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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中银E贷 您的消费新主张

【中银E贷】
扫码申请

好消息！中国银行个

人网络信用贷款大优惠，满足
您旅游、装修、购车等消费需
求。

一、“中银E贷”，客户通过
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在线办理，
无需担保，最高 20 万元，按日
计息，在线审批、即批即用。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激活或提款的客户，可获
得 1 次抽奖机会。通过“中行
手机银行—热门活动”或“手
机银行中银 E 贷激活/提款结
果页面活动入口”进入活动并
参与抽奖。

中银 E 贷激活送福利，99

元话费优惠券、30元话费优惠
券、5元话费优惠券。

中银E贷提款有惊喜，299
元话费优惠券、99元话费优惠
券、49元话费优惠券。

单用户活动期内中奖次
数上限为 1。奖品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二、“随心智贷”，线下审
批、手续简便，线上用款、随借
随还，无需担保，最高30万元。

2022年9月9日至11月30
日活动期间，在网点完成审批
客户可获30元话费优惠券。

成功提款1000元以上，客
户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客户

通过“中行手机银行—热门活
动”进入活动并参与抽奖。

一等奖：300 元微信立减
金；二等奖：150 元微信立减
金；三等奖：50元微信立减金；
四等奖：谢谢参与。奖品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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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缚匠（zhá fū jiǎng）：根据绑扎器
物的不同，分称“编簸箕的bián bǒ qí di”

“编篰箩的 bián bù luo di”“编箢子的
bián yuān zi di”“缚笤帚的 fù tiào shu
di”等。

蒙箩底（mèng luò dī）：张箩。
捏面人的（nié miǎn rèn di）：捏面塑

的。
吹糖人的（chuí tàng rèn di）：吹糖

塑的。
耍嘴的（shuā zuī di）：说书的。
宰巴子（zāi ba zi）：屠夫。
要饭的（yǎo fǎn di）：乞丐。也说“欻

街的chuā jiái di”。
风水先儿（féng shuī xiánr）：风水先

生、看阴阳宅的。
做买卖的（zǒu māi mai di）：商人。
经纪（jíng ji）：买卖撮合人。他在集上

当头户～。
跑堂的（pāo tàng di）：饭店服务员。
练家子的（liǎn jiá zi di）：武术师。
赶脚儿的（gān jiór di）：用人或牲口

搞运输。
跑马卖解的（pāo mā mǎi xiè di）：

走江湖卖艺的。
卖唱的（mǎi chǎng di）：曲艺人。也

说“卖艺的mǎi yǐ di”。
变戏法的（biǎn xǐ fá di）：魔术师。
玩猴的（wàn hòu di）：耍猴表演的。
打铁的（dā tié di）：红炉匠。
耍武把子的（shuā wū bā zi di）：练

武的。
拉洋车的（lá yàng ché di）：黄包车

夫。
卖野药的（mǎi yē yuǒ di）：卖创伤

膏、大力丸等的。
拾娃儿娃儿的（shì wàr wàr di）：接

生婆。
送信的（sǒng xǐn di）：邮递员。
耍手艺的（shuā shōu yǐ di）：有手工

技术的人。
伙夫（huō fú）：厨师。也说“做饭的

zǒu fǎn di”“居掌 jú zhāng”。
小捋（xiāo lǖ）：小偷儿；扒手。他是个

～，从小就因偷去过少管所。
劁猪、骟羊的（qiáo zhú shǎn yàng

di）：阉 割 牲 口 的 。 莘 县、冠 县 读“ciáo
zhú shǎn yàng di”。

摘自《聊城方言俗语》

金秋时节，枫叶初染，百菊盛开。11月5日，记者走进位于古城区楼东大街的卫仓菊花展，仿佛置身缤纷花海，黄色、红
色、白色、紫色的菊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阵阵菊香沁人心脾。

近年来，每到秋天，卫仓都会举办菊花展，展览皇菊、九月菊、小雏菊和多头菊等20余个品种近2000盆菊花，为聊城市
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并为古城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本报记者 林晨

方言金秋古城
菊飘香

秋日赏菊 看“八大山人”笔下的菊花

新华社记者 袁慧晶

在古代民间，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
的习俗，传承至今又添加了敬老等内
涵。又是一年赏菊时，江西南昌八大山
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为我们解读蕴藏在
古画中的“传承密码”。

菊花因其高洁的品格，被许多文人
雅士视为知己，“八大山人”也不例外。
据周晓健介绍，“八大山人”直接以菊花
为主题的作品有数十幅之多，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瓶菊图》。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是明朝宗室，

明亡后遁入空门，以书画自娱。55岁时
还俗入世，选择书画作为自己的归宿。
其作品笔情恣纵，不拘成法，画面简洁，
冷逸空灵，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对后世
画坛影响持续至今。

朱耷擅长花鸟、山水、书法，以白眼
向天的花鸟闻名于世；但这幅题识为“甲
戌年之重阳画”的《瓶菊图》却因其亲切
宁静的气息受到世人的钟爱。画中菊花
的高低错落、疏密聚散在落笔时就用心
经营过了，瓦罐也因柔韧自如的线及透
明淹润的点在土气的质感之外又多了一
份灵气，画面恬淡、自然。

周晓健说，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政局平稳、国家安定，这一年的朱耷 69
岁，还俗已十余年，在安稳的生活中创
作，自然流露出松快空灵的情绪。他在
禅、道的思想滋养之下融会贯通，真正达
到“物我两忘”的超脱。

这一年，朱耷似乎兴致很高，除了
《瓶菊图》外还创作了《鱼鸟图》以及《安
晚册》中的《鹌鹑》，均有题识可考。《鱼鸟
图》中石头的造型圆润，用笔圆融，鸟之
闲栖、鱼之悠游见诸笔端。“鹌”与“安”谐
音，鹌鹑的形象有平安的寓意。画面中
两只鹌鹑偏安于怪石之下，石缝中点缀
了数朵菊花，生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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