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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老里八早

姆妈老房子个居委会小刘打

电话来讲，申请个一只报警器到

了，叫阿拉抽空去拿。问伊拉，啥

辰光方便？小刘讲，伊拉11点半

吃饭，下半天1点半上班。因为

下半天有事体，阿拉只好赶勒11

点半前到。

老破小住宅区，居委会办公

室门一推开，好几张写字台。一

喊小刘，顶靠里一只电脑后头露

出一只头来，一面孔阳光，小姑娘

长得好看得来，像一个叫勿出名

字个女明星。

报警器薄薄交一片，有一红

一绿两只键，按绿键，出来一个上

海女人个声音：有啥需要帮忙？

小刘请对方改一只联系电话。上

海女人重复一遍号码，讲：好，马

上就改。然后，按红键挂脱。蛮

有意思个高科技，对一家头住个

老人来讲，碰着要紧要慢个事体，

多一个寻求帮助个渠道，蛮好。

迭能一逮，又有机会到水城

路光明食堂吃顿饭，之前去过，赤

刮辣新个环境，菜也过得去，点了

红烧肉、黄瓜炒河虾，还有一只小

荤一只蔬菜一碗饭，送紫菜虾皮

汤一小碗，一共六十几块，比外头

普通饭店吃顿饭要实惠交关。搿

趟再去，人更加多了，店堂里坐得

扑扑满，有阿姨妈妈勒此地聚餐，

也有姆妈带小朋友吃便饭，还有

附近上班小青年出来混顿中饭，

看看队伍，弯弯曲曲已经要排到

门外头去了，至少要排廿几分钟。

想想，吃碗馄饨算了，至少勿

需要排队。现包个菜肉馄饨还可

以，有点自家屋里个味道。啥人

晓得，拨前头一个爷叔插一档，馄

饨就迭能卖光最后一碗。问伊

拉，为啥勿多包点？买单小弟讲，

早浪四五点钟就开始包了……

哦，勿晓得是吃个人突然多出来

了还是材料预备少了？看看辰

光，也就刚刚11点半……

搿末就吃面好了，一份咸菜

肉丝面，加一份辣肉面浇头，再加

块素鸡，一共37块。辣肉面几乎

勿辣，是从前上海人个口味；肉丁

烧得倒好像是老年人专供，肉酥

是酥得来，一点骨子也呒没。迭

能烧法，倒确实是食堂菜个味

道。而上海人欢喜吃个辣肉面，

肯定不是肉末做个，是腿肉斩成

丁，浆好，生炒，微辣，入口嫩而

弹，带一点点甜味。

吃饭勿欢喜人太多，就像从

前单位里中饭辰光，看到食堂里

人多了，就跑到外头饭店里吃，现

在还是迭能，社区食堂排队忒长，

只好调地方了。否则，饭前要排

廿分钟队，吃饭辰光还要看拼桌

姆妈随便自家小囡勒对面扭过来

扭过去，徒手勒汤碗里抓排骨吃，

还要担心汤水溅过来……

既然市场有需求，食堂阿可

以多开几家？像现在上海到处侪

有个咖啡馆，三步五步就有一

爿。有辰光走过一排咖啡店门

前，居然会生出一份选择困难。

所以，搿天进个迭家M Stand，一

是人少，多少是因为受了食堂人

多个刺激；二是因为伊拉买两杯

咖啡就送一只老好看个杯子；当

然，新式特调个咖啡也蛮有意思：

咸芝士拿铁，吃一口，觉着是E型

咖，外向脾气，芝士香味道煞煞搏

搏，咸个甜个一道铺开勒嘴巴里，

后劲比较爽；雪蜜乌龙拿铁，就是

I型咖，内向性格，乌龙味道要寻，

要猜，到最后就剩丝丝蜂蜜味道

勒喉咙口，稍许有点点滑腻……

饮料也有性格，跟人一样。

◆ 沈一珠光明食堂搭仔M咖啡

老底子，上海本帮菜

馆侪流行“响堂”服务；所谓

“响堂”是指堂倌高声唱念

客人所点菜肴个名称，迭个搭现

在餐馆里向轻声细语或者自家

扫码点单完全勿一样。

埃歇辰光，菜馆里一般呒没

拨客人看个纸质菜单；因为店里

向可以供应个菜色经常会得有变

化，所以当天可以点个菜侪写勒

粉板浪，挂勒账台后面个墙壁浪

向，客人到账台点菜。

碰着有铜钿个客人，会有堂

倌跟垃身边服务，为客人报菜名，

方便客人点菜。所以当年本帮菜

馆里个堂倌侪要有一双火眼金

睛，客人进店，一看穿着，就能猜

到消费档次；马上热情招呼：“先

生，几位？楼浪请！”客人落座，堂

倌先敬茶后报菜名。客人随口点

菜，堂倌要全部记勒心里，等客人

点菜结束，马上提高嗓音向厨师

“唱菜单”：“埃末来哉！先来冷盆

六小碟：白鸡、白肚、爆鱼、酱鸭、

四喜烤麸、糖醋小排。再来热炒

四大盆：炒腰花、炒虾仁，虾仁要

双份、剥皮大烤、虾子乌参，乌参

要菜心托底。后来大菜三海碗：

清蒸鲈鱼要活杀、走油蹄膀要拆

骨切片、香酥鸭要外脆里酥。还

有点心两道要一甜一咸，一干一

湿，猪油夹沙八宝饭，海鲜烩面要

宽汤重浇头末勒浪哉。”

堂倌每报一只菜名，大菜师傅

就用炒菜个勺子敲一记铁镬子，发

出“铛”个一声。堂倌报到最后一

只菜，往往要拖长语调，大菜师傅

也要响应一记“耶——”，同时用炒

菜勺子敲三记铁锅，意思是所有

个菜单全部敲定，马上下锅。

最考验堂倌功力个是结账会

钞。埃歇辰光呒没电子计算器，侪

靠账台浪个算账先生拨算盘。坐

账台个算账先生珠算熟练神速，人

称“铁算盘”。堂倌凭记忆报出迭

一桌客人点过个所有菜名；毎报一

只菜名，算账先生就快速拨动算

盘；菜名报完，算账先生就好算出

总金额。接下去就轮到算账先生

开口“唱单”了：“迭一桌客人一共

消费几百几十几块几角。”

埃歇辰光呒没手机支付，客

人拿钞票交拨堂倌，堂倌到账台

浪付账，再拿找头交拨客人。派

头大一眼个客人，潇洒挥手，讲：

“找头覅了！”堂倌一边连声道谢，

一边提高嗓音：“老板派头大来

兮，找头几块几角付小费！谢谢

老板末勒浪哉！”当时菜馆里侪有

行规，小费一律交拨账台，累积到

月底再分。假使客人手面大，小

费付得多，堂倌还可以到账台浪

向领几副筷子，作为礼品送拨客

人，搭牢回头客。

◆ 储有明本帮菜馆个“响堂制”

茄山河

在生活里常常会遇到这样一

种现象：有的人表面上言辞强硬，

立场坚定；然而，一旦触及内心深

处，或是面对真正的挑战与困难，

那份表面的强硬便如沙堡般轰然

倒塌，露出脆弱的本质。

在沪语中，常用“嘴硬骨

头酥”来形容这些表面态度

强硬，但实际上内心胆

小、容易退缩的人。这种

表达方式通过对比嘴巴

的硬和骨头的酥，生动地

描绘了这种人的矛盾心

理和行为特征。晚清年

间，张南庄在小说

《何典》中有一段

文字写替死

鬼要上阵与

黑漆大头鬼交战：“替死鬼也不免

有些‘嘴硬骨头酥’，无奈才说过

了硬话，不好改口，只得装着硬好

汉，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

他则甚？”结果替死鬼被黑漆大头

鬼一榔头打死在马上。虽然替死

鬼知道自己的本领不如对手，但

是吃亏就吃在嘴硬上了。要知

道，嘴硬是要有硬实力支撑的。

值得一提的是，“嘴硬”的歇

后语在民间文化中颇为丰富，这

些歇后语通常以生动形象的比喻

来形容一个人说话强硬、不轻易

认输妥协的性格特点。例如：

“开水煮鸭子——死了嘴

硬”，意思是鸭子经过长时间的烹

煮，身体已经变得软烂，但嘴巴依

然保持硬挺，形容某些人即使面

临绝境或失败，也依然坚持自己

的言辞或立场不改变。

“刚孵出的小鸡——嘴硬腿

软”，意思是小鸡刚出生，腿部力

量尚弱，嘴巴却已坚硬得能破开

蛋壳，用于形容年轻气盛、说话强

硬但缺乏实际经验或能力的人。

“蟋蟀打架——看谁嘴硬”，

意思是蟋蟀在打斗时，常通过鸣

叫和用嘴巴咬斗来显示自己的威

猛，用于形容双方争执不下，都试

图通过言语来压倒对方。

◆ 阿 娟啥叫“嘴硬骨头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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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记忆

1950年，我刚刚读小学。埃

歇辰光我屋里弄堂口对面人行道

浪有一个小书摊。书摊包括几只

宽约1米、高约1.8米个大书架，

因为怕书架向前倾倒，所以是向

后斜靠勒墙头浪个。书架面浪有

一圈大约两寸宽个边框，从上到

下有七八层放满小书个横搁板，

间隔四寸左右。书架两边或者前

头有几条板凳，借好书可以坐勒

凳子浪看。

埃歇辰光个小书大致有两

种。一种是手绘连环画。是画

家根据古今中外个名著、历史故

事、神话故事、英雄人物传记等

进行再创作，绘成一幅幅图画，

再配搭一些文字讲述画面里个

故事，然后出版。还有一种就是

对放映过个电影剪辑影印，并有

文字说明个电影连环画。至于

为啥叫伊拉小书，是因为搿种书

开面比较小，只有课本个一半，

而且搿种书图文并茂，好人坏人

一看就清清爽爽，就算勿识字或

者识字勿多也看得懂，特别适合

小朋友。

当时小书摊个老板是位戴眼

镜个老先生，就住辣旁边弄堂里，

背有点驼，看上去斯斯文文，待人

交关和气。因为书摊就摆勒车来

车往个马路边浪，有勿少扬尘，伊

常常拿把鸡毛掸子勒书架浪掸来

掸去，怕书被弄龌龊。从书店买

回来个连环画，伊侪要先拿封面

裁下来，用牛皮纸重新做封面，再

用毛笔写上书名。买来个书有厚

有薄，薄个就单本出租，厚个就分

拆成几册。勿管是单本或者是分

拆成几本，伊侪会用牛皮纸制作

书套，并辣书套浪写明“上、中、

下”或“一、二、三”等顺序。

伊一早就出摊，天稍微有点暗

就收摊。收摊辰光，伊拿书架浪个

书放到一只带轮盘个木箱子里，叠

得整整齐齐，再拿撤空个书架背面

朝外迭拢，连同几条木凳靠墙放

稳，用油布盖好，防止半夜落雨，再

用铁链条锁好，随后就拖仔木箱回

屋里。碰着礼拜天，伊出摊会早一

眼。

埃歇辰光租一本小书只要一

分洋钿。为了少花钞票多看书，我

常常搭同学或者弄堂里个小朋友

轮流出钞票租书，再凑了一道看

书，至于出钞票个人，掌握翻页个

权利。我爷娘收入勿高，我平常呒

啥零用钿，只好偶尔从爷娘拨个早

饭铜钿里省一点，拿去租书。有辰

光实在呒没铜钿，只要对爷娘讲是

到小书摊租书看，爷娘总会拨我几

分洋钿。因为搿能一来，我就勿会

勒弄堂里奔来奔去，打打闹闹，就

勿会碰痛或者闯祸，爷娘也好少操

点心。

虽然看小书个大多数是住勒

附近个小朋友，但是偶尔也会有大

人来轧闹猛。我就好几趟看到有

拉客个三轮车（类似现在个出租

车）停勒小书摊旁边个马路边浪，

三轮车工人利用等客人个辰光，租

本小书坐勒自家车子浪看。

小书摊是我小辰光个“第二

课堂”。我从书浪生动形象个画

面搭简单明了个文字当中

长了见识，也学到勿少课本

浪呒没个知识，对我后来个

成长有蛮大个帮助。虽然

已经是七十多年前个事体

了，但从小书摊浪看来个

《鸡毛信》《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

故 事 现 在 还

是印象深刻。

◆ 钱红春“第二课堂”小书摊

沪语中有“落帽风”这一独特

的说法，既蕴含了自然景象的描

绘，又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人生哲理。按字面之意，“落

帽风”，描绘的是秋日里一阵

不经意的风，便能将人头上的

帽子吹落的景象。那么在沪

语中，“落帽风”有何含义呢？

金宇澄的《繁花》里两次

提到“落帽风”。一次是5室

的阿姨听说雪芝要去香港结

婚，就说现在工作的全民单位

样样都好，而到香港去，等于

是“捉落帽风”，没意思；另一

次是阿宝看见一身新奇装束、

准备做新娘的兰兰，就问她：

忙进忙出，像“捉落帽风”，准

备到哪一天为止？可见“落帽

风”是上海人揶揄无谓忙碌而

行踪不定的常用语。

那么，“落帽风”来自何

处？又吹落了谁的帽子呢？

历史上有两段脍炙人口

的“落帽风”故事。一个出自

东晋大司马桓温麾下西征参

军孟嘉，说他在重阳节那天戎装

出席龙山宴会，酒酣之际被山风

吹落了头上的帽子却浑然不知，

差点因此成为一场笑料；幸亏他

才智过人，借此即兴赋诗，且以其

飞扬文采惊艳四座，从此成为才

思敏捷、洒脱风雅的榜样。危机

公关致使剧情反转得如此丝滑利

落，也是没谁了。这则经典故事

被他的外孙、著名诗人陶渊明在

《晋故征西大

将军长史孟府

君传》中记录下来

后，便为历代文人争

相引用。譬如唐代李白诗

云：“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

人”；宋代韩维诗云：“有

秋方毕随轩雨，未节俄惊

落帽风”等等。这阵落帽

风后来转喻为洒脱、豪迈

的气概。

另一则故事缘于清代李

雨堂的传奇小说《万花楼演

义》。说包拯回京途中在官轿内

忽遇一阵狂风，一顶乌纱帽被风

吹落……露出包公光头一个。

包公喝道：“什么风这等放肆！”

旁立排军呆呆答道：“这是落帽

风。”于是，包公唤来张龙、赵虎：

“着你二人，立刻拿了落帽风回

话。”青天白日，要属下去捉一阵

来去无踪的怪风，这事来得蹊

跷！本就主打一个“传奇”的小

说，用后面的章回圆了捉拿落帽

风的情节：张龙、赵虎阴差阳错

地找到破窑里的老妇，却帮助包

拯歪打正着地破了“狸猫换太

子”的悬案，成就了“包青天”又

一桩审明沉冤重案的神奇事迹。

显然，吹落包公顶上官帽的那

阵风，才是上海人口中“落帽风”或

“捉落帽风”的出典。比起文人赏识

的诗赋文章，市井小说更能吸引百

姓的眼球，也传播更广。以捉拿飘

忽无形之风，来破解扑朔迷离之案，

作者的离奇构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

象，居然可以一直流传到我们浏览

《繁花》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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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