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老底子的讲法，青皮绿玉

蚕豆的上市日脚是春天里的三四

月份辰光。当季的时鲜，常常只

有一小段辰光。也有过迭个印

象，就是明明前两天还看见铺天

盖地的蚕豆，四月一过，一记头侪

没了。只勿过，现在一年四季，天

气乱得来，侬倒是讲讲看，又有几

个人搞得清爽，春天到底是从啥

辰光开始呢？

前几天早浪，雨过，天还阴恻

恻，出门散步，经过附近小菜店辰

光，看见店老板搭仔小工一道忙

忙碌碌，立停一歇，想想今朝要吃

点啥，就听到有人问：“哎，蚕豆几

钿一斤？”哦哟，蚕豆已经来了，葛

末，春天应该是来仔一歇了。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交关人

家侪是一样的，跟小菜店老板老

熟；有辰光，拎一袋炒米花排辣后

头——辣末生头，就特别想坐好

仔，一粒粒慢慢交吃炒米花——

店老板会跟拎一大堆菜等结账的

爷叔讲一声，让伊先结账好口伐？

迭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会让人

想起小辰光小区里来了爆炒米花

的爷叔，左邻右舍侪有人拎仔大

米、年糕片，闹闹猛猛到爆米花炉

子前排队，常常有外婆阿姨摆只

篮头又回去烧小菜了，快轮到了，

会有人喊：外婆快来，排到侬了。

一晃几十年，有种东西会变，

有种东西勿会变。

蚕豆好吃。最初上海人侪只

吃本地豆，壳软绵绵，一节两粒，

剥出来，青皮绿玉，好看又好吃。

一般侪是清炒，连头带尾巴，五分

钟左右就好，水嫩嫩鲜洁洁，可以

连皮带肉一道吃下去。

后来，又有了一种客豆，上市

辰光比本地豆早一个月左右。客

豆长得长一码大一码，一节里常

常有三四粒，剥出来的豆从里到

外侪是灰白颜色，葱油炒炒，味道

还可以，就是皮老，要吐皮吃。

再后来，

又出来一种

日本豆，横阔竖大，

有人特别欢喜伊粉

粉糯糯的口感，所以，剥

脱皮，加咸菜一道油里炒

好，再加水，慢慢煨成咸

菜豆板酥顶好了。

搿天买的蚕豆，外表

看上去已经有点灰蒙蒙

了，勿过，摸上去软绵绵，剥出

来的豆，大大小小，还算嫩。

新上市的豆，当然是清炒，吃

的就是春天里的嫩头。要保

持伊鲜嫩，一定要炒之前再剥，上

海人也叫捏蚕豆，一节豆当中拗

开，手辣壳外头轻轻捏一捏，豆就

滑落到碗里了。剥好仔，开油镬

之前先盖一盖，露辣空气里辰光

长了，豆也要老脱。

热锅冷油，葱段、豆一道摆下

去，火勿要太大，用镬铲轻轻交拨

一拨，让每粒豆侪拨油包牢，然后

加一小碗水，拿豆浸没，加少许

盐，习惯上海菜的，也可以加一点

点糖提鲜，盖镬盖，大火烧开，稍

许滚两滚，就好了。

买回来的蚕豆吃勿光，摆两

三天是可以的，辰光再长，顶好是

剥出来摆冰箱冷冻室，到吃的辰

光，连保鲜袋一道摆水里解冻就

好。冻过的蚕豆除脱烧豆瓣酥，

做成蚕豆浓汤也另有一功。

蚕豆开水焯熟，剥皮，可以跟

焯熟的洋葱、胡萝卜或者欢喜的

蔬菜一道摆到粉碎机里打碎，用

盐、胡椒粉合好味道，再用高汤调

到自家欢喜的厚薄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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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皮绿玉蚕豆浓汤
兔年春节刚刚过去，生

活已逐渐恢复正常，楼下奶

茶店门口小桌边喝茶聊天

的人也越来越多，倒让我想

起老早子的茶水摊。

老早上海街头巷尾有

勿少“茶水摊”，就像北方人

讲的“卖大碗茶”一样。阿

拉电影里看到“卖大碗茶”就

是辣集市浪撑块篷布，摆张

台子，一把大茶壶、几个大陶碗，

大热天里卖茶人拿把蒲扇勿停

赶苍蝇，拔直喉咙吆喝：“大碗

茶、卖大碗茶！”相对来讲，上海

人摆“茶水摊”就显得文雅交关，

一般侪是静悄悄摆辣上街沿或

者弄堂口，一只小方台浪摆几只

玻璃杯，杯子浪盖块小玻璃或者

茶杯盖用来遮灰，考究一点的摊

头，台子浪再铺块台布，看上去

清清爽爽。

我小辰光屋里斜对面，就有

一只茶水摊摆辣马路边，小方台

子浪摆仔六七只倒满茶水的杯

子，台脚边浪有两只热水瓶，里

向是泡好的温热茶叶水，如果是

热天，热水瓶里装的是放凉了的

大麦茶，旁边一面盆清水是用来

汏茶杯的。看摊头的是一对父

女，记得有一年，坐辣茶摊边看

摊的是一个小姑娘，瘦骨伶仃，文文

静静，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

当时呒没保温杯，到户外做事

体的人假使嘴巴干一般侪是寻一只

自来水龙头，用手捧点自来水吃。

比较讲究的人就到茶水摊来买茶。

小杯茶一分洋钿，大杯二分洋钿。

热天吃茶人勿少，比如踏三轮车、拉

老虎塌车、摆地摊唱戏的人，侪会过

来买杯茶，吃好就走。其实我小辰

光，偶尔也会去买茶吃，因为当时我

经常会辣困梦头里“画地

图”（尿床），外婆就禁止我

夜饭后吃茶。有辰光实在

嘴巴干，只好去茶摊浪买杯茶吃，结

果么夜里“地图”还是照画不误。外

婆对我搿种毛病实在呒啥办法，后

来有老中医告诉伊，搿是小人肾亏，

一般大了以后就好了。

茶水摊侪是小本经营，生意最

好的辰光是大热天。阿拉屋里附近

有一家老虎灶，所以茶水摊泡开

水邪气便当。从老虎灶泡两瓶

开水只要二分洋钿，用的茶叶侪

是茶叶店淘来的碎叶子，因为成

本低，赚头应该还可以。

茶水摊浪的小姑娘嘴巴交

关甜，每趟去老虎灶泡开水总归

阿姨、爷叔叫勿停，老虎灶的老

板娘特别欢喜迭个文文静静的

小姑娘。老板娘男人早已过世，

有个儿子辣煤炭店里当送货工，

到了休息辰光，自家屋里勿去，

就欢喜到小姑娘茶水摊浪去茄

山河，老娘看辣眼里，喜辣心里，

巴勿得伊拉恋爱早点谈成功，老

虎灶好拨伊拉接盘。

有天吃饭辰光老娘打算轧

轧苗头，就问儿子：“侬跟茶摊浪

小姑娘谈得哪能啦？”儿子一听，

眼乌子一弹：“姆妈侬瞎七搭八

想点啥啦？小姑娘身体勿好，休

学辣屋里，暂时出来帮阿爸看摊

头。人家今年准备要考大学的，

阿拉同事的丈人是老中医，我辣帮

伊介绍看毛病的事体。”老娘一听，

好比碰着黄梅天，太阳头里落场雨，

心里想想就殟塞。

呒没想到，过仔一段辰光，“文

革”开始了，小姑娘大学也勿考了。

再讲百货店里也有买小巧玲珑，可

以随身带的保温杯，冷水热水侪好

放，交关讨人欢喜。乃末到茶水摊

买茶的人越来越少，慢慢较茶水摊

搭仔老虎灶也勿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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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中古语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沪语趣谈

“放野火”是上海的方言熟语，

它的意思是：不负责任地胡乱说话，

甚至可以比喻故意散布谣言。小说

《小店员》中写道：“这家伙要不是劳

动好，早叫他卷铺盖滚蛋了，他常在

外面放野火”。

“放野火”最初源于劳动人民的

农耕经验，就是每逢冬季放火烧

荒。冬季在农田里放一把火，不仅

省去了除草的劳作，还能消灭越冬

的害虫、积攒草木灰肥田，可谓一举

多得。诗经《大田》：“田祖有神，秉

畀炎火”，说的就是烧荒防虫。《上海

竹枝词》唱道：“衰草欲枯野火放，鼠

狼新窟薄烟熏”。宋代王谠《唐语

林》也说：“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

也”。《周礼 ·夏官 ·司爟》：“凡国失

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野焚莱，民

擅放火”，“野焚莱”也是指烧荒，文

中的意思是说民间不按规定时间擅

自放火烧荒是会触犯律法的。

那么，放火烧荒怎么就变

成妄言惑众了呢？这就和吴地

曾经的年节习俗有关了。

农耕社会冬季闲暇，许

多热闹的事情就会安排在

此期间。对农人而言，这时

既要欢庆和享受一年辛劳

换来的收获，也要祈祷来年

能顺利耕种，五谷丰

登；形式之一就是

与“放野火”有

关 的 点 火 燃

烛。吴人在房舍里遍燃灯火谓之

“照虚耗”，在野外举火烧荒称作“照

田蚕”。清代嘉庆年间的《松江府

志》记载：年节期间“农家争以束刍

烧遍田间，谓照田蚕”，也就是“放野

火”。关键是这时去“放野火”还有

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那就是让孩

童举着火把边燃火边奔跑边念叨：

“自家田里长稻，别家田里长草”，以

此祈望赶“霉运”到别家去。这是在

无力抗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可悲

且无用的自我安慰。其实，过年放

爆竹、照虚耗都有类似含义。来年

哪家若遇灾害或歉收，就会怀疑是

被别家“放野火”了。

虽说这个折射庶民小心思的旧

时故事不太上台面，但“放野火”一

词与造舆论、乱说话、散布不实言辞

等，就是这样瓜葛上的。还可列举

些证明此类现象的资料：1993年第

4期《东南文化》介绍“放野火”习

俗：手握点燃的草把高声唱，“正月

半，放火烧；别家菜才栽，我家菜已

卖；别家黄豆骰子大，我家黄豆盘篮

大；别家棉花瘦且低，我家棉花要撑

天”。2009年第6期《阅读》：“家乡

流行放野火……（村民）挥动手中火

把，嘴里不停地喊着：‘野火高，野火

旺，我家生活比火旺；野火旺，野火

高，我家田里产量高！’”2010年初，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段采访市郊农

民的实况，也提到了相似的内容。

今天这种反映落后意识的现象

肯定早就绝迹了，“放野火”一词被

抽象出来表示在背后说不利于他人

的话，很少有人再去探究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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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瞎讲叫“放野火”

踢毽子是小辰光弄

堂里，小朋友最欢喜的

一种游戏，容易掌握，还

可以翻花样搞比赛。毽

子制作材料也勿复杂，

几根鸡毛，一根鹅毛管，

两只铜板，一块布头，用

手缝起来，相当便当。

读小学辰光，阿拉

学堂里搞过踢毽子比

赛，三四年级是中级组，

五六年级是高级组。比

赛分成个人赛搭仔团体

赛。每个班级先进行内部选拔，

以能够踢多少只定胜负，选出三

个人参加个人赛。个人赛之后就

是团体赛，每个班级选出五个高

手，围成一圈，要么从左踢到右，

要么从右到左，或者对面踢，或者

交叉踢。总而言之，以保持毽子

不落地的辰光长短决胜负。我曾

经做过裁判，卡着秒表，听老师哨

音一响就开始计时。每场比赛侪

有四个裁判，分别来自四个班级，

所以弄虚作假是勿可能的。

阿拉班级有一个姓刘的同学

踢毽子踢得最好，会的花样最多，

什么内踢、外踢、拐踢、尖踢、悬

跳、花式跳、剪刀劈、转身踢……

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比

赛结束后，刘同学被专门请上

台进行个人表演，大家看得

高兴了就大声喝彩，整个会

场掌声阵阵，热闹极了。

除脱踢毽子，后来又

有同学发明出拍毽子的游

戏，难度和体力消耗比踢

毽子大，所以主要是男同

学欢喜白相。踢毽子，真

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一项活动，是

童年难忘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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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当中常常会碰着音同

字勿同，迭个就是“谐音”，容易

产生误解。阿拉中国人比较讲

究“口彩”，并且常常会借助于

“谐音”的联想。比方过年吃年

糕象征“年年高升”，而吃“发

菜”寓意“发财”，与此相反，因

为谐音也会产生一些“禁忌”，

比方讲看望长辈一般勿会送钟

表当礼物，因为“送钟”与“送

终”谐音，勿吉利；吃梨时勿好

分而食之，因为“分梨”与“分

离”谐音。几年前屋里附近开

了一家粥店，叫做“粥天粥地”，

本意是表示店里有很多种粥，

勿过么，上海话里“粥”跟“作”

谐音，而“作天作地”在上海话

里是“无理取闹”的意思。

有辰光，谐音既能产生美

好的联想，也能产生阴暗的提

示。相传有这样一则故事：两

个秀才一同赶考，路遇出殡，看

到棺材。一位秀才觉得，遇到

棺材不吉利，于是心情败坏，棺

材的影子挥之不去，以致文思

枯竭，最后名落孙山。另一个

秀才看到棺材，起先也心里咯

噔一下，但转念一想，“棺材”既

有官，也有财，是个好兆头，心

情愉快，走进考场，文思泉涌，

最后一举高中。这个故事让我

们看到，有时“谐音”会对人们

心理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语言

寓意深刻，而谐音作为语言的

衍生物也有讲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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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谐音”迭桩事体

在武侠小说中，常看到武艺

高强的大将挥舞长枪，枪头舞出

一片银光，处处有枪尖，对手不

知会扎向何处，人称“枪花”好。

可见，“枪花”的效果是使人眼花

缭乱而掩护自己的真实目的。

在上海话里，“枪花”却是一

个贬义词，被引申为花招、计策、

狡猾的手段。如《九尾龟》第72

回中写道：“侬个闲话有点马马

虎虎，勿好算数，伲倒勿相信侬

个枪花。”1910年出版的《上海

秘密史》第8回中写道：“一个女

学生，只有十三四岁，人虽小，枪

花却大得了不得。”

上海话里将“耍花招”称为

“掉枪花”。清末民初徐珂编撰

的《清稗类钞 ·方言》中写道：“对

于人故设疑阵以眩惑，或用空言

搪塞者，谓之掉枪花。掉枪花

者，滑头手段之一，社会认其为

不正当之行为也。”《梵天庐丛

录》的解释是：“今谓以诡计欺人

者曰掉枪花。”上海早期出版的

通俗文学中也常有“掉枪花”的

说法。如《歇浦潮》第1回中写

道：“那时我恐与她意见不合，话

不投机，所以掉了个枪花，说了

一大篇鬼话，把她哄得服服帖

帖。”《九尾龟》第20回中写道：

“都是王云生的瞒天大谎，掉着

那天字第一号的枪花，真是个仙

人跳的都头，扎火囤的光棍。”

文 / 福 华

空言欺人“掉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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