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济阳农村的年轻妇女大都有利用去生产队劳动之
余，起早贪黑地编地毯的经历，编成的合格品卖到外贸公司收购站，为国家换取外
汇。这也是那个年代乡亲们增加家庭收入、国家又大力支持的一项家庭副业。

编地毯的主要原材料是玉米皮。秋后收获了玉米之后，要把玉米皮一层一层剥
掉，才便于玉米棒槌的晾晒，把玉米皮编成地毯也算是变废为宝。剥玉米皮时，先把
最外面的一层老皮去掉不要，里面白嫩无虫蚀的单独剥下来，捆成对掐粗细的一把
把，晾晒在铁丝上，晒干后积攒着，等种完了小麦农活不忙时，开始编地毯。编地毯
第一步先要把玉米皮熏白。熏玉米皮用的是从供销社买的硫磺，硫磺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硫气体有很强的漂白功能。熏时事先砸下几小块，放入小瓷碗中，用火柴点燃
后能产生蓝色火焰和刺鼻性气味，随后将瓷碗放入陶瓮或瓷缸底部，然后将铁制的

牛笼嘴扣在瓷碗上，再迅速将提前湿润好的玉米皮一层层放入缸中，不能压得太实，
否则硫磺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气体透不到上面来。最后用一块塑料布把缸罩起来，
用绳子系紧。牛笼嘴的作用是透气、不怕火烧、能把火焰与玉米皮隔开，不至于发生
事故。待缸中氧气燃尽，明火自然熄灭，玉米皮在缸中二氧化硫里闷一宿，打开塑料
布还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玉米皮明显白了一色。

第二步开始用熏好的玉米皮编小辫。小辫由三绺玉米皮编成，扁扁的比食指还
细，约半厘米厚一厘米宽，编时先将一片玉米皮叼在嘴里，随手撕下几根一指宽的长
条起好头，将起好的头夹在用铁丝拧的夹子上，夹子拴在门框或椅子靠背上，人坐在
小马扎上，右手旁放着盛玉米皮的小簸箩，双手配合，一撕一续一拧就是一个花，玉
米皮光滑的一面朝外，有瑕疵的要包在里面，续每一片时接头要搭在左侧面，右侧面
保证均匀、光滑，这是为以后钉成地毯要作为正面必须好看无瑕疵做准备的。小辫
编到一定长度，一庹一庹量量够钉几块地毯的了，就开始第三步钉地毯。

钉地毯用的线是从外贸公司收购站卖来的专用线，又细又结实，俗称地毯线。
将小辫侧起来，光滑的一面朝外，从里往外按照样品的式样和尺寸，钉成成品。钉时
正面不能露出针脚和线头，钉的最多的是一种正方形的四十厘米见方的小地毯，这
种地毯虽然挣钱少，但一旦失败钉出废品费料也少。第四步要将这种小地毯放在木
制模具中压制定形，用大石块压上半天或一宿，使地毯更加平整好看。逢集日时收
购站工作人员开门收购，如果验收合格万事大吉，若有不合格的，比如尺寸、颜色、品
相等等不合要求，回家再拆了重新钉。重新钉了两三次换了人去卖也不合格，就属
于废品，只能当椅垫子自己坐或送人了。技术好的人可以钉新样式、大块的，这种费
功夫，可一旦成功挣钱也多。有的地毯是彩色的，钉之前要先将一定数量的白色的
小辫染成所需要的不同颜色，晾干后才可以钉。这种最耽误功夫也最挣钱，一般手
艺的人不敢揽这个活。由于常年累月起早贪黑编小辫，许多妇女的手指都磨破皮甚
至结成了老茧。农村的老人不会编地毯，就用玉米皮编粗辫子，有二指厚四指宽，然
后一圈一圈随钉随绕，钉成直径五六十厘米的蒲团当坐具，用来坐着纺线做针线，或
叫儿童坐在上面玩耍，隔潮隔热还安全。我国劳动人民有数千年的制作蒲团历史，
蒲团也属于一种历史悠久的绿色环保地毯。

外贸公司也收柳编工艺品，分带皮和不带皮的两种，但受原材料和技术的限制，
编柳制品的不如编地毯的人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地毯的国际需求量变化，编地毯
的人从八十年代后期逐渐改行种植蔬菜大棚、或从事收入更多的行业，编地毯这一
行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玉米皮地毯以及蒲团都成了收藏家的收藏品，成了一个
时代的乡村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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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世界大观世界，，气象万千气象万千，，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林林总总林林总总，，阳世阳世
人间，无奇不有。

在济南市起步区和济阳区的乡村至今仍流传着
一种令人称奇的习俗。这种风俗是村庄与村庄有

“骂”出来的深厚友谊交情。
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例如崔寨街道的北赵村与

回河街道的回河街，崔寨街道的黑槐刘村和东万村，
王河村同曲堤街道的前辛村，回河街道的张沟村与
吴当庙村，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两个村的人，包括双方互相认识或单方认
识的，碰到一起，一见面开口便“骂”，就像西方英国
人两人一见面就“早安”“午安”“晚安”那样正常的礼
貌性的问候。像极了一番演讲的开场白，一出戏开
头的序幕，不来上几句，过意不去、不够意思似的。
路遇相见，“骂”声不绝，习以为常；互相对“骂”，唇枪
舌剑，司空见惯。此所谓“打是亲，骂是爱，见面不打
不骂不自在。”

这种对“骂”是善意的，语言是有分寸的。总的
来说，这种骂，亦庄亦谐。庄而不严，谐而不亵，谐谑
玩笑，诙谐为主。语言虽然有时不免有些低俗，但以
不伤大雅为界。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
的风俗，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习惯。据说，
在东瀛扶桑的民间，拿姐姐妹妹特别出了嫁
的姐姐妹妹开玩笑她并不多么介意，若拿他
过了门的嫂子开心逗乐，他就不自在而耿耿
于怀了。在济阳区、起步区的民间，就与日
本一些民间风俗迥然不同。骂着玩，开玩
笑，大多以丈夫的姻亲即妻子的父母、兄弟
姐妹当砝码、为本钱、当对象，用来作赌注、
讨乐趣，而不能以妻子的姻亲即丈夫的父
母、兄弟姐妹作为谐谑、亵渎的对象。否则，
违背了这个规矩或习俗，就犯了大忌，等于
侮辱了对方，不被欢迎。往往有丧失闹玩资
格、被驱逐出局、违规受罚的危险。这些都
是约定俗成的，是潜意识里应该具有的素
质。比方说，A村有个卖猪肉的，五花肉每
斤15元。A村与B村有骂着玩的交情，B村
人买A村人的肉，张口就认了“亲戚”，说：给
您女婿割上五斤五花肉。A 村卖肉的抬头
一看是B村的人，脸上堆着笑容说：嚯。妻
弟呀！要五斤？一刀下去割下了五斤半。
按说该付给A村卖肉人82.5元，B村人就扔
下了70元钱，每斤肉还合不到13元。并见
赚了便宜还当众卖乖：“丈人，收钱。”卖肉人
点了点钱，说：“就这些？”买肉人答：“吃老丈
人的肉，给这些也不少！”卖肉的掖起钱，跟
上一句：“这肉，俺小舅子该吃。不给钱也该让他拿
着走。”在场的人听了，捧腹哈哈大笑。再如，C村与
D 村有“骂”的交情。一个 C 村人赶路已是中午时
分，肚子有些饿，就到附近的D村一家高门大院人家
讨顿饭吃。一进门就高喊：你家姑爷来了，还不快做
好饭伺侯！年轻的女主人抬头一看不认识，腼腆地
问：你是谁？C 村人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你家姑
爷。女主人信以为真，于是做了几个菜，端上酒，招
待来“宾”。C 村人毫不客气地吃喝起来。不一会
儿，男主人家来了，一看是 C 村人，就笑着说：大舅
哥，什么风老远把你吹来的？C村人忙起座迎上前
去，握着手，麻利回答：才几天不见，就认错了，论差
了辈，你怎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不认自己人了
呢！我是你姑夫，守着年轻的别乱说，看让年轻人笑
话。D村人的主人也不甘示弱，对答：你就是俺大舅
哥，剥了皮也认得你的骨头。远来是客，赶紧坐下，
于是两个人推杯换盏，家长里短，神侃海聊，大快朵
颐。就这种双方调侃、逗乐，主要以姻亲特别是以丈
夫的姻亲称呼为内容，用以消除对方隔阂，互相认
识，彼此了解，加深友谊，更加信任。这就是所谓的

“骂”，往死里“骂”。并非如有人想象的那样，骂的语
言猥亵下流，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正像当地新婚闹
洞房的习俗那样，三天不论辈份大小，都可以跟新婚
夫妇开个玩笑，逗个乐，但总不能闹起来无尽无休，
胡闹起来超越了必要的界限。有交情的两村人的村

“骂”，有节制，有限度，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
村的形象，不能伤风败俗，不能伤了彼此感情，以加
深友谊、赓续传统为前提。有些人把这种骂的交情
形象地定义为“小呲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不是
有意抬高这种“骂人”的地位，更不是特意为这种“骂
人”搓脂抹粉，有时偶尔听到他们的一次“对骂”，不
亚于享受一场名相声演员的杰出表演，有主角、有捧
哏，说学逗唱，好不热闹，引人入胜。君子动口不动
手，纯粹是娴熟的语言表达艺术，笨嘴拙舌的人，反
应迟钝不敏捷的人，社会知识不丰富的人，是“骂”不
出高水平的。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家不和外家欺，一庄不
和外庄欺，庄与庄和无人敢欺”。这里强调了人与

人人、、家与家家与家、、庄与庄之间友好庄与庄之间友好、、和睦的必要和重要和睦的必要和重要。。
和为贵和为贵。。要实现要实现““和和””的目标可以多种方式的目标可以多种方式、、方法方法、、渠渠
道，经过这种骂——小呲牙——的方式成为沟通庄
与庄建立和发展友好和睦的桥梁，不能不说这是处
世灵活的体现，是人们聪明智慧的产物。这种“骂”
出来的交情深厚，不是一庄人胜似一庄人，不是一家
人胜似一家人。拉近了庄与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给紧张的劳动减少了疲劳，缓解了绷紧的人际关系，
给单调的生活拌上份欢笑调料。这样的例子，俯拾
即是，不胜枚举。真正是：两庄相隔心肚明，多时不
见常打听。见面嘻哈笑脸迎，开口首先“骂”几声。
如果不会“骂”几句，没了多年老交情。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和分析，使我们不难发现这
种“骂”的交情习俗所独具的明显特点，现归纳如下
几点：

其一，这“骂”的友谊交情是整个村庄与另一个
整体村庄之间的关系。村里的村民年龄不分老少，
性别不论男女，姓氏不管姓甚名谁，都是“小呲牙”俱
乐部的成员。

其二，这种“骂”的交情用口头方式语言表达，工
具仅限于语言，举止文明大方，决不动手动
脚。

其三，“骂”的对象一般只是和自己有婚
姻关系的亲属。一般不是以妻子的姻亲即
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直接开耍玩涮，而是
以自己（丈夫）的姻亲即妻子的父母、兄弟姐
妹“骂”的对象，并且自称的辈份越低，越觉
得沾了便宜而得意洋洋。

其四，这种互称姻亲关系的称呼及相应
的亲戚关系纯粹是虚拟的，是逢场作戏假扮
出来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其五，为了在对“骂”中不掉到地上，吃
不了亏，甚至为了占上风，对对方的称呼可
随机应变，灵活多样，并不违背这种游戏规
则。

其六，对“骂”一方如果提出可以“休
战”，“闹够了”，对方应积极配合，立即响应，
停“骂”止逗，在说说笑笑中风平浪静。

其七，这种“骂”一般在成年男性村民中
多见。

其八，这种村与村之间“骂”得厉害的，
骂人与被骂得最多的人，往往是村里那些常
常出头露面、在外经商、买卖人或社会活动
多、交际能力较强的人，性格活泼的人。

其九，通过“骂”出来交情友谊深厚的村
庄，往往与村庄里的历代领导热衷于此，其

中起到了带头、骨干作用。其余的人，不少像鸭子
凫水——随大流，不排除有的人被大势所趋所裹挟，
被多年的风俗习惯所绑架。

其十，因为有闹着玩，“骂”的亲戚关系在先，所
以有“骂”交情的两个村庄真正通过婚姻关系结为亲
戚的联姻长期来极少，几乎没有。像回河街近千户
人家几千口人的偌大村庄，多年来与有交情的崔寨
街道北赵村一家结为联姻的。并且一旦联姻，便等
于主动注销了俱乐部的资格，从此便终止了约定俗
成的潜规则。

其十一，这种“骂”的交情，以和睦友好为前提，
不伤害对方、互相信任为基础，达到互帮互助、互惠
互利之目的。崔寨街道的王河村与曲堤街道的前
辛、后辛村，相距六十余里远，为什么“骂”的交情越
来越深，友谊越来越深厚，就是长期遵循了这些原
则。多年前王河村七八十名民工派往曲堤修筑黄河
大堤，民工就住在毗邻黄河之畔的前辛、后辛村。王
河村老早就与前后辛村有“骂”的交情，民工一进村，
开口就认上了“亲戚”，家家高接远迎，户户热情招
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而几十名民工就像真地
到了亲戚家，吃饭住宿受到了全方位的照顾，修黄河
大堤之余，力所能及帮助村里做些公益事业。前辛
村自己组织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春节后特意来王河村
受邀演戏，有“骂”的交情，宣传队成员受到盛情接
待，宾至如归，演了好几天，场场观众爆满，最后恋恋
不舍，依依惜别。有“骂”交情的村庄就是这样，人敬
人高，人心换人心，友好往来，交情深厚。

其十二，雷声大，雨点小。说是村与村、庄与庄
整体的交情，其实是少数互相认识的人遇到一起的

“开场白”、“见面礼”，不由自主地“骂”上几句，开开
玩笑，逗逗乐趣。

其十三，这“骂”的交情，是此村人与彼村人打交
道的开山斧，沟通的桥梁，人际关系的润滑油，打开
心结的钥匙，加强团结、共克时艰的黏合剂，是 1+
1＞2两个村团结有力的标签,不论村庄大小、平等共
享的产品福利。给两个村陌生冷漠增添逗笑乐趣，
给平淡单调两村生活添加了彩色佐料，给村民扩大
了朋友圈。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正能量大于负面
影响。如果有这种交情的两村村民，素不相识，在外
发生了什么摩擦误会，一提骂的交情关系，便马上认
为自己人，很快消除矛盾，握手言和。在外碰到困
难，当对方知道有“骂”交情村的人，就认为没外人，

主动出手相助主动出手相助，，当作自己人做自己的事当作自己人做自己的事，，而不求回而不求回
报报。。““是亲三分向是亲三分向，，是灰比土热是灰比土热。。””哪怕哪怕““亲戚亲戚””是虚构是虚构
的的。。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也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话说得千真万确这话说得千真万确。。实在说实在说，，
乡村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小呲牙乡村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小呲牙，，民间也没有毫无民间也没有毫无
原由的原由的““骂骂””出来的交情出来的交情。。要一一弄清村与村之间这要一一弄清村与村之间这
种交情的来龙去脉种交情的来龙去脉，，刨根问底刨根问底，，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和还真没有这么简单和
容易容易。。那远离现在的人和事早已湮没在漫漫的历史
长河之中，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沉淀下来的，只有
流传在民间的活生生的这种习俗的现实存在。如果
真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话，那么可以告诉
你的是负责任的大胆推断：在这些建村的历史上，肯
定有出现过德高望众、年高德劭、有声望有才能有影
响，甚至有权有势的人物，同时村里也发生过阴差阳
错、棘手难办、影响整个家族甚至牵扯全村的重大事
情。这需要有直接关系的村中的有头有脸的人出面
调解处理。两村能人本着和睦相处、和为贵的原则，
冤家易解不易结，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最终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错的一方向
对方赔礼道歉，愧疚不安，卑恭自责，尊称对方。被致
歉一方也以礼相待，人敬人高。这期间避免不了双方
村庄的高明智慧，和谈技巧，充分利用语言的艺术，诙
谐、俏皮的话语，使对方火气降温，以“过家家”的方式
与对方套近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戏剧性调解，在
谈笑间解危为机，化险为夷，变悲剧为喜剧，最后两村
双方完成了嘻嘻哈哈的大团圆的结局。这很可能就
是闹着玩交情的始发原故之一。

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村中的头面人都有自己的
老同学、同事、朋友，平素里处得融洽，感情深厚，之
间没啥芥蒂。天长日久，不可能句句打着墨线说话，
绷着脸过日子，调个侃，说个俏皮话，像西方人过愚
人节，做个小小的恶作剧，幽它一默，也属正常。其
中的一方，将自己的卑亲属即子女及同辈以下的亲
属尊称对方为长辈这非常自然。礼尚往来，来而不
往非礼也。另一方也以礼相敬，将卑亲属同等将对
方视为长辈而尊敬自然亦在情理之中。互称对方老
年男子为“丈人”本来是对对方的尊称。《吕氏春秋·
异宝》：“至江上，欲涉，遇一丈人。”杜甫在《奉赠李八
丈判官》：“我丈时英特，宗枝神尧后。”这两处的“丈
人”都是指对年长者的尊称。尊称对方年老男子为

“丈人”本是出自善心好意，可是他哪里晓得自古以
来，“丈人”一词是个多义词，除了对年长人尊称之
外，还含有“丈夫”的含义，如古乐府《妇病行》：“妇病
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其余，“丈人”还有“岳
父”之义，如《三国志·蜀书·先生传》裴松之注：“董
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献帝为丈人”。这个含
义自古至今仍然沿用。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
的流转，词义的演变，丈人成为岳父的专有名词。即
便在古时候，有人免不了以耳代目，以管窥天，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一口咬定“丈人”只有“岳父”一个意
思，称人“丈人”（岳父）不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嫁给
了对方，自己吃了亏，称别人为“丈人”（岳父）的人就
讨得了便宜，沾了光。这种偏面而固执的理解，曲解
了人家的好意，于是褒义变成了贬义，完全变了味，
成了“骂人”的脏话。双方均不甘示弱，互怼起来，说
说闹闹都乐意将对方男性老人称作“丈人”，那么丈
人的儿女的称呼就有了坐标。于是渐渐地把这种原
有的友谊变成了“骂”的交情，习以为常，则见怪不怪
了。过去历史上有些侠胆义士、英雄好汉有“不打不
相识”打出来的交情，民间乡村一地生活，勺子免不
了碰锅沿，磨镰石迸火星，两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
庄的人能常见面，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年打交道，建
立了“骂”出来的交情。或有其他原因导致村与村产
生闹玩的交情，也未可知，也不是没有那种可能存
在。只是时隔久远，难以考证。

问起这种习俗的历史问起这种习俗的历史，，追溯它的起始追溯它的起始，，可谓源远可谓源远
流长流长。。我偏居一隅我偏居一隅，，仅从周围所知有这种风俗的近仅从周围所知有这种风俗的近
十个村庄的历史来看十个村庄的历史来看，，最早时间有最早时间有 600600 年左右光年左右光
景景。。这些村庄的村民都是明朝洪武初年或百年后的这些村庄的村民都是明朝洪武初年或百年后的
明朝万历年间从河北省枣强县迁移来此建村定居明朝万历年间从河北省枣强县迁移来此建村定居
的的。。这应当是这种习俗兴起的最早起始点这应当是这种习俗兴起的最早起始点。。我曾为我曾为
此走访过这些村庄的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此走访过这些村庄的一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记他们记
事起事起，，也曾为这事问过父亲也曾为这事问过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的爷爷的爷爷，，上推一二百年前就有这种风俗上推一二百年前就有这种风俗，，都说起于何都说起于何
年年，，均不清楚均不清楚。。由此可由由此可由，，此习俗发生的年代此习俗发生的年代，，最晚最晚
也在清代中后期也在清代中后期。。说它年代久远说它年代久远，，言不为过言不为过。。

说到底，村与村闹玩的风俗，“骂”出来的交情是
当时两村首脑开创起来的，由两村的活动力强的能人
为骨干，两村全体村民群众共同参与，集体保持、巩
固、发展起来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两个村的历
届领导对这种习俗的认可、支持从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正因如此，这种风俗历经数百年不衰败，并且传
承至今，绵延到现在。就像公园中的花卉，两个有交
情的村庄，无论是领导首长，还是普通群众，人人都爱
护花卉，及时浇水施肥，加强管理，在阳光明媚的春
天，花儿长得更加硕壮，花儿开得更加美丽鲜艳。

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
领下，共同培育、互惠互利、和睦友好的这种村与村

“小呲牙”闹着玩的交情越来越深厚，这个习俗发展
得更健康，走得更远。 作者系城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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