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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闲话

鲁迅先生生命当中最

后十年，住辣辣上海虹口

个公共租界里向；伊为自家个

书斋起名“且介亭”，“且介”取

自“租界”两个字各一半，意思

是半租界个小房间。鲁迅先生冷

眼看租界里向个芸芸众生，尔虞

我诈，逐利而来。伊辣辣一篇文

章当中写到，当年上海租界里向

个跑街先生，每天夜里睏觉前，侪

要拿日里穿个一条西装裤子，按

照熨烫个纹路，小心翼翼折叠好；

放到枕头下面，等到第二天一早

穿个辰光，两条烫缝仍旧笔笔挺。

旧上海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夜

市面斜气足。大清老早辣辣马路

浪急吼吼跑来跑去个，侪是跑街先

生搭仔掮客。以棉布行个掮客搭

仔跑街先生为例，伊拉先要到杨树

浦各大棉布厂去接单子，拿布样，

随身带个皮包里侪是一块块像扑

克牌大小个花布样品，四边切割得

像狗牙齿咬过一样。接到单子以

后，豪叜要赶到南京路个宝大祥、协

大祥搭仔信大祥去上门推销；慢一

步，说勿定生意就会得拨同行抢脱。

饿着肚皮是跑勿动个，要吃饱

肚皮，最快最便宜个办法就是吃

面。老底子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梅白格路（今新昌路）口，有一爿锡

帮面店“又一村”，每天早浪侪是跑

街先生搭仔掮客个市面。

跑街先生做生意，大清老早

起来要讨口采，讲闲话听闲话侪

要图个吉利；大清老早起来最怕

听到个字眼就是“光”，如果到又

一村面馆搭堂倌讲：“来一碗光

面。”一、勿吉利。两、顶怕人家讲

浇头也吃勿起，穷得来精打光。

因此呢伊拉拿苏州人嘴巴里向个

“光面”改叫成“阳春面”。

因为锡帮面馆讲究面汤要

清，所以勿做“红汤面”，也就是汤

里从来勿摆酱油个。大冷天，一

碗宽汤重香头个清汤面端上台

子，油花飘辣辣面汤浪向，猪油喷

喷香，葱花碧碧绿，汤个颜色白里

透青，热气腾腾，春意浓浓，吃到

嘴巴里，暖到心里向，赛过“十月

小阳春”。“阳春面”就是迭能拨跑

街先生搭仔掮客叫出名堂来个。

跑街先生白天做生意赚着点

小钞票，夜里向欢喜一家头到面

店里向吃吃小老酒，舍得多花一

眼铜钿叫一碗热炒浇头面，譬如：

炒猪肝、炒腰花、炒鳝糊咾啥。叫

堂倌先上浇头，温个二三两老酒，

吃一口浇头，渳一口老酒。老酒

吃好，再叫堂倌上一碗阳春面，拿

剩下来个浇头搭子汤汁拌辣辣面

里向。一只浇头派两趟用场：先

过老酒再吃面。搿种吃法传开来

以后，堂倌就拿伊简称为“过浇

面”，谐音“过桥面”。

上海滩面店里向个切口——

“阳春面”搭仔“过桥面”就是迭能

传开来个。

◆ 储有明

“阳春面”搭仔“过桥面” 老里八早

有辰光想想，就算是吃了一

辈子个家常小菜，也要因时而宜、

顺势而为。

比方讲，搿两天想吃炒双笋

了，竹笋、香莴笋，是春天刚刚发

芽、或者刚刚窜出嫩头个时令小

菜，也是百吃勿厌个家常。隔日

夜里就买好了迭个两样，第二天

早上7点半就送来了；一看就觉

得着，竹笋还好，至少笋身上带仔

湿漉漉个黄泥，切上去也还带点

沙沙个爽脆声；香莴笋明显勿来

三，去脱叶子后，摸上去硬梆梆，

先削脱厚厚一层外皮，再刨除两

层茎茎拉拉个，还是硬结结——

现在个香莴笋常常带有一种宁折

勿弯个气质了？轧轧苗头，假使

坚持从前个滚刀块，刮辣生脆个

口感可能会打折扣，要么切片？

或者干脆切丝？

最终还是决定切丝。笋剥脱

壳，切段，水里焯一焯，要祛除草

酸，不过，刚刚断生就好，辰光长

了，鲜味道侪走光，勿舍得；冷水

里激一激，细细交切成丝，备用；

香莴笋就用刨子刨，一歇歇工夫，

一盆长长短短个香莴笋丝，一律

像自来火梗一样粗细，看上去斜

气适意。

对业余选手来讲，备点厨房

工具蛮要紧，比方，有一把挑泥肠

个不锈刚小刀，细细长长带弧度

个刀身，上头带一小截齿口，用起

来老趁手；再比方，一只白色陶瓷

磨蓉器，长得像肥皂缸一样，姜蓉

蒜蓉随用随磨，比用刀切要省力

交关。记得还是一个初次见面个

小朋友送个，伊齐巧从欧洲带回

来个，老温馨个小礼物。

炒双笋，吃个就是春天里新

鲜水嫩之余个清淡爽脆，所以要

尽量少摆调料，免得抢菜个风

头。开油镬，笋丝先摆下去翻炒

均匀，香莴笋丝摆下去，继续翻一

翻，摆盐、糖合好咸淡，假使欢喜

更加爽脆个，出锅要快，一共一分

半钟就差勿多了；假使欢喜水份

多点，出锅前淋一点点清水，再多

烧半分钟。当然，假使侬也齐巧

碰着一根宁折不弯个香莴笋，建

议可以多烧1分钟。

如此顺势而为，从滚刀块调

到切丝，一只从小吃到大个炒双

笋，勒2025年个早春，偏生吃出

一股“丝丝杨柳风，点点梨花雨”

个味道。

◆ 沈一珠早春尝鲜炒双笋

茄山河

灶披间

在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多次

出现“气不过”一词，如第32回中

写道：“我倒怪九兄，你既这等气

不过，何不那日就回来”；第39回

中写道：“那傲慢不恭的老头子气

不过，在踝子骨上打过一杖”；其

中的“气不过”都是表示气愤得很

厉害、生气到不能忍受。

上海话也说“气不过”，

但上海人还会使用它的肯定

形式“气得过”。“气得过”

表示一种“勉强接受、还

能忍下、倒也罢了”的心

绪。意思是“生气还是生

气的，只是不那么厉害，

能够在心里找到某个相

关的平衡点让这件

事过去”。这个

用法在普通

话 中 不 多

见，一般被归入吴语和上海话范

畴。譬如：说“股票本钿能收回

来，我也气得过”；意思是能收回

入股的本钱我也就认了，因为有

股市普遍不好或自认投资能力欠

佳做心理平衡点。说“比赛输给

强队还算气得过”；意思是对赛事

结果还能接受，其中的平衡点是

对垒的两队强弱分明。

“气不过”的用法由来已久，

上例《儿女英雄传》是清代作家文

康的作品。更早的明代作品中也

能看到，譬如明末冯梦龙的《醒世

恒言》中写道：“因见他常打得这

个模样心下到气不过”；明代金木

散人编著的小说《鼓掌绝尘》中写

道：“他一个人得了如许钱财……

有点气他不过”。相对而言，“气

得过”的出现可能略晚些。明末

清初的小说《好逑传》中写道：“这

还是我们去寻他惹出来的，也还

气得过”。另外，清代雍正年间的

《二刻醒世恒言》中写道：“如今家

丁状上，连我也有名字，我怎气得

他过？”这里用“气得过”的设问形

式反过来表示“气不过”的意思。

可以设想，上海人现在还在

说的“气得过”应该是“气不过”一

词活用、衍化的结果。在被广泛

使用和认可的基础上，将原有的

否定语句转换成肯定形式运用，

既活跃了语境，也丰富了词汇。

类似的例子还有：把“意不过（不

好意思、过意不去）”转换成“意得

过（不亏欠、过意得去）”，把“吃不

消（受不了）”转换成“吃得消（受

得了）”等。在语言上这种根脉明

晰又不落窠臼、既有传承又有创

新的精神，恰恰反映了上海人的

文化特质。

◆ 叶世荪“气不过”与“气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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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护照到期了，我去换领新

护照，只隔了5天就收到了。搿

是我个第三本护照。勿得勿讲，

现在个办事效率的确是高。

护照是出国必备个身份证

明。我个第一本护照是工作辰光

办个公务普通护照，上头有两趟

出国记录。第一趟是2007年10

月，受上海市港口局委派，随上海

港代表团去日本友好港口福冈港

进行访问。迭趟除脱福冈港，还

去了大阪、神户、长崎、东京等地，

考察调研当地港口。第二趟是

2008年5月，随中国航海博物馆

（筹）代表团去美国、加拿大考察

航海类博物馆。迭趟阿拉一共考

察了12家博物馆。我一路考察，

一路记录，回来写个考察报告还

作为论文辣了国际博物馆协会下

属个博物馆学委员会2008年年

会浪发表。迭本护照过期后，封

底剪角作废，拨我收藏留念。

第二本护照是私人普通护

照。2013年9月，定居美国个大

姨邀请我搭妻子去旅游。迭个是

我第二趟去美国。第一趟去美

国，公务考察任务安排得满满当

当，来去匆匆。迭趟就轻松交关，

辰光也斜气充裕，阿拉从美国西

海岸旧金山入境，一路向东，一路

游览，经过华盛顿，一直到纽约，再

乘邮轮出海，到巴哈马白相了一

圈。迭趟旅行激发了我对旅行个兴

趣，迭本护照浪也就有了越来越多

个记录。越南、日本、澳大利亚、新

西兰、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捷克、

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

尼亚、法国、意大利、梵蒂冈、瑞士、

俄罗斯、挪威、丹麦、瑞典、芬兰。虽

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勿一样个历

史文化搭仔风土人情，还是拨我留

下了斜气美好个回忆。

第二本护照十年期满。现在，

我又换领了全新个第三本护照。迭

也是为了有备无患，方便来一场说

走就走个旅行。伊个有效期到

2034年12月，到埃歇辰光，我已经

是86岁个耄耋老人了。

三本护照叠放整齐，我忽然

意识到伊拉勿仅是出入境个

身份证件，也是时代个切片：

从港口建设个时代印记，到

环游世界个黄金十年，再到

银发旅者个品质旅行，每个

时期个护照里侪有国家发展

与个人命运个剪影。一

张张签证页搭仔机票

存根，终将成为献

给未来个时光

胶囊。

◆ 冯济民

三本护照见证半生行旅

购买证，搿歇60多岁个上海

人或许还记得伊个样子——一本

牛皮纸封面个小簿子，比现在个

身份证大一圈，封面浪向有“上海

市居民日用品购买证”几个字。

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居民要买

白糖、红糖、肥皂咾啥侪需要

搿本小薄子。我从小做家务，

小学三四年级辰光买菜烧饭

已经蛮像样了，小妹出生以

后，伊吃个奶糕侪是我用购买

证搭仔户口簿到商店里买回

来个。啥叫“奶糕”？奶糕是

一种婴儿食品，当时婴儿出生

以后，姆妈母乳勿够吃，又买

勿到奶粉，就拨小囡吃奶糕。

记得当时附近商店里新

来了一个女营业员，伊住个地

方离阿拉屋里勿远。有一趟

我去买奶糕搭仔白糖，正好碰

着伊当班，伊翻开购买证，再

看我带去个户口簿，晓得阿拉

屋里是“大户”，可以多买一

点。啥叫“大户”？按照当时

个规定，屋里人口五个人以

上，就是“大户”，人口勿到五个人

就是“小户”。“大户”个购买配额

比“小户”多一眼。伊用圆珠笔辣

购买证浪向作好记录，让我付好

钞票，就拿白糖搭仔奶糕放进我

带去个竹篮头里。搿种白糖是一

斤装个纸袋，袋口叠得密实。妹

妹吃个奶糕有盒装也有散装，散

装就用纸袋包装，一袋里向有8

块奶糕。搿两种包装浪向侪印了

一个胖嘟嘟

个小毛头，看

起来蛮好白相个。

迭个营业员后来

到我屋里来过两次，讲伊老

公有肝炎，需要白糖补充营

养，伊拉屋里是“小户”，配额

少，勿够用，想用一点阿拉屋

里个购买配额。我外婆

想了想，同意了。所以购

买证辣当时是斜气要紧

个，每次去商店买物事，

我总归要拿伊装辣小布袋里，

用手捏牢，生怕落脱。

后来学堂里流行踢毽子，毽

子需要自家动手做，阿拉屋里呒

没鸡毛，有同学讲大连西路河浜

旁边个垃圾滩可以拾到鸡毛。

我去了，勿但拾到了鸡毛，还拾

到了一本购买证。搿本购买证

封面蛮龌龊了，翻开来里向购买

记录勿多，还好里向有姓名有地

址，地址是徐家汇个。我晓得是

离阿拉屋里老远个地方，哎，介

要紧个东西落脱了，人家肯定急

煞了。

回到屋里，告诉外婆。外婆

建议我写一封信，拿购买证寄过

去。搿是我写个第一封信，贴了一

张4分洋钿个邮票。一个礼拜不

到，一个戴眼镜个叔叔拿仔我写个

信寻到阿拉屋里向，外婆接待个。

听伊讲，伊拉是新结婚个人家，有一

个小毛头，好勿容易有了购买证，还

呒没用多少辰光就落脱了，急得呒

没办法，呒没想到碰到好人啦。

交关年前发生个事体，辣现在

看起来好像是编出来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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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童谣

春之声唱响新学期，

机器人来到学堂里，

见人客学生老惊喜，

一个个问号掼拨伊：

侬古诗真能背千句？

侬算术道道会解疑？

机器人点头笑眯眯，

小朋友心里赛蜜甜：

乃么作业包拨伊做，

白相扎劲覅去话伊。

两句闲话刚吐嘴边，

机器人开口摆手臂：

阿拉只做学习伴侣，

勿做懒人答题神器！

◆ 陈金生机器人进学堂

沪语趣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