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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可能性
    都有啥说法

编者按

在宝鸡话里，谈论可能性的词语有很多。相比普通话，这些

词语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仔细分析，就能品味出语

言背后的意图和情感。

包管     （bɑo guɑn）           本报记者 祝嘉

7 月 2 日晚，市区一家热闹

的夜市摊点上，市民徐伟宁与两

位老友把酒言欢。临别之际，他

郑重地举起酒杯，对老友们深情

地说道：“娃的终身大事，就拜

托两位兄弟了！”老友们纷纷拍

胸脯保证：“老哥放心，我包管

说到做到。”“三个月，包管给你

找个好儿媳。”

在日常生活中，宝鸡人特

别爱用“包管”这个词来表达一

定、肯定的意思。它仿佛是一种

温暖的承诺，让人心生快慰和

感激。每当“包管”这个词脱口

而出，总伴随着说话人的担当

和自信，也让听话人感到一份

安心和信赖。

在宝鸡，“包管”的使用场景

很多。家中水管漏水，找邻居帮

忙维修，一句“包管拾掇好”，让

人温暖备至；孩子放学无人接，

拜托同事代劳，一句“包管接上

娃”，让人如沐春风。仿佛一句

“包管”，就是一颗“定心丸”，让

人瞬间安下心来。

实际上，“包管”这个词并

非现代所创，它在古代文献中

就已有所体现。《红楼梦》第

二十八回，林黛玉生病，王夫人

思量买些名贵丸药给她吃，贾

宝玉却说 ：“这些药都是不中

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

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

一料不完就好了。”《三国演义》

第四十六回，诸葛亮准备草船

借箭，对鲁肃说 ：“望子敬

借我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

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幔，

各束草千余个，分布两边。吾

别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万

支箭。”

从古到今，“包管”一词在

宝鸡乃至更广泛的文化语境

中，都承载着厚重的人情味和责

任感。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词语，更是对信任的珍视和对

承诺的践行。

没向     （mo xiɑng）            毛丽娜

“你这个点才走，按时到是没向

了。”7 月 3 日早上 7 点 50 分，家

住市区大庆路的张蕊望着钟表，对

着急出门去上班的丈夫说。在宝鸡

方言里，“没向”就是没可能、不可能

的意思。

提到“没向”这个词语，我市退休

语文教师李云丽说，“向”字最早见于

甲骨文，汉字简化之前，简体“向”和

繁体“嚮”是两个不同的字。简体“向”

字本义是回响，后被假借为朝北的窗

户，后又泛指窗户；繁体“嚮”字由

乡（鄉）字分化出来，由此引申

出朝着、对着、方向等意。宝鸡话里的

“没向”（发音mo xiɑng），字面意思

为没方向，可以理解为没出路、没办

法、没可能。

李云丽举例说，老人家里电视

坏了，找维修工上门修理。维修工检

查发现，是屏幕受外力损坏，换屏幕

的话，这款型号早已停产，同款配件

也不再销售，便对老人说 ：“这电视

修去没向，也划不来，你干脆买个新

的吧。”这里的“没向”就是没办法的

意思。李云丽又举例说，小孩见同学

买了平板电脑，吵吵着让家长给自

己买。家长斩钉截铁地说 ：“没向！

大人的手机你都抱着看得放不下，

还敢给你买个平板电脑？不要眼睛

了？不管成绩了？”这里的“没向”

就是不可能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

让孩子断了这个念想。

李云丽补充，“没向”还可以表

示程度深。她举自己生活中的例

子 ：“昨天下雨，我孙子在幼儿园

踩水，鞋子里外都沾满了泥。娃她

妈下班回来，一看脏得没向，干脆

把旧鞋扔了，领上娃重买了双鞋。”

她话里的“没向”，意思是鞋子非常

脏，脏到没办法洗干净、不可能洗

干净的地步。

“咱们跟人家合同的截止

日期是 6 月 30 日，逾期了就是

违约，就得赔付！这是挨的，没

啥好解释的！”

7 月 2 日，在市区一家设计

公司，设计师王杰对新来的实

习生说。这是实习生接到的第

一个项目，他尽己所能做方案，

但因为没有按时提交，甲方向

他们提出了违约赔付申请。

在宝鸡话里，“挨的”（发音

ɑi di）表示既定的、肯定的、

不可更改的、不会改变的。比

如，小李给同事小张打电话 ：

“高速堵车了，还不知道啥时候

能通。”小张回答说 ：“下午 2

点开会是挨的，你要赶不回来，

我就一个人去。”又如，小孩子

在家里上高爬低，母亲忙着做

饭，顾不上管，警告他说 ：“你

闹腾吧，把家里茶壶、花瓶打

碎，就等着你爸收拾你吧，这是

挨的。”

杜恪是我市一所中学的

语文教师，工作之余喜欢研究

宝鸡方言。谈及“挨的”一词，

他分析道 ：包括“挨的”在内，

表示确定的词有很多，但“挨

的”更偏向客观上的确定，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言外之意

有“没得商量”“不要讨价还

价”“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

试图违背、逃避或者更改”“无

论愿意与否，必须接受”“这

条路行不通，只能再想其他办

法”，等等。

杜恪举了一个教学中的例

子来解释“挨的”。在讲解古文

《赤壁之战》时，他告诉学生，曹

操的战船用铁索连着，这样虽

然使战船稳定，但一旦遭遇火

攻，谁都难以逃脱。而周瑜、诸

葛亮都不是等闲之辈，看到这

样的战术，必然会选择火攻，这

也注定了曹操的失败。用宝鸡

话说，曹操的失败是“挨的”，背

后隐藏着一种无法改变、不可

抗拒的必然性。

按莫     （ɑn mo）            毛丽娜

“你把伞带上，按莫下雨

呢，感冒刚好，嫑再病了。”7

月 2 日，家住市区人民街的王

东英提醒女儿出门带伞。她所

说的“按莫”是宝鸡方言，相当

于普通话里的“可能”。

我市文史学者强文说 ：宝

鸡人在表达估计、预测、推算

时，喜欢用“按莫”一词。比如

朋友之间聊天 ：“你最好把手

机里的重要照片、视频在电脑

上备份一下，按莫手机丢了，

不至于连这些资料一起损失

了。”又如同事之间对话 ：“我

看他最近心情不好，你还是

不要找他，按莫他发脾气，把

你拒绝了，连回旋的余地都

没了。”再如老人劝告孩子 ：

“这么好看的瓶子，不要说扔

就扔嘛，留着又不占地方，按

莫装个东西、做个手工，都能

用得到。”

“虽然有‘可能’的意思，但

宝鸡话里的‘按莫’并不能完

全和前者通用。”强文解释说，

首先，“按莫”一般不放在“我”

后面，比如“我按莫下午要开

会”“我按莫还有别的选择”，这

些都是不说的，而“可能”则没

有限制 ；其次，“可能”可以这

样说 ：“可能吗”“有可能”“没

可能”“不可能”，但“按莫”不

能这样造句 ；最后，相比“可

能”，“按莫”更能体现说话人

对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的

主观判断，带有一

种基于经验、直觉或善意的判

断和提醒。比如，丈夫第二天要

坐火车，妻子对他说 ：“今晚早

早睡，明早早早起，按莫路上堵

车，宁可早到多等一会儿，不敢

迟到把车误了。”由此可见，相

比普通话里的“可能”，宝鸡话

“按莫”表达的意思和情感更为

丰富和细腻。

挨的     （ɑi  di）            本报记者 祝嘉

宝鸡话大俗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