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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话大俗大雅
话剧《面皮》里的

宝鸡方言

本版漫画 陈亮作

“他大，他大，你赶紧。”“让过，杏

儿他大托我给你带句话。”“这是我娘

来我屋时候，我婆给我娘的。”“亲爷

亲婆也就是这。”……在宝鸡原创话

剧《面皮》中，有不少关于称谓的方

言，比如在上述台词中：大，指的就

是爸爸，在读音上用二声扬调；而婆，

则指的是奶奶。

在陕西方言中，关于人物的称

谓有不少，大是爸爸，娘（nia）是妈

妈，婆是奶奶，妗子是舅妈……在

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把父亲叫

作大。在日常生活中，把父亲称呼

为“大”、把母亲称呼为“娘”的大

多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前，因此，

这样的称呼听起来很有年代感。如

今的“80 后”“90 后”，几乎很少这

样称呼自己的父母，但不少年轻

人依然习惯将奶奶称呼为婆，将舅

妈称呼为妗子。

我市爱好研究方言的白宇凡

说，相传，把爸爸叫作大，来源于周

朝时期，国家有国家层面的礼仪制

度，家庭有家庭层面的礼仪制度，

在小家庭里面，长者就是地位最高

的人，一般而言，父亲是家庭的“老

大”，晚辈们为了尊重家中的长辈，

便将其称为“大”。由此可见，方言中

把父亲称呼为大，是对父亲的敬重。

“宝鸡人还习惯把亲叔父叫‘爸爸’，

有二爸、三爸等称呼，最小的叔叔一

般就叫蕞爸。”白宇凡说，这体现出

浓厚的叔侄关系，也透露出牢固的

家族意识。

宝 鸡 人 习 惯 把 奶 奶 称 呼 为

“婆”，把姥姥称呼为“舅家婆”，把

曾祖母叫“爸婆”，把老太太叫“拉

婆”……一个“婆”字，就涵盖了几

乎所有女性的老年称谓。在宝鸡人

的称谓中，既有简洁明了的，也有内

敛含蓄的。老一辈人古朴直率，觉

得“爱人”“老公”“太太”听起来太

别扭，于是，他们称呼别人家媳妇

叫“那家媳妇”，自家媳妇叫“娃他

娘”“屋里人”，妻子称呼丈夫为“当

家的”“掌柜的”，听起来敦厚含蓄又

温情有礼的称谓，也给西府人的生

活增添了些许趣味。

时间   晌午和   夜个  本报记者 罗琴

“今晌午

咱歇嘎，公社让

组织大家集体学

习。”“夜个晚上你

说梦话。”这两句

话出自宝鸡原创

话剧《面皮》中，词

语“晌午”和“夜个”

都是西府话，表示时

间概念的词。晌午，说

的是中午 ；夜个，指的是

昨天。

“今晌午天热，吃点凉面

还舒坦。”晌午，在宝鸡方言中，通

常指的是中午、正午，即一天中阳

光最为强烈的时候，也就是大约 12

点至 14 点。在《红楼梦》中也有“至

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的描述，指

的就是中午。

“夜个我看见谁家的猫可又跑

出来了。”夜个，在宝鸡话中，说的可

不是晚上，而是指昨天。有的方言词

语没有具体的写法，所以“夜个”，也

可以写作“夜隔”，意思是与今天隔

了一夜的昨天。

我市中学教师郭辉说，其实，

“晌午”这个词不是专属于西府地

区，很多地方都用晌午来表示中午，

因此知晓率更高。但“夜个”这个方

言词语，不少外地人却搞不明白，宝

鸡话中“夜个”说的是昨天，“后儿”

说的是后天，“后晌”说的是下午，

“年时”说的是去年。

在宝鸡上大学的周玲说，自己

刚来宝鸡时，就是因为没搞懂表示

时间的方言，闹出了笑话。“有一

次，我们宿舍里的一个本地同学

说，自己年时去爬华山。”周玲说，

她以为同学说的是过新年时准备

去爬华山，还兴致勃勃地跟大

家约时间。说起来确实有

意思，“年时”的字面意

思是过年时节，但在宝鸡话中，则

指代的是去年。

其实，不论表示时间的方言有

哪些，我们都要明白“一寸光阴一

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

宝鸡人说，麦子一青一黄是一年，

一黑一白是一天。所以，我们更要

珍惜光阴，学会收获昨天、珍惜今

天、计划明天，让每一天都过得更

有意义。

粮食   苞谷 和 洋 芋   毛丽娜

在宝鸡原创话剧《面皮》中，宝

鸡方言的巧妙运用，将观众带入了

一个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的世

界。其中，苞谷（玉米）和洋芋（土豆）

这两个关于食物的词语，在话剧的

舞台上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在话剧的一个场景中，队长说

道 ：“那一年，先是地震，接着连阴

雨，哗哗地，天像是漏了一样，眼睁

睁看着留种的苞谷发了霉，沟沟坎

坎都是泥，鞋粘在地上走不动么，人

愁得心里长了毛……”这一句“眼睁

睁看着留种的苞谷发了霉”，道出了

农民们对粮食的珍视和当时对自然

灾害的无奈。这句台词用宝鸡方言

娓娓道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金

黄的玉米间，目睹了辛勤劳动的成

果因不可抗力而受损。剧中，即

使面临如此灾情，大家依然

坚持生产、生活。

我市方言爱好者王峰看过《面

皮》后，深有感触。他说，苞谷最早是

从云、贵、川等地流传过来的对玉米

的方言叫法，现在普遍称为玉米，则

是语言发展和标准化的结果，使得

这一名称更加通用和易于理解。

而另一句台词，则是队长媳妇

和红强的对话中说到的“洋芋蛋

蛋”。在西府地区，人们口中的“洋

芋”实际上就是现今我们所称的土

豆。王峰说，过去叫洋芋，是因为马

铃薯最初从国外传入，带有“洋”字

表示外来 ；现

在叫土豆，是

因 为 其 形 状

似豆且产于沙

土 地 中，逐 渐

形成了这一更

通俗的称呼。

宝鸡方言在话

剧《面皮》中的运用，

让观众在品味剧情的

同时，感受到了宝鸡文化

的独特魅力。

“ 姨 没 看

错，你 是 个 匣

匣，茄子就是个

耙耙——你屋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

哩。”这是宝鸡原创

话剧《面皮》里，队长

媳妇对王红强（小名茄

子）媳妇孙海棠说的话，

队长媳妇将王红强比喻成

耙耙，将孙海棠比喻成匣匣，认

准这对夫妻能把日子过红火。

耙耙和匣匣有何寓意？为啥

要把丈夫比作耙耙，把妻子比作匣

匣？ 6 月 19 日，我市“60 后”方言

爱好者陈青峰介绍 ：“在西府农村

流传一首歌谣《匣匣和耙耙》，歌

里有一句老话‘男人是个耙耙，女

人是个匣匣’，将男人比作耙耙，

是说男人要像农具耙耙一样，踏

实、勤快、能干，积极创造家庭财

富 ；而女人要像装东西的匣匣一

样，懂节俭、善规划、会积累，可以

积攒家庭财富。”

记者采访当天，陈青峰正在宝

鸡民俗馆参观，他指着一件带齿农

具说 ：“你看，这就是耙耙，咱庄

户人家晒麦的时候会用到它，一边

带齿可以用来聚拢或散开麦粒，翻

过来这边无齿，可以用来推麦粒。

耙耙有平齿也有尖齿，有木齿也有

铁齿，除过晒麦，还可以用来收集

柴草、秸秆等，很实用。匣匣很好

理解，就是贮藏东西的器物，有梳

头匣匣、票匣匣等。”陈青峰认为，

“男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

说的是西府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两种美德——勤和俭，丈夫勤劳能

干，妻子勤俭贤惠，日子就会越过

越好。

话剧《面皮》里，王红强是个勤

快能干的手艺人，擅长制作面皮，

孙海棠是个明事理的贤内助。按照

两人的人品和言行，队长媳妇夸海

棠是个匣匣，红强是个耙耙，并坚

信他们家的好日子在后头。诚如队

长媳妇所预测的，王红强和孙海棠

后来的日子虽坎坷波折，但最终

迎来了红火好日子，也印证了“男

人是个耙耙，女人是个匣匣”这句

话，蕴含着一定的婚姻智慧和生活

道理。

称谓  大 和 婆  本报记者 罗琴

生产生活用品   耙耙和匣匣  本报记者 张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