告

慰先人，本家族香火不断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吧。

但攸县有所不同，我们有“接祖”“送祖”之分。一般在七月

初九之后的某一天把祖先接进家门供养，越是条件好的人家

越早，甚至有七月初一开始接的，谓之“接祖”。接祖时，鞭炮是

从外面往家里放的，晚辈儿童随着燃放的鞭子，蹦着跳着，嘴

里念着“公公婆婆回家咯”。送祖统一都在七月十五日午后

三点至天黑前。为什么是天黑前，从小听说，是怕

祖先们天黑迷路，趁天亮送他们好上路。送的

时候鞭炮从家里往外放，一直放到为祖先

们准备好的熊熊燃烧的礼物、钱包处。家

里成年男士主礼，口中默念祈祷之类的

话，“保护家人平安健康”“保佑家业兴

旺”“保佑小孩会读书”云云，还有“招

待不周，诸位祖先莫怪，明年再来”之

类的客套话。

我记得，送祖有一个禁忌，烧包的

时候小孩子不能出声呼喊在场大人，有

祖先听错会不小心带走亲人。这太恐怖

了，完全是迷信。我们这些不长记性的顽童

就犯过忌，自然事后没少挨过骂。另外，十五

当晚，家家早早关门闭户，尽量不在外逗留。

（二）

中元节是个很庄重的节日，但也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节日，

尤其是对于小孩子。小孩子不懂事，可以说盼中元节就像盼过年

一样，因为中元节接祖送祖时间跨度长，家家一日三餐，上午下

午还有腰餐、水果零食，有什么拿什么，用最好的虔诚地供奉祖

先。小时候物资贫乏，祖先“吃”完后就是我们的盛宴，真是托福，

我们生活得以改善几天。过个中元节，我们孩子吃了油水，红光

满面，明显发体发福。端午、中秋只短短热闹一天，岂有不怀念中

元节之理？小时候我曾真的希望下一个中元节快点到来。

中元节可以饱口福，但也有一个忌讳。每餐饭都先敬祖

先，约半小时后撤下。但，饭菜祖先闻过味了，都要重新入锅，

不能直接食用，传言吃了会变傻变蠢。谁愿意变蠢啊，所以我

们即使嘴馋也从不犯忌。

中元节热闹之下充满阴森诡秘。小时候，我年年中元节都

会听大人神秘地说起，“火焰低”的人可以在祭祀时肉眼看到

接回家的祖先，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用餐

时的神态，他们交头接耳地拉家常……都在眼前。

他们讲我们学龄儿童坐在“熬酒甑（一种酿酒用的木质圆

台状的道具）”里也可以看到祖先的鬼魂。大人们往往描绘得

有鼻子有眼睛，还若有其事说某某真的看到过。我们听了非常

害怕。但，今天落笔之时，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出生之

时爷爷就走了，爷爷什么样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如果能返童，

我倒想躲到那个密黑封闭的“熬酒甑”里见见他。

（三）

中元节是传统节日，文化气息浓厚。我们不止把祖先接回

家好吃好喝，还要为他们准备礼物，送祖时打发他们回阴间的

家。礼物不限于衣物、纸钱，外面用信封装裱，信封上要书写收

件人、寄件人的详细信息，谓之“写包封”或“写钱包”。特别不能

忘的是，一定不止已故亲人，还要给“值日火部”封礼物，因为他

们相当于邮递员、快递小哥，是你与列祖列宗联系沟通的桥梁。

慎终追远，认祖寻根。七月半祭祖，不完全是封建迷信，应

该说是世人缅先祖、尽孝道、传家风、励后人的重要节日。

中元寄哀思，灯下念故人，那些离去的人，今生无缘再见，

但思念从未停止，不遗忘是最好的怀念；中元祭祖，是一种告

慰，更是一种提醒，告诉活着的人珍惜拥有的一切，不要让人

生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尽己所能，去爱，去珍惜。

随笔

不遗忘
是最好的怀念

青镫有味

天 气 这 么 热 ，吓 得 人 们 都

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晒融

化了去。习惯了出门的人，可能

有些无聊。还好，我这个人，宅

家也能找到消遣方式。比如：听

听树上的蝉鸣声声，也感觉特

别惬意！

听 蝉 是 要 讲 究 地 方 的 ，不

是 什 么 地 方 都 有 这 虫 子 的 叫

声。要选择在乡下人家，临近樟

树、梧桐、柳林的院子。

我 住 乡 下 ，院 子 里 正 好 有

几株樟树，每逢夏季，蝉总是来

了又去，去了又来。它们发现了

樟树迷人的葱绿，就像哥伦布

发现了新大陆，总不停地来借

此高歌炫耀一下自己。我以为

自己正是被它们的高兴劲所传

染。才赶来树下听那一浪高过

一浪的歌吹的。虽然在河岸边

柳树上也能听到蝉。只是不比

在院子里，蝉声萦绕院子的韵

味悠长、细腻、久远。

听 蝉 也 是 讲 究 时 候 的 ！不

是早晨，刚好遇到了周公，倘被

一阵嘈杂声叫醒，是大煞风景

的；也不宜晚上，倘若入迷，忘

记了睡眠，第二天定要耽误了

工作学习。最好的，是在晌午饭

后。那正当时。

我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正

在看一本诗集，忽然想眯眼打会

盹，蝉声就慢慢奏起。开始是一

两 声 ，好 像 两 个 字 ：“ 知 了 ！知

了！”继而变幻成“知一一知一

一”拖长了的，像极了更夫的铜

锣，敲一下，音韵盖了整个村。进

而又演变成“知一一”一个字没

间歇。他是个歌手，崔健一样的

摇滚乐手，别以为他是烦躁不

安，摇滚不是练地。是为了让听

者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律动

起来！听着听着，就有手舞足蹈

的冲动。瞌睡早没了，只有兴奋。

我不由得想到了唐朝虞世

南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

疏桐”之名句，在虞世南心里，这

是一只多么高洁之士？有活佛之

嫌疑，当然，也是虞世南自己的

写照。蝉，居住在高树之上，饮露

为生，自然心性纯净，似佛更是

佛。听它的歌声，更像是听他的

心声。有点迷茫又有点开悟。

路遥曾说：人生要觉悟，这

才是成长的意义。人有许多烦

心事，苦事，难过的事……君子

固穷，不过度，这些成为人的动

力源。但是，如果过度，而不能

及时清理这些负能量的东西，

就会将人压垮。而耳畔传来的

声声蝉鸣，恰似一场大雨，淅沥

沥地落在心灵里，淘空了那些

久积心头的杂垢，清泠泠的，又

身心俱净了。

我 爱 听 蝉 ，如 同 亲 临 一 场

摇滚音乐，又如同听一场诵经

论道，还如同领受一场夏雨，此

乐何极！

散文

听蝉
罗剑镔

2006 年我和杨认识，那一年我二十一，他

二十三，对他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

欢，他说要追我，我掐指一算，咋俩的岁数相

加正好四十四，数字不吉利，我开玩笑说，咱

俩没戏。后来，想处对象的话题杨再也没有提

过，一大帮朋友偶尔的聚会，我俩都会出现，

虽然谈不上喜欢，但至少不讨厌。就这样一年

过去了，他大学毕业了，我还在大学为所谓的

理想努力着，我们之间没有故事……

大三暑假，我要参加社会实践，留在了长

沙。有一天，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住进了医

院，而他租的房子就在医院附近，医生说住院

这几天，最好吃清淡一些。照顾我的同学，联

系了杨，说要到杨的住处帮我搞几天营养餐。

一来二去，搞营养餐、送营养餐的人就成了

杨。这也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2008 年我毕业了，带着梦想和激情留在

了长沙，出了社会才知道，想凭一纸文凭出人

头地简直是天方夜谭。在长沙稀里糊涂熬了 1

年，所有的激情和梦想都被现实磨灭了。2009

年，杨说他要回老家，问我愿意和他一起

吗？我说回你老家做什么呢？杨说，炎

陵老家大力支持大学生、务工人员

回乡创业，政府正大力支持种植

黄桃，而他的专业正好是农业

种植，他坚信家乡能实现他的

梦想。

因为爱情，我选择了跟

随 ，和 他 一 起 回 到 他 的 家

乡。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

他 回 家 的 场 景 ：坐 着 一 辆 中

巴，我们从长沙一路颠簸将近

6 个小时才抵达炎陵县城，人还

没缓过神来，又搭上另一辆中巴

赶 往 他 老 家 下 村 。这 次 车 程 ，让 我

终生难忘，因为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

“山路十八弯”。这一路，我呕得天昏地暗，下

车 后 ，整 个 人 都 瘫 了 ，分 不 清 东 南 西 北 ，那

时，我脑海里就一个念头：打死我，都不能留

在这山沟沟。

杨没有母亲，是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

大。当杨把想回家创业种植黄桃的想法告诉

父亲时，父亲许久没有说话。他好不容易培养

出来的大学生，竟然又要回到家当农民了。那

天，他父亲沉默了很久，坐在灶台前不停抽

烟，烟雾弥漫了整个堂屋。

后来，我顺利在县城找到工作，成为一家

私立幼儿园的幼师。而杨则在政府创业政策

的帮扶下，开启了自己的黄桃种植梦想。曾经

让村里骄傲的大学生又回到山沟沟当桃农，

很多村民对他不理解。顶着村民的议论，他承

包了家门口的一大片梯田，购买黄桃苗，种植

黄桃。一棵小果苗种下去，就像要照顾刚出生

的孩子一样，为他施肥、除草、剪枝。可是，辛

苦了一年，我们压根看不到收获的希望——

果苗确实长大了不少，但一年的果苗压根就

结不出黄桃果子啊！

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杨的脾气也变得暴

躁不安，他已经没有往日的温柔和耐心，大部

分时间他都在山沟沟的黄桃园里，而我们之

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山盟海誓，甚至他曾经

说要给我“家”的许诺，也再也没有提及。我的

心也变凉了，为了所谓的爱情，我来到这个陌

生的小县城，但一切真的值得吗？我想离开这

里。此时，县城教育局发布了教师招聘信息，

我本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居然考上

了。考上就考上了呗，关键是还把我分配在他

种植黄桃的家乡——下村。我成为他家乡的

一名乡村老师。

女人一旦动情，就很难割舍。既然我考上

了，那就是老天的安排，一切听天由命吧。但

杨跟我提出了分手，理由是他给不了我幸福。

他说，我考上了体制内的老师，可以找一个更

好的男人。我哭了整整一夜，决定扛下所有的

委屈，走自己的路。我如期报到，成为下村的

一名乡村教师。

接下来的一年，尽管我们同在一个乡村，

但彼此从未联系。直到突然有一天，同事告诉

我，有人找我。我一出校门就认出了他：眼前

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瘦了好多，着一身西

装，沧桑而成熟。泪珠在我眼眶打转，然后所

有委屈和它们一起倾泻而出。杨拥抱了我，待

我缓解情绪，他把车的后备箱打开，给了我像

电视剧中的浪漫瞬间——一车厢的红玫瑰和

黄桃，玫瑰的红和黄桃的黄此刻在夕阳下格

外耀眼。杨深情地说：“嫁给我吧，黄桃树结满

了果子，我有能力给你一个家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杨把我推开，独自承受

一切。但幸运总会为努力的人开一扇窗，杨没

想到，三年后的那片黄桃园果实累累。炎陵是

唯一获得“中国优质黄桃之乡”的黄桃产地，

而杨的黄桃园又在海拔拔 10001000 米的深山中米的深山中，，结结

出的黄桃又属精品中的精品出的黄桃又属精品中的精品。。杨用梦想杨用梦想、、激激

情情、、汗水哺育桃园汗水哺育桃园，，他的黄桃走俏市场他的黄桃走俏市场。。

杨的桃林不断扩大杨的桃林不断扩大，，每到周末每到周末、、放假放假，，我我

也会帮他打理黄桃园也会帮他打理黄桃园，，除草除草、、剪枝剪枝、、套袋套袋，，丰收丰收

的季节摘桃的季节摘桃、、卖桃……我们累并快乐着卖桃……我们累并快乐着。。在政在政

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府的支持和引导下，，杨成立了合作社杨成立了合作社，，他也乐他也乐

于分享这自己的经验于分享这自己的经验，，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我我

学习微商学习微商、、电商运营电商运营、、销售知识销售知识，，成为合作社成为合作社

黄桃网络销售的参谋黄桃网络销售的参谋。。

一路走来一路走来，，有幸福有幸福，，也有劳累也有劳累。。累的时候累的时候，，

杨就带我爬上桃林的山顶杨就带我爬上桃林的山顶，，他指着满山黄桃他指着满山黄桃

树对我说树对我说：：““我为你种下十里桃林我为你种下十里桃林，，用一生爱用一生爱

你……你……””。。

十里桃林
一生守候

陈毓慧

记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