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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电视剧《繁花》开播已

经一年了，但是伊带来个

沪语热方兴未艾，教小朋

友唱沪语童谣也变得普遍起

来。有人提出，让小朋友唱沪

语童谣，勿能总是吃老本，葛

末哪能创作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

沪语特色个童谣呢？我忽然想起

诗友王成荣。虽然此君离开阿拉

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伊创作个热

情搭仔创作个优秀作品，仍旧让

阿拉难以忘怀。

伊个交关童谣作品侪是用沪

语写个，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朗

朗上口、刮辣松脆个沪语风格。

伊常常讲，写童谣一定要有“小儿

科”个心态，只有深入小朋友个内

心世界，才能写出像模像样个物

事来。平常伊总是细心观察生

活，用小朋友个眼光去捕捉画面，

用小朋友个心态来感悟世界。

进入21世纪，国际交流越来

越深入，上海勿少地方出现了“外

语角”，面对搿种场面，一句民间

俗语“黄牛角，水牛角”引发了伊

个灵感，创作了童谣《外语角》：

“黄牛角，水牛角/叽哩咕噜外语

角/侬来讲，我来读/大家走进‘联

合国’。”作品刚刚发布，马上就得

到了诗友们个称赞，好评如潮，后

来还获得了第三届上海市优秀童

谣征集活动一等奖。还被慧眼识

珠个作曲家谱成曲子，编成舞蹈，

搬上了电视屏幕，并勒了社会浪

传唱开来，成了小朋友们表演个

网红节目。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是

绝妙词”，勒了伊个眼睛里，生活

里个小事侪可以“小题大作”，从

中寻觅灵感，譬方讲晒被头，是日

常生活中最普通勿过个小事体

了，经过伊个创作，就变成了一首

优美个童谣：“大太阳，晒被子/被

子晒得喷喷香/喷喷香，盖身上/

暖暖和和真舒畅/真舒畅，做个

梦/梦里抱个小太阳。”迭能个描

写，勿仅能激发小朋友个想象力，

成年人读了觉得也老过念头。

除脱小事体，生活当中个大

事件也可以用小视角来写，譬如

童谣《建筑工》：“建筑工，顶呱呱/

搭起高高脚手架/迎风雨，披彩

霞/脚手架里变戏法/不变鸡，不

变鸭/变出一群楼娃娃。”大家侪

晓得，建造高楼大厦是一桩斜气

复杂个工程，到了伊搿搭就拨轻

易拿捏，提炼创作，用“变戏法”来

表达造楼房，堪称神来之笔。

另外，伊创作搭家庭亲情有

关个作品也是绘声绘色，斜气生

动，譬如表现母子情深个童谣《小

酒窝》：“我有一对小酒窝/小酒窝

里甜酒多/甜酒流到哪里去？/流

到妈妈心窝窝。”

著名儿童文学大师任溶溶评

价伊创作个童谣具有“想象奇妙、

音律铿锵、童趣横生、时代感强”

个特点。对于有责任、有担当个

儿童文学作家来讲，儿童文学是

爱个文学，有爱才会得感动，才会

得有作品个鲜活生命。

有爱心中才会有光，才会有

“梦里抱个小太阳”个萌动和释

放，王成荣就是迭能一个心中有

爱又有光个人。

◆ 张呈富梦里抱个小太阳

前几天，选了一只西班牙风

味个西餐厅吃饭，前菜过后，服务

员小弟上主菜烤羊排，轻轻交讲

了一句：配了契米秋里……加了

干辣椒粒，有一点点辣，解腻个。

呒没听懂，啥叫“契米秋里”？看

看，烤得焦黄油嫩个羊排旁边，小

碟子里黑油油个就是沙司呀，当

然，阿拉也可以叫伊蘸料。

勿怪人家语速快，也勿怪人

家声音轻，只怪自家外语呒没学

好，呒没关系，勿懂就问，勿坍

台。所以，等小弟再来辰光，就问

了，侬刚刚叫伊啥？一边指指羊

排旁边个小碟子。小弟放慢语

速：契米秋里，有欧芹……巴拉巴

拉……阿拉大厨勒阿根廷工作辰

光学着个……

哦哟，还是勿大懂，只好现场

百度了：chimichurri，西班牙语，

也叫伊阿根廷青酱，南美餐桌浪

个秘密武器，无论是牛羊肉还是

鸡鸭鱼，侪可以用伊调味；做法也

勿算难，欧芹、小洋葱、大蒜切碎，

加一大调羹披萨草（也叫牛至），

现磨几圈粗盐、黑胡椒碎做底味，

再加点红酒醋，欢喜辣个，再加点

干辣椒碎，灵魂是大量加进去个

橄榄油，充分搅拌均匀就 OK

了。或者，在基本材料保证个前

提下，也可以随心所欲加减其他

内容。南美人个饮食风格也是细

腻调调加自由发挥，跟南美人个

足球差勿多，要学会，勿容易……

当然有物事学勿会是正常

个，所以到了吃夜饭辰光，还是

要回到阿拉自家个饭台子，主菜

是白斩鸡。2斤左右处理清爽个

鸡，欢喜入味点个，先用细盐擦

一遍，备用；大一点镬子里清水

加葱姜少许，烧开，鸡摆下去10

秒左右，拎出来摆到冷水里激一

激，迭个动作重复三趟，一方面

是可以让鸡皮变得有弹性，另一

方面也是让鸡皮与鸡肉分开一

点，当中夹一点点鸡冻顶好；水

重新烧开，鸡再摆下去，中小火

煨10分钟左右，关火，再焐10分

钟左右就好。其实，烧火关火个

辰光还是要根据鸡个大小、年龄

再凭自家个经验，灵活掌握；总

之，最后做出来个白斩鸡需要达

到个境界是，既要断生，又正好

鲜嫩勿柴。

此地还要有一碟阿拉个蘸

料：少许姜、葱花切成末；加糖，最

近欢喜用甘蔗红糖；加醋，是山西

旅游辰光带回来个黑苦荞陈醋；

加酱油，是绍兴老家个豆捞酱油；

最后烧点热油浇进去，搅拌均匀

就好。其实阿拉个蘸料也是可以

自由发挥个，咸甜比例，香料加

减，随自家欢喜。

葛末，阿会有人用南美个契

米秋里配一碟阿拉个白斩鸡？肯

定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 沈一珠初遇“契米秋里”

茄山河

灶披间

老底子，每到过年前头几日，

交关人家侪要掸遗尘，拿屋里个

上上下下角角落落掸掸清爽，好

干干净净过个年。覅看掸遗尘

迭桩事体勿算大，要是做起

来，可以让一家门忙上忙下

大半日。

就拿阿拉屋里来讲，

勒了掸遗尘搿日天，阿爸

姆妈老清老早就会拿阿

拉兄弟姐妹几家头喊起

来，叫阿拉吃过早饭就拿

床浪向个被头铺盖

拿到弄堂里

去晒一晒，

然后拿床搭

仔吃饭个台子移到房间当中，再

用报纸盖起来，防止灰尘落上

去。接下来，阿爸分配工作，姐姐

负责揩玻璃窗，老大拿墙壁搭仔

角角落落侪掸清爽，叫我拿囥勒

床底下个东西理出来，要保留个

东西揩清爽摆好；勿要个东西理

出来卖拨废品公司。姆妈负责拿

碗橱里个碗、筷、调羹侪放到面盆

里用碱水浸泡消毒，然后拿碗橱

搬到弄堂里，用板刷沾仔碱水里

里外外刷清爽，最后等碗橱干了，

再拿汏清爽个餐具摆进去。等阿

拉侪忙起来了，阿爸就拎仔一只

铅桶，到建筑材料商店去买点熟

石灰回来，用清水化开，再摆两只

煤球进去（据说搿能粉刷出来个

墙壁会比较光亮），然后，伊就套

上袖套，戴上用报纸做个帽子，开

始用石灰水粉刷墙壁。等墙壁浪

个石灰水干了，再一家门动手，拿

台子、矮凳侪揩清爽，再拿房间里

个地板、灶披间里个水门汀全部

用拖畚（拖把）拖清爽，拿所有个

家生侪物归原位。到了搿个辰

光，阿拉搿点忙得七荤八素个人

抬眼一看，总算松一口气，异口同

声讲：“像新房间，真个是眼睛一

亮！”

可以讲，掸遗尘是上海人迎

新年个一种风俗，表达了人们对

新一年美好生活个期待。

◆ 周钰栋过年之前掸遗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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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记忆

20世纪初，上海滩号称“十里

洋场”，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夜

落难，用上海闲话讲，突然发财叫

“暴发户”，突然落难叫“暴落难”。

当时上海人“暴落难”了哪能

办呢？有人挑一根扁担，前后各

一只空箩筐，走大街、穿小巷；一

边走，一边哇啦哇啦叫：“闲货哎，

买烂东西！”闲货，就是家家人家

屋里向平时搁置勿用个东西。弄

堂里向个小朋友听见搿种声音，

就会到屋里向寻出长年勿用个闲

货来卖钞票，赚点零用钿。有人

背一只大包，包里塞满棕绳、藤

丝，一边走一边喊：“阿有啥坏

个棕绷修口伐？阿有啥坏个藤绷修

口伐？”逢到初一、十五、冬至、清明，

还有人挑一根担子，前后挂仔一

串串锡箔叠个元宝，一边走一边

叫：“长锭要口伐，长锭……”

老底子，上海人一夜暴富勿

多见，大概率是“天方夜谭”，靠勤

劳致富个也是凤毛麟角。其中有

一个叫邓仲和个上海大亨斜气有

名，伊十多岁从江阴来上海学生

意，先到协泰祥布号里当学徒，后

来做跑街，过了四年就自家开起

了布号。经过十多年打拼，成了

上海棉纺织同业公会个主席。据

说伊拥有个纱锭数，比申新九厂

个老板荣德生还要多。邓仲和还

独资买下外滩个汇中饭店，就是现

在和平饭店个南楼。

上海浦东有一些木匠、泥水匠

出身个营造商（建筑商），靠为外国

人造大楼发了财。浦东阿奶个儿

子，木匠出身，后来勒了上海开营

造作，造仔交关大楼房子，钞票赚

得“麦克麦克”（形容钱非常多），成

了暴发户。再后来就勒了霞飞路

浪个“上方花园”里买仔一幢小别

墅，儿子媳妇侪蛮孝顺，拿浦东阿

奶接过来一道住。

浦东阿奶心痛钞票，天天孵勒

屋里向勿肯出去，讲要住出本钿

来。后来听媳妇讲，房子外面个花

园虽然公用，亦算勒买房子个总价

里向个。阿奶想：原来花园自己也

有份，勿看白勿看，从今朝开始，每

天要多看看、多白相白相，白相出

本钿来。伊走到花园里，看到

绿化当中立仔一座石头雕塑，

是一个真人大小个外国女

人。浦东阿奶看见仔连声

喊：“作孽啊！啥人家个大

小姐，穷得来精打光，连件

衣裳还买勿起！好得伲屋

里向有块刚刚换下来个窗

帘布，拿伊个身体裹一

裹遮一遮；免得拨外

面 小 贼 出 外

快，眼睛吃冰

淇淋！”

◆ 储有明暴发户与“暴落难”

旧时上海民间有一种十分常

见的现象：“过房”或者叫“过继”，

就是认干亲的意思。习惯上干妈

叫“过房娘”，清代《海上花列传》：

“瑞生阿哥个娘末就是我过房娘，

我过房个辰光，刚刚三岁”；干

爹叫“过房爷”，小说《繁花》里

阿宝的哥哥从香港回来说：

“我香港过房爷，我叫老窦”，

阿宝爸爸接着说：“当时工作

需要，我确实拜托了过房

爷”。这种过房关系倒过来的

称呼就是“过房伲子（儿子）”

或“过房囡儿（女儿）”，一般不

跨越到第三代。

“过房”的称谓始见于宋

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

“元祐初，哲宗将纳后，得狄谘

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过房，

以问宰执”；意思是宣仁皇太

后为哲宗皇帝娶亲，看好狄谘

的女儿，因她不是狄家嫡系，

所以要咨询一下相关的礼仪

规定。这里的“过房”仅指其

并非嫡出，其母亲或许是妾甚

而是地位更加低微者，但仍然

有狄家血脉。早年的“过房”

多会带点血缘关系。苏辙《龙川

别志》：“曾无子，欲令弟子过房”；

《元典章》在“户部 · 家财”中举例：

“周桂发本为无嗣，将嫡侄周自思

自幼过房为子”；《水浒传》说高俅

新发迹时，“不曾有亲儿，无人帮

助，因此过房

这高阿叔高

三郎儿子在房内为

子 ”；《三国演义》：

“（曹）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

过房与曹家，因此是同族”。

当然也有不强调血亲的。南

宋末年周密在《齐东野语》里

有“抛却亲生男，却爱过

房子”的语句，“过房”就

是和“亲生”比照。元代

杂剧《扬州梦》中的张好好就

是“过房与牛太守为义女”的。

和“过房”相似的另一种现

象叫“寄名”。旧时迷信，为求孩

子长命而认他人为父母。唐代

李贤注疏《后汉书》时写道：“灵

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寄养道人

史子眇家”；清代黄生《义府》中

专列“寄名”一节，说“今俗有生

子不利，而寄名于他人者；其事

已起汉世”。这种关系也称作

“寄名亲”，在这一名目下的称谓

是“寄娘、寄爷”等等。评弹《玉

蜻蜓》：“元宰想勿到寄娘实梗辣

手，一点转弯的余地也呒没”。

从中可以看出，“过房”和“寄名”

最初是有区别的；后来彼此边界

渐渐模糊乃至基本消失，都被理

解为“干妈、干爹”等干亲。可能

是因为“过房”也叫“过继”的原因，

有人将“寄娘、寄爷”写成了“继娘、

继爷”，这个差错就大了！继娘

（母）、继爷（父）那是父母再婚后“后

妈、后爹”的专项指代，一不小心可

是要酿成家庭矛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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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童谣

阳台浪向孵太阳

浑身感觉暖洋洋

大家暂停茄山河

手机放勒桌浪向

爷爷奶奶靠躺椅

眼睛半眯呼噜响

阿爸姆妈对面坐

侬吃咖啡我吃茶

我搭妹妹拍拍手

眼睛眨眨来白相

晒晒肩胛晒晒背

轻松适意又健康

小小花猫伸懒腰

喵呜喵呜轻轻唱

◆ 杨建明孵太阳

沪语趣谈

沪语中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