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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漫画 陈亮作

字音在嘴边
写法不一般

编者按 ：

方言的流传，一般在“说”而不在“写”。有些宝鸡话，我们经

常挂在嘴边，却不知怎样写，甚至不知有其字。事实上，这些字

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古已有之。今天，就让我们认识几个“会说

不会写”的宝鸡方言字。

“哎呀，你打搅团慢些，糊汤点点

‘zɑn’我衣服上啦！”

“这没办法，搅团要好，七十二

搅嘛。”

1 月 12 日，家住渭滨区宝光路

的市民刘志云和老伴打搅团时，用

到了一个方言字“zɑn”。刘志云说 ：

“‘zɑn’这个字宝鸡人经常挂在嘴

边 ：zɑn 人一身水 ；zɑn 到衣服上

的油点洗不下啦 ；浇花时小心些，别

把水zɑn 到猫窝里……”宝鸡方言

中，多用“zɑn”来代替“溅”。

“zɑn”字咋写？《现代汉语

词典》有“氵赞 ”字，读zàn，是一个

方言动词，意为溅，这与宝鸡方言

中“zɑn”的读音和字义一致。刘志

云回忆，过去农村有车的人少，谁

家有辆车很得意，开车开得风风火

火，恨不得人人都知道，遇到下雨

天，常给过路人氵赞 一身水，会被乡

亲笑骂 ：“这人是个烧包吗，开个

车，人都张得没领了，把水给人氵赞

了一身。”刘志云说 ：“现在农村有

车的人多了，开辆车也没人稀奇，

大家文明开车的意识也提高了。如

果路上有积水，恰好有人路过，开

车的人一般会停下来或者缓缓驶

过，避免给人家氵赞 一身水。”

“氵赞 ”字其实不只宝鸡人用，宁

夏、无锡等地方言中也有，古代人

也使用这个字，而且多次出现在古

诗词中，是个颇为文雅的字。清代

人缪公恩写过《读王瑶峰先生游千

山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云起空

濛晴作雨，瀑飞氵赞 漫水成烟。”这里

用“氵赞漫”来形容瀑布飞溅、水汽弥

漫的样子。

喜欢研究方言的刘志云提醒，

宝鸡话中“氵赞 ”和“蘸”都被读作

“zɑn”，但两个字的意思和使用情况

完全不同。比如说吃饺子时的zɑn

汁、zɑn 水、zɑn 料，应该用“蘸”字；

说汤汁、油点、水等zɑn 到人身上，

则用“氵赞 ”字。

“ 我 在 建 筑 工 地

实习那会儿，每天从

头 到 脚 飏 得 都 是

土……”前不久，回

宝鸡探亲的高级工

程师李辉跟父母谈

及大学经历时感慨

地说，建筑工地多

在荒郊野外，本就

风沙大、遮挡少，加

之不可避免的建筑

扬尘，工作一天下来，

整个人灰头土脸，坐公

交、坐地铁都不好意思

往前挤。

李辉所说的“飏得都

是土”，是一句地地道道的

宝鸡话，意思是落满尘土。此外，宝鸡

人常说的“车在路边停了一夜，飏了

一层土。”“忘了关窗户，桌子椅子都

飏脏了。”“把院子扫了一遍，飏的满

身是土。”等话里，“飏”都作为动词表

示尘土落下。

据我市退休语文教师李云丽介

绍，在古文中，“飏”是“扬”的异体

字，除表示高飞、飘荡、簸撒、显耀

之外，还有抛落、飘落的意思。例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晚

霞》，晚霞姑娘在龙宫翩翩起舞，衣

袖鞋袜间飞出五色花朵，“随风飏

下，飘泊满庭”，文中的“飏”就是飘

落的意思。

宝鸡话里的“飏”，字音从yɑnｇ转

为tɑnｇ，既有把尘土扬起来的意思，

比如：“扫地时轻一点，别把灰飏得

到处都是。”“一阵逛风吹来，土飏得

人都看不清路。”也有尘土落下来的

意思，比如：“大扫除前把床苫起来，

要不就飏脏了。”

李云丽补充说，在宝鸡话里，

“飏”专指灰尘、粉尘等大量细小的

东西飘落、散落、撒落，而且含有弄

脏之意。比如，可以说“晌午扬场，麦

麸飏了一身”，但不能说“昨晚刮风，

树叶飏了一地”，因为树叶不是细小

的东西 ；可以说“工人干活不注意，

把石灰粉飏到墙上了”，但不能说

“厨师熬制胡辣汤，把胡椒粉飏到锅

里了”，因为胡椒粉没有把锅里的汤

弄脏。 

在日常生活中，常能听到这样的

话语：“哎呀，我手机die 了。”“瓶子

拿好，可别die 了。”在这些话中，“die”

就是掉了的意思。家住市区的退休中

学语文教师李胜利一直热爱研究宝

鸡方言，他说，宝鸡人常说的“东西die

了”的“die”字，不少人会认为是“跌

倒”的“跌”字，其实，另有其字。

李胜利说，有一个古词，叫“跕

鸢”，是说飞鸟坠落，《后汉书》有

“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的记载，

后人解释，“鸢”是指老鹰，“跕跕”

是坠落的样子，后来演变为跕鸢，是

说瘴气很盛，即便是飞得很高的鸟，

也难以飞越而坠落，多用来喻指艰

难与险阻。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一首

诗中也写道 ：“东走穷归鹤，南征尽

跕鸢。”其中的“跕鸢”也是说事情

进展得很困难。今天宝鸡话中所说

的什么东西die 了的“die”，其实应

该是“跕鸢”的“跕”，都是表示

掉落的意思。

《现代汉语词典》对“跌”的解释

是（身体）失去平衡而倒下；（物体）

落下；（物价）下降。而对“跕”的解释

为坠落，即落，掉。李胜利说，虽然都

有落的意思，但“跕”更偏近“掉”，即

物体因失去支持而下来，所以，咱宝

鸡话中的东西die 了的“die”，用“跕

鸢”的“跕”更加规范。这也是宝鸡方

言中一个古词沿用至今的典型。

“拿好，这奖杯是玻璃做的，可别

跕地上拌碎了。”即便是这样一句平

常不过的宝鸡话，其

中的“跕”字都很不平

常。从古文到诗词，再

到白话小说，都可以

看到“跕”字的身影，难

怪宝鸡话被称为“古汉

语的活化石”。古雅古韵

的字词，在今天的宝鸡话中

依然常见，可谓是“飞入寻常

百姓家”，其魅力需要我们

慢慢品味。

“花婶婶，手儿

巧，两把剪刀对着

铰。先铰牡丹花，后

铰灵芝草，婶婶夸我

最听话，给我做件花

袄袄。”在宝鸡民谣

里，经常能听到“铰”

这个字。西府方言中，

“铰”字的含义其实很

简单，就是剪。这个字在

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几

乎每个人都会用到。

据史料记载，“铰”原指

“金”与“交”联合起来使用，

本义是“两片金属刀相互交

错”，也就是用剪刀剪的意思。随着时

间推移，“铰”这个字被广泛应用于更

多场景，含义也得到了扩大，在如今的

西府方言中，除了用于描述剪刀的操

作外，还常用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剪

切行为，比如修剪树枝、分割食物等。

在西府方言中，人们把理头发

习惯说成“铰个头”，把剪指甲也习

惯说成“铰指甲”。市民李彩萍说 ：

“过去，在宝鸡农村地区，看新媳妇

巧不巧，就看窗花铰得好不好。我小

时候，常见母亲在晚上点着油灯，把

碎布头铰成四方布块，然后斗在一

起，第二天清晨，就缝制成了一件五

彩马甲。”

在西府方言中，相比“剪”字，

“铰”字的使用频率更高，也更容易被

人们接受和认可。西府人在碾辣子

前，要先把一个个长辣椒铰碎，再倒

进锅里焙干。过年过节制作花馍时，

人们用剪刀把面团铰成四季果木、飞

禽走兽等造型。另外，在修剪花草树

木等园艺工作中，“铰”也能形象地描

述园丁正在进行的动作。

我市文化爱好者强更生说，因为

“铰”字和“剪”字义同音近，如今年轻

人几乎都全用“剪”字了，而年龄大点

的人多数还在说“铰”，“铰”字仍具有

独特性，富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zɑn） 了一身水
本报记者 张琼

宝鸡话大俗大雅

飏 （tɑnｇ） 了一脸灰
本报记者 祝嘉

跕 （die） 到地上了
本报记者 麻雪

铰 （jiɑo） 成两截了
毛丽娜

赞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