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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咋么说
编者按：

“话有三说，巧说为妙。”有些话适合直接说，有些话适合委婉

说，有些话适合试探着说，有些话适合捎带着说……有些话，用

普通话不一定好说，不妨试试宝鸡话。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些宝

鸡话，应该咋么说。

“算了吧，你们谁去说都不行，你

姑父这人我还不知道，他是专等我

给他下话哩。”1 月 15 日，家住眉县

的汶先生说，儿子高考失利后，去向

他姑父下话，想拜姑父为师学漆器技

艺，可他姑父就是不表态，后来还是

他亲自去下话这事才成了。这里的

“下话”一词源于西府方言，是求人帮

忙时的常用语，表达的是一种请求、

请求帮助的意思。

在西府方言中，“下话”一词使用

广泛而频繁，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西府人的

生活智慧和情感表达。市民小乔说，前

不久媳妇和他闹矛盾赌气回了娘家，

他向丈母娘求情，又在门外面给媳妇

一遍遍地下话，保证再不让媳妇受委

屈，媳妇这才原谅了他。市民张女士

说，公公总是不听劝，不仅要把自己家

里的地种好，还给村里那些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下话，把人家撂荒的地也种

上，每年还要多给人家几斗麦。

我市文化爱好者强文说，西府人

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往往以人情为基础。“下话”在日常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

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更是维系人

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求人帮忙时，一

句“下话”往往能够化解尴尬，拉近彼

此的距离。当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时，我

们应当心怀感激，用恰当的语言表达

我们的谢意。因此，求人帮忙得下话，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感谢别人帮助的

同时，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和敬意。

总的来说，“求人帮忙得下话”体

现了西府人的人情味和对人的一种

尊重。通过正确使用这句话，我们能

够更好地传达情感和信息，增强人际

关系的亲密度和信任度。

“肋条肉、烟、酒和莲菜，这

是去女方家要带的四色礼。

丈母娘如果喜欢这个新女

婿，肯定会做烫面油饼、鸡

蛋汤。知道了吗？”

“知道了，听起来说

事多很！”

宝鸡话“说事”，顾

名思义，就是用宝鸡方

言讲述事情，它有独特

的语言特点，常使用形象

的比喻和生动的形容来表

达意思。在宝鸡方言中，“谈

资”一词的使用，也体现了西

府人对交流的重视。需要谈资

找说事，这种语言现象在

宝鸡地区非常普遍，无论

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能用这种方

式轻松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前不久，市民小乔和媳妇买了套

新房，准备搬家。双方老人在电话中

再三叮嘱，搬家当天要发面蒸馍馍，

意为蒸蒸日上，还要开火做饭意为

薪火相传，老人还给他们准备了红被

面，意为红红火火。夫妻俩听完，不禁

感叹：“这说事还真不少。”

我市退休教师田招娣说，在日常

生活中，“说事”一词也被用来形容那

些喋喋不休、话题繁多的人。生活中，

当提起某一个人的名字，大家会说：

“那人，一嘴的说事！”意思是那个人

很能说，且话题丰富新颖。前两天，同

学聚会，饭桌上有人嚷嚷道：“让我

喝酒可以，你得有点说事，不然我可

不喝。”意思是，得有个喝酒的理由或

名头，“说事”在这里更是将这种交流

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反映了西

府人的生活态度和智慧，也展示了西

府人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

在西府方言的一些特殊语境

下，“说事”不只是指话题多，还体现

了西府方言的地域特色，是一种地

域文化的象征、一种独特的语言艺

术。需要谈资找说事，不仅仅是指谈

论事情，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方式，

一种展示自己、了解他人的幽默感

和乐观精神。 

“娃娃小，跟娃生啥气，赶紧来

迋摸一下，嫑叫小娃再哭了。”“你

这可又把媳妇惹下了，还不快去迋

摸迋摸。”在西府方言中，常能听到

“迋摸”一词，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

意思呢？

爱好方言研究的市民张嘉斌说，

“迋摸”在宝鸡方言中，有用语言爱抚、

安慰、安抚的意思，一般是长辈对晚辈

说，或是夫妻之间说，而不用于朋友之

间、同事之间或是晚辈对长辈。“迋”是

什么意思？《辞源》中，“迋”字有两个

读音，当读作ｇuɑnｇ时，有欺骗的意

思，通“诳”。在《诗经·郑风·扬之水》

中，有“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这里

的“诳”，指的就是挑拨、欺骗。按照《辞

源》中的解释，“迋”还有恐吓的意思。

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中，有“子无

我迋，不幸而后亡”，这里的“迋”，就是

“恐”也。

而在宝鸡方言中，“迋”字习惯

与“摸”搭配，说起来也很顺口。“当

然，宝鸡话里的‘迋摸’，绝对没有欺

骗、恐吓的负面意义，而是渗透着一

种充满爱意的关怀和暖心，是具有

正面意义的。”张嘉斌分析说，用“迋

摸”一词时，常是用于小孩子哭泣、

生气时，大人通过一些关心、安慰的

话语，哄孩子开心，让孩子听话。“类

似于，别哭别哭，这就给你讲故事 ；

或是，乖乖吃饭，可以奖励看一集动

画片，等等。”张嘉斌说着就举起了

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不仅如此，在夫

妻之间，也可亲昵地使用“迋摸”一

词。因此，我们可以看

到，方言“迋摸”中有可

能存在一些善意的谎

言，但绝不是生硬的欺

骗，也可能存在一些吓唬

的成分，但绝没有纯粹的

恫吓，“迋摸”充满了长辈对

孩子的怜爱、丈夫与妻子之间

的浓情蜜意。

周原得周礼文化的

浸染，自古至今，生活在

这里的人都格外讲究礼

数。礼数渗透到西府人

的生产生活当中，说

话也不例外，其中有

不少方言与“礼”有

关，“xie chen（ｇ）”

便是宝鸡人表达诚

心感谢的一个词语。

“xie chen（ｇ）”

咋写？有人认为写作

“谢承”，“80 后”方言爱

好者陈宁宁认为应写作

“谢忱”，谢为感谢，忱为情

意，诚心感谢某人，这与方

言中的“xie chen（ｇ）”意

思相符。翻阅《现代汉语词典》，其中

就有“谢忱”，解释为感谢的心意。鲁

迅在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弟本

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

陈宁宁说，宝鸡人在“谢媒”“谢

厨”“谢师”的时候，会用到“谢忱”这

个词。比如主家办完红白事准备“谢

厨”时，主家两口子会商议说：“这

十几桌子菜，多亏了娃她大姨前后操

持，忙活了好几天，咱得包个红包、提

些礼当，好好把人家谢忱一下。”谢忱

比感谢说起来心意更足、更诚挚。陈

宁宁回忆，她和爱人经一个共同的朋

友介绍相识，后来相恋步入婚姻。陈

宁宁和爱人举办完婚宴后，有一个很

重要的礼节，就是“谢媒”。陈宁宁说：

“当时，父母早早叮嘱我们，必须要把

介绍人谢忱谢忱。于是，我俩提前买

好一双新皮鞋、烟酒等礼品，婚宴办

毕就向这位朋友表达感谢。感谢他牵

线搭桥，促成了这段姻缘。”

“60 后”民俗文化爱好者刘建魁

回忆，过去“谢媒”讲究多，婚宴办完，

主人家把新鞋、绣花枕头、烟酒、肉等

物品和 80元红包用盘子托着，感谢媒

人撮合。媒人会返还 20元，给新郎新

娘各 10元，图个吉祥。刘建魁说：“现

在专职媒人少了，大多是亲朋好友充

当媒人的角色，谢媒更简单了，但向媒

人表达谢忱这个礼数还在。”

需要谈资找说事（shuo si）
毛丽娜

连哄带劝是迋摸（ɡuɑnɡ  mo）
本报记者 罗琴

诚心感谢是谢忱（xie chen）
本报记者 张琼

本版漫画 陈亮作

求人帮忙得下话（xiɑ huɑ）
毛丽娜

这些宝鸡话 宝鸡话大俗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