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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垃拉四五十年前头，随便哪能
想勿到今朝拍照片会得介普及、
介便当。阿拉小辰光，拍张照
片是事体。要约好辰光，打
扮好仔，到照相馆去候
垃海。伊拉照相馆老忙
个，跑了起，一歇歇勿一
定拍得着，要挨次序个。

搿辰光照相馆垃
拉上海还勿是老多。像
我小辰光住垃靠近斜
桥，搿搭附近只有一爿
“金刚”照相馆。一年总
有个几趟去伊拉店里拍
照片。照相馆拍照片个
地方，像戏台一样有布
景，还一层一层个，电灯
泡几十只锃锃亮，照垃
海老热个，小辰光拍照
勿要忒紧张喔。拍照
师傅拿头蒙勒块黑
布，对啊对，一歇歇像
变戏法一样钻出来，手
里拿个“皮球”，“咔哧”
一记，招呼大家一声“好”，灯光统
统灭脱。伊从机器里拿出一块玻
璃，垃拉上头写两个字，关照�几
时来看样子或者拿照片。迭能照片
就算拍好。阿拉男小囝简单，梳只
“西装头”，穿件新衣裳，着双新皮
鞋，就可以出客拍照片了。伊拉小
姑娘花头经多了，打扮梳妆勿算，
还要拍戏装照。搿个辰光一般个小
照相馆还勿肯去，一定要到“金都”

去看样学样。照相馆里人又轧，加
上阿拉钞票勿够，“金都”挨勿进，
就到对过“玲珑”去拍只有手节掐
大小个弥渳【!"】照片。拿了照片，
还用红颜绿色往上描，弄得有点怪
里怪气、异样刮搭。前两日我垃拉
小区里胡阿姨屋里，看到她年纪轻
个辰光拍个交关戏装照，仍旧光彩
照人、活脱脱头排花旦个派头，赛

过几十年辰光呒没过
过一样。

后来人慢慢叫长
大了，心里拿照相馆也
有了分档。大事体一定
要到“王开”、“中国”、
“人民”，艺术照到“蝶

来”咾啥，拍张报名照末就随
便寻家照相馆拍拍算了。后首
来阿拉开始关心照相机了。屋
里有照相机个同学老吃价个，
外头白相去侪围牢伊拍照，老
开心个。最最难忘个是 #$%&

年，夜里向放脱功课书包，奔
到中百公司去看日本“卡农”相
机。我勿是去一趟，而是有空
就去。日本产个照相机介小，
介漂亮，一百多块，乖乖！迭个
辰光差勿多每个男生侪有过
热天钻阁楼自己印照片个经
历：汗溚溚渧弄到大半夜，呒
没一点声息。第二天，还要从
玻璃浪 【'"()】上过光个照
片，轧出花边来。后来阿拉侪

有了自己个照相机。有个同学还
自己搞了个摄影室，拍自己喜欢
个人像、花卉等专题照片。今朝阿
拉手里个照相机已经升级换代了
好几趟了，勿谈有了小个卡片机，
还有了可以换几个镜头个单反数
码相机。自己垃拉屋里，印彩照用
勿着“汗溚溚渧”，修好或者合成一
件作品也不再是“捏鼻头做梦”个
事体了。

! ! ! !上海方言，有很大
一部分不容易见诸文
字，尤其是其中一些成
语和片语，一旦翻译成

普通话便色彩全无。但是，
这些看起来很不符合“标准
国家规范”的语言方式，却
是这座城市百余年发展过
程中的主要黏合剂。而且，
几乎所有上了一点年纪的
上海人都明白，那种语言
方式在表情达意方面实在
有一种无法替代的风味。
天下语言，在履行大范围
的交流使命之外，还必须
保存一种小范围的异态风
味，因为那里沉淀着文化和
文学的最隐秘结晶。在这个
问题上，我们不得不经常要
与那些一手捧着字典、一手
举着放大镜的‘语言酷吏’
吵架，一次次告诉他们，人类
语言的汪洋大海不可能全部
变成他们试管里的蒸馏水。
上海方言的最佳保存处是
滑稽戏，而周立波又把这种
保存范围扩大了，用心拓展
那些离普通话更远的部位，
并且特别喜欢在那些部位
逗留玩耍。我发现，在剧场
中，观众反应最为热烈的，
大多也在那些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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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底子上海滩，
流传过两句闲话，一
句是“挜死空”【) '"

*)+,】，还有一句叫
“摆挖而司”。
“挜空”个本意是

“抓瞎”，往往指“白费
力，干而无结果，没有
实效”，另外还有“勿
踏实、勿到位”个延伸
义；假使再辣当中嵌
一个“死”字，就增添
了嘲讽个口气，表示
走得绝了。拨垃北方
人讲起来就是“不靠
谱，白忙活，没治了！”
譬如，有趟仔我去小
区里晨练，主要想甩
甩手、抖抖腿，活络活
络筋骨个。结果有人
看见我一点呒没章
法，垃拉“瞎胡调”【不
着边际】，伊问我：侬
辣海做啥？我回答伊：
辣海“挜死空”呀！引
来周围一阵哄笑。搿
搭由当事人讲“挜死
空”，纯属自我调侃，
是一种自嘲，毫无半
点自责。不过，后来辣
辣社区组织民乐队个
辰光，有人“装野胡
弹”【不正宗】，讲自家
会得拉胡琴，其实水
平老搭僵【差劲】，对
迭种滥竽充数个老兄，人家也会
辣背后讲伊“挜死空”，搿就带有
指责伊、看勿起伊个成分了。
还有一句“摆挖而司”是勿是

英语译音？我呒没考证过。但听上
去有眼像“派司”、“拿摩温”、“司
必灵锁”咾啥侪是从英文单词个
谐音演变过来个。“挖而司”的意
思跟“花板”、“滑头”差勿多，“摆
挖而司”就是摆花板、耍滑头，说
谎吹牛糊弄人……再严重一点，
就是灌迷魂汤、设圈套、下陷阱
了。现在大家顶顶吓咾咾个“坑蒙
拐骗”搭仔“假冒伪劣”咾啥，统统
侪逃勿脱“摆挖而司”、拨侬“吃药”
【上当】迭点花头经。譬如，上一抢
“-·#.”消费者权益日个辰光，报
纸、电视、网络等交关传媒，一直辣
海关照大家提高警惕，勿要上当，
迭个搭勿良商家“摆挖而司”、做手
脚、卖假货、搞欺骗密切相关个。伊
拉拿责任、诚信、规范、公平迭些价
值观，一塌刮子掼辣边浪，当伊呒
介事；挖空心思“抢”【豪夺】钞票，
勿择手段捞“横档”【不义之财】，
良心黑得来一天世界，手条子【伎
俩】辣得来自家有数。
所以，我要拿迭两句闲话摆

辣一道来讲。一旦勿良商家对消
费者“摆挖而司”了，搿就需要相
关职能部门负起责任来，进行监
管，千万勿能蹲辣边浪“挜死空”
啊！反过来，相关职能部门能切实
做到恪尽职守，从严执法，彻底杜
绝搿种“挜死空”个事体，葛末
还会有啥人敢狗胆包天，一而
再、再而三对老百姓“摆挖
而司”呢？
最后，我想用“做事勿

挜死空，做人勿摆挖而司”
来收尾。搿两句闲话，非但
是各行各业侪应该牢记个
职业操守，也是当今诚信
社会人人必须坚
守个道德底线！

! ! ! !记得八年前我被一位电视台
朋友招去做一个节目，谈的就是如
何保护上海话的主题。当时媒体人
就有了这样的危机感和新闻敏感
性———幼儿园小朋友都不会讲
上海话了，对上海和上海话颇有
感情的人开始着急，担心上
海话没有了继承。如今那些
幼儿园小朋友都已经是中
学生，会不会讲上海话有待
考证，但这个“危机感”却还
存在。

这种危机感算
不上杞人忧天，看着
一代代孩子长
大，说的不

是本土的话———孩子们都不说，
将来谁说？八年前我的态度是顺
其自然。一种文化和语言从来不
是消失（除非不可抗力），向来只
是衍变，从细枝末节开始。无论如
何衍变，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上
海人说的话就是上海话———只不
过可能在将来这种语言跟其他地
方话的辨识度会减弱。随着新上
海人的不断涌入，上海话被“修
正”也是必然的。
但今天我的立场变了，我觉得

需要重新看待这个问题。我自己讲
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上海话，而
是上海本地话，但自从南汇成为了
浦东新区的一部分，本地话似乎也

得到了某种归并，尤其是这两年，
我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邻居
们操持着我熟悉的语调讲述着感
情的困惑和纠纷———以前几乎是
没有的。印象中只有一个节目中有
位老伯伯被设定成使用本地话的
角色。也就是说，本地话被认可了，
成为了上海话的一部分。电视节目
推广的不光是上海话，还包括上海
本地话。这的的确确让我感到高
兴。不光为本地话的“升级”感到高
兴，我是为上海话本身感到高兴，
因为她成长了，强壮了，有了更大
的外延和内容。人们一直担心的，
是上海话的式微，但如果有了本地
话的补充，上海话就得到了另一种

延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海作
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需要的就
是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跟这座城
市匹配。之前的上海文化一直被人
诟病“狭窄”“排外”，有历史的原
因，以及成见。据我了解，现在的上
海人一点儿都不排外。上海和上海
人越来越开放和宽容。

也许将来的上海话会成为另
一种风景，即便带有口音，也不再
被斥为“洋泾浜”———谁开始说上
海话都不会马上正宗的，我们需要
宽容那些新上海人对上海话的学
习进度或许缓慢，也要让上海话本
身有更大更多的入口，崇明话？奉
贤话？都没问题，都是上海话的一
个分支。这种开放的态度是对上海
话最好的保护。与其谨小慎微地保
护上海话，不如让更多的人说的都
“变成”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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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态度是对上海话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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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十几年来，由于本土语言使
用环境的不断丢失，沪语在绝大多
数上世纪/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
上海孩子中失传，已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事实。

方言尤其自身的使用价值和
特殊的文化价值，是民族文化的重
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不可
再生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近年来，上海按照国家“推广普通
话，但不消灭方言”的基本语言政
策，正在努力处理好推广普通话和
保护上海话的关系。但任何一种语
言的存在，都是以交流为前提的。
保护沪语文化，先要在一定空间让
沪语获得交流的机会。

我认为，公交地铁应该设立普通

话、沪语双语（或多语）报站服务，电
信、水电煤、出租车、银行、证券、保险
等公共服务的客服电话，应设立包括
沪语在内的多语选项。鼓励公务员
以及商场、超市和餐饮等服务人员
学习沪语，提供可在双语间选择的
贴心、亲民化服务。这些做法，在广
州、厦门等城市普遍通行，且实践证
明是可行的。苏州已经实行苏州话报
站，一些中学相继开方言兴趣班，八
成以上的初中生想学苏州话；&0##年
##月浙江省湖州市开办第一期湖州
话培训班，使新湖州人学到了湖州话
的语音，了解了湖州民俗风情；温州
公交也有温州话报站；厦门、广州对
母语的保护更不用说了；台湾省台北
地铁是国语、闽南语、客家话、英语四

语报站；在上海，公交12.路等三条公
交线路日前采用普通话、英语、上海
话三语报站受到市民的拥戴；华东医
院要求门诊医生学讲上海话，提高
服务意识；上航、东航在回沪的航班
上用上海闲话播报；陆家嘴某幼儿
园教小朋友用沪语做游戏、念童谣
等都是对保护沪语的有效举措，也
是爱惜母语对地域文化的尊重。

建立普通话、沪语双语环境的意
义不仅在于修复海派文化的生存土
壤，更在于和全国各族、各地区人民
一道，将上海文化多样化的基因传
承并发扬光大，进而使上海这座国
际大都市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浪潮中占有应有的一席
之地。只有让上海闲话口口相传，才
能延续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找到
认可这个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保
持市民对于这座城市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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