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娘·娘娘
! 朱延庆

汪曾祺 1939年 19岁时离
开故乡高邮，直到 42年后的
1981年才重踏上故土，见到他的
继母任氏时，叫了一声“娘”，同时
屈右膝弯左膝摆出跪拜的姿势，
任氏连忙一边抓着他的衣袖，一边说道：“免
了，免了。”

娘，在宋代司马光《书仪》中就指母亲，而
高邮、扬州等地称继母为“娘”，或在背后称
“晚娘”“晚妈妈”。在现代汉语中，“娘”也有指
母亲的，如有的人一边吃着娘给的食物，一边
骂娘，这“娘”就是指母亲。

近几年，扬州瘦西湖新添了一些大学毕
业的船娘，她们一边在瘦西湖中撑船摇橹，一
边向游客介绍扬州的风景名胜、历史掌故，不
时还唱起扬州民歌。有人为新一代的船娘叫
好，也有人认为这是大学生的悲哀，所学非所
用，争论莫衷一是。20多岁的姑娘尚未结婚
怎么能被称做“娘”呢？《广韵》：娘，少女之号。
原来在中国古代少女也叫“娘”。《子夜歌》中
就有“见娘喜客媚，愿得结金兰”的诗句。

日语中的“娘”指女儿，非指母亲，这似乎
保留了中国古代汉语的意思。

在中国的婚嫁礼仪中有请伴娘的习俗。
所谓伴娘是指女儿出嫁时请熟悉婚嫁礼仪之
妇女随护新娘，不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者均
可担当，这里的“娘”即指女子。

某公有两个儿子，均成家了，他称大儿媳
为“大娘”，二儿媳为“二娘”，“娘”指妻子，“大
娘”即大儿媳，大儿子的妻子。

中国的烹饪源远流长。据史籍及相关资
料记载，历史上出了不少女厨师。在众多的女
厨师中首推宋五嫂。传说她是汴京人氏，宋都
南迁后流落到临安，以制作魚羹闻名，曾受到
游西湖的宋高宗、孝宗的赞赏。如今杭州的名
菜“赛蟹羹”就是在“宋嫂鱼羹”的基础上改造
发展的。

有的女厨师擅长冷菜拼盘，有的擅长做
点心，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提到仪征南
山的“萧美人点心”为一时名点。

在古代，一些女厨师常受雇于达官贵人
家。到了宋代，受雇于人的女厨师成为一种受

人尊重且时髦的职业，非极富贵者
不用。这些女厨师被尊称为“厨
娘”。有的厨娘风姿迷人，技艺超
人，身手、风度非一般厨师所及。厨
娘的“娘”指女子，年长、年轻的女

厨师都可以称作厨娘。当代应当多出些厨娘。
皇后或宫妃称作“娘娘”。朱元璋的元配

夫人姓马，农民出身，脚大，于是民间传说，马
娘娘的脚一尺三，太夸张了。

在宋代，称太后为“娘娘”，也有的地方称
母亲为“娘娘”。

小梁今年 30岁了，走起路来袅袅娜娜，
人称梁青衣；说起话来嗲声嗲气，人称娘娘
腔。娘娘腔即女人腔。

南通市区称老婆为“娘娘”，就如同扬州地区
称娶老婆为“娶妈妈”（妈妈读成马马音）一样。

江淮一带称妻子为“婆娘”，是中性词。某
单位负责人是位女性，她对人严，对己宽，遇
事常常多为自己打算，很少想到别人，她的同
事背后均以“婆娘”称之。一个已婚的女人被
人称作“婆娘”就含有不恭敬的意思了；倘若
被称作“瘟婆娘”，那简直就是带有怨恨的詈
骂了。有理好说，不能骂人。

在戏剧中常常听到丈夫称自已的妻子为
“娘子”，这是旧时丈夫对中青年妻子的尊称。
《辍耕录》：“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
皆曰娘子。”

“娘子军”在隋末时就有了，李渊的女儿
（后称平阳公主）统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异，领兵
助高祖定天下，后来用来泛称女子组成的队
伍。梁信编剧的《红色娘子军》成为经典名剧。

年轻的女子未出嫁时，人称“姑娘”“大姑
娘”，岁数大了，还未结婚，人称“老姑娘”（有的
地方称最小的姑娘为“老姑娘”），就如同在西
方国家80岁的女子没有结婚人仍称“小姐”
一样。大姑娘结婚了，对她的称呼就改成“小大
娘”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写的一些搬运
工，他们一边挑担，一边打着号子：“小大娘嘞，
歪歪子呐！”似乎肩上的重量轻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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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情思摇人魂魄
! 陈祥

“拿起笔杆作刀枪”，口诛
笔伐对于我们 60后是多么痛
的领悟。暴戾粗糙的口号装订
着童年的无知和少年的困惑，
及至高中校园悄悄传唱《一条
大河》：“姑娘好像花一样……”竟有莫名的惊奇与悸
动，似冰封的河面迸裂，似梦中遥远的花香飘来，这
温柔的文字，击中少年的心，对异性神秘的愉悦刹那
醒来……尽管现在看来女人如花的此类比喻是如此
的平淡庸常，可对于那个年代少年荒芜久旱的心田，
恰如汩汩甘泉。

后来读杨朔的《荔枝蜜》，始羡文字竟可优美如
此，既高大上，又玩捏得如蜜如饴———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
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
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
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那儿
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
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
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也许是火药味的政论文千篇一律，少年的胃被
“填鸭式”灌得反胃，遇到这入口便化的软文，食如甘
饴，竟相模仿，一点也不觉得“杨朔体”的矫情。“我的
心不禁一颤”，成为我辈那时作文由物及人、卒章显
志的常用手法。后来，读刘白羽《长江三日》、秦牧《花
城》，尽管风格各异，总有“心颤”之感觉，一条光明的
尾巴在晃动。

再后来，文艺的春天，大虫辈出，目不暇接；网络
文学更是思极千载，妖蛾纷飞。阅读从欣赏沦为消
遣，读得让你心跳，让你面红耳赤，让你心旌摇动，让

你肾上素刷刷升高，让你生出
各种鬼怪精灵、胡思乱想……
可是静心之处，为之一颤的文
字却越来越稀，可能我们嘴变
刁了。

这年头，能让你心动的人，别错过；能让你心颤
的文字，须珍惜。

午憩，躺在沙发上仰望天花板，随手抓来一本
书，沈复的《浮生六记》，咀嚼一段：夏月荷花初开时，
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
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读到此处，“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活
啊！芸，细心如此，灵巧如此，情趣如此！浮生若梦，为
欢几何？难怪浪漫公子沈复对她情有独钟，捧在手
心。

读《浮生六记》，恍然梦中，此篇尤令人神往。经
文艺范的芸轻轻调弄，茶汤有了绿茶的香醇清洌，又
增了荷的清幽香远。轻啜一口，仿佛在刹那体会伊人
的绵绵情意、幽香盈盈，怡然而享尘世之清欢。

神往之际，你是否不禁一颤：为芸的纤纤素手，
为芸的巧思妙想，为芸的缱绻之情，为芸的呵夫之
心，为芸的盈盈幽香。一颤之余，是否感悟，你身边也
有许多这样的小寻常啊，只是淹没在油盐酱醋、烟火
熏绕之中，譬如说，你家的一个拿手菜，再譬如……
这许多小确幸的背后都有一双美丽的手，默默地酿
造生活的蜜。我虽不像贾宝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
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但能遇见她们的美丽，此生有
幸。

读罢，写罢，已不能寐，用杨老师的经典结尾恰
好：“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
小蜜蜂……酿造着未来……”

雨中溱湖寻野趣
! 毛群英

踏足泰州溱湖国家湿地公园，适逢
台风“云雀”光临。谁知，雨中溱湖，美
不胜收；湿地野趣，别具风情。

从景区入口处乘坐湖上画舫到达
游览区，随着人流走进溱湖湿地科普
馆，一览“溱湖寻迹”“探本溯源”等主题
版块。室内的光线虽说暗淡，但滚动的
大屏生动展现了溱湖湿地的四季美景
以及“溱潼会船”“秦砖汉瓦”等民风民
俗。凝眸细看，动植物标本栩栩如生；
侧耳静听，还有清脆的秋虫唧唧、鸟鸣
啾啾，似乎从苇丛深处传来，让人有一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于是，亲身体验湿
地野趣的心情愈发迫切起来。

出了科普馆的门，迎面又是一方小
湖。漫步木栈道上，但见湖面上菱盘簇
簇、荷叶田田，白色的水莲花冰清玉洁，
粉红色的荷花热情奔放。近岸处，蒲草
丛丛，杨柳依依，芦苇摇曳，相互间挤挤
挨挨，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刚才还
是烈日当空，须臾间，天空中阴云密布，
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不期而至，满湖
的明亮色彩一下子幻化成黛绿色的水
墨画。手中的一柄小雨伞显然敌不过
肆虐的风雨，顾不得湿了衣衫，拿起相
机，我要把雨中的溱湖拍个够。

木栈道尽头的旅游标识告诉我，我
已步入了湿地核心区。下一站是溱湖
动物园，不过还得乘船前往。码头边，
停泊着十几条电瓶船和摇橹船，掌舵摇
橹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妇女，浑身
散发着乡土气息。从她们朴素的衣着
和纯朴的神态看，应该都是当地的“原
住民”。后来，导游的介绍证实了我的
想法，由于湿地被开发，靠种田吃饭的
村民纷纷“洗脚上岸”，加入了旅游服务
业的行列，吃上了旅游饭，收入水平和
幸福指数从此变得杠杠的。我们随船
的一行游客都来自扬州，其中的一位和
导游打趣道：“你们这的船娘没有扬州
船娘的青春妩媚，我们那的船娘可都是
大学生哟。”把控方向盘的中年妇女似

乎对满船的笑声充耳不闻，继续专心致
志地开着她的游船，一双粗糙的手倒是
显露出灵巧和娴熟。

电瓶船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行进
时，我突然发现前方有一只体态轻盈、
状似野鸭的水鸟漂浮在水面上，于是向
导游请教。导游的知识还挺丰富，她讲
解说，这是我们湿地特有的黑颈??，又
名“水葫芦”，头顶和颈上部均为黑色，
外形如鸭，而嘴却直而尖。它既能在天
上飞，又能在水里游，还会在岛屿上筑
巢繁殖，平时都栖息藏匿在芦苇或水草
中，是区域生态环境优良的“形象代言
人”，不过胆特别小。说话间，黑??见游
船靠近，一眨眼钻入清纯甘洌的河水
中，半天也不见踪影。导游还指着杂树
丛生、滩草茂盛的岛屿说，为了遏制岛
上野草的无节制生长，景区还请村民牵
来羊群在上面放养，既疏间了野草的密
度，又肥了羊。

不知不觉，游船已抵达动物园，面
积不算大的板块内，分区圈养着麋鹿、
扬子鳄、黑天鹅等一批珍稀野生动物。
刚刚还在荫凉处躲避风雨的扬子鳄，见
太阳从云缝中露了脸，懒洋洋地爬上晒
台，眯缝上眼睛享受着日光浴；一群麋
鹿在浅水的泥塘里快乐地嬉戏纳凉，一
只健硕的公鹿显然是这里的群主，独占
水塘一方，俯视着它的臣民，6根鹿角
像分叉的树枝上扬，上面还披挂着几株
水草，显示出它的王道和霸气。

动物园附近有一座半月型的拱桥，
离桥 30米远的河道上，一道簖箔将河
身拦腰截断，簖箔上爬满了青眼红毛、
体魄健壮的仿真簖蟹，虽说画面有点夸
张，但也形象见证了溱湖渔民的勤劳和
智慧，不虚“南有澄湖闸蟹，北有溱湖簖
蟹”的美名。遗憾的是不在食蟹节令，少
了对溱湖簖蟹膏厚肉腴的直观感受，好
在中午的餐桌上，品尝到了“溱湖八鲜”
中的溱湖甲鱼、溱湖银鱼、溱湖青虾、溱
湖四喜、溱湖水蔬等美食，也算饱了口
福，不虚此行。

半天的旅程显得有些匆忙，对湿地
野趣的体验，无疑只是一场走马观花式
的邂逅。溱湖湿地，心中有缘，还怕没有
再次重逢的佳期吗？

不合调的倔强
! 陆兴新

有个旧日的同学，属于班花的类
型。某一天说起近况，工作的环境让
她怨气很重，尽管在外人看来这样的
工作已属梦想的范畴。想起相识的那
么多年，不知怎么我就是对她没有任
何好感。那些年，她会羞涩地说起哪些男孩对她有
意，哪个男生送了手表给她。眼神顾盼，压着下巴。倾
诉和倾听，是我们偶尔相遇走道的交流方式。那时，
我只是笑而不语，后来和一个朋友因为相近的原因
忽然翻了脸，忽然让我明白问题所在。班里的女生提
起她，总是列举事例，言语不逊，当时我想多半出于
对她相貌或者受欢迎的嫉妒。

今天，当我想到那位漂亮的同学，浮现她还像十
多年前一样高频率眨巴眼睛的画面，总是感到深深的
索然无味。那时候音乐老师在表演的时候，总是让女
生们快速地眨巴涂着亮亮眼影的眼睛，因为台下的评
委会因此感到电光十足。外表第一次让肤浅的我感到
很乏味，此时网络流行着一张有声照片《还不是因为
你不好看》，逗乐我的同时，让我深深觉得也许有时候
肤浅就是人生的真相。我问好友，即使真的娶到一位
倾城美女，难道十年二十年后还不会厌倦吗？我忘了
他的答案，但是好男人都很简单，他们不会有这样的
顾虑，至少眼前能够坐拥美女，非常满足，令人羡慕。

我想我不会说出我的近乎无感和毫无好恶。我
只是嫉妒她，这样想的时候，我才感到没那么的矫
情。

蒋勋先生的书，读到第四本，越来越喜欢。单说
他的文字，就是在教育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他从不
刻意堆砌华丽的辞藻，从不用冗余的长句、专业的词
汇把我等“盲流”甩出几大街。他的文字就像白居易
的诗，极其平实易懂，又时时透露出美感令人心醉。
他的书不为显摆学问，得瑟胸中墨水，却永远在某个
时间轻轻击中我的心。

如果在眷恋荷花盛放的时候，拒绝荷花会枯萎
这件事情，是不成熟的。在生命里眷爱的人，有一天
也会与我们分别。明白了这些，情感可以更深。

“个人的生命会结束，朝代会兴旺，所有的一切，
时间的意义上都会有所谓的结束，意识到这件事时，
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当我们觉得生命非常美好时，恐

怕很难意识到生命有一天会结束。如
果意识到生命会结束，不管离这个结
束还有多久、有多远，就会开始有幻
灭感。因为会觉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不确定的，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

中，会特别想要追求刹那之间的感官快乐和美感。”
就像明天就要死去一样去生活，去爱。我想，这

是蒋勋先生在讲到晚唐诗人李商隐时，谈到的这段
话所要表达的。可能我的确早熟，在很早的时候，就
因为感到所有东西都会逝去，而感到内心很荒凉。一
遍遍追问人生的意义，又得不到回答，使童年也在一
阵阵疯过的狂喜后感到悲伤。几年前，我遇见一个医
生，他说我这叫期待性焦虑，对未来的事情总是抱有
悲观的想法。我是感到焦虑，但真的不悲观。今天才
知道那叫幻灭感。在我还读十二年“苦
窗”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爸妈、爷爷奶奶
终有一天会离开，我的童年、青春总有一
天会消失，于是在看到小孩子在爸妈面
前努力表现，只希望爸妈一声夸奖时，忍
不住眼泪流下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
个怪胎，在毫无泪点的地方忽然变得如
此脆弱。

好友常说我太极端，同样的，我也喜
欢极端的人。足够饱满才像用尽力气生
活的姿态。可是大多数人是缺乏勇气的，
困囿在舆论、眼光中不得伸展，他们成了
别人喜欢的样子，却常常感到不开心。就
像青春故事里，曾经的少年们都说自己
变成了当年最讨厌的样子。也许所谓幻
灭感，就是在我行我素与循规蹈矩的那
个节点，深深地令人伤感，即使知道终点
在所难免，仍然会有大多数人走进大队
伍，过一段靠谱的人生。

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深深爱过节
点之前的自己。至少那个自己是那么真
实，没有做作，没有矫情，不会装。

太过早熟的人，往往走着一条逆行
的道，当别人进化到了成熟，他却又开始
践行纯真。不合调的倔强。

秋风疏篱扁豆香
! 姚金斌

秋天的乡村里，到处可见
满篱满架的扁豆。

农村人家在家前屋后，种
一两棵扁豆，不需要搭架，只要
有一道篱笆，甚至是棵树，藤蔓
缠绕攀援，蓬蓬勃勃，属于特接地气的泼皮的
那种植物。经过整个夏天，趁着伏天暑气蒸腾，
扁豆炼狱般抽着藤叶。到了秋，它的藤叶疯长
起来，占据了一大片篱笆，盖住了整个树顶，把
树压得直不起腰来。

秋天的扁豆是农家小院最出色彩而且灵
动的篇章，那一篱篱、一树树紫红的、白色的扁
豆花，如鹊羽的豆荚，点缀村野景色，陶醉你的
眼睛和心灵。

扁豆秋韵，只有国画家能用灵动的画笔画
出其中的意境。精于中国画的汪曾祺先生在
《食豆饮水斋闲笔》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

水，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
振羽，至有情味。”豆花棚下，莎
鸡振羽，暑尽天凉月色，这分明
是又一种扁豆秋韵的国画境
界！

青藤白花紫花，不知疲倦地花开花落，结
荚长豆，没完没了……

扁豆荚，状如月牙，颜色有白的，白扁豆；
有紫的，红扁豆；有青色带有紫边的，油扁豆
……都是乡下人家的家常小菜。最道地的农家
素菜：焖扁豆芋头。还真别瞧扁它，扁豆去掉边
上的筋，芋头去皮，爆炒油焖，顷刻便化作了舌
尖上的至味！

秋风疏篱扁豆香。花开花谢，扁豆荚一直
到深秋。家的饭桌上每天都有一碟油煸的扁豆
角，那是天赐的美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