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语中古语

责任编辑∶孙钟焜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zk@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5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上海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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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前伲镇上个人家，对小囝个教
育，呒没多少道道。啥个奥数、奖牌、
证书、起跑线之类，直直叫是闻所未
闻。但对一桩事体，却邪重视，就是小
囝个写字。如果自家小囝写个是一笔
“蟹爬字”，爷娘勿仅冒火，往往还要

赏其“毛栗子”或头塔。
所以初二时候，伲个班主任暨语文

老师，勒家长会上对伲爷说，侬儿子迭位
小同学各项成绩都勿错，作文也蛮好（此时
伲爷听得有点神抖抖），就是字“太蹩脚”。伲
爷为之一震。伊心事重重个回家，呒没按当
时个惯例让我头上挨毛栗子，反倒语重心长
个搭我讲了个故事。伲爷个故事有几个“关
键”，伊讲解放前要勒拉社会上谋个体面职
业，一要衣衫整洁懂礼貌，二是必须有一手
好字。好字胜过衣衫。

比如镇上大家侪非常敬重个黄老

师———就是“正谊小学”教美术搭手工个黄
老师（搭伲爷同年）。黄老师小辰光家境贫
寒，其爹又跛脚。但迭位老爹脚跛脑子勿跛，
晓得要让儿子出道谋生甚至“坐写字间”，识
字和写字是必须个。摆香烟摊个老爹节衣缩
食让儿子读几年私塾（正规学堂上勿起）。而
写字（主要是小楷）老师，也是跛老爹自家寻
个。

跛老爹勒热闹繁华个洋泾古镇上摆香
烟摊，常常有位老先生来买“青鸟牌”。老先
生一年四季着长衫。大概怕冷，老戴一顶旧
旧个“罗宋帽”。伊是清末秀才，学问全洋泾
闻名。跛老爹殷勤搭徕，终于勒香烟摊上拜
识了老先生，为儿子找到顶尖个小楷老师。
伲爷搭仔黄老师是发小，当年曾与黄老师一
起去过秀才老先生屋里，洋泾镇临大街个一
幢木头房子个两楼，对面是著名茶楼“来今
雨轩”。老先生家楼梯呒没光线，脚高脚低个

摸索上去。屋里大窗临街，明亮，红木八仙桌
上一枚砚台一个烟缸一包青鸟牌，四根红木
长凳。老先生埋勒藤椅里看线装书。

黄老师到仔做学徒个年龄，大概十五六
岁。跛老爹凭勒拉香烟摊上积累个人脉，曲
曲折折个托来托去，终于托人拿黄老师带到
了本地大佬倌陈桂春面前。

老早，浦东人有事侪会找“大佬倌”。本
地隔段辰光就会冒出一个“大佬倌”———称
不上族长，亦呒有官职，更勿曾推选。大佬倌
是哪能样出来个，本地人勿晓得也勿深究。
反正总会冒出一个大佬倌，为伊拉出头，为
伊拉作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浦东地面，陈
桂春是赫赫有名个大佬倌。

现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高楼鳞次栉
比，畅亮个大道宽阔如砥，车如流水马如
龙，绿茵草坪大树林，呒有民居。但其中独
独留一座上世纪二十年代建造个中西合璧

个大宅第，红砖黑瓦，器宇非凡，迭
个就是陈桂春故宅。后来成了吴昌
硕纪念馆。

黄老师两手空空，兜里就一张精
心书写个《黄庭经》。

陈桂春对求伊个穷人蛮客气，笑
嘻嘻摸摸黄老师头，接过《黄庭经》眼睛
一瞄。慢慢个讲：“我看，荐侬到正谊小学
做个教书先生倒蛮好。”搿样子黄老师个
人生道路就定了。伲爷说，小黄老师当时月
薪十几个大洋，真了勿得！

故事讲完，伲爷朝我看，意思是侬小子
打算如何？

写蟹爬字个初二生说爷，既然侬搭黄老
师是从小要好个淘伴，葛就让我去跟黄老师
学写字好�？

迭样，黄老师成了我个毛笔字老师。我
临个第一部小楷帖，就是《黄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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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几年前头，上海滩一记头嗡
出来勿勿少少个盲人按摩店来。按
摩推拿勿是由大小姐来、小阿姨来
动手动脚，是请来了盲人技师来打
工，安全系数倍增。盲人，老上海人
称之为瞎子。聋哑人，上海人称之
为聋子、哑子。后来为了尊重残疾
人，就规范为盲人了。平常大家攀
谈，还会讲出瞎子、亮子来。但
是到了书面文字就勿作兴沿用
老个讲法了。我曾经写过一
篇申花球迷中个一位盲人
去虹口足球场看球个故事。
标语勿敢用瞎子看球了，只
许盲人看球。味道虽然缺
缺，但是文明礼貌了。搿
个也算是一句老话。
记得伊个辰光盲人按
摩店方兴未艾
时，我搭朋友
老方半夜时分

路过一爿盲人按摩店，老方表示伊
要进去放松放松。老方其实是有点
醉了。刚从酒水台上撤退下来，伊
走路已经歪歪斜斜了。我只好作
陪。我是一点点勿欢喜拨人家捏捏

弄弄，从来勿进脚摩店。现在只好
行一记。为朋友两肋插拳。
店堂间里向有按摩床一排。账

台上有人安排阿拉平躺下来。出来
两位盲人做起生活。盲人师傅年纪

都勿大，最多三十也勿到。伊拉都
戴好了墨镜，披了医生大褂，一路
摸摸索索走到床头。问好了需要推
拿个部位就入手按摩。因为年轻，
手里劲道大、力道粗。我有点吃勿
消。盲人师傅一面动作一面问：“此
地痛�？”“此地酸�？”我连连呼
叫：“痛、痛、痛！”“酸、酸、酸！”盲人
师傅笑了：“痛就对了！酸就对了！
侬老底仔做过重生活，留下毛病
了。”我年纪轻时做过八年装卸工，
背过大包、扛过大米。看来盲人师
傅有点来头。侧过面孔一张，老方
已经呼呼入睡。醉了，用榔头也敲
勿醒了。后来搭盲人师傅东拉西
扯。伊讲伊个残疾家史，我讲我个
务农生涯。言谈甚欢。伊拉几位按
摩师傅都是从专科学堂里进修过
个，如今可以自食其力，令人同情。
最后弄醒老方，结账开路。老方掼

派头，多买了一个钟点个单，也算
有点小小慈善之心。走出老长一段
马路，我发觉帽子还忘记勒按摩
店。回进店堂时，勿见一人。一侧个
小间里有人声响。推门进去，我厥
倒。刚才个几位盲人师傅全勿是瞎
子，伊拉脱了盲公镜正围勒一起斗
地主。“一对！”“顺子！”“炸弹
带牌！”个个眼乌子碧碧绿、锃
锃亮。假瞎子看见我也勿好意
思了，伊拉又变成了哑子
了。我也哑脱哉。搿可以算
是奇遇吗？上海闲话里骂
人有一句：“瞎脱侬眼睛！”
放到此地，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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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贵报 !月 "日“上海闲话”栏目顾顺
麟先生《吓丝丝个大沪电影院》一文，一下子
把我个思绪拉回到六十多年前。
大沪电影院坐落个搿个商场叫“静安商

场”。当时我还是学生，学校宿舍就勒附近，

去一趟“大沪”也就十来分钟，所以课余常去
伊搭逛商场看电影。
“大沪”可说是上海滩唯一一座有三层

楼格局个电影院，正如顾文所说，是“螺蛳壳
里做道场”。本人年轻时喜爱收藏各种票据，

尤爱保存电影说明书，记得当年，每家电影
院入场口都有个放说明书个小柜，供观众自
取。顾文读后，我“翻箱底”居然翻出了当年
“大沪”个电影票根搭一张印有“大沪”字样
个电影说明书！
搿是一张少见个、印有“大沪”院名个说

明书。因为通常说明书勿印院名。当时电影
院档次分明，头轮个有大光明、和平等，二轮
个有金诚、永安等，像“大沪”及勿远处个“新
新”（即今“百乐门”旧址），都属三轮。新片或
进口大片即按档次播映，而说明书一般都是
轮番使用个。

迭张“大沪”票根，背面印有票价 #$%%

元，搿是币改前个数值，即今 %&#$元。印象
中，%&#$元可买一付大饼油条加一碗咸浆，
差勿多是现在五块钱左右。当然，头轮及二
轮票价，就勿止 %&#$元了。

虽然现在“三层宝塔状个电影院”已勿
复存在，但翻见当年“大沪”个票根搭说明
书，仍令人勿胜感慨。

! ! ! !上海话“弹眼落睛”，形容眼睛瞪得很大
地注视。或者用来表示好到让人瞠目惊奇，
或者用来表示怒目而视、瞪着眼睛凶相毕露
的样子。"%#$年 $月 #日，《新民晚报》刊载
一篇介绍红双喜彩虹乒乓球台的文章，题目
就叫做《彩虹球台弹眼落睛》。意思是让人看
后惊诧不已。
然而，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

弹和落两字，都没有突出、张大、注视这类含
义。因此也有人就写作“凸眼”或“绿睛”。正
确的写法应该是“眙眼睩睛”。

眙，现代汉语只用来表示地名。江苏位
于洪泽湖边的盱眙，因为所盛产的小龙虾，
曾经风靡一时。但此处的眙读 '!。在古代汉
语中，眙字除了用作地名外，主要的含义是
“直视也，视不移也”（《说文解字》）。晋代吕
忱作的《字林》进一步注释为：“惊视貌”。在
读音方面，眙在古代是个多音字。上海话在
这里留下的，是近“台”的读音。即《说文解
字》所注的“从目台声”。另有多位学者考证
说，眙字在上古时就是读弹。

至于睩字，《集韵》注为“龙玉切，音錄，

谨视貌”。就是仔细端详的样子。
眙眼睩睛，四目传神，一望便知与眼睛

有关。淋漓展示了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其表
达时所特有的美妙意境。可惜日久天长，鲁
鱼亥豕，眙眼睩睛失去了原来优雅的表象。
人们只认弹眼落睛了。当然，纠正既有习惯
并非必须。我们只要知道，许多上海方言词
语，尽管更迭变化，但确实是和普通话一样，
是嫡出正宗古汉语的。更何况“弹”字在上海
话中，现在也已被赋予凸起、突出的意味，与
瞪圆眼睛的状况多少有点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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