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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热天阿拉吃棒冰
棒冰品种记得清
赤豆棒冰老牌子
赤豆占了大半身
绿豆棒冰牌子老
从上到下绿茵茵
盐水棒冰名气响

大小朋友侪欢迎
西瓜棒冰味道赞
瓜皮瓜瓤做得真
水果棒冰花样多
各种颜色卖相挺
新老棒冰随侬选
防暑降温吃棒冰

文  杨建明吃棒冰

朋友送来三斤毛豆，连壳个，

傍晚闲下来辰光，我摊开马甲袋

开始剥毛豆。现在已经勿大剥毛

豆了，勿但吃力，还浪费辰光，关

键是还要有指甲。老公讲伊刚剪

修过指甲，肯定是勿会来剥毛豆

个，所以今朝剥毛豆就是我个事

体了。我其实勿大欢喜剥毛豆，

剥过毛豆，指甲里就会变龌

龊，汏也汏勿清爽。听人家

讲现在剥毛豆有了神奇指甲

套，不锈钢制作，勿晓得是勿

是好用。

小辰光剥毛豆是经常做

个事体，我七八岁辰光，就是

阿爸姆妈做家务个好帮手，

饭桌浪响吃个毛豆子，大多

是我一粒粒剥出来个。剥毛

豆要有耐心，老公讲过伊小

辰光剥毛豆个事体，伊剥脱

一歇，就呒没耐心了，拿呒没

剥好个毛豆勿管三七廿一侪

倒辣豆壳里向，自家偷偷交

出门白相去了。想想埃歇辰

光伊个爷娘肯定老心痛个。

我勿像伊介调皮，我是个懂

事体个乖小囡，剥过多少次毛豆

数也数勿清爽，每次侪是认认真

真个。老公自从结婚后做了奶

爸，当了父亲，就自觉担任屋里向

个伙头军。有次单位同事突然来

我屋里向，老公正好赤膊坐辣小

板凳浪专心剥毛豆，后来就辣阿

拉单位里向传为美谈。

虽然现在大家侪勿大愿意自

家剥毛豆了，但要吃毛豆，总归要

有 人 去 剥 。

每 次 去 菜 场

买菜，总能看见称

菜个老板娘一边卖

菜，空下来就抓紧辰光剥

毛豆。剥好个毛豆卖价高

一点，买个人勿少。毛豆

是我喜欢吃个小菜，但去

菜场买毛豆我老是会

想，买剥好个还是呒没

剥好个。有辰光想想，反

正已经退休了，闲着也是

闲着，剥剥毛豆，听听音乐，

也是休闲个快乐辰光，上海

闲话叫解解恹气。

姆妈其实不大会做家务

事，我结婚以后，伊来我屋里

向，帮衬我最多个事体就是剥

毛豆。伊常常剥好一袋又一袋

毛豆，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冰箱

里，让我慢慢交吃。姆妈剥个

毛豆搭仔买来个勿一样，因为

伊会拿豆荚里个一层薄翳也剥

出来，按伊个讲法，搿层薄翳最

吊鲜味，丢脱搿层薄翳，毛豆就

呒没味道了。

前几年姆妈进了养老院，脑经

也勿灵光了，隔三差五去看望伊，经

常看到伊搭仔几个老太太辣食堂里

剥毛豆、剥蚕豆，姆妈一如既往个认

真专心。据养老院工作人员讲，让

老人剥豆是让伊拉活动活动手指，

延缓头脑退化。想到迭些，正勒剥

毛豆个我心情轻松起来，多动动手

指还可防止脑部衰老退化呢，闲来

还是应该多剥剥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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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个辰光，我欢喜

泡一杯香茗细细品味，

幽幽个茶香让我忘记了

吃力，也陶冶了性情。日

久天长，我更勒品茶之中了解

了勿少茶个知识，受到茶文化

个熏陶。

中国是茶个故乡，茶文化是

中华五千年文化个瑰宝，现今茶

文化更是风靡全世界。迭勿仅仅

是因为饮茶对人个身体有交关好

处，更因为品茶本身就是一种极

优雅个艺术享受。

我屋里茶叶勿少。扁平而光

滑个西湖龙井，螺旋形、满叶细毫

个碧螺春，体形娇小个武夷岩茶，

绿中带黄，黄中带嫩个黄芽叶。

泡茶个辰光，我小心翼翼个抓起

一小撮茶叶，一股淡淡个叶香就

弥漫勒空中，我个心也随着静了

下来。我拿茶叶轻轻放进透明干

净个茶杯里。茶叶静静个躺勒杯

里纹丝勿动。随着开水个冲入，

茶叶像一条条小鱼轻轻介摇着尾

巴游上水面，邪气个活泼可爱。

过了一歇，伊拉又慢慢叫沉了下

去，片片茶叶舒展开了自家个小

身体，就像睡眼朦胧个婴儿伸展

自家娇小可人个身体。

白开水慢慢叫由透明变成了

淡淡个绿颜色，又变成了深黄

色。我闻着诱人个清香，勿禁微

微抿上一口，顿时一股清香沁人

心脾，喉咙涌出淡淡个甜香，久久

勿散，真是齿颊留香啊！

我欢喜饮茶，更欢喜品茶。

心情勿同，饮茶辰光个感觉也勿

同，品出个滋味更勿同。端一杯

茶，安静个坐勒窗前，闻着茶香，

看着窗外，思绪会悄悄浮上心

头。幽幽个茶香伴着眼前美妙个

景致搭缥缈个思绪轻轻飞扬。我

觉着品茶就像做事体一样，饮茶

要先闻闻茶个香味，然后再开始

品。做事体也一样，开始辰光要

先仔细观察，再根据实际情况办

理。饮茶，开始辰光是有眼苦个，

但最后却是甜甜个。做事体也是

搿能，苦尽甘来，有苦才会有甜，

我勿由得感到，勒某种意义浪讲，

品茶其实就是品味人生。

文  冯济民苦尽甘来品茗乐

老里八早

茄山河

灶披间

沪语趣谈

白露已过，夏季风慢慢交被

冬季风代替，冷空气转守为攻。

虽然暑热已经到了末尾，但是天

气仍旧有点闷，夜里吃食就清爽

点。烧一镬子清粥，一条8两左

右个白水鱼，汏清爽，轻轻交暴盐

腌；蒸之前，加一点点糖、淋一点

点蒸鱼豉油，几片姜几根葱，大火

蒸10分钟就够了，新新鲜鲜个味

道，闻之生津；蔬菜是芥末秋葵

片，焯熟之，横切成片，一只只绿

色个五角小星星，黏滋疙瘩，是秋

葵自带个果胶，蛮有意思，植物个

营养投喂总是各有各个姿态；一

点点芥末，一点麻油、生抽和盐拌

匀了，再跟小星星一道拌均匀，老

好吃。

其实，买了一袋秋葵，7两左

右，吃了一天。早浪就是伊，水焯

熟，横切成小星星，打三只蛋，摆

盐、胡椒粉、油各适量，一道打匀，

煎成厚蛋烧，腊腊黄个蛋卷里，嵌

仔一只只小星星。

对于交关上海人来讲，秋葵

勿算是顶顶熟悉个蔬菜；所以，处

理起来有点犯难，其实只要记牢

几点：一是用小刀沿蒂削一圈，蒂

也是好吃个；二是用盐擦一擦，腌

一歇，去脱外表一层绒毛，肉质更

入味；三是假使勿生吃，秋葵是要

滚水里焯一焯个。焯水前头，用

牙签辣秋葵身浪戳几只小洞，否

则焯熟个秋葵会皱起来。水里摆

点盐、淋点油，拎出来冷透。

搿天中午，取10根秋葵，用

上头讲个三个步骤处理好，然后

清炒。

备点姜丝、鲍鱼汁、油、盐；开

油镬，秋葵摆下去煸炒；因为已经

焯过水，为保持炒好后个颜色碧

绿生青，要开大火，动作要快，稍

稍煸炒，加入盐、鲍鱼汁，稍许清

水，再开大火烧到汁水收干，就可

以盛出来，撒一点点姜丝点缀一

下，就好了呀。

文并图  沈一珠秋葵，有点黏滋疙瘩

“搪勿牢”是上海话中比较常

用的词语，意思是遮挡不住、招架

不了、无法抵挡。沪语小说

《繁花》里曾频见该词：“玲子

说，小琴，跟姐姐过去坐一坐，

陆总太厉害，我实在搪不牢，

吃不消”“沪生对同学说，我总

算是见识到了，啥叫真正的对

开，当面对杀，一般人挡不

牢”。后面那句中的“挡”应是

“搪”的另写，写法不同反映了

该词从口语到文字的困惑，这

也是方言经常碰到的无奈。

“搪”原本是表示张开，汉

代扬雄《方言》：“搪，张也”；也

用来形容推挡、阻隔。清代小

说《野叟暴言》中松纹“见苗兵

动手，便耐不得，忙用掌向苗

兵肩窝里一搪，苗兵仰跌过

去”；后面一回借书中人物

的言语，解释了“一搪”的

动作：“（松纹）恐伤弟面，

辄用手拦隔”。更早

时 ，人 们 所 用 的 是

“盪”字，因为《易经》

有“八卦相盪”一语，

东晋韩伯注曰：“言运化

之推移也”；隋末有首描

写农民起义军的童谣

说：“上山吃鹿獐，

下山吃牛羊；忽

闻官军至，

提 刀 向 前

盪”。但“盪”终究是个借音字，以

它的构件“皿”看，其本义是一种

器皿。《说文解字》：“盪，涤器

也”。于是明代以后，人们又把字

的义符“皿”改成“手”，创制了一

个新字；梅膺祚的《字汇》以及

孙楼的《吴音奇字》都明确记

载了这个新字。《字汇》：“他郎

切，音汤，以手阻止也”；《吴音

奇字》：“音汤，以手盪物”。此

后的《康熙字典》《沪谚》《上海

方言字拾零》《上海方言词典》

《上海闲话》等都有记录；但如

今的电脑字库里找不到它。

此外，为了表达口语中的

这个常用字，历代文人也是动

足脑筋。有用“汤”字的，如元

曲《东堂老》：“汤风冒雪，妨寒

受冷”；有用“荡”字的，如明代

《杀狗记》：“荡风冒雪，干谒有

谁怜敢”；有用“唐”字的，如清

代《石头记》：“弄了三百银子，

才把太太遮盖礼儿唐过去”；

还有用“摚、摥、挡”等字的。

顺便说一下，虽然义有相通，

但“搪”与“挡”在古汉语和今

天上海话中的读音是不同的，

前者“他郎切”，后者“徒郎

切”。因此，不能替代。

总之，上海人常说的“搪勿

牢”“勿搪风（不起作用）”“摆搪槛

（下绊子）”“搪风牌（挡箭牌）”等

词语中的这个“搪”字，尽管缺乏

权威、可用的标准形体，但其音义

却明明白白地被保留到现在。众

口相传的力量果然“搪勿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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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上海人流行的冬

装，无论赶潮流的普通人的方袖马

褂，还是混迹官场的上等人的外

套，甚至名流女人的皮袄，都以四

面出锋的洋灰鼠皮草为时髦，即使

穿不起四面出锋皮草的蹩脚少爷，

也要在棉马甲上装一个洋灰鼠出

锋的领头。当时上海滩簧的两句

名曲“竹布长衫皮领头，迭个就叫

出锋头”，道尽了彼时的世情，与当

今追逐时尚，喜欢穿戴爱马仕之类

奢侈品的时髦者有的一拼。

不知何时，上海话中的“出锋

头”又演变成了“出风头”，意思是

在人前炫耀自己。《清稗类钞 · 上

海方言》里的解释是“出其所长，

以炫于人。因而得美满之赞誉以

自鸣得意者，谓之出风头”。《现代

汉语词典》上仅有“出风头”的词

条，而无“出锋头”的词条，而且

“出风头”一词也并不限于描述服

饰的时髦，凡高调炫耀显摆自己，

或喜欢搞花哨的表面文章，或官

运亨通自鸣得意……均可以用

“出风头”来形容。

文  福 华

从“出锋头”到“出风头”

沪语童谣

小辰光，天气暖热穿单衣个季

节，川沙阿爹就会到阿拉浦西个村

庄来卖小鸭，老老小小围勒一道挑

挑拣拣，邪气热闹。大家侪晓得，

小鸭子长大了，会生交关鸭蛋，用

来做皮蛋、腌咸蛋，或者韭菜炒鸭

蛋，口福增加勿少。端午节搿天，

熟鸭蛋吊勒胸口头个网袋里，显得

大气，还好比鸡蛋多吃两口。

但伤脑筋个是，一大筐黄毛茸

茸个小鸭叽叽喳喳，像是一只模子

里刻出来嗰，雌个雄个分勿清爽，

大家勿晓得用啥个方法挑选出将

来可以生蛋个雌鸭。假使挑选到

雄鸭，扳扳手指头算算有点不格

算。农村素有“鸭壳落”个讲法，意

思是鸭子身浪向骨头多肉头少，勿

如一只小公鸡。

村里向有个经常去浦东打工

个爷叔，伊讲前两天刚巧认得一个

“鸭先生”，讨教过分辨雌雄个窍

门，方法是看看小鸭子阔嘴巴浪向

鼻孔，两只鼻孔横穿相通的，将来

“嘎嘎嘎”叫得响，是雌嗰。两只鼻

孔闭塞的，将来闷声闷气叫勿响，

多数是雄嗰。听伊一讲，大家觉得

蛮有道理，已经挑到手里向嗰，连

忙请伊把把关，忙得热心爷叔满头

大汗。

我正看得扎劲，姆妈做好家务

走过来，叫我养几只鸭子试试看。

当时我读四年级，平常功课勿多，

除脱养小鸡，再多养几只小鸭一点

勿成问题，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姆

妈按照热心爷叔个方法，挑出4只

昂首挺胸、阔脚板走路一摇一摆、

看起来邪气好白相个小鸭，一共用

脱6角洋钿。

迭个辰光，隔壁沈家阿婆正好

路过，看到我篮子里向装仔4只小

鸭，伸手一只只摸了一遍，挑出2

只讲：“搿 2只雄嗰，我帮侬换

脱。”一歇歇辰光，沈家阿婆挑出

2只小鸭，同时轻轻交对姆妈讲：

“侬勿好讲是我挑嗰，否则大家侪

来寻我，老鬼也有失撇个辰光。”

我邪气好奇，问沈家阿婆有啥窍

门，得到个回答是：“倷小囡勿

懂嗰，下趟再讲。”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4

只斑点麻鸭纷纷生蛋报

喜。腌好个咸蛋、皮蛋分

别拿出6只，送到沈家阿

婆屋里。姆妈讲过，人家

好心帮忙勿好忘记脱

嗰。沈家阿婆笑咪咪，一

开心就透露出挑小

鸭子个诀窍，

其实一点

勿难。

文  史美龙养只鸭子嘎嘎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