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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中古语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沪语趣谈

日脚如土豆，可炒
可炸；生活如诗文，可写
可读。
其实，上海人勿喊土豆

的，侪叫伊洋山芋。勿过，也
有特殊情况，比方讲，土豆色

拉，就没人叫伊洋山芋色拉；又比
方，土豆泥，啥人会得叫伊洋山芋
泥呢？所以，方言也勿是铁板一
块，也是有人文内涵的，也是与时
俱进的。就像大饼油条，顶早是
移居到上海生活的苏北人喊出来
的，上海人接受苏北人的同时也
接受了苏北方言，该称大（d?）饼
绝勿言大（d?）饼。一只急转弯到
此地：“拿土豆做成一首诗”迭句，
也算名正言顺的上海闲话。
搿天早浪，烟雨蒙蒙当中，春

寒已经一点点散了，出去散步，发
觉，路旁边一棵白玉兰突然就开
得灿烂，白得通透。唉，上海市
花，也真真跟上海蛮贴。感慨毕，
擦肩而过一个四五十岁女人，长
得好看，像玉一样淡幽幽，看伊就
用马甲袋拎仔一只洋山芋，应该
是刚刚从小区里“临时菜篮子工
程”买好小菜。等伊走远，立定回

过头再看伊一眼，暗黜黜又感慨，
唉，迭个日脚，勿算诗意，勿过，笃
笃定定。想想呀，呒没笃笃定定
的日脚，诗意要伊做啥？
勿过，还真的有人拿土豆做

成一首诗的，闲时翻翻书，焦桐的
《蔬果岁时记》里，有一首诗就是
记培根煎马铃薯的，马铃薯是洋
山芋的另一个叫法：
马铃薯切得很细/焦得漂亮，

互相粘在一起/放进嘴里会有爽
脆的口感/晚上洗净马铃薯放在

锅子里/注入充分的水，放进一匙
盐巴开火/煮到稍微有点硬，熄火
沥干水分/趁热立刻剥皮/再放入
锅内、覆上锅盖，放在阴凉的地
方/让它休息/早晨，把它切成小
块，使用煎过培根的油/用焦香土
豆条算命吧/如果味道很棒，你可
以过很棒的一天。
常常有人讲，哦哟，侬拿日脚

过成了诗。辣诗人眼睛里，诗一
样的日脚无非就是：无意当中走
进一条弄堂，碰着一家咖啡馆，一
杯咖啡，煎得老美好的培根肉搭
仔土豆条。好日脚其实勿复杂。
搿两天，买菜辰光搭送了两

只洋山芋，看上去有点灰剥落托，
灵机一动，索介就照了焦桐的方
法，买了黄油、培根、干贝酱做辅
料，炒一盆培根洋山芋，让两只洋
山芋有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
两只洋山芋削皮切丁，水里

浸10分钟沥干；开油镬，加黄油
化开，炒香培根片、洋葱丁，再加
入洋山芋丁，小火煸到软，再加点
干贝酱，翻炒，小火慢慢煨到洋山
芋入味，加盐合好咸淡，最后撒葱
花提香，出锅。
成勿成诗，各人眼光勿同，不

过，迭能一碟下饭菜，肥笃笃，香
喷喷，是好日脚的味道。

文并图 /沈一珠拿土豆做成一首诗

阿拉隔壁一条马路一群老房
子动迁了，老房子矮平房已经老
旧了，搭周围的高楼、花园小区有
明显落差。老房子沿马路有一爿
烟纸店，因为烟纸店对面就有一
所小学，所以店里备货偏向小朋
友，比如铅笔、橡皮、练习本、红领
巾，还有各种小零食。到了放学
辰光，勿少小朋友侪欢喜到烟纸
店里买点小零食。
去年开始拆迁，老房子里人

侪搬脱了，烟纸店里东西也清空
了，有人讲老板娘一家去住新房
子了，有眼小人放学走出校门还
会朝烟纸店方向看看。我不晓得
哪能想起老早读小学的事体。
记得埃歇辰光，阿拉读小学

的地方是辣弄堂石库门房子里，
一扇黑大门进去，教室侪蛮小

的。弄堂一头是马路菜场，早浪
人声鼎沸。另一头是一条弹硌
路，路两边有烟纸店、老虎灶、米
店、煤球店，还有大饼油条摊……
早浪学生进了校门，黑大门关起
来，教室里还是蛮安静的。
每天放学出校门，阿拉侪要

排好队伍，整整齐齐。当时大多
数家庭侪是双职工，爷娘要上班，
小人上学放学是呒没人接送的，
侪是小人自家走回去，头颈里挂
一把房门钥匙，回到屋里，自家开
门，自家做作业。阿拉放学以后
侪欢喜到附近烟纸店里兜兜。
记得弄堂对面一爿烟纸店是

一个老伯伯开的，柜台浪向有一
排玻璃瓶子，里向装满各种颜色
的小零食。阿拉搿点小朋友最欢
喜花花绿绿的颜色，看看也开

心。有辰光，约一两个同学一道
去，去之前先商量好，侬买糖、伊
买盐津枣，或者买橄榄、话梅咾
啥，反正买好以后大家分分吃，老
伯伯会帮阿拉分门别类，用黄颜
色纸头包成三角包。我也欢喜去
烟纸店，买点小零食放到体育课
浪吃。阿拉学堂地方小，体育课
只好辣弄堂里上，跑步、跳远辰
光，嘴巴容易干，含一粒盐津枣就
蛮开心了，老师又不会发觉。
埃歇辰光搿爿烟纸店是阿拉

搿点小学生的最爱，是可以自由
支配勿多零用钿的地方。吃自家
买的小零食感觉比吃大人买的更
加扎劲。几十年过去了，搿点小
辰光的事体好像一直不会忘记
脱，时勿时就会从记忆深处冒出
来，像看电影一样清爽。

文 /裴天蓉记忆里的烟纸店

清代小说《野叟曝言》中多次
出现“迷花眼笑”一词，譬如25
回：“那太监喜得迷花眼笑”；61
回：“玉奴也是迷花眼笑，陪着奚
囊碔头叩谢”。例中的这个“迷”，
应该是“眉”字，词语原形是“眉花
眼笑”。《明清吴方言词典》：“眉花
眼笑”又作“迷花眼笑”，而《辞源》
和《汉语大词典》都只列有上述词
语原形，即“眉花眼笑”。

上海人在很多场合都把
“眉”读成m?音：眉毛、皱眉头、

火烧眉毛、贼眉贼眼，包
括这个“眉花眼笑”，还有
上海话表示看人脸色、观
察情势所说的“会识眉头
眼脑”中的“眉”字；如果
按照普通话念m?i，反而
会让人感到拗口，读出尴

尬来。“迷花眼笑”
的“迷”只是一个
借音字。
其实古

人也有用借音字让“眉”读作m?
的情况，用得较多的是麋鹿的
“麋”字。战国时的《荀子·非相》
里说：“伊尹之状，黑而短，面无须
麋”，形容商代宰相伊尹短小黝
黑，少见胡须眉毛；汉代《史记·赵
世家》中描写健勇的君王形象：
“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髯，大
膺大胸”，其中“鬓麋髭髯”指鬓眉
相连、胡须络腮；明代传奇《金莲
记》中写道：“猨肠欲断，麋首堪
欢”，其中“麋首”也作“麋寿”，就
是“眉寿”，喻指长寿之人。
宋代欧阳修曾就碑铭上出现

以“麋”代“眉”的现象做出这样的
解释：“余家集录三代古器铭有云
眉寿者，皆为麋；盖古字简少通
用”。然而，不同于那些因创制较
晚而假借他字的词，“眉”字早在
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多见，其构
形均为一只眼睛（目）上方增以笔
画。就字形的繁简来看，“眉”字
也明显比“麋”字少笔画、易辨认；

至于两字的通用，肯定是单向的，
仅有“麋”代“眉”，绝无“眉”作
“麋”的。相比之下，借“迷”代音
似乎更合理一些。当然，古时候
没有直接记录声音的技术，考证
古汉语的读音及其变化是一个特
别困难、十分专业的课题，笔者在
此也仅是推测。
一个看来简洁明了的“眉”

字，要辛辛苦苦假借另一个字来
注音，说明该字从来就有多种读
法。至今上海话中的“眉”字也有
读成m?i音的，尤其是一些书面
语或新名词，譬如：眉批、眉笔、画
眉鸟、峨眉山、眉目清秀、举案齐
眉、巾帼不让须眉等等。越剧《红
楼梦》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唱词：
“眼梢眉角藏秀气”其中的“眉”也
须读作m?i，而不是m?。这种主
要靠语言习惯分别运用的两读或
多读的方言字词，有时确实会给
人带来困惑，譬如本文的题目：
“用支眉（m?i）笔画眉（m?）毛”。

文 /叶世荪用支眉笔画眉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参军
后经过新兵训练，成了一名炮
兵。埃歇辰光部队里正辣开展争
当神枪手、神炮手同夜老虎的军
事训练，勿但日里要练，有辰光夜
里也要练，其中“摸点”就是夜里
训练的重要科目。
啥叫“摸点”呢？就是

指挥员白天派人辣指定地
点放一张纸条，等到夜里命
令炮手根据目标点的距离、
方向搭仔特征去摸。摸到
点浪的纸条以后，再根据指
示采取下一步行动。“摸点”
一般是单兵行动，除脱考验
胆量，对提高战士夜里辨别
方向，测定距离搭仔对周围
事物的观察、判断能力有交
关大的帮助，是夜间作战的
基本军事技能。
我参军头一年参加冬

训野营的辰光，有天夜里刚
刚进入炮兵阵地，副连长就
命令我去摸点，大概是考虑
到我是学生兵，又是头一趟
摸点，就特地挑了一个有月
亮的好天气。我摸的点是
辣阵地东南方向，山脚下头
一棵孤零零的小树，距离阵
地六百多米。
我常常听老兵讲，夜里

摸点最关键的是要吃准方向，出
发前就要认定一个物体作为基准
目标，走的辰光尽量走直线，少绕
道，否则就可能偏离方向，正所谓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记牢
老兵的提醒，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阿拉营地“开门见山”，山勿

算高，山坡浪向侪是齐膝高的枯

草。一开始
还算顺利，走
了大约莫刻把钟，
就碰着一条三四米宽
的水沟。搿种水沟辣山区
里勿稀奇，平常经常会碰
着，水勿深，水底下侪是石
头。假使辣日里向，我会
寻一个比较窄的地方，甚
至独木桥走过去，但现在
勿来三，一旦偏离路线，就
可能出纰漏。我脱下棉鞋袜
子，卷起裤脚管踏进水里。
虽然冷得刮刮抖，但我还是咬
紧牙齿，倒抽冷气；一步一步往
前走。上岸以后，两只脚已经
冻得发麻了。

当我快要靠近山脚下头的
辰光，寻来寻去，就是看勿着副
连长讲的小树，我一记头紧张
起来。勿是吓，而是寻勿着树，
就寻勿着写有命令的纸条，也
就勿晓得下一步要做啥。对于
像我搿能刚刚参军的学生兵来
讲，完勿成任务，是一桩交关坍
台的事体。我勿甘心空手而
归，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但从
山顶看到山脚，一片墨黑。于
是，我就伏辣地浪，一遍一遍搜
索，忽然看见一棵手臂粗，长得
歪七扭八的树影。原来搿棵树
被罩辣山的影子里了，假使勿
伏下来，利用月亮做背景，根本
看勿见。我辣树下头的乱石堆

里寻到了纸条，上头一共八个字：
完成任务，立即返回。
后来我夜里多次奉命摸点，有

半夜三更一家头辣深山密林里来
来回回；有辣乌漆墨黑的路口小庙
周围转来转去；也有辣风雪之夜辣
山洞进进出出……我的胆量越练
越大，呒没一趟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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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竹林中春笋冒头的旺
季，一夜雨后，一只只笋尖钻出泥
土，长得邪气快，有人形容讲，走
几步回头看看刚刚钻出的笋尖又
蹿出一长节。用成语“雨后春笋”
来形容再恰当勿过。

记得我第一次用“雨后春笋”
搿句成语是1963年三四月份的
一堂班会课。当时社会浪兴起了
一股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潮，像客
轮服务员杨怀远的“小扁担”助人
为乐；三轮车工人程德旺的“2963
号”三轮车积极救助病患，被誉为
“第二救护车”……后来，南京军
区73181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
“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社
会浪又掀起向解放军学习的热
潮。人人讲节约，提倡艰苦朴素、
勤俭持家，反对铺张浪费。“修旧
利废、变废为宝，节约一滴水、一
度电、一寸布、一张纸”侪是埃歇
辰光提出的口号。

有趟学堂里上班会课，老师

要求大家用一句成语来概括当时勿
断涌现的社会新风貌。沉默片刻我
先举手回答：雨后春笋。也有同学
讲层出不穷、推陈出新……最后老
师总结，成语“雨后春笋”最恰当，还
表扬我观察事物仔细用心，其实搿
是我从竹笋里吃出来的。
每年二三月份，阿奶每天买菜

总有竹笋，饭桌浪向勿是油焖笋，就
是笋丝炒咸菜、竹笋拌莴笋。笋丝
炒蛋比较少见，腌笃鲜只有客人
来的辰光会有，因为肉蛋侪要凭
票购买。我问阿奶哪能会有介
许多竹笋？伊讲：“迭种季节
只要落一场雨，竹笋就蹿得
快，有句成语叫‘雨后春笋’
就是形容雨后出笋多得来勿
及挖，现在正是吃笋的辰
光。”哦，短时间里多了，就叫
“雨后春笋”，我记牢
了！大家想想现
在是勿是又逢
其时了呢？

文 /侯宝良雨后春笋正逢时

上海的深秋和初冬，树木的
叶子就会逐渐焦黄，再加上西北
风的摧残，黄叶乃纷纷飘落，即
“黄落”之说。

这种大自然的现象，在上海
话中却被比喻为靠不住、不可靠，
事情到了最后却终成画饼。《清稗
类钞》中的解释是：“黄落，谓事之

终成画饼，如木叶之黄落也。”
黄落，亦可称为黄陆，清代俞达

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青楼梦》53
回中有一段笑料：“挹香就在本城请
黄、陆两医，医而姓黄姓陆，可见其
医亦必黄陆矣。”
《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在沈自南

《艺林汇考》中，则将黄落称为黄六，
指诈骗者。其出处是，有黄巢兄弟
六人，巢排行第六，多诈，故诈骗者
为黄六。

文 /福 华终成画饼是“黄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