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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摸（chenɡ mo）     掂量着做      本报记者 麻雪

编者按

宝鸡方言之所以生动，是因为相比普通话，其描述更加具体、

准确，从而更能体现出要表达的意思。本期介绍的几个词语，虽然

都与做事情有关，但在不同语境下，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用法，如果

您会说宝鸡话，一定会为这些词语的精妙而感叹。

会说宝鸡话
     才知其中意

尺察（chi cɑ）       筹划着做         毛丽娜 

撩乱（liɑo luɑn）      准备去做     本报记者 祝嘉

挖抓（wɑ zhuɑ）     动手去做   本报记者 罗琴

本版漫画 陈亮作

宝鸡话大俗大雅

“挖抓”顾名思义，就是挖掘、

抓取的意思。在宝鸡方言中，这个

词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

刻的寓意。“老人没给这娃积累下

啥，全凭娃自己挖抓呢，这不也

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工作

虽然千头万绪，但一定要分清主

次，千万不能胡挖抓。”宝鸡人把

“挖”和“抓”两个动词连在一起，

用以表示动手做什么（有困难的）

事情。宝鸡话中有“这衣服泡几天

了，你几下挖出来”，这里的“挖”

有搓、揉、洗的意思。再比如，“抽

屉里的东西不要乱挖”，这里的

“挖”指的是翻动。“小两口打架，

把脸挖破了”，这里的“挖”则是抓

的意思。

渭滨区一名小学教师赵小利告

诉记者，宝鸡话里的“挖抓”，算是

个中性词，有下手或动手做什么复

杂、困难事情的意思，比如“车坏了

不要胡挖抓，去修理厂收拾”；引申

出有刨食、挣钱、求生存的意思，比

如“每天起早贪黑，却挖抓不下几

个钱”。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里

有“到这世上一辈子挖抓着吃喝，就

是结婚生子，造几间房子，给父母送

终，然后自己就死了，除此之外活着

有啥意思”，文中的“挖抓”就是谋

求生存的意思。

“挖抓”还有寻找规律、方法的

意思，比如“这个人心思多，可真是

难挖抓”，这说的是人的脾气古怪，

无法捉摸且难以沟通。赵小利说，宝

鸡地区用“挖抓”一词的语境比较

多，人们常用的一个意思就是干活、

挣钱，说一个人不怕辛苦，到处去挖

抓，其实是夸他

不甘平凡，努力

挣钱，撸起袖子

加油干，与网络

上常说的“躺平”

恰恰相反，是一

种肯吃苦、愿意付

出、积极值得赞扬

的生活态度。而说乱

挖抓、胡挖抓、难挖抓

时，则意为胡乱动手、难

以下手，带有一定的负面情

绪，颇有指责抱怨之意。

“做事不要莽撞，事前要好好尺

察哩。”尺察，这一独特的词语，富有

智慧和深意，它在宝鸡方言中承载着

估量、思考、判断等多重意义。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6 年，

市档案局在全市启动了方言语音建

档工作，收集整理了宝鸡各县区方

言的文字、发音、释义。其中，凤翔区

档案局、太白县档案局都在方言语音

档案里收录了“尺察”这个词，解释为

计算、谋划、谋算。在宝鸡人的日常生

活中，“尺察”无处不在。无论是农人

耕耘、商人经营，还是百姓生活，都需

要用到“尺察”的智慧。它让人们能够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正确的方

向，作出明智的决策。家住陈仓区

虢镇的市民刘月琴最近忙得焦头烂

额，远在广东上班的儿子和女友定在

“五一”前后结婚，但婚礼大小事宜现

在还没着落。“我们最近正尺察亲友

人数，准备下请帖、订酒店呀。”她说，

“至于婚庆那一摊事情，是中式还是

西式、是室内还是室外，我们说了不

算，教他们自己尺察去。”

尺察，从字面上看，尺为度量之

具，察为观察之态，二者结合，便成

了一种严谨的分辨过程。它不仅仅

是对事物的简单观察，更是对事物

本质、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和精准

判断。宝鸡农村地区有句俗语 ：“吃

不穷、穿不穷，尺察不到一世穷。”这

句话道出了“尺察”的重要性。如果

缺乏尺察的能力，即便拥有再多的

物质财富，也难以避免一世的贫穷。

因为真正的贫穷，并非物质的匮乏，

而是智慧的缺失。

陈仓区县功镇地域文化爱好者

强更生说，当我们具备了“尺察”的

能力，懂得规划和策略，就能更好地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变化，预

见未来的趋势和机会，制定出合理

的计划和策略，从而避免被眼前的

问题所困扰。

“我上午撩

乱到你屋去呀，

结果一会儿张三

来、一会儿李四

来，我忙了两三个

小时，硬是一步都

走不开么……”3

月 15 日下午，在市

区宏文路开店的市民

郭宝芳提着鸡蛋牛奶，

来到姐姐家看望刚出院的

姐夫。郭宝芳的姐姐郭慧芳接

过妹妹手里的东西，说 ：“你忙你

的就行了，不用专门来一趟。你姐夫

现在不要紧了，娃也撩乱明后天回学

校去呢。”

郭慧芳、郭宝芳姐妹口中的

“撩乱”，是宝鸡话“为什么事而做

准备”的意思。在宝鸡，这个词语

使用得相当普遍。市档案局在全

市范围收录整理的方言语音档案

显示，无论是关中道还是南北山

区，人们都习惯用“撩乱”来表示

准备。比如，小两口在城里买了新

房，却迟迟拖着不装修，家里父母

劝他们 ：“赶紧撩乱装，千万嫑疲

沓。你紧装慢装还不得半年时间，

装好还不得晾个半年时间，不要

等到娃该上学了房还不能住。”再

比如，邻居看老两口在院里大包

小包地整理东西，好奇地问 ：“你

俩这是撩乱弄啥哩？”老太太回

答 ：“孙子他爷把腿绊断了，这两

天撩乱回老家休养呀，我们得去

城里帮女子女婿带娃。”

在一些讨论宝鸡方言的文章

里，把撩乱写作“缭暖”或“聊联”，

对此，长期从事方言研究的我市退

休干部李新明说，宝

鸡话中的“撩乱”，不能简单等同

于“准备”，而应解释为“为了什么

目的，而做一些前期的、预备的事

情”。比如，“我撩乱去宝鸡”，言下

之意是“我在为去宝鸡做准备”，

比如收拾行李、购买车票、联系住

宿等。而“撩”和“乱”的古义，都有

“理”的意思，即“使什么东西或什

么事情变得整齐有序”，由此引申，

“撩”“乱”合在一起，表示为什么事

情而做准备便是符合逻辑的了。

在宝鸡人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

可以听到这样的

说法：“你称摸着

吃，别撑着了”；

“出力时称摸些，别

再把腰扭了”；“这

螺母快坏了，上螺丝

时称摸一点儿”……

称摸，在西府方言中，有

揣摩、揣度、掂量着做事的

意思。翻阅词典可以看到，“称”

这个字是用秤来称量的意思，泛指揣

度、衡量之意。宝鸡话中说“称摸”着

做某件事，有着谨慎的蕴意。

扶风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王红

霞喜欢研究西府方言，她说，在《说

文解字》等古籍中，“称”字的本义为

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这个意义后

来写作“秤”，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此

外，“称”还作为动词使用，指称量物

体这个动作，这种用法从古至今很

常见。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典故

中，“称”字也是作为这个意思来使

用的。

王红霞继续说道，宝鸡话“称摸”

中的“称”，便是指揣摩、揣度、掂量着

慢慢尝试去做一件事，包括生活中的

吃饭、穿衣、下力气干活等事情。“摸”

这个字，也在这里有试探、慢慢来的

意思。我们都很熟悉一句话——“摸

着石头过河”，“摸”便有试探、尝试的

意思。“称”和“摸”这两个含着同样意

思的字组合在一起，就更能表现出宝

鸡话中“称摸”的慢慢试探、慢慢揣度

的意思了。

西府人性格敦厚，这种性格特

点也体现在他们的处事方式上。在

做事情时，尤其是第一次尝试或面

临特殊情况时，他们更是懂得谨慎

小心的重要性。比如第一次爬山时

要“称摸着走”，见到美食时要“称

摸着吃”，身体不适，但还需要坚持

做一件事时也要“称摸着干”。这种

小心谨慎的态度不仅体现了西府

人的谦逊和低调，更是他们避免

犯错、确保事情顺利进行的重要

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