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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方言里面有蛮多谚语是跟外婆有关的。我
记得的，就有以下这几条：

满舅是外婆的崽！
被窝里失（se）咖哒针，不是外婆就是孙。
外婆送亲，多余一礼。
外婆死得楼上，下不得地。
倒是娭毑出现的次数还不如外婆多。这个现象

很有味。这说明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外婆比娭毑更
亲。 比如我采访过的知名绘本画家长沙的蔡皋老
师，就特别怀念她的外婆，她曾经跟我这样说：

那个年代的外婆真的是很单纯，就是全职外婆，
没被金钱裹胁，不像现在很多的外婆还在做生意。那
种关系有什么好处呢？那个时候物质并不丰富，白菜
就是白菜，萝卜就是萝卜，它不可能做成荤菜。就是
清清白白一路下来，它就是“白菜子白，黄瓜子黄，大
萝卜一劈水汪汪”，那种生活就是这样的单纯漂亮。

只有那些东西，细伢子呷米汤拌饭一样呷得胖乎

乎，个个长得精壮。捧起那兰花碗就是那样一喝，就喝
出精神出来了。那岁月现在想起来还很有画面感……

外婆在不同的年龄就给你唱不同的儿歌，那些
歌谣真的是好，因为它来得远，外婆的外婆的外婆
传下来的东西怎么会不纯粹呢？ 留下来它就经典
了。但它又上不了大雅之堂，它被方言控制了，不能
够广为传播。这个是语言的好处，它等于是封闭的
空间，靠这些人保存下来了。所以最冇得文化的地
方，往往都保留着最古老的东西。它是活化石。

对我而言，也是如此。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的爷
爷奶奶，是跟父母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所以外
婆仙逝十几年了，我还经常能梦见，就像她从来没
有离去一样。

好了，说得有点悲伤了。言归正传，今天要介绍
的长沙方言俗语就叫“外婆死得楼上，下不得地”。这
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表示一件事，不得了，不好收
场，或者一个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意思。

经常在街上，在面馆里，看到爹爹娭毑带孙，讲
一口完全听不得的普通话。于是乎，小孩子讲的普通
话也就变得怪腔怪调。

我曾经问过某个老人， 何解不跟孙伢子讲长沙
话？他一句言，“长沙话太土”。我无语。

且不说家乡话和母语这个概念，就论土不土，我
有一些话想说。

南方各地方言都保留了很多普通话里面没有的
古老词汇，这些词汇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
涵，且在当地使用起来比普通话更形象。

你如果觉得自己使用的方言土， 那只是因为你
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它。

今天要讲的“如法”这个词就是典型例子。
“如法”最早是指按法律或方法办理。《史记·淮南

衡山列传》：“臣请论如法。”宋周密 《齐东野语·经验
方》：“偶药笈有少许，即授之，俾如法用。”唐白居易《归
田》诗之一：“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

在佛教经典中，“如法”这个词使用频率相当高。
《维摩诘经·方便品》：“夫说法者当如法说。” 在密教
的修法中，不少冠有“如法”一语。例如：如法爱染法，
如法佛眼法，如法北斗法。

“如法”的第一义，目前在普通话词汇里，只剩下
“如法炮制”这一个成语还有。

“如法”后来又引申为得法、适宜之意。金董解元
《西厢记诸宫调》卷五：“多娇女，映月来，结束得极如
法。” 清洪昇《长生殿·驿备》：“锹鐝手中拿，挖掘要如
法。莫教侵玉体，仔细拨黄沙。”

长沙话里的“如法”取第二义。我们讲一个人的
身体“不如法”，即指他体内的某些机能或器官就像
机器里面的零件一样，出现了故障，不按原来的规则
运行。那么当然会不舒服。形容某件事情不如法也是
同样的道理。

这样的表达十分形象和到位， 且很难找到相对
应的普通话词汇。 最近太阳很大，我很忧伤，因为我最喜

欢的一副墨镜se咖哒。
“se”其实就是“失”字。“失”在长沙方言

中就是念“se”，入声。长沙人经常说的“se
格”，其实就是“失格”。

入声是古汉语四声之一，由三种不同的
塞音韵尾[-p],[-t],[-k]构成，读音短促，一发
即收。但长沙话中的入声已经没有了这些特
征，它与长沙话其他五个声调（不包括轻声）
的唯一区别，就是调不同而已。

“失”这个字你用粤语念出来，就可以体
会到入声的特点———特别短促有力，跟古音
的区别不大。

今天要介绍的长沙话俗语叫“扁担冇
扎，两头失塌”，这句话里面有四个入声字。
大家可以念一下看看。

那么“扁担冇扎，两头失塌”是什么意思
呢？

扎：扁担头的插栓或做卡。
失塌：打滑，滑落下来。扁担两头没有插

栓或没做卡口，两头滑落，担子挑不起来。比
喻前后失算，两头落空，一无所获。

扁担冇扎
两头失（se）塌

个人认为， 长沙方言中对小孩子的称呼比
北方方言要多。

比如毫无感情色彩的“细伢子”、“细妹子”、
“细人子”、“细鳖”；略带调侃意味的“小粒子”、
“小屁股”、“小精怪”、“调皮鬼”； 用来骂人的有
“鬼崽子”、“小化生子”、“细鳖崽子”、“小畜生”
等等。

长沙人图嘴巴子快活，爱开玩笑，爱嘲讽，
毫无还口之力的细伢子就成了他们调侃的对
象。于是，描述小孩行为特征的词语也有很多，
像“猫弹鬼跳”和“飞天蜈蚣”这两个，我个人特
别喜欢，这比喻实在是太形象了！

大人子调侃细伢子大部分是善意的， 但有
些父母骂起崽女来，那是相当的恶。想必很多70
后、80后长沙人小时候都生活在父母打骂的阴

影下，简直是苦海无涯。
骂崽女，当然是为了他们好，但有些词还是

不要骂的好，比如“黄眼畜生”———这样的词太
重，容易伤害到他们幼小的心灵，这种伤害甚至
有可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人生。

黄眼畜生是什么？乡下的中华田园犬，就是
人们常说的乡下的土狗子。 人们用这个词来代
指忘恩负义。

人生在世
难得事事“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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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得地”前面还有一句话，你晓得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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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父母们
不要骂你孩子
“黄眼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