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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歇后语研究

郑剑平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摘 要】 本文收集和分析凉 山歇后语的方言特点
,

并且分类列出
。

【关键词】 凉 山 ; 歇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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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凉山西昌
、

德昌
、

会东
、

宁南
、

冕宁
、

喜

德
、

盐源等市县 (主要是市县志 )的歇后语
,

文章分三

部分
。

第一部分讨论歇后语的定义与特点 ;第二部分

分析凉山歇后语的方言特点 ; 第三部分分类列出凉

山歇后语
。

歇后语的定义与特点

1
.

1 歇后语的定义

我们先看有关工具书的解释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语言文字》卷 :

歇后语 指说话时候把一段常用词语故意少说

一个字或半句而构成的带有幽默性的话
。

通用的有

两种
。

①原始意义的歇后语
,

把一句成语的末一个字

省去不说
.

也叫
“

缩脚语
” 。

如 (金瓶梅》里来旺儿媳妇

说
“

你家第五的秋胡戏
” ,

就用来影射
“

妻
” ,

因为
“

秋

胡戏妻
”

是有名的故事剧 目
。

也有利用同音字的
,

如

称
“

岳父
”

为
“

龙头拐
” ,

影射
“

杖
”

字
,

这里代替
“

丈
” 。

这证明在这个方言里
,

丈杖同音
。

②扩大意义的歇后

语
,

在北京叫
“

俏皮话儿
” ,

是指可以把一句话的后一

半省去不说
。

如
“

马尾拴豆腐
” ,

省去的是
“

提不起

了
” 。

有时候也利用同音字
。

如
“

外甥打灯笼
”

—
“

照

舅 (旧 )
” 。

这条释文指出歇后语既是修辞现象
,

又是词汇

现象的二重性
,

很有权威性
。

戚雨村等编《语言学百科词典 》 ( 1994 年
,

上海辞

书出版社 )
:

歇后语 熟语的一种
。

指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

重心在后的固定语句
,

主要见于汉语
。

前面部分是引

子有如谜面
,

后面部分是真正意义所在
,

有如谜底
。

可分成两种类型
:
( l) 比喻型

,

前一部分是比喻
,

后一

部分是说明
,

如
“

猫哭老鼠— 假慈悲
” 、 “
泥菩萨过

河— 自身难保
” ; ( 2) 双关型

,

后一部分借助音同或

音近的成分与前一部分相关
,

如
“

孔夫子搬家—
尽

是书 (输 )
” 、 “

窗户 口吹喇叭

— 鸣 (名 )声在外
” 。

歇

后语是一种词汇现象
,

运用得当也是一种修辞方式
。

该定义指出了歇后语是
“

熟语的一种
” , “

是一种

词汇现象
” ,

并指出其类型
。

《现代汉语词典 》 ( 19% 年版 )第 1391 页 :

歇后语 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句话
,

前一部分

像谜面
,

后一部分像谜底
,

通常只说前一部分
,

而本

意在后一部分
。

如
“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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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灯笼—
照旧 (舅 )

” 。

此解释简明扼要
,

但事实上应该是
“

通常前后部

分都说
,

有时只说前一部分
” 。

邢公婉主编 《现代汉语教程 》 ( 199 4年
,

南开大学

出版社 )第 14 2页
:

歇后语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
,

前部分是一种比

喻
,

像是谜面
,

后部分是对这 比喻的一种揭示和说

明
,

像是谜底
。

在形式上
,

比喻部分和说明部分之间

有一个或可有一个较长的停顿
,

书面上可用破折号

表示 ;如果歇后语前后两个部分联系紧密
,

已在人们

的头脑里固定下来了
,

那么
,

后面的说明部分也可以

也可以
“

歇
”

去不说
,

所以叫
“

歇后语
” 。

此解释与 《现

代汉语词典 》基本一致
,

我们采用此解释
。

1
.

2 歇后语的特点

我们认为有以下四个特点
。

1
.

21 1形式方面的特征

通常由起语和注释语两部分构成
。

张涤华
、

胡裕树
、

张斌
、

林祥媚主编的《汉语语法

修辞词典 》 :

歇后语 ①修辞学上藏词的形式之一
,

又称藏

尾或歇后藏词
。

见
“

藏词
” 。

②熟语的一种
。

又称
“

譬

解语
” 。

由近似谜语
、

谜底两部分组成的带有隐语性

质的口头用语
。

前一部分是 比喻或说出一个事物 (也

称
“

譬
”

)
,

像谜语的
“

谜面
” :后一部分像

“

谜底
”

(也称
“

解
”

)
,

是真意所在
。

有两种类型
:
谐音的和非谐音

的
。

谐音的如
“

外甥打灯笼—
照旧 (舅 )

” ,

非谐音的

如
“

狗捉老鼠— 多管闲事
” 。

歇后语的后一部分都

是双关语
,

即表面上是对前一部分的解释
,

实际上是

另有所指
,

故有修辞作用
。

由于一方面极少数歇后语

可以作为歇后藏词的凭借
,

常常容易跟藏词格中的

歇后藏词形式混淆
: 另一方面

,

绝大多数歇后语在进

人句子之前并不歇后
,

即使进人具体句子之后
,

也是

以前后两部分并出为最常见
,

歇后语这个名称已经

名不副实
,

故有人主张将歇后语正名为
“

引注语
” :

前

一部分是个
“

引子
” ,

后一部分是对
“

引子
”

的解释
。

此解释的
“

譬解语
”

或
“

引注语
”

都是指出歇后语

由两部分构成
。

起语多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

注释语是

对这个比喻的解释
。

如
:

玻璃上插针—
又尖 (奸 )又滑

。

木匠吊线— 睁只眼闭只眼
。

1
.

2 12语义方面特征

第一
,

歇后语的表义的重点在注释语
。

如
:

一丈二长的筷子— 拈得到别人
,

拈不到 自己
。

二两花椒四两肉— 麻杂杂 (意肉麻 )

如果不说后一部分也就不明白说话人的意图
,

而这

正是说话人想表述的
。

第二
,

歇后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

并且多表示

贬义
。

欧阳若修主编《中国歇后语大辞典 》前言说 :

“

要而言之
,

歇后语一般都是讽喻性的
,

按意义分类
,

有多种类别意含否定
、

嘲讽
、

轻蔑等的歇后语
,

… … ”

显然可见
,

表示贬义的歇后语 占多数
。

1
.

2 13 语体特征

鲜明的口语性
,

这也是传统上将歇后语划归
“

俗

语
”

来统称的主要原因
。

例如
:

寿星老头儿吊颈— 嫌命长了
。

纸扎的灯笼—
一戳就破

。

快刀打豆腐—
两面光生

。

罗汉请观音—
客少主人多

。

1
.

21 4语用上的俏皮性

歇后语的起语的新奇
、

注释语的别致
、

起语和注

释语配合的巧妙会使人顿觉妙趣横生
。

感觉到谈谐
、

风趣
、

幽默的特点
,

这正是发话人运用歇后语想要产

生的表达效果
。

歇后语的这个特征可称为
“

俏皮性
”

特征
。

例如
:

禹王宫的门墩—
石鼓 (失古

,

意翻脸 )
。

城煌爷推豆腐— 磨折小鬼
。

城陛庙的鼓捶—
一对

。

和尚讨亲— 今生休想
。

如果只说后半部分而没有前半部分则完全没有幽默

感
,

无
“

俏皮性
”

可言
。

2 凉山歇后语的方言特点

凉山歇后语表现出的地域方言特点
,

可以从词

汇与句法结构两个方面观察
。

2
.

1 方言词汇特点

2
.

11 名词

地名
、

方位类

马鞍山
: 马鞍山的土地— 自身难保

。

(西昌 )

半站营
:
半站营的场—

不赶 (敢 )
。

(德昌 )

鹅公山
:

鹅公山做枕头— 靠不住
。

(喜德 )

龙滩河
:
龙滩河的菩萨—

硬神 (乘
,

意
:

挺住 )
。

(盐源 )

公母 山
:
公母山的和尚—

有儿有女
。

(盐源 )

坟坝 :
烂坟坝的人贩子— 卖鬼

。

烂坟坝挤眼

睛—
哄鬼

。

(会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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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场坝
:

较场坝的土地— 管得宽
。

(德昌 )

动物类

抱鸡婆
: 抱鸡婆打摆子—

又扑又颤
。

(西昌 )

鸭儿
:

母鸡抢鸭儿—
空欢喜

。

(西昌 )

丁丁猫: 丁丁猫 (蜻蜓 )吃尾巴

—
自家吃 自家

。

(德昌 )

饿老鹤
:

饿老鹤搭朴爬— 全靠嘴撑起
。

(德昌 )

饿老鹤仰起飞— 抓天
。

(德昌 )

癫疙宝
:

感疙宝不生眉毛— 祖传
。

(德昌 )

瘫疙宝打哈欠—
口气不小

。

(德昌 )

耗子
:

耗子拉秤铭

— 起的打猫心肠
。

(德昌 )

耗子别链枪— 起的打猫心肠
。

(德昌 )

推屎爬
:

推屎爬 (屎壳螂 )戴眼镜— 假充地里

(理 )先生
。

(德昌 )

人的身体
、

人品类

勾子
: 石狮子的勾子 (屁股 )—

没眼儿 (又: 没

有缝缝 )
。

(德昌 )

沟子: 羊子的沟子 (屁股 )

—
满 口园子

。

(盐源 )

脑壳
: 脑壳上揩油—

滑头
。

(冕宁 )

肚皮
:

螺狮有肉—
在肚皮里头

。

(德 昌 )老母猪

跨门槛— 光肚皮
。

(西 昌 )

叫化子: 叫化子唱戏— 穷风流
。

(喜德 )

叫化子打发女—
只图吃

。

(喜德 )

爪手子
:

爪 (音
:

Za u )手子洗碗—
测 (算 )了

。

(德昌 )

倒灌气
:

哄呐子在月天吹— 倒灌气
。

(宁南 )

杂类

包谷
、

梆梆儿
:

包谷林里敲梆梆儿—
吓猴子

。

(西昌 )

锅烟儿:
半天云里撒锅烟儿—

乌天黑暗
。

(西

昌 )

帕子
: 三个人顶两张孝帕子—

没有你搭白的
。

(德昌 )

磨子
: 火柴头修磨子—

走一方
,

黑一方
。

(德

昌 )

帽儿头
:
叫化子吃帽儿头—

不撰 (敢 )
。

(德昌 )

刀头
:

土地庙打失 (丢失 )刀头

— 怪神
。

(德昌 )

摩登红
:
吊颈鬼打摩登红 (胭脂 )—

死妖烧
。

(德昌 )

唤呐子
:
唤呐子在月天吹— 倒灌气

。

(德昌 )

琐呐子生铜绿—
吹起不是味道

。

(德昌 )

名堂 : 撰面棒做吹火筒—
看你吹得出啥名堂

。

又 : 一窍不通
。

(德昌 )

棒棒 (棒子 ) : 钩子 (屁股 )上别 (带 )棒棒—
抢

人
。

(盐源 )

刺芭林
:

刺芭林的班鸿— 姑姑 (咕咕 )
。

(盐源 )

锅摊儿 (注
:

一种面食 ) : 雄窝摊锅摊儿—
心

厚
。

(盐源 )

蘸水
: 豆渣打蘸水—

下去就不见
。

(德 昌 )

店子
:
城陛爷开店子— 折磨小鬼

。

(冕宁 )

留子 :
癫格宝挨留子 (石头 )

— 鼓起眉毛劲
。

(盐源 )

冲壳子 (注
:

冲牛 ) : 乌龟打屁—
冲壳子

。

(盐

源 )

园子 (注 :
歇后语 )

:

羊子的沟子 (屁股 )

— 满口

园子
。

(盐源 )

2
.

12动词与动词性短语

打失 (丢失 )
:

叫化子打失拐棍— 受狗的气
。

土地庙打失 (丢失 )刀头

— 怪神
。

(西昌 )

麻 (哄
、

骗 ) : 坟坝儿里撒花椒— 麻鬼 (西昌
、

德

昌 )

拦 腰冲 (冒失地打 断别人说话 )
:

肚脐眼放

屁

— 拦腰冲
。

(西昌 )

烧 (哄
、

骗 )
:

火葬场开后 门— 专烧熟人
。

(西

昌 )

巴 (塞
、

堵 ) : 勾子上贴膏药—
巴洞

。

(西昌 )

揣 (撒泼 ) : 马跟牛打捶— 泼倒脸皮揣
。

(西昌 )

骡子和马打架— 凭脸揣
。

(冕宁 ) 毛驴子窜刺芭

笼—
泼着脸揣

。

(盐源 )

没得 (没有 )
:

小姑娘学做鞋—
没得样子

。

(德

昌 )

拐 (出错
、

错 )
:

小脚儿走路

—
看到就要拐

。

(德

昌 )豆瓣生蛆—
拐味

。

(德昌 )蚊子吃菩萨—
认拐

(意 :
错 )了人

。

(德昌 )

倒拐 (转弯儿 )
:

文武庙倒拐—
正衔 (该 )

。

(德

昌 )

搭白 (插话 ) : 三个人顶两张孝帕子—
没有你

搭白的
。

(德昌 )

搭扑爬 (跌跤 ) :
笑和尚搭扑爬 (意跌跤 )

—
搭

死都是笑的
。

(德 昌 )

兜倒 (起 )扯 (故意为难 )
: 衣袋里拉胡琴— 鲍

(逗 )起扯
。

(德昌 )何抓抓拉胡琴— 兜倒扯 (意
:
故

意为难 )
。

(盐源 )

别 (拴
、

挂 )
:

屁股上别 (意拴 )钥匙— 你锁 (所 )

管哪门
。

(德昌 )

争 (差 ) : 两只耗子 (老兜 )打架— 争一颗米



第 3 期 郑剑平 :凉 山歇后语研究

(意
:

差一点 )
。

(德 昌 )背风箱赶营盘—
争火又欠

炭
。

(德昌 )

跳家官 (请神 )
:

顶起雄窝跳家官—
吃亏不讨

体面
。

(德昌 )

摆起 (端起架子 ):
娃儿属屎— 摆起

。

(德昌 )

捞 (扛 )
:

捞 (方言词
:

扛 )钉耙进作房— 挖枯

(苦 )
。

(德昌 )

抓天 (没办法 ):
饿老鹤仰起飞— 抓天

。

(德昌 )

配像 (摆设 ):
作聋子的耳朵— 配像 (又

:

摆

设 )
。

(德昌 )

正尺 (理所当然地 占有 ):
裁缝的尺子—

正尺

(吃 )
。

意
:

理所当然地占有
。

(德昌 )

梭 (爬 )
:

黄鳝无脚—
过梭

。

(德昌 )

没眼儿 (没有希望 )
:

石狮子的勾子 (屁股 )

—没眼儿 (又
:

没有缝缝 )
。

(德昌 )

失 (滑 )脱 (失去 ):扁担挑缸钵— 两头都失脱
。

(会东 )扁担挑缸钵—
两头滑脱

。

(宁南 )

背膀厚 (后台硬 ):观音菩萨坐石岩— 背膀厚
。

(会东 )

脱不了爪 (不能摆脱麻烦 ):
猫儿抓松把— 脱

不了爪
。

(宁南 )

摆布 (捉弄
、

折磨 ):
染匠下河—

细摆布
。

(冕

宁 )

打捶 (打架 )
:

和尚打捶— 抓不到辫子
。

(冕宁 )

耍把戏 (玩花招 ):
城煌耍把戏—

哄鬼
。

(喜德 )

鬼扯 (胡说八道 ):
城陛爷卖布— 鬼扯

。

(喜德 )

处得拢 (关系友善 )
:

近视眼看书— 处得拢
。

(喜德 )

扫脸 (碰壁 )大门上挂扫把

—
扫脸

。

(喜德 )

硬神 (挺住 )
:

龙滩河的菩萨—
硬神 (乘

,

意
:
挺

住 )
。

(盐源 )

白岩 (握 ) (白遭打了 )
:

瓦窑沟倒拐—
白岩

(握
,

意 : 白遭打了 )
。

(盐源 )

天晓得 (无法说清 )
:

革直路的匾—
天晓得

(意
:
无法说清 )

。

(盐源 )

沾光 (得好处 )
:

星星跟着月亮走—
沾光

。

(盐

源 )

扯皮 ( 口罗嗦
,

纠缠不休 )
:

罗汉脱衣服—
鬼扯

皮
。

(盐源 )

干挣 ( 白干 ) :
瘦狗属屎—

干挣
。

(盐源 )

2
.

13 形容词与形容词性短语

啄棒 (笨拙 )
:

抱母鸡吃红苔—
啄棒

。

(西昌 )抱

鸡婆吃红萝 卜—
啄棒

。

(德 昌 )

麻杂杂 (肉麻 )
:

二两花椒四两肉— 麻杂杂 (意

肉麻 )
。

(德昌 )

失古 (不和气
,

翻脸 ) :
禹王宫 的门墩—

石鼓

(失古
,

意翻脸 )
。

(德昌 )

黄 (簧 )的 (假的 )
:
南瓜的屁股— 黄 (簧 )的

。

(德昌 )

干绷 (死要面子 )
:

牛皮不着水—
干绷

。

(会东 )

淘神 (费神 ) :
臂箕装菩萨— 淘神

。

(德 昌 )

浑剐 (不讲理 )
:

谢摆头打狗—
浑剐

。

(盐源 )

翘起 (不和谐 ) :
驼背睡楼板—

两头翘起
。

(德

昌 )

别脱 (爽快
,

干脆 )
:

吃红苔不要 (要 )碗— 别

脱
。

(盐源 )

对头 (正确 )
:

上街买帽子— 对头
。

(盐源 )

串起 串起的 (跳起跳起的 ) :
瘫格宝吃更豆—

串起串起的
。

(盐源 )

2
.

14量词

都是动量词
。

沱 (团
、

捆 ) : 豆牙炒菜— 挽成一佗
。

(德昌 )

转 (圈 )
:

鸡屎藤做腰带— 臭一转
。

(德昌 )

截 (断
、

节 )
:

保安 队的棉裤—
短起一截

。

(德

昌 )

.2 2 句法结构特点

.2 21 表可能的
“
V得 C

” 、 “
V不得

”

式
,

普通话通常

说为
“

能V C
”

和
“

不能 V C
”

式
。

如
:

小姑娘卖豆芽— 抓拿不开
。

(德昌 ) 抓拿不

开* 不能做好

狗屎做钢鞭—
闻 (文 )也文不得

,

舞 (武 )也武

不得
。

(德昌 )文不得叶不能文 武不得斗不能武

蔑条穿豆腐—
提不得

。

(德昌 ) 提不得*

不能提

一丈二长的筷子— 拈得到别人
,

拈不到自己
。

(德昌 )拈得到斗能拈到 拈不到斗不能拈到

.2 2 2 v C类述补结构

门缝缝头看人— 莫把人看扁了
。

(德昌 )看

扁一小看

半夜吃桃子—
按倒把的捏

。

(德昌 )按倒升摸

着

笑和 尚搭扑爬 (意跌跤 )

— 搭死都是笑的
。

(德

昌 )搭死一跌死

蚊子吃菩 萨— 认拐 (意 :
错 )了人

。

(德昌 )认

拐升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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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凉山歇后语汇举

我们将搜集到的凉山歇后语分为两大类
:
喻义

的歇后语 ;谐音的歇后语
。

其中
“

谐音的歇后语
”

又分

为
“

纯谐音 的歇后语
”

和
“

音义双关的歇后语
”

两小

类
。

.3 1 喻义的歇后语

歇后语 (西昌 )

马鞍山的土地— 自身难保
。

抱鸡婆打摆子—
又扑又颤

。

胖婆娘骑瘦马—
添精搭肥

。

站起生娃娃— 大意
。

螃蟹过河—
七脚八手

。

`

老狗爬墙—
力不从心

。

叫化子烧钱纸— 钱少话多
。

叫化子打失拐棍— 受狗的气
。

叫化子抱到算盘睡— 穷有穷的打算
。

叫化子要鹦哥儿

— 苦中取乐
。

叫化子跨龙门— 再争都是人家的
。

叫化子跨门槛—
得一步进一步

。

包谷林里敲梆梆儿—
吓猴子

。

木偶翻筋斗— 全凭下人得力
。

盲人当交警— 瞎指挥
。

竿竿过城门洞— 直进直出
。

老母猪跨门槛— 光肚皮
。

瘦狗肩屎—
干净

。

肚脐眼放屁— 拦腰冲
。

背弓坐椅子— 靠不住
。

生铁铸武显—
硬神

。

十二岁人敬老院— 享福过早
。

骑马放屁—
两不分明

。

拖拉机跑公路—
不务正业

。

宣传车讲政策—
听到头句没二句

。

脑门上长瘤子—
额外负担

。

半天云里撒锅烟儿— 乌天黑暗
。

马到悬岩— 不得不跳
。

母鸡抢鸭儿—
空欢喜

。

蒜墓儿炒豌豆—
光棍迁到滚打客

。

豆芽子炒韭菜— 挽紧
。

瞎子戴眼镜儿— 多余的圈圈
。

快刀打豆腐—
两面光生

。

菩萨淌眼泪— 神气
。

蚊子叮菩萨— 认错人
。

马跟牛打捶—
泼倒脸皮揣

。

歇后语 (德昌 )

一丈二长的筷子— 拈得到别人
,

拈不到自己
。

二两花椒四两肉— 麻杂杂 (意肉麻 )

丁丁猫 (蜻蜓 )吃尾巴— 自家吃 自家
。

十八岁进养老院— 莫把幸福早了
。

三月的樱桃—
红不久

。

三十晚上的菜饭— 叫我那家去借
。

三十晚上的菜板—
不得空

。

三百斤的野猪— 全靠一张嘴
。

大门口挂粪桶— 臭名在外
。

在佛爷的座坐— 撑鬼
。

马屎疙瘩— 外面光
。

马路上的电杆— 靠边站
。

土地庙打失 (丢失 )刀头

—
怪神

。

土地堂开烟馆—
于理不通

。

小姑娘学做鞋— 没得样子
。

小姑娘卖豆芽—
抓拿不开

。

小脚儿走路— 看到就要拐
。

干饭泡米汤—
原还原

。

叉植胡吃炒面— 戳两开
。

门缝缝头看人— 莫把人看扁了
。

乡巴人老吃盖碗茶—
四门无路

。

火柴头修磨子— 走一方
,

黑一方
。

天上落豆渣— 该你有猪福气
。

勾子上贴膏药—
巴洞

。

叫化子抱算盘— 穷有穷的打算
。

叫化子卖米— 讨得的
。

龙灯的胡子—
安的

。

生柿花— 好看不好吃
。

半天云吹唤呐—
云里雾里

。

半夜吃桃子— 按倒把的捏
。

老母猪下儿—
一个一个的来

。

老母猪借糠— 借了就不还
。

老母猪打架— 使嘴
。

戏班子的狗—
下不倒台

。

戏班子讨婆娘— 说过就算了
。

吊颈鬼做贼—
死不要脸

。

吊颈鬼打摩登红 (胭脂 )

—
死妖烧

。

光勾子骑老虎—
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

(又
:

胆

大不害羞 )

豆牙炒菜—
挽成一沱

。

豆瓣生蛆—
拐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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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芽子长齐天高—
还是小菜

。

豆渣打蘸水—
下去就不见

。

笑和尚搭扑爬 (意跌跤)

— 搭死都是笑的
。

寿星老头儿吊颈— 嫌命长 了
。

纸扎的灯笼—
一戳就破

。

快刀打豆腐—
两面光生

。

罗汉请观音—
客少主人多

。

衣袋里拉胡琴— 鲍 (逗) 起扯
。

抱琵琶进牛圈— 对牛弹琴
。

床底下推车— 进退两难
。

苍蝇生背瘩—
只有那点脓血

。

两只耗子 (老鼠) 打架— 争一颗米 (意 :差一

点)

鸡屎藤做腰带— 臭一转
。

狗坐莞莞—
不服抬举

。

茅厮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

抬老丈人上山— 帮舅子的忙
。

抬轿子压倒耳朵—
外行

。

顶起稚窝跳家官—
吃亏不讨体面

。

禹王宫的山门— 背包
。

城煌爷推豆腐— 磨折小鬼
。

城煌庙的鼓捶—
一对

。

和尚讨亲— 今生休想
。

和尚买梳子

— 无用
。

背风箱赶营盘— 争火又欠炭
。

驼背睡楼板—
两头翘起

。

娃儿厨屎—
摆起

。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 出

。

哑巴见到妈—
没得话说

。

哑巴吃汤元—
心中有数

。

保安队的棉裤— 短起一截
。

看戏淌眼泪— 替古人担忧
。

蚊子吃菩萨—
认拐 (意

:

错) 了人
。

较场坝的土地— 管得宽
。

饿老鹤搭朴爬— 全靠嘴撑起
。

耗子钻风箱—
两头受气

。

耗子钻牛角—
越钻起紧

。

耗子拉秤佗— 起的打猫心肠
。

耗子别链枪—
起的打猫心肠

。

耗子厨屎—
一点点

。

聋子的耳朵—
配像 (又 :

摆设)
。

琐呐子在月天吹—
倒灌气

。

穿钉鞋拄拐棍— 把稳行事
。

黄鳝的耳朵— 缺窝儿
。

黄鳝无脚—
过梭

。

银鹤马下较塌—
白跑一趟

。

骑马打屁

—
两不误

。

铺盖翻转盖—
虱子走弯路

。

铺盖窝里头挤眼睛— 自己哄 自己
。

寡公子做媒—
有你的就没有我的

。

盘古王扭秧歌— 老活泼
。

烂坟坝的人贩子— 卖鬼
。

烂坟坝挤眼睛—
哄鬼

。

矮子爬楼梯— 步步登高 (又 :
步步高升)

。

新姑娘坐花轿—
头一回

。

端公吹牛角— 各吹各的
。

瞎子上坟— 估堆堆
。

瞎子啄磕睡— 看不出来
。

瞎子打老婆—
丢不得手

。

蔑条穿豆腐— 提不得
。

排面棒做吹火筒— 看你吹得出啥名堂
。

又 :一

窍不通
。

螃蟹转拐—
没有出处

。

螺狮有肉—
在肚皮里头

。

癫疙宝垫床脚— 鼓起一腹气
。

癫疙宝不生眉毛— 祖传
。

癫疙宝打哈欠—
口气不小

。

癫疙宝穿套裤— 蹬打不开
。

歇后语 (会东)

讨口 子搬家— 一无所有
。

当 (典) 家神卖土地—
一贫如洗

。

聋子的耳朵

—
配位 (摆投)

观音菩萨坐石岩—
背膀厚

。

孔夫子放屁—
文气冲天

。

歇后语 (宁南)

猫儿抓核把— 脱不了爪
。

纸糊的灯笼—
一戳就穿

。

三十晚上的菜板—
不闲

、

不借
。

扁担挑缸钵—
两头滑脱

。

姑娘背娃娃— 帮忙的事
。

歇后语 (冕宁)

骡子和马打架— 凭脸揣
。

狗撵耗子—
多管闲事

。

癫克宝挨饿卵石—
死背死挨

。

脑壳上揩油—
滑头

。

脑壳上贴膏药—
毛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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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猪撬 田埂子— 凭嘴劲
。

公公背媳妇儿去朝山

— 费力不讨好
。

城煌爷开店子— 折磨小鬼
。

三张纸画个人脑壳— 好大的脸面
。

半天云搭戏台—
唱高调

。

瞎子看书— 装模作样
。

木头做眼镜— 看不穿
。

判官的肚子—
鬼心鬼肠

。

缺耙齿读文章—
含糊其词

。

吊颈鬼打粉—
死爱面子

。

猫搬饭酝— 白替狗干
。

井里头的青蛙—
不知天高地厚

。

两个哑巴一头睡—
没话说

。

茅厮音晃打屁—
吓蛆

。

钟鼓楼的雀儿—
吓破胆的

。

歇后语 (喜德 )

照壁 山属尿— 来得陡
。

叫化子晒衣服— 穷抖擞
。

火烧城煌庙— 放鬼
。

城嗅耍把戏—
哄鬼

。

城陛爷卖布—
鬼扯

。

叫化子唱戏— 穷风流
。

叫化子打发女—
只图吃

。

背媳妇朝峨眉— 费力不讨好
。

鹅公山做枕头— 靠不住
。

对着镜子作揖— 自己恭维自己
。

南天门的土地

— 管得宽
。

歇后语 (盐源 )

草直路的匾—
天晓得 (意 :

无法说清 )
。

谢摆头打狗—
浑剐 (意 : 不讲理 )

。

公母山的和尚—
有儿有女

。

东岳庙到城煌庙— 横竖都撞鬼
。

骚鸡公换骗马—
图个补头

。

刺芭笼里的班鸿—
不知春夏秋冬

。

癫格宝挨留子 (石头 )

— 鼓起眉毛劲
。

三清观的尼姑—
有家有室

。

毛驴子窜刺芭笼— 泼着脸揣
。

十字路 口挞扑扒 (摔跟斗 )

—
不知东南西北

。

两口子不说话—
有气

。

水淌城陛庙—
淹鬼

。

吃五个胡豆打五个屁— 来五去五
。

脑壳上生疮
,

脚板底流脓— 坏透顶了
。

吃红曹不要碗— 别脱 (拿着就吃 )
。

歪嘴和尚照镜子—
当面丢丑

。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

罗汉讲恋爱—
鬼想

。

兔子的尾巴—
长不了

。

鸭子钻进鸡窝里—
温暖

。

狗吃耗子 (老鼠 )

— 多管闲事
。

癫格宝 (蛤蟆 )打哈欠— 好大口气 (说大话 )
。

癫格宝吃孤豆

— 串起串起的
。

(意义 :跳起跳

起的 )

瘦狗属屎—
干挣

。

新媳妇上轿—
头一回

。

娃儿属屎

— 摆起
。

锅边上的蚂蚁—
团团转

。

热锅上的蚂蚁—
慌了

。

骑马放屁

—
两不分明

。

哑巴吃黄连

— 说不出的苦
。

(有苦说不出 )
。

贼过了才关门—
后悔 (马后炮 )

。

脱了裤子打屁— 多事
。

钩子 (屁股 )上别 (带 )棒棒— 抢人
。

家乡人会面—
亲热

。

生意人出门

— 望赚
。

猪八戒厨稀屎—
倒打一扒

。

说大话的使小钱—
不实在

。

(吹牛 )

被窝里挤眼睛— 自家哄自家
。

狗咬老丈母的屁股—
不好说

。

吃巴豆属干屎

—
不行

。

罗汉脱衣服—
鬼扯皮

。

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

。

瞎子点灯—
白费蜡

。

红萝 卜撒花椒面— 看不上眼 (看不见 )
。

.3 2 谐音的歇后语

3
.

2 1纯谐音的歇后语

谐音的歇后语

歇后语 (西昌 )

卖烧腊拉胡琴—
油 (游 )手好闲

。

骡子的耳朵

—
不聋 (妥 )

剃光头打伞— 无发 (法 )无天
。

撬猪匠卖马锣— 起心不骗 (善 )
。

玻璃上插针—
又尖 (奸 )又滑

。

大公鸡说的—
差不哆 (多 )

。

鸽子说的—
咕咕咕 (各顾各 )

。

蒜墓煮豆腐—
光棍儿落烂 (难 )

抱母鸡吃红苔—
啄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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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死儿— 无舅 (救 )
。

歇后语 (德昌 )

土地老汉儿搬家—
承 (神 )不住

。

小姨子奖姐夫— 假人 (仁 )假意 (义 )
。

下雪天穿领褂— 冻 (动 )手
。

屋基沟涨水— 伤老碾 (脸 )
。

文武庙倒拐

— 正衔 (该 )
。

爪 (音 : Z ua )手子洗花—
测 (算 )了

。

叫化子吃帽儿头—
不撰 (敢 )

。

叫化子卖米—
只有这一升 (身 )

。

叫化子伸脚— 蹬 (灯 )草
。

生铁铸金刚— 硬神 (承 )
。

半站营的场— 不赶 (敢 )
。

半天云牵 口袋—
装风 (疯 )

。

半夜回娘家— 黑 (核 )逃 (桃 )
。

石狮子的铃档—
响 (想 )都不响 (想 )

。

吃包谷耙打哈欠—
张 口黄 (簧 )

老丈母打铺蔚— 妈呼 (马乎 )

老太婆打哈欠— 一望无牙 (涯 )

麦岔沟起火— 李 (理 )所当燃 (然 )
。

肚脐眼儿打屁—
腰 (妖 )气

。

何大妈嫁给江大爹—
江 (将 )何 (合 )氏 (适 )

。

吹琐呐过云南—
还在

“
哪里哪

” 。

屁股上别 (意拴 )钥匙— 你锁 (所 )管哪门
。

两爷子打架— 胡斗 (豆 )
。

两姑嫂比针线—
斗 (豆 )花

。

狗屎做钢鞭—
闻 (文 )也文不得

,

舞 (武 )也武

不得
。

泥鳅打屁—
泥 (疑 )腥 (心 )重

。

茅厮坎上栽菜— 将就屎 (使 )
。

茅厮里的炸弹— 击 (激 )起公粪 (愤 )
。

泡牛屎打搪糊—
发粪 (奋 )余 (图 )墙 (强 )

。

禹王宫的门墩— 石鼓 (失古
,

意翻脸 )
。

和尚的脑壳—
没发 (法 )

。

兔儿灯遭火烧—
光笆 (巴 )亮现 (线 )

钟鼓楼的铃挡— 响 (想 )不完
。

背鼓上门—
找 (遭 )打

。

娃儿的衣裳—
小件 (贱 )

。

哑巴打大锣— 闷狂 (吮 )
。

南瓜的屁股— 黄 (簧 )的
。

虾子过河— 牵 (谦 )须 (虚 )
。

神完上搁剃刀— 修 (羞 )先人
。

捞 (方言词
:

扛 )钉耙进作房— 挖枯 (苦 )
。

蚊子打屁

—
不见音 (影 )响

。

晒干的谷子

—
开碾 (撵 )

请你秤二两棉花—
纺 (访 )一纺 (访 )

。

铁匠的裤儿—
尽 (近 )是 (视 )眼

。

弹花匠 的女儿

— 会弹 (谈 )不会纺 (访 )
。

推屎爬 (屎壳螂 )戴 眼镜— 假充地里 (理 )先

生
。

黄泥巴滚裤档—
不是屎 (死 )也是屎 (死 )

。

黄鳝爬犁头—
绞 (狡 )桦 (猾 )

。

厨屎不带草纸—
想不揩 (开 )

。

裁缝的头发—
档 (当 )针 (真 )的

。

裁缝的尺子—
正尺 (吃 )

。

意 :
理所当然地 占

有
。

普济州的土司— 姓 (性 )吉 (急 )
。

矮子过河—
淹 (安 )心

。

蜘蛛爬对子 (对联 )

—
网 (枉 )字 ( 自 )

。

端公的婆娘—
吃献 (现 )食

。

癫子吃老母猪肉—
以癫 (赖 )为癫 (赖 )

。

歇后语 (会东 )

麻子打呵欠—
总动圆 (员 )

。

歇后语 (宁南 )

十月间的桑叶

—
不睬 (采 )

。

下雨不打伞— 精灵 (经淋 )
。

白布下染缸— 作难 (着蓝 )

铁匠的围腰— 尽是眼 (近视眼 )
。

和尚打伞— 无法 (发 )无天
。

歇后语 (冕宁 )

和尚摸脑壳—
没发 (法 )

。

沙沧鱼儿害火眼—
河 (何 )犯鱼 (于 )

。

茶馆里抬手— 胡 (壶 )来
。

歇后语 (喜德 )

电灯泡点火—
不燃 (然 )

。

歇后语 (盐源 )

龙滩河的菩萨—
硬神 (乘

,

意 : 挺住 )
。

瓦窑沟倒拐—
白岩 (握

,

意
:
白遭打了 )

。

何抓抓打老婆—
下独手

。

(独臂
,

谐
“

毒
”

)
。

刺芭林的班鸿— 姑姑 (咕咕 )
。

河水冲进屋—
淹 (安 )家

。

电筒照厕所—
照尿 (料 )

。

又
:

照屎 (找死 )

茅厮头 (厕所里 )游泳— 奋 (粪 )勇 (涌 )前进
。

蚕子吐丝

—
网 (枉 )自

。

左撇子打捶—
右 (又 )来了

。

麻雀打摆子—
小栽 (灾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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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音义双关的歇后语

音义双关

歇后语 (西昌 )

火葬场开后 门—
专烧熟人

。

城隆娘娘害喜—
怀鬼胎

。

猴子屁股— 自来红
。

理发店的徒币— 从头学起
。

木匠吊线

—
睁只眼闭只眼

。

米汤洗脑壳— 糊涂透顶
。

口袋里装茄子—
叽哩咕噜

。

坟坝儿里撒花椒— 麻鬼
。

歇后语 (德昌 )

三个人顶两张孝帕子—
没有你搭 白的

。

石狮子 的勾子 (屁股 )

—
没 眼儿 (又 :

没有缝

缝 )
。

吃包子给面钱—
混帐

。

吹鼓手瘪嘴—
运气

。

冷水刨猪—
不来气

。

狗吃粽子—
不解 (改 )

。

抱鸡婆吃红萝 卜—
啄棒

。

胡子生疮—
毛病

。

香签棍搭桥— 难过
。

饿老鹤仰起飞— 抓天
。

耗子爬秤钩—
自称

。

唤呐子生铜绿—
吹起不是味道

。

管箕装菩萨—
淘神

。

骡子吃灰面—
白嘴

。

歇后语 (会东 )

扁担挑缸钵—
两头都失脱

。

马吃石灰— 白嘴
。

牛皮不着水—
干绷

。

歇后语 (宁南 )

吃包谷饭说话—
开黄腔

,

张口黄
。

歇后语 (冕宁 )

染匠下河

—
细摆布

。

瞎子坐上席—
目中无人

。

桅杆上挂灯笼— 高明
。

和尚打捶— 抓不到辫子
。

歇后语 (喜德 )

豆芽子炒韭菜—
网紧了

。

近视眼看书—
处得拢

。

大门上挂扫把—
扫脸

。

歇后语 (盐源 )

何抓抓拉胡琴— 兜倒扯 (意
:

故意为难 )
。

穿孝衣爬灯杆—
白上白下

。

一碗豆花四个蘸水— 拌不完 (罗嗦 )
。

十五只桶打水—
七上八下

。

十五个驮子上床—
七拱八跳 (翘 )

。

吃大黄厨干屎—
不通

。

头发生疮—
毛病

。

胡子上贴膏药—
毛病

。

羊子的沟子 (屁股 )

— 满口 园子
。

乌龟打屁— 冲壳子
。

星星跟着月亮走—
沾光

。

瓦渣揩沟子 (屁股 )

—
卡门

。

雄窝摊锅摊儿—
心厚

。

上街买帽子—
对头

。

灰面里头打跟斗— 洗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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