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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以前，上海个
成衣铺通常只做中式服
装，包括长衫、旗袍搭仔短

衫裤之类。成衣铺个老板搭
仔伙计，起初侪是苏州人搭仔
广东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

客》个编剧杨华生搭仔笑嘻嘻，拿
戏里向个裁缝师傅设定为苏州人
是有事实依据个。
苏广成衣铺根据来料加工个

面料，搭仔服务对象个档次，分为
两大帮：一帮是专门为有铜钿人
家做绫罗绸缎服装个“本帮裁
缝”；另一帮面向劳工，只做布料、
只做短衫裤，被称为“大帮裁缝”。
自从来上海的外国轮船越来

越多，外国船长搭仔外国水手，靠
岸后常常需要整理甚至缝补身上
穿个西装。黄浦江边个码头附近
就出现了一批拎仔装满缝纫工具
个包裹，上船为外国船员缝补、整
修西装个中国裁缝。

迭种拎仔包裹上船，为洋人
整修西装个中国裁缝，被叫作“拎
包师傅”。开苏广成衣铺个老板，
实际上是看勿起“拎包师傅”个；
认为只有走投无路个“落难”裁缝
才会拎包上船做生意，因此干脆
就叫伊拉是“落河师傅”。
“落河师傅”通过长期拆洗、

缝补西装，学会了西装个裁剪搭
仔缝制方法；再加上拎包上船服
务，钞票赚得比较多，日积月累，
就有本钱辣了黄浦江边个码头一
带，陆陆续续开出了不少西装店。
南京路上最早出现个西装

店，是1910年由宁波人王才运开
个“荣昌祥呢绒洋服店”。店面开
辣了虞洽卿路搭仔大马路个转弯
角子上，就是现在第一百货商店
个位置，足足有十开间门面。楼
下零剪呢绒，承接定制加工西装；
二楼是工场间，兼营批发。全部
员工加起来超过一百个人，是当
时上海规模最大个西装店。
王才运西装生意做得大，徒

弟也收得多；徒弟沾亲带故，侪是

从宁波老家王姓同宗个子侄晚辈
当中招来个。后来徒弟们也自立
门户，各自辣了南京路浪开起了
西装店，如“王兴昌记西服号”“王
顺泰西服号”“王荣康西服号”等，
其中六家规模比较大个，被业内
称为“南六大户”。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

海人穿西装个越来越多，西装店
也越开越多。做西装个裁缝师傅
形成了专做西装个“红帮裁缝”，
同“本帮裁缝”搭仔“大帮裁缝”，
统称“三帮”。又因为西装店是宁
波奉化籍商帮长期经营个传统行
业，因此“红帮裁缝”当中又以“奉
帮裁缝”人数最多，市面做得最
大。据当时出版个一本《甬光初
集》记载，“奉帮裁缝”辣上海开个
西装店有九十家，排名第一。

◆ 储有明从成衣铺到“三帮”裁缝
老里八早

“阳春应有脚”迭句，来自南
宋诗人白玉蟾个《立春》，“从此阳
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太
生动了，果然三四月天气，春天气
息像有脚一样，所到之处，花越来
越富贵，草越长越精神，也包括饭
台子上鲜灵灵个小菜，又鲜又香。
搿趟买个茉莉花香气足，打

开包装个辰光，清新个香气，扑面
而来；水里浸一浸，一朵朵雪雪
白、软乎乎个花苞里，寻出零星几
朵变灰个，厾脱；十几分钟后，吃
足水分，又有花苞要开出来个样
子，拎出来，撒点盐，轻轻交掿一
掿，腌个三五分钟，冲清爽，沥干；
香味道赛过拨盐激出来了，更加
浓了，闻闻，手指头上沾着了。
炒菜之前，拿茉莉花用开水

焯一焯，科学点讲，是因为新鲜茉
莉花里含仔交关鞣酸之类，对肠
胃勿友好；口感上讲，吃上去会有
点苦隐隐，勿讨人欢喜；其实，春
天辰光交关新鲜小菜侪有点青涩
苦味，顶典型个就是清炒枸杞头，
常常要多摆一把糖；但是，阿拉老

祖宗向来认为，药食同源，葛末，
就当伊良药苦口好了；所以，一年
一逢春天，难板吃一趟新鲜，就尽

量保持原样好了，更何况，多一道
处理，对新鲜因子就多一次伤害。
茉莉花是有食用价值个，具

有理气和中、开郁辟秽、清热利湿
个作用。顶顶古老、常见个食用
方式就是窨茶，拿茉莉花苞摘下
来，跟茶叶摆了一道，茉莉花开个
辰光吐香气，茶叶吸饱花香，10
到12个钟头以后，拿吐完香气个
花苞厾脱，茶叶烘干就好；五窨，
就是迭能来五趟；七窨就是七
趟。多来几趟，会更加香一点，至
于浓香好还是淡香好，搿就各人
欢喜了。
准备工作侪做好，操作起来

就简单了。打三四只草鸡蛋，摆
黄酒、盐打匀，蛋液里放一点白酒
更香，放一点凉开水炒出个鸡蛋
更嫩。开油镬，中火，蛋液倒下
去，推一推、划一划，看伊有一点
点结起来，处理好个茉莉花倒下
去，跟蛋一道翻炒均匀，等茉莉花
稍许有点变颜色就好盛出来了。
果然，迭一碟子茉莉花炒蛋，

香是香个，苦也有点个。

◆ 沈一珠茉莉添香蛋韵长

茄山河

灶披间

当红影片《哪吒2》里，西海
龙王敖闰有一手“裂空爪”的绝
活；从画面看，这应该是导演或绘
画设计师受了闪电等天体现象的
启发，明代建文帝有诗曰：“谁将
玉指甲，掐破碧天痕。”有网友评
论“裂空爪”时直接赋予了“豁隙”
之名，意思是“天空裂开了一道缝
隙”，非常神似！猜想该网友当是
熟悉上海话的，因为老早上海
人就把闪电称作“豁隙”，不过
更多的写成“霍闪”，读若

hoxian。沪上农谚讲：
“霍闪催雷雷催雨”“南天
霍闪火门开、北天霍闪有
雨来”；还有童谣：“霍闪
亮亮天上天，火萤虫亮亮
在水面”；为更多人所熟

悉的是那段形容饭
桌上急吼吼、吃
相不雅的顺
口溜：“眼睛

像霍闪，筷子像雨点，嘴巴像畚
箕，牙齿像夹钳”。
把闪电称作“霍闪”，最早见

于唐代顾云的《天威行》诗句：“金
蛇飞状霍闪过，白日倒挂银绳长；
轰轰砢砢雷车转，霹雳一声天地
战”；分别描写闪电和雷鸣。之后
还有：元代杂剧《货郎担》第三折：
“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
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明
代《西游记》八十七回：“今日见有
雷声霍闪，一齐跪下”；清代《蜀方
言》也说：“电曰霍闪”。“霍闪”的
“闪”字读若xian，是由古音“失冉
切”辗转而来的；在上面那段顺口
溜中，与“点、钳”押韵；许多文献
注其音为“显”，还有直接写作“霍
险、霍献、霍显、忽显”等等。
“霍闪”在古籍中还能见到另

一种书写方式：“矆睒”（也作“矐
睒”），两字同样读若hoxian，但
其源出则更早。西晋木华《海赋》

有“呵口欻掩郁，矆睒无度”句，清代
胡文英注曰：“矆睒，电光闪烁也，
吴中称电为矆睒”；唐朝诗人顾况
在其《险竿歌》诗中改“霍闪”为
“矆睒”：“忽雷掣断流星尾，矆睒
划破蚩尤旗”；清代学者翟灏在他
的语言考源著作《通俗编》中说：
“欲状电光之疾，本无定字，用霍
闪似不若矆睒之雅”；1935年出
版的《萧山县志稿·方言谣谚》：
“霍闪亦可作矆睒”。然而，目字
旁的“矆睒”还有视遽、惊视的含
义，譬如元代王逢《梧溪集》：“吾
王之门虎豹蹲，舔舕矆睒毛甡
甡”，明显和闪电无关；此外，也有
人注释《海赋》“矆睒无度”为“群
妖吞吐光色，眩惑无定”。因此，
这道孰雅孰俗的选字难题并未真
正破解，后人也是各写各的，唯有
其相同相近的语音留存民间，也
为神似“裂空爪”的“豁隙”留下了
想象空间。

◆ 叶世荪“霍闪”神似“裂空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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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种田人开始准备
稻田个秧苗了。电视里看到，现
在交关地方个水稻侪是工厂化育
秧、机械化操作；比起当年，劳动
强度减低、生产效率提高，进步了
勿是一眼眼！我廿岁出头上山下
乡个辰光，曾经勒农场里种过水
稻，回忆起来其中育秧环节也算
是一项有“技术含量”个生活。

育秧第一道工序是选种。虽
然前一年已经留了颗粒最饱满地
块个稻谷做稻种，里向仍旧难免
混入瘪谷，甄别个办法是弄一大
缸泥浆水，拿稻谷倒进去；因为泥
浆水比重比清水要大，勿太饱满
个谷粒就会氽起来，用爪篱撩脱，
剩下了个就可以用了。浸湿个稻
种要堆放进一间空房间里，密闭
窗门让伊焖了海发热、发芽。每
天还要轻轻翻拨、洒水，保证谷堆
里外湿热一致，同时发芽。几天
后，稻谷外面看到有个白点出来，
就是发芽了。

搭准备稻种同时要做个另外
一桩技术生活，是做“秧板田”。
田块要经过反复耖刮，烂泥勿好

有一点结块；整好个垄埭高出稻田
里个水勿足一公分，像一块块水门
汀板，轮廓煞清、表面煞辣势平！搿
是看真功夫个。一般女生比较耐心
细致，秧板田最后总归交拨伊拉收
头。但是早春三月赤脚立了水稻田
里，对小姑娘来讲也是真生活！
挨下来拿发芽个稻谷均匀撒到

秧板田浪（称作落谷），又是勿简单
个事体。一只手要靠腰眼支撑，夹
牢摆稻种个大畚箕；另外一只手一
把把撒出稻种。光有力气还勿来
事，撒落个谷子要散开成一个面，而
勿是弄了一作堆，垄埭边浪要撒
出一条疏密适宜个直线来，搿种
手势呒没两三年光景个锻炼
是蛮难做到个。
现在稻田还是搿片稻

田、种稻还是需要秧苗，但是
老早费工费力个做法已经慢
慢叫拨机器设备、智能程序
等新技术手段代替了，值
得夸耀个勿再是能工巧
匠个个人能力，而
是现代化农业
个综合水准。

◆ 小 申谷雨春播正当时

沪语趣谈

春天头一批上市个蚕豆，连
壳一道嚼，觉着老酥老嫩个，味道
交关灵光。不过呀，我小辰光吃
到个蚕豆，全部是石刮铁硬个老
蚕豆。

我个老家离上海交关近，
小辰光常常有亲戚朋友到上
海来白相、出差或者看医生，
有辰光就要辣我屋里向落
脚。伊拉每趟来总归要带点
炒麦粉、糯米粉之类个农副产
品，其中老蚕豆是每趟勿可少
个物事，一带就是好几斤。

爷娘当时收入勿多，平常
省吃俭用惯了。哠咾我也呒
没啥钞票买零食。有辰光看
我嘴巴馋得来，实在熬勿牢，
就会抓几把老蚕豆放到铁镬
子里去炒，炒到豆壳浪有点
焦，闻着有一股香味道，豆就
炒好了。等到冷透，我就搲一
把囥到袋袋里当零食。搿种
炒蚕豆硬是硬得来，牙齿勿好
个人，要咬得眼乌珠弹出啦。
哠咾也叫“硬蚕豆”。老蚕豆还可
以浸辣水里向，泡脱几天，等到发
芽以后，用来烧小菜吃，是一般人
家个家常菜。搿种发好芽个蚕豆
就叫“发芽豆”，小菜场里也有得
卖个。我小辰光顶欢喜吃个就是
豆瓣酥搭豆瓣汤。不过搿种吃法
也比较麻烦个，就是要拿蚕豆一
劈两爿，剥落豆壳变成豆瓣。

蚕豆为啥要劈开来呢？一是
老蚕豆个豆壳邪气硬，勿大好
剥。就算辣水里泡过后，豆壳变
软了，剥起来也是蛮吃力个，手指
甲吃勿消。劈成两爿，剥起来就
便当多啦；二是老蚕豆因为放个
辰光长，豆里向有蛀虫。有个豆

壳浪有洞眼，
蛀虫已经跑
脱。有个蛀虫还辣
豆里向，外头看勿出，
只有拿豆壳剥脱，才能够
看得见，才能汏清爽。黑
颜色个蛀虫虽然呒没毒，
但混辣小菜里向，吃起
来总归觉着倒胃口；三
是蚕豆劈成两爿以后，
烧起来容易酥。
我是屋里向个长子，小

辰光常常帮屋里向劈蚕豆，
其中也是有点小门槛个。
劈蚕豆个辰光，先要拿菜

刀倒放辣台子浪，用一只手个
手掌根部揿牢刀柄，手指头捏
牢要劈个蚕豆，并且要拿蚕豆
有黑线条个一头对牢刀口扶
好。另外一只手就拿根木棒头
对准蚕豆“笃”一记敲下去，多
敲几记到蚕豆劈成两爿为止。
劈好个蚕豆就随手丢到有水个
碗里向浸泡。劈蚕豆个关键是
菜刀一定要扶正扶牢，一眼勿
好歪脱。蚕豆也要同菜刀保持
垂直。否则个闲话，邪气容易

劈豁边。因为蚕豆别个地方又圆又
滑，再要重劈就难了。记得有一年
放暑假，我劈蚕豆个辰光推板一眼
闯穷祸。搿天早浪向，我身穿汗衫
短裤，脚浪穿木拖板，一个人辣门口
小台子浪劈蚕豆。劈到一半，有小
朋友来喊我白相。我一分心，菜刀
呒没揿牢，从台子浪落下来，推板一
眼刀锋斩到我脚背浪，吓得我出仔
一身冷汗。
当时辰光乡下头种粮种菜侪是

按照季节播种个，一眼勿好推板。
新鲜个蚕豆收起来，马上要种别个
物事，上市辰光交关短，价钿也贵，
爷娘勿大舍得买。我对老蚕豆，特
别是对劈蚕豆个印象深得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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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童谣

橡皮小圈串成束，

跳上跳下老辛苦，

其他物事侪省脱，

迭能照样炼功夫：

脚尖勾绳韧带松，

脚板着地筋骨酥。

更有手帕绳浪飞，

算过蝴蝶恋花朵。

弄堂虽小淘伴多，

运动就当游戏做。

覅笑阿拉有点土，

请赏弄堂芭蕾舞！

◆ 陈金生弄堂芭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