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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等闲荒了上海话
葛明铭

! ! ! !友人之子，黄口
之年，机灵乖巧，长相
谐趣，欲学唱滑稽。
去年某日友人携

子登门问道，我令其
子以沪话诵读绕口令，不料土生土长之
上海小囡所讲沪语南北杂陈，七撬八裂，
半普半沪，荒腔走调，令人哭笑不得。告
之曰：学滑稽不易，说学做唱，四门功课，
非一日之功，萝卜干饭吃得饭桶朝天，也
未必学得滑稽之真髓。若沪语不精准，学
滑稽就难上加难。不如先学上海闲话，阿
拉伊拉，今朝一词，明朝一句，一月而词
识，二月而句通，三四月外开出口来有腔
有调，即使说得还不到家，行至“洋泾
浜”，但离“老城厢”也不远了。宾客闻之
诺诺而去。

上海闲话，原本是“小八腊
子”，濒海一隅，野语乡谈，仰松
江话、苏州话之鼻息。开埠以来，
际会风云，得舟楫之便，享商贾
之利，继古今语言精华，集南北方言营
养，视异域洋词为己出，兼收并蓄，渐强
渐大，成为吴语区第一大方言。清末以
来，进上海者，无论贵与贱，皆以学讲上
海话为首要之务，以通晓上海话为体面
荣耀。而上海话又是友善之方言，虽强势
而不凌弱，人人皆学上海话却又任你各
行其腔，各说其调，形成了以上海话为主
流，各地方言百川合流，和谐相处的海派
语言面貌。
然三十余年来，上海人口再次海纳

百川，五方杂处。时过境迁，北风强健，普
通话普遍通行，渐占主导，推广普通话乃
便利沟通，建设发展之必须，实为利国利
民之好事。然本当与之相行不悖的上海
话却不知何故脚步羁绊，趔趄蹒跚，于是
有人惊呼方言危机，沪语式微。滑稽沪
剧，本土艺术，乡音乡曲，倍感亲切，仰仗

方言载体，得以继承
传世，倘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固有识之
士，颇感忧虑。

我跻身传媒，不
忘纾解沪语困境。!"#$年我创办了海派
方言广播剧《滑稽王小毛》，“王小毛”以
趣味盎然的苏北上海话受到市民青睐；
%&!&年世博会前夕，我在广播中开办了
展现上海风情、上海民俗的《上海闲话三
百句》栏目，以沪语演绎上海人日常生
活，以情景故事教授沪语，颇受听众欢
迎；同年我在五星体育广播主持《体育嘎
三胡》以沪语播讲中外体育新闻，其中
“上海闲话来赛不来赛”竞猜栏目成为节
目一大亮点。

不懈努力之下，近年来推广
普通话、传承上海话已渐成共
识，沪语传承保护，略显成效。报
刊辟沪语专版，学校开沪语课
程，公交用沪语报站，航班以沪

语问候，医生可沪语问诊……利好消息
隔三差五频频而至。
保护传承沪语，需形式创新，宜多管

齐下。艺术家、明星、艺人以其影响和人
气来教上海话、学上海话、讲上海话，不
失为有力倡导，积极推动，会产生良好示
范效应。多出版有文有图有声音，有趣有
味有内涵的沪语读物，无疑对沪语的传
授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沪语歌曲、沪
语影视配音多年前曾有人尝试，但大多
流于俗，失之陋。故沪语文化产品也需名
品、优品、精品。
讲上海话使我们和上海很亲，和上

海文化很近，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所有
的人很和谐。
近日友人携子再次登门拜访，黄口

小儿，开出口来，清朗沪语，字正腔圆，问
曰：可学唱滑稽否？答曰：来赛，来赛！

自
然
醒

孙
道
荣

! ! ! !我慵懒地伸了个懒腰，轻轻揉揉眼睛。阳光从窗帘
的缝隙钻了进来，很显然，外面已经艳阳高照了。多少
年来，我很少这样睡到自然醒。穿衣起床，拉开窗帘，与
扑面而来的冬日的阳光，撞了个满怀。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不，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美
好的上午。感觉真是太奢侈了。

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自然醒，是什么
时候了。

我们的早晨，更多的时候，是被叫
醒的，或者吵醒的，或者惊醒的。

也许是从背起书包、跨入校园的那
一天开始，早晨就开始在父母的催促声
中醒来。“该起床了，该上学了！”有时，
父母要喊几次，我才“姗姗而起”。有多
少孩子，是在睡眼矇眬中，开始辛苦的
一天的？

那时候，我想，等我长大了，独立生
活了，就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了，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
事情啊！
我真的长大了，成人了。但睡到自然醒的梦想，却

离我更加遥远。这么多年的早晨，我都是在闹铃声中，
不情愿地醒来。我工作后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只闹
钟，它每天在提醒我：努力、努力！在职场打拼，少不了
为评职称而考试，于是不得不下班回家后，再熬到深
夜，重拾丢了多年的书本。常常感觉是刚刚躺上床，天
就放亮了，新的忙碌的一天又来临了。在如此激烈竞争
的社会，你怎敢懈怠！
后来有了手机，都带闹钟功能，每天晚上睡觉前的

最后一件事，就是检查手机闹钟有没有设定。比闹钟先
进的是，手机上的闹铃声有很多种选择，有单纯机械的
嘀嘀声，也有或轻柔或激越或舒缓或豪迈的音乐声，但
我发现，哪怕是再曼妙的音乐，一旦设置为闹铃声，它
的旋律，就会变得刺耳。因此，我从不用我喜爱的音乐
来做闹铃，那会破坏我对它的所有美好的感觉。
最苦的还是买房的那些日子，百十万的借贷，像大

山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有什么办法，只有在每一天
更加早起，勉力抖擞起精神，去面对生活的重负。
再后来有了孩子，起床的时间，就更早了。你得替

孩子穿衣拾掇，你得为孩子准备早饭，你得送孩子去幼
儿园或学校，忙完了这一切，你才能气喘吁吁地往单位
赶。
现在，每天喊孩子起床成了我最艰难的任务，因为

我的孩子面对的功课比我当年还要多！虽然我是多么
舍不得叫醒孩子，但我明白，我必须及时喊醒他。今天
的父母和孩子，都变得更加焦躁和无奈。睡到自然醒，
更加成为一种奢望。
这是自然醒的一天，多么美好，但它多么稀罕！

秋的音色
詹 湛

! ! ! !那日，我驱车前往浦江镇，
来到仍在开发中的一处森林公
园。公园很大，头顶有参天大
树，路边有矮矮的灌木。梧桐灰
白色的树皮、浅绿色的草坪、墨
绿色枝叶的蔷薇及野菊，以及
呈现出深浅不同红色的枫叶，
让你感叹秋色的绚烂。

一位搞音乐的朋友说过，
不同的调性具备了不同的色
彩。我还认为，听觉与视觉还有
一处可比性在于，它们每一个
地方都不是呆板的、单一的。树
叶从嫩绿、浅绿、淡绿到碧绿、
深绿与墨绿，多么像音乐中的
“渐强”、“渐弱”或者“渐慢”
“渐快”啊。在自然景象中，“红
黄绿紫”实际上都远不止几十
种的区分，哪里是颜料店里的
标签足以表达的呢？造物主的

神奇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
在赋予这个世界无数种音色与
音层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数
种色调及不同颜色间的微妙变
化。

秋的“音色”还不光是静态
的。当我驻足树丛的一个角落，
就听到了另一种天籁，那就是
鸟鸣。

一开始，雀儿的鸣叫只是
几个单音，但渐渐地，它们唱出
了几个乐句。我静静伫立，过了
几分钟，发觉自己的听觉一下
子敏锐起来。

这时，又飞来几只不同种
类的鸟儿，它们与先前的歌唱
者彼此应和、交流起来———这
多像管弦乐团中不同乐器间的
应答啊！这种应和此起彼伏，渐
渐形成交织，和声非常动听！这

时，一段复杂的复调音乐在我
的头顶盘旋、上升，不同的声
部，不同种类的鸣叫，有的低
沉，有的宏亮，它们还会互相模
仿，互相攀比与发展，仿佛是高
低声部的对位，而且所有的停

顿、冲突、配合与融洽完全出于
即兴，既严密得体，又富于想象
力……简直太美妙了！

据说，最懂得此中神韵的
当属法国作曲家梅西安了。他
从 !'岁起花费了几十年，出没
于山野丛林，记录下各种鸟鸣，
林林总总竟然有上千种之多。
梅西安不仅写过以鸟鸣为主题

的钢琴套曲，还在 !"()年创作
过名为《百鸟苏醒》的交响诗，
在他的眼里“鸟儿是天生的、伟
大的艺术家。”这句夸奖实在是
实至名归。

那天回到家中，我翻开了
作曲家们的晚年回忆录。我发
觉无论是理查·施特劳斯晚年
来到静谧祥和的瑞士，还是拉
赫玛尼诺夫晚年居住于海水蔚
蓝的长岛海峡边，他们都是那
么本能地亲近自然。

拉赫玛尼诺夫最后一部作
品《交响舞曲》的末乐章是在秋
冬季节完成的，音乐中充满了
秋天特有的萧瑟与寂寥。在与
朋友的谈话中，他坦承：“这应
该就是我所迸发出的最后一丝
火花了。”这是一个作曲家在
人生之秋，重归于平和与宁静

时的感言。而理查·施特劳斯在
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谱写的《最
后四首歌》之“九月”，也是古
典音乐描写秋天景色的最好范
例之一。

我将这张唱片放入碟机，
开端处的弦乐合奏像是一阵清
风吹来，合欢树金灿灿的树叶
缓缓飘落……随即，音箱中传
出德国女高音歌唱家雅诺维茨
的歌声，这歌声是一支由斑斓
树叶编织出的、乐观的“秋色咏
叹调”，每一声柔和的轻吁，每
一次饱满的胸腔共鸣，都形成
了对世上生命最深沉、最韵味
悠长的赞美与慨
叹！

绚烂多姿的
秋———你的音色
多么美丽！

哥哥的钓鱼竿
朱慧君

! ! ! !哥哥的钓鱼竿是我
送给他的一份迟到的礼
物。

从小到大，又帅又善
良的哥哥是我一生中最
珍视的财富。我在家里排

行老幺，哥哥大我七岁。
我因此成了他的“掌中
宝”。

而我，从小就是哥哥
的小尾巴。哥哥在我眼里
无所不能，捉小鸟、养兔
子、抓蟋蟀，还会自己动
手采来竹子削成细细的
竹片，然后编成方形的或
圆形的鸟笼，放上装有鸟
食和水的小碗，一个温馨
的鸟屋就完成了。于是，
每天给小鸟喂食成了我

快乐的功课。*岁那年，我
不小心踩伤了一只小鸟，
哥哥立刻“批”了我一顿，
他告诉我小鸟也是生命，
要细心呵护。我伤心地哭
了，因为这是哥哥第一次

对我这么“凶”。
哥哥初中毕

业时，正值知青
下乡，哥哥去了
崇明长征农场。

当时我已有两位姐姐已去
了外地工作，哥哥一走，家
里就剩下刚刚读小学的我
和伤心的父母了。哥哥当
时还有严重的哮喘病。
哥哥在农场里经常加

班加点干活，星期天也舍
不得休息，把每周仅有的
一天的休假攒起来，每月
回家看望我们。他最大的
幸福就是用微薄的工资买
当地好吃的土特产带回来
给我们吃。每次哥哥回家，
也就是我们全家的节日。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如果
采访我哥哥———“你幸福
吗？”他们一定能得到满意
的答复。

我长大了，考
上了大学，哥哥二
话不说就把自己戴
着的上海牌手表送
给了我。
这在当初算是高档商

品了，要花去哥哥大半年
的工资呢。整个大学四年，
我都戴着哥哥的手表，心
里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一
直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要
对哥哥好，要报答哥哥。
后来，我大学毕业了，

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
心爱的女儿。为了生活，我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有一
大堆的事情要做，我和哥
哥彼此少有时间交流了。
我总是觉得我们都还年
轻，将来有大把的时间让

我去报答他的兄长深情。
直到前年，那次哥哥

约我和他一起重返崇明农
场，我才得知哥哥在崇明
时很喜欢钓鱼。这个“发
现”让我汗颜，因为在我家
的柜子里，正躺着一副很
漂亮的鱼竿，我应该早就
将鱼竿送给哥哥的啊！
回到家里，我第一时

间打开柜子找出了那副鱼
竿，打算周末就给他送去。

清楚地记得
那是一个阴冷的
初冬的周末，天色
惨白惨白的。我见
到了哥哥，他却身

体突然感到不适，我急忙
开车送他去医院检查。而
车子的后备箱里，就放着
我准备送给他的钓鱼竿！
检查的结果像一场晴

天霹雳，哥哥得了不治之
症，我的世界顷刻倒塌了。

开车送哥哥回家，看
他拿着钓鱼竿消失在门楼
里，我的心痛得像被撕碎
了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喷
涌而出。

哥哥的病情很快恶
化，他再也没有力气拿着
我送他的钓鱼竿坐在阳光

下的湖边钓鱼，直到他离
开我们，那根鱼竿一直放
在他家的沙发下。

于是我悲痛地 自
责———
为什么、为什么平时

就不能多抽点时间关心哥
哥呢？为什么不能早点陪
他去湖边钓鱼呢？我又没
有忙到日理万机，我怎么
可以这么忽视哥哥……

送走哥哥的那天，是
一个雨后的黄昏。我擦干
眼泪，回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制作一份亲人和好友
的生日目录，我要在他们
每年生日的那天，送上一
大捧艳丽的玫瑰和衷心的
祝福。
生命中，再也不可以

有迟到的礼物！

! ! ! ! ! ! !管同钦
事无巨细一把抓

（三字网络新名词）
昨日谜面：闻捷

（掉尾格，四字法律用语）
谜底：被告胜诉（注：依格
法最后两字掉换，解释作
“听人家告诉说胜利了”）

地下铁道百年回眸
曹炳坤

! ! ! !一百多年前，英国伦敦一个很有辩
才的律师皮尔逊看到当时街道车辆拥
挤，就预见到这种状况将会日趋严重，于
是产生了把铁路修建在城市街道下面的
设想，并向政府提出修建地下铁道的建
议。+'*,年 +月 +&日，一条由他鼓动并
投资建设的地下铁道正式通车运营，总
长 *公里。皮尔逊因
此被誉为“地铁之
父”，伦敦也被誉为
“地铁故乡”。

但皮尔逊很有预
见的想法，并没有很快在世界各大城市
得到推广。因为当时世界各大城市的规
模并不很大，人口也不很多，地面的一些
交通工具，解决城市交通运输也绰绰有
余。因此，在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建成后的
'&年中，城市地铁发展缓慢，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全世界还只有 %&座城
市有地铁。
到 %&世纪 *&年代末，情况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城市人口的迅速增
长，地面车辆拥挤，交通堵塞现象严重，
交通事故也日益增多，城市中的传统地
面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因运量小、行速
慢，已无法适应客运的需
要，世界许多大城市普遍
出现“乘车难”和“行车难”
的问题。由于地铁具有运
量大、速度快、无污染、安
全、舒适、节约能源等优
点，它对城市交通的积极
作用日益被人们所认识，

因而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地铁的发展，
建造地铁的城市也越来越多。
进入 %+世纪，地铁已成为大城市人

口稠密区的主要客运交通方式。当今世
界上，建造地下铁道是一个国家或城市
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象征，是现代化城
市的标志，更是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的有

效途径。地铁以其独特
的魅力和不可替代的
优越性备受青睐。

迄今为止，发达国
家的主要大城市纽约、

芝加哥、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莫斯科
等已经完成了地铁网络的建设。华盛顿、
马德里、斯德哥尔摩、大阪、首尔、墨西哥
城等城市地铁已达到一百多公里。目前，
正在发展中的印度、埃及、伊朗等国家中
的许多城市，都在努力兴建或计划兴建
地铁，以解决城市中日益紧张的交通问
题。令人可喜的是，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地
铁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北
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大连、武汉、
广州等城市地铁运营线路总长一千多公
里，居世界首位。

对讲机特用
徐文标

! ! ! !城市里高楼林立，繁
华一片。

但我这个古稀老人，
一路寻寻觅觅，却难见方
便之处。内急憋得难受，
只好求助于人了。

在一处弄口，见一位
中年保安，我就上前向他
求助。他马上指点我：一
直朝前走，到了第二幢房
子左转弯。说完，就见他
掏出对讲机哇啦哇啦说起
来。原来是说“有一位老
人要上厕所”的事。我走
进弄内，到了第二幢房子
转弯，只见一位中年男子，
已迎面而来，为我指点去
处。很快，在这家的企业
内，我完成了“紧急小解”
的任务。真是一身轻松，
一脸喜悦，一万分的感激。

为了我的一次方便，
一位保安动用对讲机，还
“调动”另一位男子专门为
我指路，这在我七十有五
的人生路上，落下了史无
前例的一笔……

多做做勿煞!气气要气煞"

郑辛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