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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老俗话，还记得多少……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赏晕”“打破碎”“腼皮”“小尽”……这些沧州老俗话你知道它们
怎么念、怎么写、是什么意思吗——

“出门子”“皮儿精”“打破
碎”……这些沧州老俗话常常挂
在沧州人的嘴边，一辈一辈传下
来，对沧州人来说很是亲切。现
如今，一群人正在忙着收集、整
理、探究这些有意思的沧州老俗
话。

生动的“老俗话”

孙建是沧州区域文化研究
所所长。他和一些热爱沧州文化
的人共同管理芦家园村史馆这
个公众号，为喜欢沧州文化、沧
州俗话的人们搭建了一个互相
交流探讨的平台。

4月17日这天，他为人们细
说的沧州老俗话是——打破
碎。

他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思：打
破碎指一件事本来应该能办
成，结果经有的人说了一些话，
而最终没成。比如：“听说二子
要跟三丫结婚了，气得俺家四
凤呼呼的。不行，我这就去打破
碎去。”

文章里还选取了热心网友
的精彩发言，大家各抒己见。

“这个词非常熟悉，有以主
观意愿故意泼冷水的意思。”网
友吕游说。

“俩人合伙做生意，也有人
打破碎。有人出于嫉妒，也有
人出于善意的提醒。”网友知
微庐主说……

4月22日，他为人们细说的
沧州老俗话是——“褶捩”(zhe’
lie)。

褶字，取其音同，以及不
顺、不平的意思。捩字的本意
是扭转，引申为违逆、不顺，也
有人喜欢用“咧”字。在沧州话
里，褶捩大多是说孩子的故事
多。意思为这也不愿意，那也
不情愿，找各种理由，闹负面
情绪。比如，这孩子真褶捩，太
难哄。

此外，孙建还为人们解释了
很多沧州老俗话——

“处窝子”在沧州话里指怕
见生人，见了生人就害羞，不善
于和熟人以外的人打交道。

“腼皮”的反义词是“冲实”。
腼皮即腼腆，冲实形容人大大方
方。

“赏晕”沧州话里指饮食
滋味可口，吃完之后，非常舒
服。

“跟找”有仔细寻找和到处
打听的意思。“是跟凿吗？是摸摸
底，一定搞清楚的意思。”网友

“若无闲事挂心头”在公众号下
面发言。

“这些老俗话常常挂在沧州
人的嘴边，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它们来自于民间的口语创作，反
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基本上
在沧州人之间口头相传，流行甚
广，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表现力。
它们之间既各有特点，互相交
叉，互为补充，听后又耐人寻
味。”孙建告诉记者。他们收集沧
州老俗话，至今已经快一百期
了。

“意外收获”

俗话，又叫“常言”，也叫“土
语”。它是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
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具
有口语性和普通性的语言单位，
是一种定型性的语句。

“它们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
造出来的；内容多反映劳动人民
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同时反映了
一定的生活哲理；语言简单易
懂，生动形象，口语化，定型化，
有些俗话还夹杂一些方言俚
语。”孙建告诉记者。

最开始，孙建和一群热爱沧
州文化的人在芦家园村史馆的
公众号上刊发沧雅小古文。沧州
老俗话仅是作为附录，跟在每期
沧雅小古文的后面，增加文章的
可读性。

让孙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
老俗话却总能引起更多人的兴
趣，大家总是要兴致勃勃地讨论
一番。其中，有的人会回忆起小
时候的故事；有的人就老俗话的

写法和大家讨论；有的人“抛出”
更多的沧州老俗话……

“既然老俗话这样受人欢
迎，不如我们就专门说说沧州老
俗话。”有人提议。

沧州老俗话专栏一经推出，
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受众既有
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为此，他们
成立了一个沧州老俗话的开放
群。“每天，人们的留言非常多，
大家还会在下面展开激烈地讨
论，分享自己的意见，可见大家
是非常喜欢沧州老俗话的。”孙
建说。有的人会“搜肠刮肚”地回
忆起自己的童年，有的人想起了
自己的亲人……

有写的有说的
有画的有演的

打开一期“沧州老俗话”，首
先，会听到一段音频，有的时候
还会有一段视频。

早在一天前，孙建就会把
第二天想要刊登的沧州老俗话
确定下来。第二天一早，他就在

群里把“砖”抛出去，然后等着
大家讨论一天，傍晚时分，他再
进群收集大家讨论的结果，孙
建把这叫“早晨抛砖，晚上收
玉”。

“扯引子”在沧州话里，是
找一些不正式、不正当的理由
脱离现场。比如：哥儿几个好不
容易凑一块儿商量商量事儿，
他扯引子走了，你说这叫嘛事
儿？

解释后面，通常收取一些网
友的精彩发言。网友中不乏李忠
智、王吉仓、郑志利等这样的沧
州文化“大咖”，网友“若无闲事
挂心头”也很活跃，他对“扯引
子”解释说：“找理由，找由头
儿。”

在文章的最后，还会有一张
插图，因为公众号必须要有插图
才能发表。“每天一期的工作量
可不小。”孙建说，这可不是他一
个人能完成的，多亏了有一群热
爱沧州文化的人。

潘坤是沧州电台一名播音
员，她负责录制音频。有时，她还
会和老父亲一起录制视频。在视
频中，爷俩用沧州话“对话”，老

俗话的意思让人一听一看便知。
“很多人单看字可能反应不过
来，如果加上音频、视频之后，更
加生动，更加简单易懂。”孙建
说。

潘小白每天提供一幅有关
老虎的漫画插图。林远歆女士利
用业余时间，收集、归纳素材。迎
宾路小学老师张殊楠则利用晚
上的时间制作成公众号发表出
来。

“这些都是义务的。”孙建
说，潘坤、潘小白、林远歆、张殊
楠这些喜欢沧州文化的人，都靠
着热爱在做这件事。

沧州人喜欢
用俗语说事

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也只
有一部分的俗话有人在说，而且
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绝大部
分青年人已经不再使用或者不
再熟悉了。孙建表示，这笔十分
珍贵、有特色的“遗产”有可能会
消失。

说到记录整理沧州俗话的
初衷，孙建表示，品沧州俗话时，
发觉里面很有意思。这些俗话能
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
了人们多彩的生活画面，记载了
时代的变迁。

2022 年春节的前一天，他
们非常应景儿地推出了一期“小
尽”。这个词指的是农历小月，也
指小月的最后一天。

文章里给大家普及了“小
尽”的知识。腊月的最后一天为
除夕，第二天就是新年的正月
初一。除夕一般都是腊月三十，
所以又叫大年三十。然而农历
月份有“小尽”有“大尽”，三十
天的月叫“大尽”，二十九天的
月叫“小尽”。“小尽”，民间有写
小进或小晋的，是想讨个进步或
者晋级。

孙建告诉记者，沧州人大多
喜欢用俗语说事儿，像今天天不
好，要下雨了，他们会说“稍阴天
儿”——一种轻度的阴天；“嘣
嗒”——开始滴雨点儿；“下密
（mei）了”——雨或雪下得密集；
“呱啦”——又做瓜拉、刮拉，炸
雷响雷的意思……人们在说一
段话中就会带出好几句俗语来，
这是沧州人在语言方面的一个
特色。

在大家的倡议下，他们还开
设了填空题——电（ ）子。这些
老俗话，是在电器普及后产生的
新俗语。

人们纷纷接 龙 ：电（推）
子 —— 电 动 理 发 工 具 ；电
（驴）子——发电机带动的摩托
车；电（匣）子——收音机；电
（三马）子——俗称电三轮；电
（把）子——手电筒……

“沧州人说俗话不分身份和
文化程度，无论男女老少，都爱
用生动形象的俗语来表达所思
所想，增加语言的感染力，内容
也更丰富。”孙建说，今后，还要
写写更有意思的沧州歇后语、顺
口溜……

孙建探源沧州老俗话孙建探源沧州老俗话

一群人收集、整理、探究沧州老俗话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2000平方米，可分租，水电齐全，

沧州市南10公里，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