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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我带还呒没读书的

弟弟回常州乡下头姑母

屋里过年，乘的是棚车。

棚车就是那种运货的闷罐车，

当时每当逢年过节，乘火车的

人多，客车车厢勿够用，就会拿闷

罐车载客。因为棚车的票价只有

客车一半，所以乘的人还是蛮多

嗰。后来我参军离开上海的辰

光，乘的也是棚车，所以对棚车印

象特别深刻。

火车车厢一般侪比站台高，

客车车厢自带扶梯供上下车，棚

车车厢呒没扶梯，只有车站临时

寻来的竹梯或木梯，我搭弟弟全

靠别人帮忙下推上拉，才能爬进

车厢。闷罐车车厢两边有可以拉

动的移门，载客辰光，靠站台一边

开门，另一边关门落锁。车厢里

呒没座位，只辣地浪铺一层芦席，

大家就坐辣芦席浪。车厢里呒没

厕所，只辣一头的角落里放只用

布帘遮牢的木桶供人“方便”。埃

歇辰光家家粮食紧张，一日三餐

侪是粥，结果车厢里就数搿只木

桶顶顶忙。

闷罐车呒没玻璃窗，只在靠

近顶部有几个用来通风的小窗

口，一旦车门关闭，车厢里就黑乎

乎，勿要讲读书看报，连旁边人的

面孔也看勿清爽。车厢里呒没广

播喇叭搭仔列车员，车子开动以

后，车门就从外头关脱。每到一

个站头，站台浪会有人一边吹哨

子，一边拿仔电喇叭报站名，同时

开车门。

我坐辣车厢里一眼勿敢打瞌

目充。除脱担心乘过站，还要看牢

勿懂事体的弟弟搭仔带拨姑母的

礼物。讲讲是礼物，其实就是汏

衣裳肥皂、糖果、饼干之类，现在

送人恐怕也呒没人要。分量虽然

勿重，也勿值几个铜钿，但侪是凭

证凭票买来，是阿拉一家门花仔

一年多辰光省下来嗰。搿眼物事

辣当时乡下头勿要讲买，连看都

看勿见。听阿拉爷讲，姑母平常

日脚汏衣裳侪是用草木灰过滤下

来的水。一开始我是勿相信嗰，

介龌龊的水哪能好用来汏衣裳

呢？后来才晓得，草木灰过滤下

来的水里有碱，乡下头侪是用搿

种水来汏衣裳嗰。所以么，我带

的搿点礼物辣当时也算贵重。

棚车比平常的慢车还要慢，

除脱沿路大大小小车站要停靠，

还有勿少临时停车，为其他列车

让路，短的十几分钟，长的要个把

钟头。我头日夜快点上车，开开

停停，第二天早浪下车，再转乘轮

船，姑母辣码头接到我的辰光，天

已经墨墨黑了。

前几年，儿子陪我又回仔一

趟乡下头，乘的是高铁，勿但车厢

宽敞，座位考究，到处锃锃亮，适

意得勿得了，速度也快，两个多钟

头就到了。同样搿眼路，当年却

要花廿几个钟头。

文  钱红春老早回乡乘棚车

冷风冷雨连牢仔三五天，虽

然勿出门，仍旧觉得冷丝丝，身体

浪关节里侪瀴丝丝酸痛，恨勿得

拿人拎起来甩一甩，绞绞干，让浑

身上下的湿气侪滴答干净。迭个

辰光，可以笃一碗五虎汤，祛祛

寒，除除湿。所谓“五虎”，传统中

医里讲的是黑豆、核桃、生姜、红

枣、葱白五样物事。勿过，对于平

常过日脚来讲，厨房勿是药房，配

勿齐食材是常态。呒没关系，就

拣有的用一用就好了呀。

勿过，呵呵，最近老欢喜讲

“勿过”，是因为日日看天气预报，

伊老是讲，现在勿落雨，勿过，一

个钟头以后会有雨。有劲口伐，“勿

过”毛病过着了。厨房间角角落

落翻过去，翻出来赤豆、米仁各一

把、陈皮一瓣、红枣三两粒、生姜

一块，几样物事侪汏清爽，加把

米，笃一镬子五虎粥，吃的辰光摆

把红糖，暖热。赤豆米仁健脾利

湿，利水消肿。陈皮行气化湿，生

姜散寒，红枣补气，几样物事合起

来，赛过可以拿人身上的寒气、湿

气滗滗清爽。

一直欢喜吃粥，尤其是天冷

或者天热辰光。搿两天冷，捧杯

热茶孵勒太阳头里，寻寻资料写

写物事，齐巧翻到郑逸梅《前尘旧

梦》，讲郑板桥也欢喜吃粥，“暇日

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

缩颈而啖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

俱暖。”到底是个画画的，拿平常

日脚吃粥的样子，记录得特别有

画面感，天冷呀，头颈缩好，取暖

呀，双手捧碗，霜雪大冷天的早

上，一碗笃得糊里糊涂的粥，难得

糊涂，偏偏也是一碗好粥的境界，

米正好，水正好，辰光也正正好，

稀里糊涂一碗粥下去，身心暖热。

其实大热天里吃粥也一样适

意，天热，呒没胃口辰光，一碗清

粥，一碟酱瓜，一碟干煎带鱼，吃

得清清爽爽，适适意意。郑逸梅

讲，袁清平在《啜粥谈》里记，“溽

暑困人，脏腑疲劳，怕登饭颗之

山，宜啜瓦缶之粥。每于晚风凉

院，箕坐胡床，一于盛来，佐以瓜

豆，徐徐而啖，口腹爽快。”写得好

白相，天热得人昏头落目充，五脏六

腑吃勿消，看到一碗饭堆得像山

一样，实在爬勿上去呀，还是勿冷

勿热一碗薄粥，吃下去适宜。

文并图  沈一珠五虎汤搭仔糊涂粥

“穷”除了表示贫困、不富裕

外，在上海话中还用来表示很厉

害、很极端，例如：“我穷敲门侬也

勿来开（我使劲敲门你也不开）”；

“伊一路穷奔还是呒没赶上（他一

路狂奔仍然赶不上）”。在以上两

句中，“穷敲”“穷奔”里的“穷”都

是表达程度的副词。当然它也可

以用作形容词，例如：“闯穷祸”，

意思是惹下了极大的祸端。沪剧

《阿必大回娘家》里写道：“哥哥打

伤朝奉闯穷祸”，那就是会导致

吃官司蹲大牢的大祸。

清末韩邦庆所写的

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

里翠凤极力劝架是怕吃

了亏的阿珠回去叫人报

复“闯出点穷祸来”。这

类事端对身处底层的他

（她）们而言，都可算是灾

难 性 的“ 穷 祸 ”，

“穷”字突出了其

中特别大的

危害程度。

还有一个上海人熟悉的成语

叫“穷心穷恶”，那是更加夸张地

表示狠狠地、拼命地做某件事。

骂人可以“穷心穷恶”，克扣工资

可以“穷心穷恶”，吃饭也可以“穷

心穷恶”，简而言之就是上海人讲

的“恶势做”的那种，其间的“穷”

字和贫富并无关系。

上海话中对“穷”字这层含义

使用，还有两个常用句式。一个

是“穷?百?”，意思也是“使劲地、

拼命地”。例如：“穷想百想”表示

殚精竭虑地思考，“穷讲百讲”表

示没完没了地絮叨。金宇澄创作

的长篇小说《繁花》中写道：“做夜

班不容易，半夜三更，无头苍蝇，

穷兜百兜”，说的是“出租车夜间

揽客不容易，只能不停地在街上

转圈的景象”。

另一个意味相似的句式是

“穷?阿二头”，例如：“穷吃阿二

头（拼命地吃）”“穷哭阿二头（使

劲地哭）”“穷做阿二头（干不完地

干，此间的‘二’须读若‘泥’）”等

等。这两个句式中“穷”所修饰的

动作可以自由切换，“穷兜百兜”

也可以说成“穷兜阿二头”，上海

人都能听懂。

用“穷”字表示程度，古已有

之。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

中写道：“穷，极也”。《墨子 · 天志

上》中写道：“故天子者，天下之穷

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晚清经学

大师孙诒让对此引注曰：“穷，极

也，此二字转相训”，意思是说

“穷、极”两字本义相通。由此可

见，“穷”字原本就有极端、顶配、

到底这样的含义。《吕氏春秋》中

写道：“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

唐诗《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以上这些“穷”字

都是达到极点、近乎极致的意思。

现代汉语中也有类似的用

法，但大多保留在成语中，例如：

穷奢极欲、山穷水尽、极本穷源、

理屈词穷等等。不过，像上海话

中这样丰富的口语表达，普通话

中是没有的。

文  叶世荪穷心穷恶闯穷祸

美食是勿需要勤吆喝嗰，即

使藏而勿露辣深巷里。就像有一

句闲话所讲，“酒香勿怕巷子深”，

却常能拨人带来意外惊喜。美食

亦一样。在冬天向初春过渡的日

脚中，寻一道美味暖汤，一罐猪脚

爪黄豆萝卜汤立即映入眼里向，

让人交关欢喜。我与伊的

缘分，自然是天气辣“做

媒”，平时基本浪是勿大吃

的。于是，就有了一眼尝鲜

的冲动。

提到猪脚爪黄豆萝卜

汤，伊拉本身就是综合营养

的绝配。猪脚爪相对于猪

猡全身而言，其站立搭仔走

路尤其要用力，因而其肉质

紧密，脂肪含量也是邪气

低，拥有老多人经常讲的大

量胶原蛋白。黄豆的营养

价值也是如此，老多人早已

经是耳熟能详了。而萝卜

的独特功效，使各种季节吃

萝卜成了能够随意选择搭

仔从容搭配的“家常招牌

菜”之一，成了一个随时随

地可以遇见的“景致”。由

于是荤素搭配，最大限度地

保留了原有各类营养成分，

维生素含量丰富，可以有效

补充人体营养之所需，对于

气血多补、滋养皮肤、健腰美体

等，也是功效勿少。于是，我就有

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要做好这道美味猪脚爪汤，

其实并勿是邪气容易的。一般来

讲，需要掌握好几个基本要点：将

霉烂搭仔已经坏的黄豆全部拣

去，然后汏净，先浸泡一个夜里，

待其完全胀开后，就可备用；猪脚

爪要注意拨毛剃干净，否则食用

效果会辣一定程度浪打折扣，接

着同样要清洗干净，并将其斩成

块，放入锅内煮去头道水，以去除

浮 辣 水 面 浪

各 类 杂 质 。

到搿辰光，所有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接

下来，就可以正式开始烧

了。辣已加好水的锅内放

入猪脚爪搭仔黄豆，适当

放些葱姜、料酒搭盐，待水

煮开后再用文火烧大约四

十五分钟，放入一些白萝

卜、黑木耳，再烧煮至熟嫩

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猪脚爪

黄豆一定要煮熟煮透。尤其是

猪脚爪到了快要熟烂的地步，

对营养的进一步析出、以及吃

的口感都是邪气有好处的。同

时，黄豆能去除自身一些无效

成分，使营养的溢出达到最佳

程度。这道猪脚爪黄豆萝卜

汤，肉质、豆类、蔬菜混了一道，

汤汁滚沸泛白，营养成分水乳

交融，老能撩拨一个人的口味

的，吃辣嘴巴里，暖辣心里向，

让人总是停勿下来。

搿道美味猪脚爪汤，让人

尽享季节的融融暖意，各式撩

人的暖汤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

因素吧！尝一口美味，令人惊

叹的汤类美食总能激发起人的

食欲，带来一段难忘的回味。

如果需要“重口味”的话，另外

在小碟子内倒入一些鲜酱油，

再加入一点香气扑鼻的麻油，

或者放入切碎的香菜等，轻松夹牢

一块猪脚爪，沾上让人心醉的调味

品，搿种味道真是美妙无比。而汤

的美味也叫人不忍舍弃。“不怕货

比货，就怕不识货”，用辣这里搭，

好像还蛮贴切的。

当然，猪脚爪黄豆萝卜汤再美

味、再好吃也要适可而止。尤其对

于痛风的人来讲，更不能贪食。

难忘美味猪脚爪汤，乍暖还寒

的日子勿再单调，因为还有搿些温

暖的美食搭仔暖汤驻留心间，齿颊

留香。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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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红喇叭，紫喇叭
一朵一朵真漂亮
呒没脚，呒没手
顺着篱笆往上爬
早浪爬到窗户边
轻轻悄悄吹喇叭
小弟弟，小妹妹
太阳公公出来啦

勿要眯眼睏懒觉
起床揩面刷牙齿
吃好早饭背书包
欢欢喜喜上学堂
认真读书学知识
全面发展顶呱呱
到时再吹小喇叭
异口同声把侬夸

文  杨建明牵牛花

近段辰光电视剧《狂飙》热

播，其中有条主线是讲一个耿头

脾气的小民警，坚持勿懈几十年，

最后协助纪检机关铲除地方黑暗

势力，这印证了一句上海熟语：

“棉纱线扳倒石牌坊”。棉纱线大

家侪晓得就是棉纱纺的线，石牌

坊呢是旧时建造的像牌楼的建筑

物，多用来表彰忠孝节义的人

物。这句熟语就是比喻相对弱小

一方，有可能胜过强大对手。

历史上，当年武则天篡权改

朝、另立“大周”，曾经用铜铁精工

细作造出一座将近五十米高的纪

功柱，名字叫作“大周万国颂德天

枢”，可以看作是御制顶配石牌

坊。但是这根“天枢”刚刚立起

来，民间就有传言讲：“一条线，挽

天枢”，意思是吃准伊勿会长久，到

辰光经勿起一根细线扳牵。果然，

勿到二十年，唐玄宗下令销毁。洛

阳尉李休烈为此写了一首诗赋《咏

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须

先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

两县索人夫。”还有唐诗讲：“一条麻

索挽，天枢绝去也。”反正勿管是麻

线、丝线、棉纱线，看上去强大或

者曾经强大的一方，终究有可能

被毁于一旦。

有趣的是，“棉纱线扳倒

石牌坊”这句熟语有时也会

用来表达“根本不可能实现”

的意思，因为正常情况下，用

棉线是拉不倒石牌坊，所以

用这句话来形容不自量力。

到底如何理解

这句熟语，完

全取决于不同

的语境。

文  小 申棉纱线扳倒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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