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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

征稿启事 生活中，有没有一

个人、一件事曾经感动

过你、温暖过你，让你久久不能忘怀。《星期天

夜光杯· 纪实》版征集身边的好故事，非虚构，

描写生活中你遇到的人与事，传递努力生活

的正能量。欢迎来稿或提供线索，投稿信

箱：hongse@xmwb.com.cn，请留下姓名和联

络电话。

用上海话说脱口秀

今年五月，两个中德混血儿童

走上静安区“中外家庭戏剧大赛”舞

台。一对金童玉女，黑棕色头发，棕

色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眉眼灵动，

身高相仿，透露出一股机灵劲。很

多人误以为他们是龙凤胎宝宝，其

实，他们是姐弟。姐姐10岁，读五

年级，名叫玛娅；弟弟9岁，读四年

级，名叫安栋。孩子的爸爸是德国

巴伐利亚人，妈妈是中国上海人。

小姐弟俩要表演一个沪语小品《和

嘴巴没有关系的吃》。

 中国人有句俗语叫民以食

为天。

 上海人对吃也是老有研究额。

 不过，上海闲话里向有交关

吃，是吃勿到嘴巴里的。

 比方讲，吃生活，吃竹笋拷

肉 搿多数就是吃在屁股上的。

 还有交关跟嘴巴勿搭界额

吃唻。

 表现勿好要吃排头，弄坏脱

物事要吃赔账。

 做坏事体要吃官司，受不了

了叫吃勿消。

 费钞票叫吃价钿，费精神叫

吃功夫。

 比勿过人家叫吃瘪，碰到尴

尬叫吃酸，承担责任叫吃进。

 伊欢喜侬，叫伊吃侬。伊欺

负侬，叫伊吃吃侬。

 上海闲话里向额吃扎劲吧？

 顺带便问一句，吃豆腐啥意

思，阿拉姆妈讲搿句小人勿好讲额。

姐姐和弟弟，表演生动，配合默

契，嘴里吐出的上海话，虽是稚声童

音，却咬字准确，发音标准，抑扬顿

挫，词句中隐隐含有吴语尖团音。

再加上眼神、手势、表情、身体扭动

等肢体语言配合，让观众感到，欣赏

姐弟俩用沪语的表演，像是在看上

海滑稽戏，是一种艺术享受。

姐弟俩在台上表演，幕后的无

名英雄是妈妈冯昕。脱口秀的戏词

是妈妈编写的，姐弟俩说的上海话

戏词，是妈妈耐心地一遍遍教会、矫

正的——孩子刚开始学沪语时，没

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如鹦鹉学舌

般，是逐字逐句跟着妈妈学会的。

真不容易呢。

妈妈是上海人，曾就读于上海

大学英语系，对语言敏感又有兴趣，

对上海话更有深深的感情。姐弟俩

的德国爸爸，取了个中文名字韦纳，

他在上海生活了20年，会说汉语，

是个新上海人。孩子的妈妈与爸爸

相识于工作场合，婚后生下这两个

混血姐弟。在玛娅出生前，妈妈与

爸爸有过一场认真的讨论：教孩子

说哪种语言呢？在听取了一位语言

专家的意见后决定：爸爸和孩子说

德语，妈妈和孩子说汉语普通话，全

家在一起，说英语。

这样的语言环境，居然非常有

效。姐弟俩小小年纪，学会说三种

语言。

孩子在幼童阶段，是妈妈的汉

语占优势，因为幼童基本由妈妈照

顾，说汉语的机会多。好在德国爸

爸对母语也热情高，花了很多时间

和孩子说德语。学语言要讲数量，

只有足够多的数量，才会有质的飞

跃。这两位在上海出生的姐弟，汉

语和德语都达到母语水平。

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孩子就读

上海德语学校。学校里分别设有德

语、汉语补习班，孩子的哪种语言不

过关，可以去补习。一般来说，在中

国出生成长的孩子，往往汉语强而

德语弱，但玛娅安栋姐弟的汉语德

语都不需要补习，除了孩子聪明勤

奋，这要归功于有着一对尽责的爸

爸妈妈。

为了参加“中外家庭戏剧大

赛”，妈妈专门去买了一本《上海话

大词典》，挖空心思，动足脑筋，想出

沪语中“吃”这个词的延伸用法，选

取其中最典型的精华部分，创作出

《和嘴巴没有关系的吃》，一句一句

教会姐弟俩，矫正发音，启发孩子辅

以眼神、表情、肢体语言，生动自然

地互相配合，演好这个沪语小品。

果然，这个节目大受欢迎，演出时迎

来一片笑声。

拍电影带动学沪语

姐弟俩上学后，学校里语文、

数学、音乐、美术、体育都用德语

教，德语水平突飞猛进，妈妈只能

在孩子课余在家的时候，和孩子说

汉语。原本爸爸的母语在家中处

于弱势，现在是妈妈的母语在家中

处于弱势——孩子讲汉语的时间

少了。妈妈冯昕就在孩子课余在

家的时间里，为孩子编排节目，教

孩子学唱京剧、越剧、沪剧，让孩子

在娱乐中学习汉语，同时还培养了

孩子的表演才能。这很辛苦，几乎

是一字一句地教，一个音一个音地

矫正，才能达到上台演出、让观众

欣赏的水平。

妈妈对沪语感情深，排演节目

之余，她还教孩子讲上海话。然而，

孩子能听懂，却不会说，往往回她一

句普通话。妈妈不甘心，正苦苦思

索着教学良方之时，机遇来了。

2021年，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开

拍，玛娅被编剧兼导演邵艺辉选中，

出演马伊琍扮演的女主角李小姐的

女儿，与徐峥监制并扮演的正追求

李小姐的白老师有很多对话。而沪

语电影里，演员是要说上海话的。

这下，喜爱表演的玛娅学说上海话

的劲头空前高涨，还把弟弟学沪语

的兴趣也引发出来了。妈妈趁热打

铁，即兴为小姐弟俩创作了一个沪

语小品：

 普通话里有许多四个字成语。

 上海话里也有不少四字成语。

 做事体拖泥带水叫牵丝攀藤。

 做事体稀里糊涂叫神知糊知。

 没人晓得的地方叫幺泥角落。

 没有困醒的辰光叫困势懵懂。

 装模作样假糊涂叫假痴假眼

（呆）。

 反应迟钝真糊涂叫木知木觉。

 小姑娘疯疯癫癫叫痴头怪脑。

 男小囡嘻皮笑脸叫贼忒兮兮。

这个小品，将沪语的四字词和

普通话的四字词对照着学，理解了

普通话，也了解了沪语，一举两得。

妈妈一有机会，还教小姐弟俩

学上海说唱创始人袁一灵作词作曲

的《金陵塔》。用上海话唱之外，说

表部分，要运用绕口令技巧，舌如鼓

簧，吐字清晰，快而不乱，一气呵成，

难度很高。在妈妈的严格训练下，

姐弟俩都能表演《金陵塔》的说唱片

段。有了《金陵塔》打底子，玛娅在

《爱情神话》中的表演很生活化，沪

语讲得很顺溜，发音标准，完全就是

一个上海小囡的腔调了。

德语学校的课业很轻，几乎没

有课外作业，姐弟俩读书读得很轻

松，有时间发展个人的爱好特长。

姐弟俩的业余爱好非常之多，连全

职妈妈也要喊吃不消了。玛娅喜爱

弹钢琴、绘画、表演，安栋爱好架子

鼓、吉他、钢琴、唱歌、武术、体育。

妈妈要带姐弟俩去音乐学校、武术

学校学习。乐器和声乐课，都是老

师一对一教的，一周上一次课，课余

要练天天练习，下周才能教新的课

程。小姐弟俩精力旺盛，也确实有

表演天赋，玛娅学会弹钢琴、绘画。

安栋架子鼓学到英皇五级材料，敲

得有模有样；学了半年吉他，能又弹

又唱。小姐弟俩都学会了唱沪剧、

越剧、京剧的一些唱段，妈妈还为孩

子创作普通话说唱，在强烈快速的

节奏中，摆动身体，清晰吐出台词。

学习武术方面，小姐弟俩勤学苦练，

练得关节很柔韧，都能双腿摆出一

字开姿势，一个鲤鱼打挺，就能从地

上跃起，还能行云流水般地打出一

套长拳。

小姐弟俩的这些文艺、体育表

演，妈妈都拍了小视频，发在朋友圈

里，被转发再转发，引起上海电视台

文娱节目导演的关注。玛娅安栋被

邀请去东方卫视的“沪语人气王”春

节节目表演讲沪语。小姐弟俩惟妙

惟肖地解释起“毛脚女婿”词义：“阿

拉姆妈当新娘子之前，阿拉爷老头

子（爸爸）就是外婆的毛脚女婿。”一

口标准上海话，引起主持人的惊

呼。在上海外语台“我的上海我的

家”节目中，小姐弟俩用沪语脱口秀

表演对上海的感情，爱上海的理由，

清晰准确地表述出“一往情深”“三

日两头”“四脚朝天”“五斤吼六斤”

“七搅八裂”“日常时久”“一天世界”

等沪语，被主持人称赞为“老灵额老

灵额，上海话已经九级半，马上十

级。”玛娅和安栋还代表国际小武术

爱好者参与电视台“超萌武娃”颁奖

活动，表演了一段武术。

2023年4月，导演滕俊杰看了

小姐弟俩的表演后，决定让这两个

混血小精灵到第31届上海戏剧白

玉兰奖颁奖晚会上去演出一个情

景剧。剧情是：小姐弟俩拜滑稽大

家王汝刚为师。师父让徒弟表演

节目，小姐弟俩为大家表演了一段

普通话说唱：“中国的历史精深博

大，丝绸之路是交融的文化，一带

一路到了我的家，十年的发展朋友

遍天下。”师父又问：“你们还会演

什么戏啊？”玛娅安栋表演了难度

很高的《金陵塔》片段，还唱了沪

剧、越剧、京剧片段，表演了一段武

术。姐弟俩的才艺引起现场观众

热烈鼓掌。

小姐弟俩的所有演出脚本，都

是妈妈辛苦创作的。妈妈曾将《虫

儿飞》歌词改成沪语，由儿子安栋边

弹吉他边唱：“小小一个安栋，大大

一个魔都，梦想飞，梦想飞……故乡

永远在心里。”妈妈还将《橄榄树》

的歌词改为沪语，安栋开心地唱：

“侬要问我是哪里人，我的故事蛮扎

劲。阿拉阿爸是德国人，阿拉姆妈

是上海人，阿拉阿姐拍过了电影，我

是阿弟也扎了台型，登了上海老开

心……我的故乡最有味道。”

看戏徜徉中华文化

妈妈冯昕笑称，她教孩子学沪

语，是在和孩子爸爸“抢地盘”。孩

子白天都在德语学校里上德语课，

听、说、读、写都用德语，她要在课余

时间里，为自己的孩子植入妈妈的

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妈妈深知，观看、学习中国戏

剧，是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好路

径，于是，她常带着孩子去看戏。

在观看沪语话剧 《雷雨》 之

前，妈妈先做好功课，先把原著重读

一遍，在观剧前给孩子们讲一遍故

事梗概，理清人物关系。孩子觉得

故事很精彩，看完戏后，非常激动，

不停地讨论《雷雨》的艺术魅力。听

着孩子的议论，妈妈微笑了，是啊，

文化的影响力，不靠短期恶补，是靠

天长日久的浸润。

小姐弟俩学唱沪剧《 敦煌女

儿》选段之前，妈妈带着孩子先去看

了滕俊杰导演、茅善玉主演的沪剧

电影《敦煌女儿》，知晓了樊锦诗的

感人故事。因为孩子听、说沪语已

没有障碍，看电影的时候很投入，还

对敦煌文化产生了兴趣。之后，学

唱了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生于百年繁华上海城，

浦江水滋养我心身，

应当说我是个江南女子，

而今却成了地道的大漠敦煌人。

小姐弟俩有幸在电影主演茅善

玉老师面前表演这段沪剧，茅善玉

老师弯下腰，边听边笑，还为孩子手

打拍子，嘴哼伴奏。这段“班门弄

斧”的经历，让小姐弟俩感到快乐又

难忘。

滕俊杰导演的京剧电影《捉放

曹》上映，妈妈就给孩子讲了《捉放

曹》的故事，孩子听得津津有味，感

到十分“震惊”。对“奸雄”的概念，

孩子是第一次接触。妈妈不认同有

些家长为孩子屏蔽一切不良信息的

做法，她觉得孩子们应该从小认识

到，真实的世界中，黑白分明的事情

很少，常常是善恶交织在一起，需要

一个能思考分析的头脑，一双能辨

识是非的眼睛。妈妈希望，孩子长

大后，成为有思想深度的人。目前，

小姐弟俩正候着时间，等妈妈带他

们去观看《捉放曹》呢。

今年秋天，小姐弟俩各自参加

了一场大型演出：玛娅参加了《爱情

神话》音乐剧的演出，剧中仍然扮演

李小姐的女儿；安栋参加由德国巴

伐利亚国立歌剧院与上海歌剧院联

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罗恩格林》演

出，饰演一个小男孩。为演好各自

的角色，小姐弟俩既辛苦忙碌，又兴

奋开心。

妈妈冯昕在教孩子唱沪剧、越

剧、京剧时，首先自己先学会，再教

唱，等于是把自己也顺便培养成票

友了，几乎是陪着孩子重新过了一

次童年。小时候，她也像她的两个

孩子一样，爱好文艺，但由于当时

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不敢有“非分

之想”。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展现出

对文艺的热情和天赋时，妈妈深藏

心中的爱好也被唤醒了，心中燃烧

的创作冲动，驱使她不停地给孩子

写小视频脚本，改写老歌歌词，编

写段子，感觉是在儿女身上实现了

自己儿时的梦想。在孩子学习各

种技能的同时，作为陪练的妈妈，

对各种艺术的审美能力也不知不

觉提高了。妈妈，是在和孩子共同

成长。

混血小精灵
沪语真灵光

◆ 朱大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