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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闲话

老里八早

简简单单个面条放到全国各

地就有各种各样个吃法。

上海人欢喜个咸菜肉丝面，

大多数是清汤面，只不过，看上去

清水晃荡，吃起来倒是厚笃笃有

内容，因为大多数面店里暗暗交

侪有一镬子骨头汤托底；上头摆

点浇头，欢喜啥摆啥，可以多份，

一样或者勿一样，灵活机动；也有

考究个面馆，一碗面条，一碟浇

头，两样物事保持距离感。

杭州人欢喜片儿川，传统个

侪是煨面，浇头炒好备用，再开油

镬，顶好是摆一笃猪油，加片儿

川，加水里撩过个面，一道用文火

煨透，面条软而勿烂，汤汁水乳交

融；迭种滋味，跟元代《我侬词》个

意境有得一拼，简单讲就是“我泥

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前一腔到山西白相，发现山

西人个刀削面大多是拌面。传说

里向头顶一坨面，挥刀向头削面

片个场景呒没看见，倒是常常看

到面店门口架一口大镬子，一人

手捧一坨面，用一只小小个刨子，

拿面片直接刨进镬子里，翻滚片

刻捞到碗里，加上浇头，面片质地

硬扎，卤汁薄薄交裹勒面片浪。

平遥城里陪阿拉白相个女导

游讲，伊拉平常一家门平常吃饭

辰光就是，炒一两盆菜，下一盆

面，菜面拌一拌，一人端一碗就

好。至于山西人有多少欢喜面

食？举只例子。

去黄河壶口兜一圈——搿一

兜就是来去各300多公里——之

后夜里就直接住平遥古城了。想

好了住古城里，因为夜里还好勒

古城里荡荡吃吃；也想好了住城

门附近，因为阿拉包个车子勿能

进古城，进进出出走到城门口方

便点，所以，隔日就订好了一家名

叫“静园”个民宿，也是因为欢喜

迭个名字。后来才晓得，城门口

到静园大约10分钟路程，而且民

宿老板还会用电瓶车免费接送。

静园蛮大，据说原来是一家

票号，三进院子，后两进是二层

楼，蛮气派。老板是一个三十来

岁个小伙子，戴副眼镜，比较老派

个灰调子夹克配深色裤子，看上

去像一个中学老师，民宿里向只

有员工勿多，侪是差勿多年纪个

年轻人，各忙各个，安安静静。

第三天回太原，因为行程有

点紧凑，司机希望阿拉早浪8点

钟出城，偏偏古城里个电瓶车要

8点半上班；跟老板商量，老板想

了想，讲：我来开车子送过去。

早浪搿一小段路浪，听老板

搿能讲：我是勒天津读个大学，天

天吃米饭，实在吃勿惯，忒想念家

乡个面了；大学毕业，立即卷铺盖

回老家；阿拉迭爿店开了三四年

了，店里迭点人也侪是山西个。

其实勒古城白相个辰光，同

勿少开店个人攀谈，问起是啥地

方人，发现大多数是山西本地

人。或许，侪是离不了迭口面？

◆ 沈一珠汤面、煨面与拌面

前几天又去看了王丹

凤主演个《护士日记》搭仔

《女理发师》两部电影。上

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与

王丹凤是邻居，侪住辣陕

南邨个一幢楼房里。阿拉

屋里住勒三楼，伊屋里住勒二

楼。每次辣楼道里碰着，我叫

伊丹凤阿姨。

生活里个丹凤阿姨一直保持

普通人个本色，别人主动搭伊打

招呼，丹凤阿姨就会热情寒暄，一

点也呒没电影明星个架子。记得

当年弄堂里经常搞爱国卫生活

动，丹凤阿姨侪会积极参与。有

一天，一早就有人辣弄堂里喊：

“居民同志们，每家出一个人打扫

卫生，到弄堂里来。”隔仔一歇歇，

丹凤阿姨就穿仔一身工作服，套

仔一副袖套，穿仔一双套鞋，拎仔

一只铅桶，下楼来了。我同丹凤

阿姨搭档，一道清理阴沟。伊先

用铅桶接水，用水冲洗。我用一

把竹扫帚，拿阴沟里个垃圾扫出

来，丹凤阿姨再用一把火钳分拣

垃圾。覅看伊是电影明星，做起

各种粗生活斜气熟练。看我感到

惊讶，丹凤阿姨就讲：阿拉演员为

了演好角色，经常要到各行各业

“下生活”，辣弄堂里搞卫生也是

“下生活”个机会呀！

记得《护士日记》上映以后，

丹凤阿姨因出演简素华而名声大

噪。有一次，陕南邨居委要办一

场文娱晚会，来请丹凤阿姨参加

演出，伊一口答应。根据节目安

排，丹凤阿姨最后一个出场，伊穿

仔绣花边个白色连衣裙，上台第

一句就是搭观众互动：大家要看

我表演啥？一记头就引得现场气

氛热闹起来。听到勿少人提议唱

《小燕子》，丹凤阿姨就讲伊不是

学声乐个，怕唱勿好。现场个“导

演”马上打趣：就是要勿会声乐个

人唱。丹凤阿姨笑嘻嘻讲：侬是

存心要我穿帮出洋相啊。

说归说，唱归唱，丹凤阿姨还

是唱起了《小燕子》。其中歌词我

一直记得：“小燕子，穿花衣，年年

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

子说，这里个春天最美丽……”一

歇歇现场观众也一道跟唱起来，

欢快个旋律辣辣空气里回荡，大

家侪斜气开心，纷纷要求居委多

搞搿种活动，最好每年侪搞。

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作文，题

目是《我的邻居》。我觉得丹凤阿

姨值得写一写。下楼敲门，丹凤

阿姨个老公柳叔叔请我进了房

间。走进伊拉屋里，第一眼就看

到一架黑颜色个大钢琴，旁边台

子浪还有一台留声机，房间里收

捉得干干净净，墙壁浪向挂个结

婚照也拍得斜气好看。我说明来

意，想请丹凤阿姨帮忙，伊满足了

我个要求，有问必答。

我问丹凤阿姨：侬电影拍得

介好，是勿是因为侬特别聪明，所

以演啥像啥？丹凤阿姨听了哈哈

大笑，讲伊因为阿爸喜欢看地方

戏，伊小辰光就跟仔阿爸到处看

戏，所以对演戏特别感兴趣。后来

伊又欢喜看电影，还从画报浪剪下

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

裳等人演个电影剧照，贴辣辣自家

房间个墙壁浪，想象自家有一天也

能像伊拉一样。电影演员舒丽娟

也是伊个邻居，晓得伊喜欢电影，

经常带伊到片场去。呒没想到美

梦成真，丹凤阿姨被导演朱石麟

看中，从此走上了演艺之路。

一番问答，我写出来个作文

言之有物，受到了老师个称赞。

丹凤阿姨个善良美丽也深深印刻

勒勒我个心里。

◆ 薛鲁光“燕子”邻居

茄山河

屋里养了一只鹦哥，是捡回

来个，发现伊个当口，伊一眼也勿

怕人。我猜搿只鹦哥可能是从人

家屋里逃出来，或者是拨人家放

生个。问了周围勿少人，侪讲

勿是伊拉个。后来我决定带回

去养，假使伊个主人寻过来

了，就立刻还拨人家。搿

只活泼可爱个鹦哥从此

勒我屋里落户了。

鹦哥个聪明，尤其体

现辣能够模仿人讲闲

话。每次走到伊面前，就

有可能听到伊自言

自语。于是，我

就会跟伊交

流几句，一

来二去，还真有点难舍难分个味

道了。有一天，鹦哥看到我搿个

“老朋友”来了，开始辣鸟笼里跳

上跳下，一副精神抖擞个样子。

只听伊勿停个叫：“勿好吃，勿好

吃！”一边叫一边朝我看。

咦，啥个东西勿好吃？我想

要看个究竟，走进一看，发现鸟笼

里放了一块梨。难道鹦哥对搿种

水果勿感兴趣？正辣疑惑当中，

看到餐桌浪盆子里还有几只剩下

来个梨。我拿起来尝了一口，又

甜又脆，汁水丰富，味道蛮好。

看到我走过去，鹦哥马上低

头，一口一小块，连吃几口，又抬

头讲“勿好吃”。谜底揭开了！鹦

哥嘴巴浪讲“勿好吃”，实际浪吃

得斜气开心，真是“口是心非”。

其实鹦哥学人讲闲话开始只

是模仿发音，具体语义是勿晓得

个，需要勿断听、勿断观察、勿断

模仿，才能逐渐掌握正确个意

思。搭鹦哥讲闲话，总会听到各

种各样真真假假个回答，常常让

我忍俊不禁，又想好好探索一

番。或许，搿就是我老欢喜“口是

心非”个鹦哥、愿意搭伊交朋友，

又愿意陪伊白相个原因。

◆ 邵天骏“口是心非”个鹦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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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记忆

小辰光，我顶欢喜打康乐球，

是当年街道少年之家个康乐球

“大王”。埃歇辰光，欢喜打康乐

球个人斜气多，勿仅阿拉小朋友

欢喜，交关小青年也乐此不疲。

平常白相要排队，输了就要让

位。我经常可以一打半天勿下

台。辣弄堂里“独孤求败”个我开

始转战马路边个康乐球摊，寻高

手“比武”。到迭种康乐球摊白相

是需要付钞票拨摊主个，一般两

个人打比赛，啥人输脱啥人出铜

钿。有辰光寻勿着高手，就搭康

乐球摊主“对开”，输了付钞票，赢

了免费，居然输少赢多。

1967年，我刚刚读初中。一

天，阿拉屋里对面个国营饭店忽

然闹猛起来，我去轧闹猛，发现有

一批旧家具之类个二手物资勒了

饭店大堂里摆摊出售。红木家

具、首饰衣料之类个物事我勿感

兴趣，一套康乐球深深吸引了

我。从小就欢喜打康乐球个我从

来呒没看到过介漂亮个康乐球

盘，球盘用紫褐色木料制作，打磨

得油光水滑，配了4根枪棒、29粒

“球子”，一应俱全。一看价签，10

元！我连忙奔到屋里，央求姆妈从

拮据个小菜铜钿里抠出5元，又跑

了几个要好同学屋里，侬五角，伊

一元，凑满5元，马上就去拿迭套康

乐球买下来。

之后个几十年里，迭套康乐球

带拨我交关快乐。老早住房狭小，

我拿球盘朝弄堂里一摆，同学三三

两两聚拢来，白相得不亦乐乎。天

黑了，吃过夜饭，还要拿球盘搬到

路灯下头继续挑灯夜战……后来

住房宽敞了，有同事朋友来屋里白

相聚餐，酒酣耳热之际，我拿康乐

球朝客厅当中一摆，照样搭同事朋

友“聊发少年狂”，开心得好像一记

头穿越到少年时代。

前几天，一位勒了家具行当经

营多年个朋友来屋里白相，看到

搿套康乐球斜气感兴趣，据伊

讲，迭套康乐球个球盘搭仔枪

棒、球子，侪是老好个红木

制作个，估计是老底子“大

户人家”少爷小开白相个物

事，假使我肯割爱，伊愿意

重金收购。我婉拒了。毕

竟迭套康乐球陪伴我度过

几十年岁月，其中个

快 乐 搭 仔 回

忆 勿 是 一 点

钞票能比个。

◆ 陈祖龙白相康乐球

有人说，上海人讲“着衣裳、

着裤子”也就算了，毕竟普通话

“着装、衣着、穿红着绿”等词语与

之也有相通之处；但是穿鞋、

穿袜也用“着”字是不是就太

过执念了？上海话还真是习

惯这样说的：“着鞋子、着袜

子”。（“着”读若上海话“扎”）

个中原因要从“着”字说起。

意为穿着的“着”，古代写作

“著”，司马光《类篇》中解释为

“被服”，就是穿着的意思。古

时候没有钮扣、拉链，附着在

身上的衣物都要用绳子、带子

系缚；简单来说，这个系缚的

动作就是“着”。

袜子最初不是靠织物自

身的弹性，而是通过缠绕或系

结才能稳固地套穿在脚上

的。唐代《通玄真经》里有“文

王伐崇，袜系解”一语，说的就

是周文王征战时系袜子的带

子松散开了；宋代王得臣《麈

史》说：天子朝祭，百官都要穿

戴西周时的礼服，其中，“袜有

带，履用皂革”。可见，袜子那时

是“着”上脚而不是穿进脚去的。

有个汉语词语“翻着袜”，是借用

唐代王梵志反穿袜子的五言诗，

来比喻违背世俗之说却别具真知

灼见的情况；其诗曰：“梵志翻着

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

可隐我脚”；袜子翻过来还是得

“着”！

同理，过去鞋子上脚也要有

个相对复杂的

“着”的过程。

《仪礼》中规定陪君

王饮酒后，须“退，坐

取屦，隐辟而后屦”；意思是

下席时要跪着拿起你之前解

脱的鞋子，然后找个隐僻

的地方穿上它，因为把鞋

子系牢在脚上远非像现

在有些鞋子一蹬一踏那

么简单，是要有一个过程

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历史

上大量“着鞋子”的例证。唐

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敬伯坐

一榻床，至晓着履”；五代杜光庭

《录异记》说右仆射尹瓌重病中

遇仙人相救，“逡巡自起，添油注

灯，就前取鞋着之”；宋代费衮

《梁溪漫志》记录苏东坡“从农家

借箬笠戴之，著屐而归”；元代高

安道《哨遍》套曲：“革翁口宽脱着

容易”。他们脚上的履、鞋、革翁

（靴）、屐最初都是需要系缚的。

顺便说说，不止鞋袜，古人

连戴帽子也用“着”字；因为据信

冠冕帽子都是由扎在头上的裹

头布演变而来的。五代冯鉴《续

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绢裹

发，周武帝裁为四角，名以幞头”；所

以，韩维诗云：“移病早休丞相笔，坐

谈犹著侍臣冠”；陈善《扪虱新话》说

欧阳公“披襟酣饮次，忽外白有客，

公遽着帽见之”；杨亿《杨文公谈苑》

写刘吉治河与丁夫同甘苦，“著皂帩

头短布褐”。当然，上海话里并无

“着帽子”一说，对“着”字的执念还

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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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童谣

天天老辰光，

下楼开邮箱。

夜报取出来，

闻闻油墨香。

坐勒沙发里，

眼镜架鼻梁。

字句慢慢读，

侪是好文章。

老伴认真听，

轻轻拍手掌。

贴近老百姓，

就像谈家常。

亲密老朋友，

百万粉丝帮。

大上海符号，

名声乓乓响。

◆ 杨建明最爱读夜报

沪语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