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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生活”
能否活得精彩？
东方卫视的热播电视剧

《双城生活》成了当下人们热议

的话题，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

少人能够接受这种婚姻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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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丈夫都会犯的
性错误
许多男人热衷于在做爱时

一口脏话，却不知大多数女人对

此深恶痛绝。天长日久，这点不

悦就可能演变成最可怕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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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咏仪：
我算得上是虎妈
近日，袁咏仪在与准妈妈见

面的活动会上，与现场的准妈妈

们分享了怀孕生产的心得，还说

她基本上算是一个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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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月嫂”
精心护理百余婴
精心护理好 125 位新生宝

宝的“金牌”月嫂安娜，义务为生

三胞胎的居民护理一个月，并向

居民免费传授护理幼儿的经验。

凌潇波和黄永生的孙子同龄，

不过前者是迷戏，后者却是歌迷。凌

潇波说黄永生的孙子常常问爷爷

“你唱的究竟是什么啊？”———在孙

子的耳朵里，周杰伦那囫囵而过的

歌词远远要比爷爷唱的容易理解。

至于凌潇波，倒是同学中的一

个另类，用他的话来说“周杰伦要

听，说唱更要学”。他平时只要一有

空，就会开电台的戏曲频道，听老段

子，模仿方言，晚上还用黄先生教他

的发声方法，立正、挺胸、抬头，一个

人关在房门里对着墙壁练唱，或者

干脆绕口令：“1只鸡脚爪，2只鸡脚

爪，3只鸡脚爪，4只鸡脚爪……”。

曾经，他还让妈妈陪着一起找

到外地一个老木匠，拆了自家祖传

的红木小板凳，做成一副红木“三巧

板”，并在板下装了长长的穗子。

“你不知道，黄先生当年演出，

甩起那板上的穗子有多神气！”凌潇

波的言语中，满是崇拜。

凌潇波说，其实跟他同龄的 80

后上海小囡爱讲上海话的不少。他的

朋友中就有三四十位爱好曲艺、民

乐、茶道的年轻人，大家常常聚会。他

和其中的一个，最是投入。两个大男

孩都十分钟爱滑稽曲艺，他俩不仅从

小爱看，而且现在还利用业余时间尽

可能地学。两人一个住浦东，一个住

宝山，相隔甚远，但因为对上海话、对

滑稽曲艺的喜爱走到了一起。“别看

我俩离得远，但时常碰头排练。”

照理，上海人讲上海话就跟吃饭

睡觉一样再正常不过，但随着外来人

口不断涌入，上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

学习，身边多了很多外来朋友，于是普

通话渐渐成为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

就拿凌潇波来说，供职于银行做理财

经理，平时上班面对客户都需要规范

使用普通话，而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同

事交流，用的也是普通话。不过，只要

一下班，这个上海小囡就会立刻“阿

拉”“侬”起来，“上海”得不得了。

凌潇波刚刚夺得沪语主持人金奖

的那一刻，他几乎要哭了。他说自己

从小就对沪语艺术十分痴迷，本来想

当一名沪剧演员，但是遭到了父母的

反对。虽然现在成了银行白领，但他

并未放弃对沪语文化的追求。说起时

下上海年轻人对沪语艺术的态度，凌

萧波表示，现在舆论往往强调上海文

化的衰退，实际上年轻人对继承和发

扬上海的语言文化仍然有很高的热

情。在网络上，他们一帮志同道合的年

轻朋友会在一起研究上海及其周边的

方言，这让他们感到很满足。

“我今年大学毕业后就在银行工

作，业余时间还会抽空用上海话和普通

话教小朋友讲故事。”他告诉记者，能够

保持对上海话的热情，源于自己对上海

说唱、滑稽戏、沪剧的热爱。7年前，凌

潇波参加了上海说唱艺术家黄永生举

办的说唱沙龙，这个沙龙旨在交流沪

剧、滑稽戏等海派传统艺术，参加者只

要会唱，愿意开口，就有机会登台表演。

凌潇波在那儿结交了许多朋友。

凌潇波是个感恩的孩子，他说

自己能有今天，真的要多谢师傅黄

永生。至今，他都记得 7年前第一次

见到黄永生的情景。那天是星期天，

下午 1点半，72岁的黄永生又像往

常一样准时出现在市中心一间演出

场馆。他的黑色上装口袋里露出一

小截别致的丝巾，头发上喷了发胶，

看得出是精心打理过。

黄老先生是去参加“戏曲大家

唱”的，每个星期天，那些从小就听惯

了黄先生说唱的戏迷都会早早地来

这里守候。这群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光

听“偶像”唱，还自己唱。他们喜欢用

标准的上海话称黄永生为“黄先生”，

而黄永生则一律回以“衣食父母”。

那周，黄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他

随口把去香港的游历编成一个段子：

“香港真是个好地方，购物天堂好白相

……”字字押韵，琅琅上口。打量四周，

场子里除了一个会唱越剧的小孩子，

年轻人只有一个，就是凌潇波，那年

17岁，成了黄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凌潇波拜在黄先生门下的时

候，真的是“跪地磕头”的———说来

也是一段“姻缘”。

那年，凌潇波是浦东高桥中学的

高一学生，一直很迷戏，常常去听黄永

生唱戏。混在一群爷爷奶奶中，也不怕

生，有时还很乐意为大家表演节目。

不料那一次唱出了事，潇波忽

然浑身抽筋倒地不醒，黄先生着急

得流了泪，掏钱把他送进了医院。救

回一条命，一老一少有了感情，有天

潇波对黄先生说，想拜他为师。

孩子渴望的眼神打动了黄先生，

让他回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我

小时候家里很穷，十几岁时为了听

戏，每天从镇宁路步行到吴江路。”

当时滑稽戏很红，黄先生说他喜

欢一个叫程笑飞的演员，一心想拜他

为师，可那时学生要拜师，得先拿出

20担米的钱，还要摆 10桌饭宴请同

行。年轻的黄永生拿不出这钱，他只

好天天躲在角落里偷听，一天被先生

发现，遭到严厉训斥：“要听课就拜

师，不拜师就跑路，省得天天跑进跑

出，碍手碍脚。”自尊心受到打击的黄

永生起身就走，从此以后，自学成才。

“永远不要小看一个孩子，没人

能料到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人。”黄先生收下了潇波做徒弟，而

潇波呢，拜师那天，他感动地一个劲

直哭，当众下跪，行拜师大礼。

新“阿福根”：
80后小囡爱讲上海话

侬现在还讲上海闲话伐钥正
当上海人开始为上海小囡不讲

上海闲话感到焦虑时袁 一个 80
后上海小囡经过层层选拔袁最终
成为了新一代上海沪语主持

人要要要新野阿福根冶遥这个小囡就
是今年刚满 24岁的凌潇波遥

在他看来袁 当主持人固然
开心袁 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藉
此告诉大家袁 上海小囡有责任
传承上海话袁 上海小囡依然爱
讲上海话遥

唱沪剧：一个银行白领的梦想

17岁：成了黄永生关门弟子

80后：爱讲上海话的并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