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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闲话

沪语中古语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快递小哥”是当今

对快递员的美称，其实

搿排业态老早市面浪也

有，老早上海滩浪个别行

业里也有搿排送货上门的行

当。当时马路浪常常能看到

有人踏仔一部脚踏车，后头书包

架两面各挂一只特制包袋，要么

竖起一只大箱子，一看就晓得伊

是去送货上门的。

“送药工”，老早病家拿郎中

先生开的药方到中药店配药又叫

“赎药”。多数人侪拿回来自家煎

药，店里也可以代煎药，后来医院

中药房也提供搿种方便，还负责

送药上门。中药侪要分两趟煎，

分头潽、二潽。中药要趁热吃，所

以要分别灌辣两只勿同颜色的小

型热水瓶里，常吃的病人侪晓得

先吃红的是头潽。送药工每天就

拨迭眼小热水瓶放进分隔的布袋

里，荡辣车子后头送上门并收回

隔日的空瓶。隔壁后楼爷叔是双

职工日里没人，爷叔就拉自家门

口挂只小箱子，像现在订鲜牛奶

一样，爷叔上班前拿空瓶放进去，

跟送药工合作得相当默契。

“送衣工”，假使侬需要送物

事去汏衣裳作坊或者去染坊里染

衣裳，也可以关照好地址叫伊拉

送回来。送衣工的标配就是辣脚

踏车后架子浪固定一只大铁皮箱

子，箱子外头还用油漆写明店家

招牌、电话咾啥，等于是广告牌一

路宣传。搿种侪是大店家，像正

章洗染店有汏又有染，还有毛料

破洞、丝织品抽丝等织补业务。

搿排侪是有铜钿、有身价人家打

交道的地方。住辣亭子间里人称

“张家里”的单身汉，是文艺界人

士，伊每天行头侪要烫得“煞刮

挺”，葛牢常常有送衣工上门。一

般普通人家是没啥物事要送迭排

店里去花销的。

“送煤工”，老底子大部分人

家侪烧煤炉，勿是煤球就是煤

饼。要是侬屋里灶头间有地方的

就多买眼，只要侬先到煤球店付

脱钞票，讲好地址、姓啥，送煤工

就会送来。大多数人家公用灶间

侪“轧”（挤）来兮，只好少买点，用

光再买。早前我外公就是送煤

工，一竹筐五十斤，掮上肩胛就

走。客人要一百斤，就用扁担挑

起两只竹筐。要讲吃力就是老房

子里楼梯陡、楼道狭窄，搬竹筐用

勿出劲，认真的送煤工临走还会

帮客人扫清洒落的煤屑。

“饭店堂倌”也要送货上门，

当然迭种“跑腿”事体侪是叫“学

生意”（学徒）做的。记得老早住

辣阿拉前楼人家，常常搓麻将到

半夜里，差佣人到老西门大富贵

酒楼去叫送夜点心，一般是肉丝

汤面或者菜肉馄饨。一歇歇，酒

楼就派人送来一只四方形竹篮。

送到楼下，前楼人家放只大竹筐

下去，拿点心吊上来。因为是老

顾客，钞票到第二天来收碗的辰

光再付。搿种腔式搭仔现在的

“外卖”差勿多。

当前是网购时代，小到零食，

大到家具、电器样样侪可以快

递。便当么是真便当，勿过么，老

早仔兜商店的乐趣也就呒没了。

文 / 侯宝良送货上门老早就有

讲起法棍，大家侪晓得是法

式面包；法棍硬结结，碰着牙齿勿

灵光的，有可能咬勿动；有只电影

《戆豆先生》，戆豆先生勒面包店

里有场戏，打人打到兴头浪，顺手

拎起柜台里两根法棍，一顿法棍

打得人哇啦哇啦，法棍，也算是名

副其实。

讲到德国面包，交关人会想

起碱水纽结面包——深茶色外表

来自碱水的作用，纽一纽结一结，

当中有点像绞起来的手臂。据说

“纽结”迭个拉丁词的本意就是手

臂；还有就是烤过之后，面包会有

爆开的裂痕，有点像阿拉中国的

开花馒头。

有种讲法，碱水纽结最早产

自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据说当时

巴伐利亚地区有一个面包师因为

一时昏头，拿汏烤盘的碱水当作

糖水涂勒纽结面包浪向，结果做

出迭种特色面包。有趣的是，关

于碱水纽结的原产地还有另外一

种讲法——来自德国施瓦本地

区。据说有一位面包师做面包

时，一只猫跳进烤盘，把烤盘里的

面包弹到了碱水里，导致碱水面

包就此出世。其实，类似故事世

界各地侪有，阿拉国内也勿少，比

方讲，鳜鱼因为辰光长，发酵变成

臭鳜鱼。再比方讲，朱元璋讨饭

辰光吃过的碗头碗脚汤变成“翡

翠白玉羹”之类，听听，笑笑。

为啥要讲碱水纽结？因为早

浪买了两只。放进烤箱重新加

热，顺手拿前两天买的两只牛油

果处理一下。摆了两天，牛油果

颜色已经从深绿变成深咖啡色

了；捏一捏，也勿再是贼骨挺硬

了。牛油果横好，用刀绕核切一

圈，刀口刚刚碰着核就好，轻轻扭

一扭就可以拿牛油果一掰为二；

挖出核，用小调羹轻轻交拿果肉

刨出来，摆小钵头里，淋点柠檬

汁，可以防止果肉氧化；买牛油果

辰光搭好的芥末酱搭仔酱油也倒

进去；再加点色拉油、盐，继续用

调羹拿果肉研碎、搅匀成泥就好。

烘好的纽结打开，掰成段，切

开，拿牛油果泥像黄油一样涂上

去，合起来，咬一口，哦哟，有百炼

钢化为绕指柔的感觉，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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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上海人家老早的事体，

灶披间也是蛮噱嗰。

除脱少数高档公寓里有独用

灶披间，大多数里弄人家侪是合

用灶披间。勿管独用，还是合用，

灶披间侪是当年上海人家酸甜苦

辣最浓烈的地方。合用的灶披间

各色各样，好一点有专门一只房

间，几户人家一道用。推扳点就

辣楼梯过道里，几只炉子摆成

一排。当年用的炉子要么烧煤

球要么烧煤饼，所以各家各

户侪要存放煤球、煤饼，

又要占用一块地方。一

到烧饭辰光，人侪轧了一

道，想转身也要当心撞着

别人。有邻里关系好的，

互相谦让，可以错开烧饭

辰光。假使碰着几

家邻居互相看勿

顺眼，难免

针锋相对，

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为点

啥？无非就是有人多占地方，或

者自家的煤球、煤饼被别人用脱

了。埃歇辰光，居委主任事体最

多，动勿动就要开调解会，还要请

来双方单位的工会干部。真是事

体勿大，麻烦勿小。

搿搭插一句，后来老房拆迁，

大家侪搬进独门独户新房子，居

委主任一下子就轻松了。为啥？

住房条件好了，以前搿点事体侪

呒没了。再讲了，老早仔灶披间

烧饭的日子也过来了，回过头去

想想多少勿容易。炉子熄脱生炉

子，弄得满房间烟雾腾腾。还有

楼道弯弯曲曲，楼梯又窄又陡，年

纪轻覅紧，年纪大的人上楼下楼

抖抖豁豁，烧顿饭是吃力煞。

其实当年独门独户的人家，

虽然可以拿炉子放辣房间里，但

是麻烦事体也勿少。毕竟经过几

代人繁衍，人口增加了，房子面积

勿变，人均面积越来越小。就有

人想到门外搭灶披间。灶披间有

用砖头砌的，也有用木板钉的，房

顶用油毛毡一铺，能用就好。

就是这副卖相的灶披间也勿

好随便搭，搿叫违章建筑。当年

虽然呒没城管，但是房管所发现

搿种搭建也会派人来拆。我记

得，老早阿拉屋里也辣门口搭过

灶披间，刚刚搭好，里弄干部就上

门了，隔仔几天就自家拆脱了。

现在上海二级以下旧里才拆

光了。保留下来的老房子抽户改

造，专门弄的灶披间几户人家合

用，比老早好多了。新公房侪是

独门独户，灶披间叫厨房间，灶头

烧的是天然气，还有脱排油烟机、

料理台、大水斗……同当年的灶

披间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从灶披间到厨房间的变化可以看

出，阿拉上海人的日脚真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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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海人

称之为“上街沿”。2010年8月10

日《新民晚报》刊登市民投诉：“一

天之内，马路上街沿竖起了不少

晾衣架”，说的是违规占用人行

道；2021年7月15日《新华日报》

上还有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上街

沿的风景》，说的是旧时申城街边

的种种见闻。

在古代中国，修筑大道

主要并不是供路人行走

的。《周礼》上列有畛、涂

（途）、道、路等各种规格的

大道，它们都是以行驶车马

为目的制定的标准；其中，

“畛”为走牛车的路，“涂”是

行马车的路，“道”能并行两

驾马车，“路”则可以并排行

驶三驾马车。在城市里，宋

代以前的居民基本被封闭

在坊里高墙内，甚至居舍都

不得面向大街开门，更没有

在路边逗留、活动的余地；

所以，街边路旁肯定不存在

专供人们行走的通道。从

宋代张泽端所绘、反映汴京

城市生活细节的《清明上河

图》中不难发现，即便是商

贾发达、交通纵横、街面人

头攒动的北宋京城，也不见

有类似如今“上街沿”的设

置。晚些时候反映明代北

京市景的《皇都积胜图》、反映苏

州市景的（仇英绘）《清明上河图》

以及清代陈枚等绘制的《清明上

河图》里，路面均直接延展至房屋

墙根下。差不多到晚清以后，我

们才能从留存的照片中看到城里

分离人车的人行道、上街沿，这应

该和城市交通流量增大、车速加

快，以及西方城市文明的传入有

关。然而，和

“（上）街沿”

相关、且读音相同

的词语在中国古代很

早就存在了，那就是“阶檐”

和“阶沿”。

“阶”和“檐”，一上一

下，都是建筑物向外延伸的

部分，唐代的吕向解释说：

“阶，庭阶也，檐，屋檐也”，

古代许多宏伟的建筑都是有阶

有檐的。西晋曹摅《思友

人》诗：“延首出阶檐，伫立

增想似”；宋代钱选也有诗句：

“阶檐积雪动经旬，犹自霏霏夜

向晨”；其中的“阶檐”都可以看

作是“阶”和“檐”的合称。在这

个意义上，“阶檐”也被写作“檐

阶”。明代黄公辅曾感叹天然

的石室：“户牖不从斤斧设，檐

阶出自混元初”；清代罗孙耀

《湖阁夜雨》：“溜泻檐阶锁夕

烟，竹声松响共萧然”。

除了并称阶、檐之外，也有

用“阶檐”单指屋檐遮掩下的台

阶。《西游记》：“只见星月光中，

阶檐上真个放着一柄金镶白玉

圭”。“阶檐”单指屋子底部延伸

结构时，生就用来形容顶部突

出的“檐”字，显然没有边缘、沿

口意味更强的“沿”字来得合

适。明代《喻世明言》：“众人依

允，就在阶沿石上向月而坐”；

清代《何典》：“形容鬼便踏上阶

沿去，推开庙门”。

等到道路两旁商贾林立、店铺

前的阶沿相互连接并加宽成为人

行道时，“阶沿”改称“街沿”就顺理

成章了。因为有“阶”的历史在里

面，人行道通常要高出马路、上一

个台阶，所以也称“上街沿”；有了

“上街沿”，才能生出表示车行道的

“下街沿”概念。阶檐、阶沿、上街

沿之间的逻辑关系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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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早弄堂老虎灶
专烧开水生意好
烧水师傅交关忙
从早到夜灶边跑

灶头虎口烧柴爿
烟囱尾巴高高翘
居民用水随时泡
节约辰光省钞票

茶客爷叔起得早
碰头侪到老虎灶
茄茄山河吃吃茶
小脚抖抖哼小调

现在勿没老虎灶
搿种画面记得牢
不夜城里烧水站
相伴几代老和小

文 / 杨建明老虎灶

上海话中，对于感觉的描述

有很多采用叠字的形式，这些词

语不仅说起来朗朗上口，有些还

可追溯到千百年前的古代用语。

对于光感的描述。面色苍白

无血色的，形容为“白面尞面尞”，这个

“面尞”字，南朝时吴县人顾野王在

其《玉篇》中解释为“面白貌”。对

于灯光的暗淡，形容为“青莹莹”，

莹莹指小火，楚辞《九思 ·哀岁》中

有“鬼火兮莹莹”之句。

对于体感的描述。身子感到

冷，形容为“寒飕飕”（或寒势势），

唐诗人岑参《登嘉州凌云寺作》中

有“僧房云蒙蒙，夏月寒飕飕”之

句。反之，身子感到暖，则形容为

“暖烔烔”（或暖僮僮），西汉燕（今

属河北）人韩婴所撰《韩诗》中即

有“蕴降烔烔”之句。

对于触感的描述。“软冬冬”

形容柔软的样子。“软笃笃”形容

摸起来软绵绵。“软披披”形容柔

软带飘的样子。“硬桥桥”形容摸

起来很硬或态度生硬。

对于味感的描述。上海人一般

不喜欢辣味，如果感觉太辣，常用

“辣豁豁”来形容，被人打了一个重

重耳光的疼，或者太阳晒皮肤的疼，

也常用辣豁豁来形容。苦味，多用

“苦济济”来形容，苦济济也可指生

活当中的苦难和辛苦，沪谚用“有娘

小鸡随娘转,无娘小鸡苦济济。”来

形容孤儿的处境。

对于动感的描述。着急迫切

的行动，用“急吼吼”来形容。反

之，行动迟缓则称为“慢吞吞”

（或慢慢叫）。

对于嗅感的描述。上海

人用“香喷喷”形容香味，用

臭烘烘、臭朋朋形容臭味。

有一句沪谚“新箍马桶三日

香，过仔三日臭朋朋”，意思

是光鲜漂亮只是暂

时的，时间一

长就会露出丑

陋的本质。

文 / 福 华叠字俗语朗朗上口

沪语童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