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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永定河15里的上苇甸是我出生的
地方，山区虽小却充满了神奇色彩。不单
是这里的风景独特，万千秀丽，就连这里的
语言方式都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都流传着重重的儿化音。

一.带儿化音的称呼。
1.对地名的称呼。
如：“沙土地”叫成“沙土地儿”；“水沟”

叫成“水沟儿”；“沙土洞”叫成“沙土洞儿”；
“庵坡”叫成“庵儿坡”；“槐树旮旯”叫成“槐
树旮旯儿”；“柳芽沟”叫成“柳芽儿沟”；“张
湾”叫成“张湾儿”；“大坎”叫成“大坎儿”；

“东头”叫成“东头儿”；“胡同”叫成“胡同
儿”；“西井地”叫成“西井儿地”；“高井院”
叫成“高井儿院”；“塔地”叫成“塔儿地”
等。再确切说在许多情况下管“儿”的发声
叫成“wei(第一声）er”,那时好多人都说我
们上苇甸人说话带山音——“wei(第一声）
er、wei(第一声）er”的。

2.对人的称呼。
如：“哥俩”叫成“哥儿俩”；“哥弟兄”叫

成“哥儿弟兄”；“老爷们”叫成“老爷儿们”；
“叔”叫成“叔儿”或叫成“shou(第一声 )
er；“姐俩”叫成“姐儿俩”；“老娘们”叫成

“老娘儿们”或叫成“老娘（nia发第二声）

们”；“婶”叫成“婶儿”；“姨”叫成“姨儿”；
“外甥女”叫成“外甥女儿”；“媳妇”叫成“媳
妇儿”等。

3.对物的称呼。
如：“勺”叫成“勺儿”；“网兜”叫成“网

兜儿”；“笔筒”叫成“笔筒儿”；“高跟鞋”叫
成“高跟儿鞋”；“鱼钩”叫成“鱼钩儿”；“饭
馆“饭馆儿”；“口罩”叫成“口罩儿”；“驴粪
球”叫成“驴粪球儿”等。

二.拉长音的称呼。（多为前音长后音轻）
1.对人的称呼。
如：“大妈”叫成“大——（拉长音）妈

（发轻声）”；“大爷”叫成“大——（拉长音）
爷（发轻声）；“爸爸”叫成“爸——（拉长音）
爸（发轻声）；“姥姥”叫成“姥——（拉长音）
姥（发轻声）或叫成“姥姥（发第二声）；“奶
奶”叫成“奶——（拉长音）奶（发轻声）或叫
成“奶奶（发第二声）等。

2.对物的称呼。
如：“耙子”叫成“耙——（拉长音）子

（发轻声）”或叫成“耙za(第一声）”；“花篓”
叫成“花——（拉长音）篓（发轻声）”；“笊
篱”叫成“笊——（拉长音）篱（发轻声）”；

“搭补”叫成“搭——（拉长音）补（发轻
声）”；“手巾”叫成“手（拉长音）巾（发轻

声）”；“叉子”叫成“叉——（拉长音）子（发
轻声）”或叫成“叉za(第一声）”等。

三.生活中的变声变音。
1.称呼。
如：“院子”叫成“院za（第一声）；“南张

家”叫成“南张 ji（第二声）；“我们”叫成
“wan（第三声）们；“夜猫涧”叫成“ye(第四
声）mu（第四声）涧”等。

2.问话。

“吃饭没有？”说成“吃饭了不？”或说成
“吃饭了bou（第一声）？”；“睡了没有？”说
成“睡了不？”或说成“睡了bou（第一声）”；

“干什么？”说成“干什（shen第二声）men
（第二声）”等。

四.日常中的杂说。
1.当地土话。
如：“睡觉、合会眼、忍一会”叫成“mi

（第一声）deng（第四声）”；“思考、寻思、琢
磨”叫成“za（第一声）ma（第一声）”；吃饭
发出的声音叫成“bia（第一声）ji（第一声）；

“暖和”叫成“lang（第三声）huo（第一声）”
“肮脏”叫成“a（第一声）za（第一声）”等。

2.对长辈和平辈的称呼前加小名。
如：称呼长辈“大老虎爷”、“老四叔 ”、

“铁狮子叔儿”、“庵儿叔儿”、“三楞叔儿”、
“大丫头叔儿”、“张喝儿大爷”、“宝奎叔儿”
等。又如：称呼平辈男性“偏哥”、“阿子
哥”、“林哥”、“斗儿哥”、“跟起哥”、“蛋儿
哥”、“亭儿哥”、“小雪哥”、“秃子哥”、“傻子
哥”、“来纪哥”。等称呼平辈女性“小花儿
姐”、“大丫儿姐”、“换姐”等。

3.对晚辈的称呼就直接叫小名（乳
名），但是小名前要再加个“小”字。如：“双
儿”是小名，前面加一个“小”字，这个晚辈就

叫“小双儿”；什么“小亮子”、“小会”、“小堂”
“小立顺”、“小香儿”、“小美”、“小二平”等。

五、串门与吃饭的习惯。
1.串门。
早上串门的人一进大门口或大过挡就

要喊叫：“起来（lei --第一声）了不？”然后
经过搭话进到屋里，主人递过烟荷包或烟笸
箩让串门人抽烟说：“抽一袋不？”“尝尝自个
种的大叶儿烟、黄花烟。”然后聊天。一般说
更多的是冬天农闲时串门的更多些。

2.吃饭。
白天，大人们一般都要到地里干活，收

工后都爱“坐”或“蹲”在自家门坎儿上或门
口外边吃饭边聊天。那时的会餐别有风
味：有时交换饭菜——你夹给我一筷子菜，
我成给你一勺饭；你掰给我一块窝头或贴
饼子，我送给你一个包子。大家多是把饭
菜盛到碗里“蹲”或“坐”在临街的院口台阶
上，吃着说着笑着。男人是主劳力吃饭多
是托着大白碗吃饭，孩子们可以出来吃，媳
妇和丫头家一般不出来吃，有些说辞也有
些讲究。

我的故乡上苇甸有许多方言土语，还
有许多逝去的天伦之乐。我爱故乡的美丽
风景，也怀念这里丢失的各种文化。

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斯宾诺莎、科
恩伯格、马斯洛、佩雷斯、基辛格等人的名字，无
人不知。可是，你能想到这些名人都是犹太人
吗？贺雄飞著《犹太成功学》，以简洁朴实的语
言，向我们讲述了包括以上名人——即犹太人在
哲学、科学、政治、艺术等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讲述了犹太人成功创造的一个个神奇故事。

说起犹太人，不能不说说以色列国和犹太民
族。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其中德
系犹太人（2014年1月统计）占75%。犹太人创
造了西方两大文明之一的希伯来文化，他们信
仰耶稣和基督教。正如该书序言所说：“没有基
督教，就没有后来的西方文明。”犹太人经历了
包括被希特勒屠杀600万那般等种种磨难。然
而，历经千年种族歧视、暴力屠戮、硝烟炮火的
犹太人，不但民族精神没有垮，1948年 5月 14
日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而且
崇尚精英教育思想，着力科技创新发明，衷情读
书学习热情，显得愈加高涨，愈加坚强。《犹太成
功学》就讲述了犹太人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
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创造的辉

煌成就。
该书首先以大量数据、简短故事的语言，诠

释了“群星璀璨的犹太人”“诺贝尔奖中的‘犹太
现象’”，之后详细解析了“学习是一种信仰”“犹
太人创造力的奥秘”“犹太人的精英教育”内涵，
最后集纳了源自《塔木德》和爱因斯坦、犹太思想
家的“百句教育格言”，及《圣经》《几何基础》《资
本论》《社会公工论》等学科“影响世界的60部名
著”。就如该书不仅让我们知悉马克思是位犹太
人，他的《资本论》让世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产生信仰，而且让读者认识到为什么“人们将当
今世界东西方的对立喻为两个犹太人耶稣和马
克思的对立，因为耶稣是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
而马克思则是东方社会主义的代表。”

该书在讲述犹太人在哲学、社会学、物理学、
经济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创造辉煌成就的过程
中，突出讲述了犹太人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勇
于挑战的家国情怀，以及崇尚精英教育，专注高
端科技研究的精神。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清晰直观的数据，说服力极强。如1901年至
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680人中，有152人是犹

太人。犹太人获“诺奖”比例之高，创造的“神话”
之广，说明什么？答案很简单：犹太人把学习作
为一种信仰。就像该书所言：犹太人真正的成功
秘诀还是在于学习。

无论犹太人创造的“诺奖”神话，还是在金
融、房地产、律师、医学等领域取得的显赫成就，
犹太人的实力，美国不敢小觑，世界各国也当深
思。有人说：世界的财富在美国人兜里，而美国
人的财富在犹太人脑子里。这不是戏言。细数
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格林斯
潘、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犹太人占多少就再清
楚不过了。犹太人几乎都是活到老学到老、永不
退休的学习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发扬了
这一优良传统，也因此培养了理性、睿智、严谨的
品格作风。

传统犹太人家里还有一个规定：书橱只可放
在床头，不可放在床尾。他们认为书是神圣的，
要像尊敬《圣经》一样敬重书。这让我想起国人
时常谈到以色列国家有多少图书馆，以色列国民
每年读几本书这件事，看来不会有假。

春秋雨／文

上苇甸方音土语
李淑英

看到题目，您会问：“毛泽东与门头沟
有啥关系？”有，肯定有，不仅有，而且关系
大着呢！下例三件历史事实就能说明：

一、保护门头沟煤矿的电令

1948年底，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火声
中，天津和张家口得到了解放，形成了对
北平的包围，并逐步从郊区向城市推
进。12月 14日，门头沟地区得到解放，
12月1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指挥
平津战役的毛泽东，向平津战役前线发
出电报，要求指战员，保护好平西工业
区，为解放和建设北平做好准备。电报
内容为：“林、罗、刘并程、黄：丰台、门头
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
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
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不动，用原
来的工作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方只
派员监督、派员保护……”

电令发出当日，解放军就成立了门头
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8个工作部门，
其中，工矿部门负责矿山工作。首先接
受了国民政府经营的门头沟煤矿及所属
的城子矿，代管了民国河北省政府经营
的西山煤矿。由于门头沟煤矿和西山煤
矿的领导机关部分高层职员家住北平城
里，在矿山与城里交通、电讯断绝的情况

下，军管会工矿部发动矿山的职员保护
矿山，很快恢复生产，稳定了矿山秩序。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在城里的
两矿职员回到了矿山工作，受到了军管
会的欢迎。1949年 5月11日，平西煤矿
公司成立，门头沟煤矿、城子矿和西山
矿，成为平西煤矿公司首批煤矿，煤矿的
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只要本人愿意留
下的，都予以录用。原门头沟煤矿矿长
王世铭还担任了平西煤矿公司的第一任
总工程师；原西山煤矿矿长、门头沟煤矿
代矿长张世痒担任了平西煤矿公司所属
门头沟煤矿矿长；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也基
本受到了重用。

正是遵循了毛泽东电令中对保护平西
工业区的电令指示，才使平西矿区很快实
现了煤炭的正常生产经营。

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门头沟的煤业
迅速发展，成为北京市的主要能源基地，为
首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做出了重
大贡献，成为温暖首都的名副其实的“一盆
火”（密云为首都的“一盆水”）。

二、关注门头沟农村的批示

1952年，门头沟区清水镇黄安坨村党
支部书记任成龙同志带头办起了村里第一
个长年互助组，并由此带动了全村劳动互

助合作的发展。1954年1月，黄安坨村农
林牧生产合作社成立，至1955年秋，全村
98%的农户自愿入社，提前实现了初级合
作化。全村各业生产取得了可喜成绩，初
步解决了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1955年
10月，为了制定农村合作社各业发展的
计划，北京市农村工作部、市农林局和京
西矿区区委共同组织了一个山区生产规
划小组，选择黄安坨村的合作社为试点，
制定1955年到1967年《黄安坨农林牧生
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1955年 12月，
毛泽东主席在选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
高潮》一书时收录了该远景规划，并对此
专门写了编者按：“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
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参考。这种计划
的用处，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
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
划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第一个五年
计划和第一年的年度计划加以具体化。
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施行，远景计划会
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半个世纪以来，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不断激励着几代
黄安坨人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斗志。近
些年来，黄安坨村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步伐。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村民
收入稳步提高，林权、产权制度改革扎实推

进，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不仅是黄安坨人

的骄傲，也是全区人民的骄傲，正是在毛主
席这一重要批示的激励下，不仅促进了黄
安坨各业的发展，也使全区农村、农业和农
民工作从解放初期开始就得到了稳步推
进，并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关心门头沟人员的家乡

毛泽东是否到过门头沟，历史没有明
确的记载，但是，通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的门头沟人的亲身经历，我们就强烈地感
受到毛泽东对门头沟老区人民的关心，也
了解了门头沟的人文和环境。曾经在毛泽
东身边工作过的门头沟人有：杨兴洲、杨兴
民、刘贵生、李业臣等。

杨兴洲，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峪村人，
曾任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记。1959年，毛
主席回韶山为母亲扫墓，杨兴洲是陪同人
员之一。其后与其他省领导多次受到毛主
席接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杨兴民，门头沟区斋堂镇杨家峪村人，
历任秦皇岛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北戴河公安
局局长、秦皇岛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任
职期间多次圆满完成毛主席视察时的警卫
任务，受到毛主席接见并与之合影。

刘贵生，门头沟区大台西桃园村人，曾

任丰台区卢沟桥公社粮秣干事。1958年8
月，受到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与身边人员交谈，都会问到
其家乡的情况。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间
最长，与毛主席接触最密切的门头沟人，
当属雁翅镇珠窝村的李业臣。他在1960
年至1963年期间，担任毛主席专列的列
车长，在这四年中，他亲身体会到了毛主
席简朴的生活作风，严谨的工作作风，平
易近人的伟人风采。最让他难以忘怀的
是，毛主席每次与他交谈都十分关注他
的家乡珠窝村及门头沟这个革命老区，
知道了很多门头沟的事情，解放后的人
民生活，解放前的抗日、抗战事例。其
间，尤其是听说珠窝村和门头沟的风景
很好时，毛主席还吞吐着烟雾风趣地说：

“你们村原来是珠窝，不是猪窝呀！好哇，
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说了以上三件事儿，您还说毛泽东与
门头沟没关系吗？这是简单的三件事儿
吗？这三件事儿涉及了门头沟的三大产
业。就是这三件事儿，激励着门头沟历届
区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断
创新，门头沟的发展才有今天。把这三件
事儿翻腾出来，不为别的，就为纪念他老人
家逝世40周年和诞辰123周年，激励我们
门头沟人，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把门头沟建设得更好！

犹太人成功的背后
——《犹太成功学》读后感

毛泽东与门头沟
（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诞辰123周年）

高连广

推荐一本好书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