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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屈】（屈，入声）①空间小，不舒
服：一个班坐了90个学生，~死个人啦。
②心里委屈：三妹，你要是心里~就放声
哭出来哇。〇也写作憋曲。

【憋闷】①室内缺乏空气流通：赶紧
把窗子开开，~死个人啦。②心里苦闷：
自从女儿出聘后，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
了，~得就想找人说个话哩。

【憋呲憋噎】本意是吃得太饱。形
容东西装得太满：~装了一大车，也不怕
路上出麻烦。

【瘪】不饱满，不丰满：今年天旱，打
下的黍子净是~嘞。

【瘪忽沓】里面空虚：一看你就是哄
人哩，月饼捏成了~。

【别人】自家以外的人：那是~家的
东西，咱可不能要呀。

【别余的】其他的：你先把学习的东
西拿上，~的下次再拿也不迟。

【蹩】（入声）①扭伤，肿胀：昨天把
脚歪唠一下，~得像馍馍一样。②折
（断）：没招架住，把你的水笔给~断唠，
我明儿给你买支新的哇。

【蹩脱】（蹩、脱，均为入声）断裂，中
断：夜来黑夜天气冷，我家的自来水管
都~啦。/你和小王订婚都半年了，咋就
给~啦？

【别扭】（别 ，去 声）① 不 流 畅 通
顺：你这文章写得~，读不下去。②闹
意见：他们小两口闹~哩，你这两天少
参合。

【别锅嘞】（别，去声）和普通锅不一
样，比喻一个人性格古怪、特别：那可是
个~，不好说话哩。〇也说别骨头。

bin
【宾服】佩服：我就~人家老张，一个

人养活着五口人哩。

bing
【冰巴儿凉】冰凉：家里没暖气，盖

窝圪筒~，可把卬娃害苦啦。
【冰凌】冰：河里的~还没冻结实哩，

可不敢去耍滑车呀。
【冰花儿】冬天结在玻璃窗户上的

冰纹图案；过去住平房，单层玻璃窗户，
到了冬天，满窗的~，可好看啦。

【屏】（入声）抑制住（呼吸）：你不要
动，~住气，让寇大夫给好好看看。

【病娘娘】形容长年久病的人：那后
生可是个~，人家他娘还不敢使唤哩，你
咋就让他给你搬砖哩，不怕戳拐？〇也
说病秧秧。

【并在】合并：咱两个~一起买哇，能
省不少钱哩。

bo
【拨吊】（拨，音八，入声。下同）过

去捻线的一种工具。〇也写作八吊。
【拨脚拨拦】（脚，音夹，入声）碍手

碍脚，妨碍：你跟上我做啥哩，卬嫌你~
哩。〇也说拨脚梢拦、拨抵拨拦。

【拨拉】①安排，分配：反正就那一
头猪，全车间一个人也不能少下，你看
咋~才好啊。②拉架：不是我~的欢落，
那两人早就打成一圪蛋啦。③指打算
盘：想当好会计，算盘就得多~哩。

【拨撩】①指点，指导，修改：王老
师，我娃娃算术不好，你给多~哇。/你那
篇文章主题不集中，层次也不分明，得
让主任给好好~一下哩。〇也说拨调。
②治病：去病如抽丝，全靠李医生给慢
慢儿~哩。〇也说拨疗。

【拨拦】阻拦：你不要~，让娃娃自己
做哇。

【拨切】（切，入声）挑毛病：那女儿
的苦菜一苗是一苗的干净鲜嫩，你还~
啥哩。

【拨面】一种面食。
【拨面棍】过去和面用的木制工具。
【拨楞】（拨，音不，入声。下同）摆动，

摇动：好好坐着，不敢~，小心跌下来哩。
【拨腾】①意同拨楞：卬娃不敢~，小

心人家楼下奶奶寻张来哩！②践踏，糟

蹋：好好的一畦子韭菜叫你家的猪给~
啦，你说咋办？

【剥削】（剥，音八，入声；削，音血，
入声）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

【驳弹】（驳，音八，入声；弹，音谈）
指责：你凭啥~我哩？你咋不来试试写！

【薄艳艳】东西薄得发光。比喻为
人不实在，虚情假意：你看支书那女人，
嘴~的，寡数会绕架人。

【薄皮凉二爷】器皿等用品的壁帮
没有达到应有的厚度：谁给做的这担白
铁桶，~不吃年代呀。

【泊】（音撇，入声）我是朔州神头镇
小~村里长大的人。

【柏】（音鳖，入声）柏树：朔州紫荆
山上的~树很古老啦。

【搏工】互相帮忙，义工换工：我小时
候，卬家盖房，全靠我大大和工友们~哩。

【簸】（上声）用簸箕等工具把粮食
等东西中的杂质排除出去。

【簸箕】（簸，去声；箕，音其）①用柳
条、竹篾、铁皮、木板、塑料等材料制成
的三面有边沿、一面敞口的日用工具。
②指纹的一种。

bu
【醭】（音扑，入声）醋、酱油等表面

生出的白色的霉菌。
【卜】（音八，入声）①占卜：我明儿

到街上~一卦哩。②预料：你让我说，我
还熟生未~哩。

【卜拉】（卜，音不，入声，下同）“拨”
的分音词：那娃娃真懒哩，~一下动一
下，要饭也赶不上个热门子。

【卜攋】（攋，音赖，上声）摇晃，摇摆，
晃动：在大路上骑洋车可不敢绕路~呀。

【卜拦】“拌”或“绊”的分音词。①
搅拌：刚满月的小狗狗，你可得把饲料~
均匀哩。②绊：你家的门槛太高啦，我
进一回~一回。

【卜浪】“棒”的分音词。①棍子：打
狼就得用~哩，最好是铁~。②形状像棍
子的东西：今年的玉茭~可长好啦。

【卜楞】“蹦”的分音词。①乱动、乱
踢：你嫑~，小心跌在圪坝里哩。②摇
头：他~了一下头跑出了大门。③蹦蹦
跳跳：娃娃们就得~哩，要是不~，怕是就
难活下啦。④挣扎：那只幼鸽体力弱，
在水盆里~了半天也没跳出来。

【卜捩】（捩，音脸，上声）①乱踢乱
动：你嫑~，再有三分钟就到啦。②打滚
儿：夜来黑夜可肚疼坏了，绕炕~着喊妈
妈哩。

【卜咂】（咂，音匝，入声）①品尝、品
味：我们朔州的雁门白清朝时就出了名
了，倒一杯你慢慢~哇。②品尝食物时
发出的声音：你嫑不住不歇~，卬听见头
疼哩。

【不】（不，入声，下同）副词①用在
动词、形容词或个别副词前，表示否定：
~符合/~多/~一定/~很好/~几步。②加
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素前面，构成形容
词：~法/~规则。③单用，做否定性的回
答（答话的意思跟要求回答的意思相
反）：你吃了饭再走哇。~啦，我还有事
哩。④用于反复句中。“不”的前后叠用
相同的词语：你到底回来~回来哩？⑤
用在句末表示疑问：你给我个准话，今
儿黑夜到底回来~？⑥用在动补结构中
间，表示不可能取得某种结果：你写得
太潦草了，我实在看~清楚。⑦在一定
的语言环境中，“不”的前后叠用相同的
名词或形容词，表示不在乎或不相干，
前边常有“什么”“管它”一类的词：啥钱
~钱的，你爱见就拿上哇。⑧夹在两个

“不”中间的能愿动词，表示由于某种情
势、条件的驱使，或由于某种客观条件
的需要，而非这样不可：中学生早恋问
题，~能~引起我们的注意。⑨在特殊情
况下，“不”也可以表示肯定：有了电脑，
你写文章~更利洒啦？⑩由“不”构成的
几种固定格式，比如“不……不……”，
表示加强否定：~声~响、~偏~正、~清~
白。又如“爱……不……”，表示断然作
罢的语气：你爱吃~吃，要是~吃就赶紧
走 哇 。 再 如“ …… 不 ……，…… 不
……”，表示不是（像）这，又不是（像）
那，而是一种不满意的中间状态：男~男
女~女的/人~人鬼~鬼的。再如“不是
……就是……”，表示选择或形式上表
示选择，而实际上是列举或说明情况：
他这样做，~是叫人哄骗了，就是各人给
各人说喜哩。

（未完待续）

朔 州 方 言 乡 音 汇 释
●●陈永胜陈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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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底，我从雁北商业学校
毕业的第三个月到朔县百货公司第二
次参加工作，因为这是从雁北机械厂参
加工作考上中专毕业后的又一次工作，
所以叫二次参加工作。

朔县百货公司坐落在县城南大街，
路东是办公区，公司领导、业务股室都在
这里办公。靠北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为职
工宿舍，靠南是带室内走廊较宽敞的房
间，有几间单间为领导办公室，最大的一
间有二三十平方米为综合办公室，靠西
紧邻大街约四五十平方米仅一间房为批
发部。路西是存放商品的几排库房，邻
街为一个面积较小的零售门市部。

上班的第一天，我的工作岗位、办
公地点都已明确，工作岗位为物价员，
因我学的专业就是商业物价；办公地点
在前面所述的综合办公室。带我的同
事即我的师傅叫杜生标，年长我两岁，
热情、精干，主任叫张坐廷，年龄约40多
岁，严肃、认真。这天下午临近下班时，
经理王新通知我晚上值班，值班室在办
公区大门口的一间屋内，房间不大，房
顶很高，深夜整个办公区一片寂静。

计划经济时代，百货公司经营的商
品繁杂，且商品类别有严格的划分，划

价要根据商品类别、进货渠道按有关规
定计算，这其中有些知识是上学时课本
未涉及到的。对我来说，实际工作中需
学的东西很多，前面提到的张坐廷、杜
生标对这些烂熟于心，对我帮助很大。
商业系统的物价员比较忙，百货公司的
物价员更为忙碌，县百货公司是三级批
发站，划价要区别情况计算。有的商品
在二级站的基础上加上三级站的差价
再计算到零售价，比较简单；有的商品
要倒算回厂家的出厂价按一、二、三级
批发站依次加价，最后计算出零售价，
比较繁琐。而且划价要求精确，每种商
品的价格都要保留到“分”，“分”不是整
数时，还需在“厘”上按规定“舍”“入”。
大部分商品实行的是“四舍五入”，有的
像 棉 布 类 等 商 品 实 行 的 是“ 二 舍 八
入”。当时的规定是同一种商品在同一
地同价，即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到任何
一个零售商店购买同一种商品都是同
样的价格，且明码标价，接受物价部门
的监督。每当采购回新商品，各基层供
销社、县供销社在县城的有关公司、百
货公司的零售门市的采购员们心急火
燎。因为他们到批发部办进货手续，批
发部接不到划价单无法开票，所以他们

着急地到我们物价员这里等待给自己
需采购的商品开出划价单，有时我们被
围得水泄不通。

1982 年农历腊月，全省拟调整百货
公司的部分商品价格，公司指派我到省
百货公司取调价表，采购员老杨有其他
事也要到省百货公司，我与他一起到了
省城。在太原住了一夜，第二天打早到
省百货公司取上密封好的调价表坐火
车赶回朔县，即被封闭于县人民武装部
住所处。有关人员已就位，准备开展工
作。所有参与调价的人员都集中到县
人民武装部的一个会议室内，集中办
公，集体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既有明确分工，又不乏互相合作。因调
价商品多，工作量较大，又有时间要求，
大家任劳任怨，加班加点，每天吃过晚
饭后还要工作两小时左右。每当装订
调价表时，大家一起上手，把打印好的
调价表按顺序摆在几个拼在一起的长
条桌上，然后一个接一个采取推磨式的
方法一页一页地把调价表摞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动作快，有的手脚
慢，有的追不上前面一位，有的被前面
一位挡住不能前行，形成了你追我赶的
热烈场面。每当这时，大家都觉得开心

快乐，工作的劳累，身体的疲惫都烟消
云散。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圆
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我在单位主要是从事物价工作，有
时也会承担一些领导安排的其他工
作。记得是在 1983 年的 4、5 月份，单位
派我和韩新民到天津百货公司提取手
表，手表在当时是紧俏商品，这可能是上
级分配给我县的商品。我俩带着单位已
事先准备好的两个长约半米、宽约30公
分的帆布手提包从朔县坐绿皮火车到北
京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到达天津。
到天津后我们直达百货公司，提上货后
一人负责一个手提包，直奔火车站。上
了火车，小心翼翼地把两个手提包放到
行李架上，两人轮流照看，长途旅行，护
送着紧俏且价值不菲的商品直抵朔县。
平安顺利地到达朔县火车站后，由单位
派车接回公司，与保管办理妥交接手续，
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借调到县行政
机关，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到百货公司工
作约半年左右的一天，朔县财贸委员会
秘书王德到百货公司办事，顺便到了我
们办公室，与我攀谈起来。知道我是刚
毕业的中专生后，他让我把写过的文章
给他看一看，当时我的心里就像涌过一
股暖流。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
写过的散文、当学生干部时起草的学生
会工作计划、总结交给了他。1983年6月
初，我被借调到了朔县财委工作。

在朔县百货公司工作的七个月时间
受益匪浅，这是我从农村知青、工厂工人
向从事商业管理乃至财经管理的一个转
折点，确切地说是一个新起点。在这里
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这里的同事热情、
纯真、朴实、正派，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二 次 参 加 工 作
●●马 永马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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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子河风尘仆仆从北到南穿过大半
个朔州，串联起朔州的历史人文经络，所
到之处或恣肆或汪洋，刷高了晋西北这
块黄土地的高度。而繁衍在元子河畔的
乡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滋养生息，完
成生命的一次次洗礼，从贫穷到富裕一
步步走上人类文明共仰的台阶。

逐水而生，倚山而居，据说我的祖先
就是溯流而上，沿着元子河拐过无数个
弯，停留在河流的岔道，在右玉南山脚下
安营扎寨开始一脉家族的又一轮传承。
无从探究，说不清元子河始于何时，只能
从它的经纬考量它流经的区域。

记得有位本土作家写过“起笔写下
‘桑干河’三个字，浩浩荡荡的水泽之气
便随之奔腾而来。”而当我提笔写下元子
河时，骨子里不自信的小我压抑着内心
的澎湃，无法将元子河定义为浩荡、大气
磅礴的水流。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绵密，
冗长，婉转，柔肠百结缠绕在我的心头。

也许我没有余秋雨先生放眼山河的大情
怀，但是于我而言，生于斯、长于斯。元
子河发源于左云马道头，古属武周塞的
武周川水，《水经注》称，流经右玉、山阴、
平鲁、入朔县马邑川水注入桑干河。沿
着这条流域面积约2133平方公里、全长
112.5公里的季节性河流来来回回，元子
河流动着我的少年记忆和乡土情怀。

一条河流的索引，导出两岸河域的
文明进步与发展，元子河没有桑干河母
亲般宽广绵延不绝，更没有黄河奔流到
海不复回的气概。它以它的羸弱养育
了沿途动植物生长，因其地理气候四
季分明，气候适宜，为传统的农业区
域。元子河流域素以种植业为主，盛
产莜麦、谷子、黍子、胡麻、山药等农作
物出名。勤劳善良、俭朴憨直的沿河
人民世代耕耘，创造了宝贵的财富和
灿烂的文化。

以前的元子河畔人家大多依山靠河

而居，以骨感的石碹窑为主，土打墙一圈
自成一家。尽管所过之处尽显荒凉、贫
瘠，元子河依然无怨无悔。相对于朔州的
恢河、苍头河，元子河是包容性最大的河
流，一路走来充斥着各种方言的不同声
音，融入塞外游牧民族与关内中原汉族大
一统的血脉，最终在铁马嘶鸣、驼铃声声、
车马辚辚声中融为一体。

在我的那些温馨的记忆中，我忘不
了那些沿河生长的动植物：弱小的一棵
芨芨草，藏匿于田野的仓鼠……它们总
是四季分明跟我一道寻觅阳光，四季的
变幻激起了我多少思绪。元子河畔人家
是极讲究一年中传统民俗节日气氛的，
随着二十四个节令跟进，每一个大小节
日都有其特殊的过法。而伴随着一个个
喜庆快乐的节日到来，家庭主妇们陀螺
似地旋转。曾经有个民间流传很广的小
曲故事：方四姐一年忙到头，舅舅登门想
带外甥女回娘家，方四姐编唱了一首长

长的忧伤曲《十二月忙》告诉娘家人：忙
得顾不上，不要把我想。忙碌的母亲常
常会哼起，我至今还能哼唱几句：“正月
里来正月忙，请人送客忙得顾不上……”
二月二龙抬头，剃头捻线，孩子大人戴上
一年顺；过三月三，四月八还要赶庙会，
清明扫墓捏寒燕，家家户户上坟祭奠祖
先；五月端午采薰黄染线，缝绌绌女人们
还是个忙；七月十五的乡村是民间老艺
人们施展传统面塑手艺的大舞台，忙碌
的妇女们终于端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从
容不迫地拿捏着那些少见优柔的面条，
出手便是一件件精湛的面塑艺术品，打
扮得花枝招展的面鱼面人出锅等着聚拢
而来的一村大小检阅，那可是送给新姑
爷、新媳妇绝美的艺术品，估计那是元子
河畔家人们的特色吧。

经年以后的我传承了先人们那份
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时不时摸过干涸
的河床，体味那份忙碌而丰盛的烟火气
留下的余温。遥望山坡上野草疯长着，
坍塌的窑洞，年轻的气息全无，仅有几
户守旧的老人，村庄遗失在那依旧浓郁
的羊粪蛋氛围中，风景依旧，只是少了
流动。我喜欢那些能够收拢、集中思想
的地方，元子河畔便是我思维缜密的源
泉，我不时回望着那条静静睡去的河
流，那里长眠着我的血脉之亲。

元子河畔
●●李秀兰李秀兰

我站在应县怀仁交界的黄花梁脚
下，母亲呼唤儿回家。羊肉米糕拌苦
菜，这是妈妈的味道，我的思念。妈妈
呀妈妈！您是儿心中美丽的家园。

每当我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父亲
呼唤儿乳名，盘腿坐在热炕头，这是父
亲的风格，也是我的怀念。爸爸呀爸
爸！您永远是儿心中矗立的大树。

树高千尺总有根，我怎能忘记生我
养我的故乡——应县水磨村！那是我
美丽的家乡，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

古老的村庄，人杰地灵，庙宇坐落
在村中央。东南西北“四大王”，还有
杨、刘、马、李、乔和门姓，几代人亲密
相处，互帮互助乐融融。

黄花梁下，古老的村庄显神奇，
美丽传说口口相传，永不干涸的饮马
槽，早种晚收的（红糜子）风水地，建
应县木塔的参天树，梁上神奇的老道

人，家乡的一坡一梁都是我的念想，
我的记忆。

杏花开了，榆钱熟了，“大雷人”爷
爷的沙枣树黄了，李四爷的高粱酒酿
好了，马达春的豆腐出锅了；王环大爷
的麻糖是那样的馋人；王德伟老师的
二胡耳边响起，富堂哥的唢呐吹起了，
村里的戏班开唱了......

正月里，“二接楼”前真热闹，锣鼓
声声敲起来，人山人海看红火了。白
天，“二踢脚”麻炮比赛开始了，晚上，
家家户户点燃了大旺火，拉花踢鼓跑

“旱船”；“老杆”“城斗”齐燃放，“锅花”
飞出人无恙，乡亲们都说，有“关老爷”
护佑着。

如今，过去的孩子长大在慢慢变
老，故乡的旧貌已经换新颜了，唯一不
变的是游子对家乡的那份依恋，那份
浓情。

乡 恋
●●王苏兰

中秋即景
●●李 富

漫步河边草色黄，斜阳西下晚风凉。
芦花散落疑霜雪，何处飘来菊蕊香？

打卡朔州
●●雷建军

游人打卡崇福寺，宾客如云探悟空。
网络神通如火箭，赏城观景似长龙。
秧歌助兴声声唱，节目多元灿灿红。
喜看朔州新气象，名扬塞北靓明星。

寒露
●●张万金

寒露时来气渐凉，行人着意换衣裳。
登高望远心豪迈，把酒临风晒太阳。

中秋节
●●乔立柱

金风送爽仲秋天，果硕酒醇丹桂妍。
饺煮三江亲聚日，香飘四野谷丰年。
蟾宫历历嫦娥舞，银汉迢迢子夜寒。
悲喜离合成记忆，心随华夏共婵娟。

九月二十日
二十余人一支小队
冲开晨曦，踏出井坪
在丁丑年飘着腥气的秋风中
山路步步高，你们迈进平鲁城
一百里，你们踩下了何等脚印
你们的脚印都被风吹上了长城
塞上长城，从此成为抗战的脚印
一行脚印，从此永恒

九月二十日
队中有一个女兵
不要她随队
那是说什么都不成
贞德当年说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前线
李林：哪怕犯错误我也是前线的兵
从此，平鲁与长城成为一队人的舞场
成为一个南洋侨女的宿命

九月二十日
平鲁城西街的瘟神庙破开夜
一队人聚在泥塑之下开了个会
香案上的尘埃拂去厚厚一层
李林，成为了五个组长之一
她，已经不再被视为累赘
但是，人们，仍然没法透视
身后的日子——
谁将用三个月建一支抗日部队
谁将在半年后打怕敌军，威震晋绥
过一年，谁将被解去军职

是她，侨女李林
她的威震，还有一层——对内
第三年威震黄河西岸
她受特邀出席了秋林大会
第四年，她没等到九月
四月的血花
绽成了艳绝人寰的九月菊

九月二十日
我们来了，我们的脚步
不敢重也不敢轻
我们亲手创建的纪念馆
朝着历史深处，訇然开门
出门远望，我们不由一问
这个日子——
还有多少人记得你
和你记得的人
此刻，长城秋风一万里
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在做什么
朝着哪个方向，怀着何种利害之想
或神圣之心

九月二十日
我只说，这个日子不仅属于她
也不仅属于那支小队
它的晨曦是已燃的火
它的晚霞是待燃的焰
为长城内外所有人
所有人的重新出发
照亮起点

九月二十日
——写在李林抗日到晋绥87周年

●●王宝国

王孝 作

新筑场泥镜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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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秋月照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