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欢喜听故事，
摸摸阿爷白胡子，
挺胸坐好小凳子，
枪炮声里撑旗子。

宝宝欢喜听故事，
看看阿爸铺开纸，

红色传承要励志，
百年党史写故事。

宝宝欢喜听故事，
想想要学啥样子，
革命传统靠坚持，
长大听我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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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天9点多钟，大闸蟹就

送进门了，老快；青壳金毛肚皮雪

白，外表看上去，是正宗阳澄湖大

闸蟹。

昨日傍晚，微信拨蟹老板，

问：下单后，多少辰光好送到？

伊还有点奇怪：今朝下单么，

明朝就到了呀。

所以，现在吃点蟹，真是便

当，还安全。想想前一抢，有人为

了吃蟹，吃辛吃苦苏州跑一埭，结

果回到屋里，蟹味道呒没完全散

尽，又是测核酸又要隔离，烦煞。

暖冬个早浪，困只懒觉，爬起

来，人弄弄清爽，蟹也弄弄清爽。

再炒一碗酒香草头，烧一口泡饭，

准备好。几只蟹落肚之后，吃一

口清爽点嗰，顶好。

蟹上蒸锅，大火蒸20分钟多

一点，就可以吃了。

特别关照一声：现在日脚，蟹

老结了，蟹又大，要稍许多蒸一歇

歇。

吃蟹趁热，蟹拎出摆碟子里，

用把吃蟹剪刀，先剪下左右两边

总共八只脚；再拿蟹肚皮上一只

蟹盖头揭下来，母蟹盖头是圆个，

公蟹个盖头是尖个，再顺势将蟹

身体从蟹兜里剥出来。

先吃蟹兜，用筷子或是小勺

子，拿蟹个胃，阿拉也叫伊沙囊，

拣出来，轻轻交拿包辣外头个蟹

黄吮清爽，沙囊里是垃圾，不好嘬

破，整只掼脱。

再吃蟹身体，先拿蟹个肺剥

脱；再拿蟹身体中心部位一只六

角形薄片挑出来掼脱，有讲这是

蟹心，大寒；也有讲，当年法海拿

白娘娘压辣雷峰塔下头，激怒玉

皇大帝，派天兵天将去捉伊；法海

走投无路，看见一只大闸蟹，只好

迓到蟹肚皮里。天兵天将无功而

返，结果，法海就一直孵辣蟹肚皮

里了。吃蟹，寻法海，也是一趣。

拿蟹身体浪个蟹黄蟹膏拆下

来摆蟹兜里，淋点姜醋，连同蟹兜

里个蟹黄蟹膏一道吃清爽。

再拎牢蟹钳拿身体一掰两，

顺着蟹肉个丝丝缕缕，拿蟹身体

吃清爽。

沿仔关节，拿蟹脚蟹钳剪成

小段，可以直接蘸点醋嘬出来吃；

也可以继续拿脚剪开，挑出肉，摆

辣姜醋碟里浸一浸，一道吃。

上海人吃蟹，讲究耐心耐向，

切忌乱咬一通，俗称牛吃蟹。

搿天中浪，开始剪第一只蟹

脚个辰光，看到窗外个太阳光透

过树叶斜下来，辣水泥柱头上画

个是60度角，等两只蟹吃好，再

看光线，已经变成45度角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姆妈辣新

华路第四化纤厂当化验员，化纤

厂属于有毒有害工厂，所以工厂

每天送一瓶牛奶当作津贴。当时

姆妈上下班总归要拎一只黑颜色

个人造革皮包，下班回到屋里，包

里向除脱一只装馒头搭仔小

菜个搪瓷杯，就是一瓶牛奶。

夏天辰光，从包里拿出来个

牛奶还带着冰箱里拿出

来个一阵阵凉气。

埃歇辰光物质供应

匮乏，迭瓶牛奶就是阿拉

屋里唯一个营养品，姆妈

自家从来勿吃，我搭仔阿

姐也轮勿到吃，搿

瓶牛奶主要拨

比我小四岁

个弟弟吃，

假使弟弟勿吃，牛奶就是阿爸个

口福。吃之前，牛奶先要用炉子

烧开，每天烧牛奶是我个生活。

埃歇辰光我刚刚十岁出头，

特别讨厌烧牛奶，因为烧牛奶要

时时刻刻守辣煤饼炉子前头，稍

微走神，锅子里向个牛奶就会潽

出来，半瓶牛奶就浪费脱了，让姆

妈晓得了，伊会心痛嗰。

记忆里，当时个牛奶是装辣

一只圆柱形个厚玻璃瓶里，上头

盖一层牛皮纸，里向还有一层白

颜色个圆形硬板纸封口，掀开硬

板纸，里层总会粘附厚厚一层奶

油，姆妈就用小调羹刮下来放进

牛奶里，每次侪是刮得干干净

净。后来，我也学姆妈个样子拿

搿层奶油刮下来，放进牛奶里，就

看到牛奶上面会漂起一层金黄色

个油脂，烧出来个牛奶特别香

浓。但不晓得啥原因，我从小就

勿欢喜牛奶个味道。或许因为一

直勿吃牛奶，我后来得了骨质疏

松症。

直到今朝，我仍旧记得那只

扁扁个牛奶锅子，烧牛奶后总会

辣锅底留一层白颜色个的污渍，

汏锅子个辰光要用丝瓜筋用力擦

洗，搿也成了我青少年辰光少数

记忆深刻个事体之一。

或许是因为弟弟天资聪颖加

后天努力，也或许是因为姆妈个

津贴牛奶真有效果，弟弟读书成

绩邪气好，初二个辰光连跳几级，

跳到高中毕业班，参加了1978年

个高考，结果以全县第一名个成

绩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当时弟弟

十五岁。迭个就是题外话了。

上世纪中叶的许多文学作品

中经常会提及一些上海人所熟悉

的场景或物品，譬如在《倾城之

恋》中说：“荣贞阿婆刚刚生好一

只炭结铜手炉”。其中的“炭

结”指的是“炭墼”，一种用碾

成粉的木炭加入适量粘土做

成的燃料。

过去的城市人家常把炭

墼点燃后放入铜制的手炉、

脚炉里取暖，使用这种炭墼

的好处是因为它一般都是阴

燃，不出现明火，没有扬起的

灰尘，而且可以燃烧保温的

时间比较长。这种加工炭末

使其更久阴燃的经验可追溯

至南北朝。北魏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 ·杂说》介绍：“炭

聚之下碎末，勿令弃之；捣、

簁，煮淅米泔溲之，更捣令

熟；丸如鸡子，曝干；以供笼

炉种火之用，辄得通宵达曙，

坚实耐久，逾炭十倍。”这大

概就是最早的“炭墼”，其中

掺入的米泔水和泥土一样，

起粘合的作用；《清异录》还

记载有“研米煎粥用以粘合

炭末”的做法。

到了宋代，民间广泛流

传的《夏九九歌》中，明确提

到了“炭墼”：“九九八十一，

家家打炭墼”；宋代吴自牧在

其《梦粱录》中说：“其巷陌街市，

常有使漆修旧人……供香饼炭

墼，并挑担卖油”。不论是“家家

打炭墼”还是满街卖炭墼，都说明

“炭墼”这种东西很久以来便是深

受人们欢迎并被普遍使用的。

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上海市场上还

能见到炭墼的

身影。2017年12月

21日《新民晚报》有

篇文章，题为“老底子上海人

是这样过冬的”，里面说到：

“以前上海的煤球店还供应

一种用耐火材料制作

的，不能燃烧的‘炭墼’，

有的家庭或单位使用炭

缸取暖，燃烧使用木炭，木

炭发火快，燃烧也快，放入

这种不能燃烧的炭墼，能够

起到阻燃的作用，可以在保证

室温的前提下节省木炭”。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气

候的变化，“炭墼”更多的是在

江南地区使用。原因一是上述

从宋代一直传到清代的《夏九

九歌》，其实是根据南方气候特

点形成的吴地农谚；二是歌中

的一些语句只有用吴地方言才

能押韵，譬如“四九三十六，争

向街头宿”“八九七十二，被单

添夹被”；三是前面提到的《梦

粱录》，写的就是南宋都城临安

（即今日的杭州）的坊间风貌和

市井生活，它的作者吴自牧也

是杭州（钱塘）人。

还有就是这个“墼”字的读

音，在普通话里它念ji，但在古

代这是个入声词；《广韵》注为

“古历切”，《集韵》注为“吉历

切”。这种民间日常用品经历

朝历代口口相传，依然读作入

声词、保留了其原有音韵的恰恰是

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南方人。

也许正是因此，许多文学作品

中把它写成了“炭结”，“结”是沪上

人人熟知的入声词；情愿牺牲字形

也要维持读音，毕竟语言系统的首

要表现形式就是语音。

小辰光，快要吃夜饭

了，一看到邮递员骑仔脚

踏车进弄堂，就会搭仔一

帮小人喊：“新民夜报，夜饭

吃饱。”其实夜报来个辰光，

并不是家家人家才夜饭吃饱吃

好了；而是心里向晓得，夜饭吃饱

就可以看夜报，品尝精神食粮了。

长大了，夜饭吃好，除脱看夜

报还写夜报；写夜报就是向夜报

投稿。自家名字第一趟登上夜报

是1983年4月2号：《姑娘们在洪

水中携手》，介绍刚拿到全国中篇

小说奖个《燕儿窝之夜》。发稿编

辑是大学校友林伟平。

写夜报稿子，主要写拨新闻

搭仔副刊。我辣夜报浪发表个第

一篇新闻是《一枚奖章的“奇

遇”》，日脚是1984年4月13号。

讲阿拉黄泽同乡、著名越剧演员

范瑞娟阿姨个事体。银行发现回

收个贵金属里，有范阿姨1954年

华东区戏曲会演一等奖个奖章。

稿子拨了武璀阿姨，伊讲：夜报就

要搿种稿子，读者欢喜。闲话里

个意思，就是1982年元旦《新民

晚报》复刊辰光，社长赵超构辣

《复刊的话》中提出夜报要做“穿

梭飞行于寻常百姓之家的燕子”。

三天以后，我个稿子第一趟

发表辣《夜光杯》浪：《在茄克衫潮

流中》，责编是周骏。有电视台同

行看了讲：夜报胆子介大，提出茄

克衫与牛仔裤最嗲搭配。

勿要搞错，阿拉是上海人

呀。美国人霍塞老早就辣1940

年出版个《出卖上海滩》里讲：“上

海乃是中国全国的时装中心，上

海所通行出的式样是全国所奉为

圭臬的”。辣相当长个一段辰光

里，上海卖衣裳个营业员往往搿

能介对外地人讲：“侬放心买，阿

拉上海小姑娘才穿嗰。”

前年春节，新冠疫情嚣张。

责编徐婉青来约稿：写适合《夜光

杯》风格、选1988年上海人抗击

甲肝一个点。结果，有了拨澎湃、

新浪、腾讯等勿少媒体转载个《一

餐饭里的智慧和信念》。

埃歇辰光，我负责上海电视

台《小菜场 ·商情 ·气象》专栏；首

办电视“最佳年夜饭征集”。正当

录制10套入选“最佳年夜饭”个

辰光，甲肝疫情严峻，每天新增病

人超过1万，但节目照录勿误。

王德民观众“经济宴”4冷盘、6热

炒、1汤1点心，关键是一鸡四吃、

一鱼三吃、一猪肉两吃，邪气经济

实惠。辣了一只只菜里，倾注了

一个个普通人对生活个热爱搭仔

乐观，显露出一份坚强。

眼睛一刹，“夜饭吃好写夜

报”已经三十九年了。拙作《上海

人的黄鳝菜》搭仔《淮海中路1

号》，分别收进《爱夜光杯 爱上

海 · 2019》搭仔《爱夜光杯 爱上

海 · 2020》。我还有幸拨评为

2020年度夜报优秀作者。写道

搿搭，辣心里讲一句：谢谢夜报。

提起油松饼，老早仔辣郊区

生活过个朋友应该比较熟悉，伊

是农家土得勿能再土个点心，现

在基本浪看勿到了。

做油松饼依托两种食料，分

别是面粉、菜油。揉面粉个辰光，

勿放发酵粉，勿添膨松剂，勿加增

稠剂，完全靠菜油、温水调和，让

面粉变成油光锃亮个面团。做好

个饼用文火煎烤，随着淋上油个

镬子温度升高，饼皮发生裂变，变

得蓬松脆香。

隔壁阿毛屋里人丁兴旺，兄

弟姐妹六七个，日常开销大，阿毛

娘做油松饼就比较做人家，几十

只饼个面粉里向只放一盅菜油，

再放点细盐杀杀淡气。做起来倒

是省心，搓搓圆，压压扁，宝宝也

会做。煎好盛出镬子，油松饼瘪

塌塌焦斑多，上口感觉硬绷绷，但

香味扑鼻，一家门吃得眉开眼

笑。阿毛娘讲，迭种油松饼最具

本色，最最原汁原味。

埃歇辰光，小囡养得少个人

家一般条件比较好，做油松饼就

比较讲究。小学同学“泥鳅”屋里

弟兄两个，爷娘一工一农，阿爸辣

厂里开车，姆妈辣村里种田，屋里日

脚过得比较富裕。碰着屋里做油松

饼，“泥鳅”就叫我去轧闹猛。伊姆

妈做油松饼真是“大手大脚”，红枣、

芝麻、绵白糖，还要加点红绿丝、冬

瓜糖。伊阿爸经常跑外地，可以勿

凭票买到菜油，所以揉面团个辰光

放菜油勿惜工本。迭能介做出来个

油松饼表面金黄挺括，口感松脆香

甜，吃一两只勿过瘾。

当然，阿拉屋里向做个油松饼

味道也勿推板。姆妈最欢喜做咸菜

干油松饼。咸菜干是自家晒嗰，冷

水漂一漂，切碎，放点红糖拌匀。内

馅经过高温烘烤，糖分盐分相互

交融，浓稠个汁水渗透到薄悠悠

个饼皮里，整张油松饼咸甜交

加，咸菜干个香味特别浓，加

上饼皮里个油香，吃到嘴巴

里，牙齿忙得团团转。

现在乡下头做油松饼个

人家可以讲凤毛麟角，倒是

各种馅饼种类繁多，馅料空

前丰富。勿过对我来

讲，还是牵记那一

张油汪汪个油

松饼。

宝宝听故事 文 /侯宝良沪语童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