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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
辣海读初中辰光，阿拉爷每天下班
回到屋里向，第一桩事体就是先坐
下来看伊刚刚买转来个《新民晚
报》。有辰光也要读两段拨我听听，
还要叫我一道看看，慢慢交我也受
影响欢喜夜报了。再有就是夜报主
编赵超构先生就住辣阿拉后门个
瑞康里，觉着邪气亲热。

一日，爹爹搭我讲，要我放学
后去屋里对过溧阳路浙兴菜场边
浪向买夜报，搿天一放学后就直奔
小菜场。想勿到埃个买报地方早已
有十几个人辣辣排队了，我也就老
老实实排辣人家后头。突然，有人
叫了起来：“来了，来了！张阿姨来
了！”我抬头一望，搿个张阿姨踏了
部脚踏车，车子后头绑了一大袋报
纸。大家豪燥排好队，还有人辣队

伍边浪做“纠察”，不让人“插档”。
总算买到报纸，我开心奔回去，见
阿拉爷老早回来坐辣竹椅上了。今
朝哪能介早回来了？原来阿拉爷是
运输车浪装卸工，勿当心脚压伤
了，医生开了病假。乃末好了，爹爹
正式关照我，以后买晚报就是我个
事体了。当年报纸数量有限，葛咾
要排队买夜报。排队等报纸辰光，
每日碰到个报迷也熟悉起来了，大
家讲讲谈谈，倒也蛮热络，勿觉得
厌气。有一日，大家正排队等报纸，
“夜报买好啦！”几日呒没露面个阿
林拿了当日夜报开心个搭排队个
人打招呼。伊讲寻到一个好地方，

既能保证买到，又比搿搭卖得早。
大家问伊啥地方，伊摆奎劲勿肯
讲。勿过阿林跑过来悄悄告诉我，
伊是辣辣四川北路桥下头报刊门
市部后门买个，还要我保密。第二
日，我勿去浙兴菜场，就直奔报刊
门市部后门。我跑过去一看，已有
几十个人排着老长个队伍，前头台
子浪堆辣一大堆夜报，买报速度也
快，一歇歇就轮到我了。虽然多走
了点路，但报纸总归好买着。爹爹
每日看到晚报，邪气高兴，又觉着
奇怪。就问我，你哪能日日买着个？
我拿调转方向去四川路桥买报纸
事体讲了。爹爹听了后哈哈大笑，

“侬迭个小鬼头闷声勿响，倒也蛮
活络个嘛！”受到表扬后，我更加起
劲了。有趟学校下半日开大会，我
生怕夜报买勿着，就溜了出去，到
“老地方”买报纸。回到屋里，班主
任朱老师已坐辣屋里搭阿拉爷“告
状”了。爹爹讲，我情愿今朝勿看晚
报，也勿要侬小鬼勿到学堂里去开
会。爹爹请我吃排头蛮结棍个。以
后碰到学校有活动或开会，我就勿
去买报了，问隔壁李家伯伯借来拨
爷看。

小辰光买夜报个事体，现在回
想起来，倒蛮有劲个，迭个当中让
我懂得了勿少道理辣海。

! ! ! !《新民晚报》开设“上海闲话”
很好，版面不仅受到上海读者喜
欢，同样也吸引了外地读者的关
注，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沪剧艺
术的文化工作者，对于保护地方
方言，说一点自己的看法：我在
!""#年就提出了关于保护地方

方言的提案。得到了大家
的共鸣和关注。对于保护

上海方言，我是有切身的体会。就
说我们沪剧院要招小学员，在上
海都找不到会说流利上海话的孩
子，上海地方戏要找会说上海话

的孩子，是要到江浙一带甚至全
国各地去找。现在上海人口中，外
来人口数量大，我们要有开放的
心态，让各地来的人都能讲自己

家乡的方言，因为保护一地的方
言，也是对这个城市的尊重。现在
上海的许多学校都接纳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生，要让孩子在很自
然的状态下说自己家乡的方言，
因为母语传承是靠口口相传的。
希望“上海闲话”版面能起到积极
的引导作用，让上海话在非常自
然的环境中发展。

! ! ! !因报社版面调整!

"上海闲话# 版面由原

来的每周二调整至每

周三 !"版!敬请谅解$

! ! ! ! #$ 望伊亮晶晶!好

像青石板浪钉铜钉$

$打一自然现象%

%$嘴尖呒没舌头!眼睛

生辣胡咙口$ $打一物%

&$瘦长身体!尖头把戏!外

面穿个木头衣! 一根肚肠通到

底$ $打一物%

"$一个小宝宝!面皮真正

老$打伊一拳头! 朝上跳一跳$

打得越是重!跳得越是高$

$打一玩具%

'$红衣穿满身!中央生黑

心!一时冒了火!打得碎粉粉$

$打一物%

($一个骷髅头!四面光悠

悠!一刀两半爿!有皮呒骨头$

$打一食物%

)$脱去青衫就要忧!尖刀

剐我勿停留!榨出我血止了渴!

却将骨头随意丢$ $打一食物%

*$一个刺客小身材!黄昏

黑夜即便来!飞檐走壁本事好!

刺中一刀就逃开$ $打一动物%

+$东面一座山!西面一座

山!永世勿往来$

$打一身上物%

#,$一个葫芦七个洞!兜来

兜去尽皆通$

$打一身上物%

##$一条长弄堂!当中交关

小天窗$一阵风声起!满弄歌声

唱$ $打一物%

#%$小小辫子竖上天!呒头

呒脚活神仙!肚里能藏男和女!

叮叮当当奔向前$ $打一物%

新民晚报活动专版部·第
!"#

期·

B! !"#!年 $月 %&日

星期三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吕 争

视觉设计：戴佳嘉 上海闲话

! ! ! !我是个老年退休教师，回想起自
家小辰光垃拉小学里读书个一些事
体，记忆犹新。阿拉学堂名字叫“树基
小学”，就垃拉天妃宫桥（今河南路
桥）北堍，现在属于闸北区。学堂南面
过苏州河就是黄浦区了。而学堂东
面，马路对过搿爿雷允上中药店（现
因拓宽马路已拆脱）则是虹口区。可
以讲，阿拉学堂现在讲起来是一校跨
三区，搿个辣上海是勿大有个。
树基小学解放后改名叫河南北

路小学，当时学堂个三角形校徽上
面画辣一棵老大个树桩，意思是讲
小学读书是打基础，基础打牢靠，以
后继续努力就能成才。一所小学个
校名取得介通俗、贴切、高雅，寓意

交关深刻，让人一辈子也忘记勿脱。
阿拉学堂地方并不大，北面有一块
比两只篮球场大一眼眼个操场，四
周为教室，二层楼房，围成一圈，教
室外面是回廊。学堂中间部分，原来
是天妃宫大殿，据资料介绍，建于清
朝，面积 ##"平方米，拨学堂当作大
礼堂搭仔室内运动场来使用个。这
座歇山顶飞檐大殿后来（大约在文
革前后）因学堂动迁也被整体拆脱，
迁到市郊松江方塔公园重建，是上
海勿大有个，邪气珍贵个古建筑。
特别对学堂大礼堂要讲一讲，就

是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阿拉学
堂有迭能个传统，每个礼拜六下半
日，全校师生侪要集中辣大礼堂里向

看戏，由各个班级个同学轮流演戏，
自编自导自演，邪气有趣。节目大多
涉及一些童话故事搭仔同学中个好
人好事（解放前称“少年美谈”），演出
形式以话剧、活报剧为主，有辰光也
有独唱、重唱搭仔舞蹈表演咾啥。记
得刚解放搿个辰光，多演出一些蒋介
石吃败仗个戏，小演员演个蒋介石身
穿旧军装，脚蹬高统套鞋（代替高统
皮靴），面孔浪向还要贴一小块黑色
烂膏药，来表示老蒋吃了败仗个一副
窘相。学生演戏，勿但丰富了学生子
个课余生活，也培养了伊拉个编、导、
演几方面个才能。总之，半个多世纪
以前，小学里向个一些事体，我真是
一生一世也忘记勿脱。

怀念阿拉树基小学老里八早

文 8 吴兴意

创作8王成荣

叠好被头

摆好枕头

轻轻讲句

夜里碰头

! ! ! !垃拉大多数人个心里&童年辰光是一生当中顶美好个回忆' 勿同时代个人&经历过不同个!六一"儿童节&不

过随便哪能变化& 搿份童真搭仔快乐却呒没差别' 今朝& 侬还会得拿侬小辰光唱过个儿歌唱拨拉小辈听�(

%%%编者语

文8詹力群

阿拉小辰光，拨拉大人吃生
活是老正常个事体，只不过多点
少点而已。垃拉搿搭我可以老得
意个讲：我拨拉爷娘“吃生活”，跟
弄堂里其他小人比，肯定是算少
个，弄堂里个“皮小鬼【$%】”拨大
人打，真叫：大打三六九，小打天
天有。每到夜快点，总归好听到
打伊拉打得“哇、哇”穷哭个声音。
我常常听到阿拉姆妈垃拉厨房炒
菜个辰光讲：侬听，#号里个华华
又拨伊拉姆妈“吃生活”了。

我拨拉姆妈吃个两次“生
活”，印象蛮深个。一趟是：一顶海
富绒帽子买来一天，就拨我落脱
了；还有一趟是我拿同学屋里向
个一块玻璃敲【&'(】坏脱了。碰着
搿种事体，我也晓得搿顿“生活”
是逃勿脱个。搿天回去，阿拉姆妈
板垃拉个面孔，一时还勿打我，还
让我吃饭，侬想，我啥地方还有心
想吃饭，心里反而想，早点打打脱
算了。夜饭吃好，碗筷收捉好，只
看到阿拉姆妈拿了一把尺：“过
来。”我只好老老实实过去，“手伸
出来。”呒没办法，抖索索拿手伸
过去，“叭、叭、叭。”开门见山先三
记，呒没还价个。我硬劲屏牢，眼
泪水垃拉眼眶里转，就是勿落下
来，后来，姆妈训一句，打一记，我
也记勿得打了多少记？小手心已
经通通红了，最后实在熬不牢了，
“哇……”嚎啕大哭起来了。夜里
向，睏拉被头里人还拉抽，这顿
“生活”吃了蛮结棍个。不过，想想
也蛮奇怪个，拨姆妈打过勿会记
仇个，一觉醒来就忘记脱了，还是
“姆妈、姆妈”亲热个叫个勿停。

听长辈讲伊拉过去个童年

阿拉侪是上海人&

上海闲话真好听'

菜场里向兜一圈&

各种菜名讲得清'

白菜叫做黄芽菜&

玉米叫做珍珠米'

莴苣叫做香乌笋&

土豆叫做洋山芋'

西红柿&叫番茄&

茄子茄子叫落苏&

还有交关好小菜&

大家侪来寻一寻'

童年往事

吃生活

小辰光买夜报
文8曹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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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传承是靠口口相传的
发言者 马莉莉 上海著名沪剧演员

【第五十五期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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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歌

学讲上海话

新剃头

阿拉侪是上海人

新剃头&

打三记&

勿打三记触霉头&

打仔三记额角头'

上海老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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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斗鸡

创作8史玉新

阿爸姆妈老上海

普通闲话讲勿来

阿拉是个小上海

上海闲话讲勿来

讲勿来么哪能办

侬教我唻我教侬

普通话唻上海话

刮辣松脆讲得 赞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