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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辑

方 言 俗 语
生产工具用语

钁 jué。《说文解字》：“大鉗也。”鉗同锄。用于挖土的工具，北海立方

言叫“钁头”。

犁 li 音黎。有二含义：一是耕地翻土的农具。见《管子·轻重》甲；二是

耕作的代词。见《古诗十九首》之十四。这里说的是第一个含义，亦即用牛牵

引，一个随后掌柄，犁铧把土翻开，北海方言叫“犁头”。

耙 bà必驾切，音爬，田土犁翻后用以碎土块的农具，见《农政全书·农

器》释。横排多铁齿，牛前牵引，人在后掌握指挥。

轭 è于革切，音厄。车上的部件，驾在马颈上的横木，左右两端系绳牵引

车子前进。轭是厄马颈。见《左传·襄》十四年《注疏》引文释：“车轭两边

叉马颈者。”北海方言把套牛颈上以牵引犁、耙耕作的弓形横木叫“牛轭”。

此字不单用。

絩 他吊切，音跳的上声。《说文解字》释为绮丝之数。北海方言指系于牛

轭两端，牵引犁耙的绳索，多叫“牛絩”。此字不单用。

石牛 石碾，牛牵引碾压收割的禾杆使之脱粒。亦作修筑晒场压土之用。

碌碡 lùdú音录轴，圆锥形的石滚，一用与石牛同；二用于压平田土。

耒 卢对切。北海方言读作劣。有两解：一是形似木叉的翻土农具，见《易

经·系辞》；二是农具的曲柄。见《周礼·考工记》注释。北海方言不把此字单

用。有一件农具，一块长方形木板，装一木柄如一个丁字形，用来摊平或翻调

晒场的谷子，叫做“耙耒”。

抓 zhāo 侧交切。有三个含义：一是用爪或手取物；二是搔，如搔痒也

叫抓痒；三是逮捕、捉人。北海方言把铁制如梳形的农具叫“扒抓”，凡梳除晒

谷堆中的禾杆，以及作物行沟中松土除草多用到它。

畚 (下用○代)布困切，音粪。箕 ji音机。用于盛受粪除脏物的竹器，农



用十分广泛，晒场上扬谷去尘土和禾杆杂质、把谷子装袋等农活要用它；用得

最多的是挑灰肥下田，盛灰肥播撒都用到它。故又名灰柁。

过去，凡婴孩夭折，多用○箕盛小尸体挑在锄头柄上去掩埋，故北海人咒

骂小孩子惯用“○箕揭”“○箕仔”或“灰柁仔”等恶语。

灰筛 筛 shāi 北海方言作姑西切。竹编农具，底多漏孔，用来分离颗粒

物质的粗细，农用作分离灰肥的粗细或石块杂质，筛灰肥时，二个相对双手持

筛柄来回抖动，细灰漏下，粗颗或石块杂物留在筛上弃掉。

另一种是用于碾谷为米去糠的，叫糠筛或米筛，只一人操作，左右手不停

地抖动糠秕漏下，米在筛上。故俗语把人震惊时身子颤抖的形状，形容为“当

筛米样”(筛米的样子)。

篷拼 竹编雨具，状如龟壳，插秧遇雨则盖在背上，衣衫不湿，俗叫龟壳。

蓑衣 竹叶串成头篷，雨具。《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

笠。”俗语把帮人之忙而惹起自身麻烦做“披蓑雨救火”引火烧身。

桔槔 jiēgāo 井上汲水工具。《淮南子·汜论》：“桔棒而汲”。可知这工

具二千年前已使用。北海人叫作“吊秤”。竖一木作柱，横系一竹竿，一端垂挂

汲水盛器的铁钩，一端系石头，汲水时，人提挂钩，另端石头重压助力，轻易

地把水汲上来。因其状似秤杆，故叫吊秤。

担湿 扁担、担挑。北海方言叫作担竿。因为竿同干音，北海方言以“干’’

为忌讳。钱用光了叫做“使干净了”“荷包干了”。因此把干字反其意而为“湿”，

湿即润，干之反，表示有钱不干，广而用之，把猪肝叫‘‘猪湿”，鸡肝、鸭肝

叫鸡湿、鸭湿；凡动物肝脏都叫“湿”。

须 (下用○代)，累的平声，夫堆切。竹编盛具。《康熙字典》释“鱼笥也”。

盛鱼的竹篓。北海方言把竹篓通叫“○”。例如把装废纸和装垃圾的竹篓分别叫

“字纸○”和“垃圾○”等。

竽 (下用○代)，《集韵》作乃挺切，音撚。《康熙字典》释作小竹笼。北

海方言专指钓鱼或其他浅海作业用以盛取猎获物的竹器，叫做“鱼○”。有句惯

用口头禅，把你应得的东西始终归你叫做“有鱼在○头”。

戽 hù候古切，音户。戽斗，汲水灌田的竹编用具，塘鱼收获时，把塘水

汲干又用它。因此又作动词。例如把塘水汲干叫做戽干塘水。



扌规 (下用○代)，《下韵》音规，北海方言指用于鸭寮围住；鸭群的竹

栅，叫做鸭○，把鸭规范其中之意。

蔓(下用○代)，北海方言作瞒悭切。竹片编织块状物，用以垫晒或遮盖稻

谷或咸鱼等物之用。

稍 Shāo 师交切，音梢。物的末端；又船舵的尾部。北海方言把竹编扁形

盛具叫 箕。又把掌驾的舵手叫 公。有句流行谚语：“公多，驶沉船。”说多

人出点子，无所适从而偾事。

錾 jiàn(下以○代)锄咸切，音暂。○的本义是形容锐利深入。出处见汉·杨

雄《太玄经》：“锐○○”。北海方言叫○子，木工刀具，用于凿榫坑。北海人有

句口头禅说：“木工佬照眼○”，是说当着爱人的面与婚外恋人调情，无视婚姻

配偶的存在。

刨 páo 蒲交切·《玉篇》释为“削也”。北海方言叫推刨，木工工具，

用以削平木板表层，削出像纸张般的木皮，叫做刨花，为导火之物，有一种叫

做“刨花木”的刨花浸水成为胶状的液体，妇女用作发髻的定发液，相当而今

“摩丝”的用途。有句口头禅：“俾亻巨(给他)刨去一层皮!”是说被贪官污吏勒

索剥削的老百姓等于被推刨削去表皮一样。

风箱 打铁工具。用于向烧铁的炭炉鼓风，木制一长筒，一操柄，活塞二

头走动而鼓动空气从泄管排向炉镗，使炭火不断加温，铁件软化便于加锤，有

叫歇后语：“老鼠入风箱两头受气。”形象颇为生动。

砣 tu6 徒禾切，音驼。泥水匠用以测量砌柱，砌墙垂直度，叫做吊砣，

秤锤也叫砣，俚谣：“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床头打跤床尾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