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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的变异
李大伟

! ! ! !上海话不是本地话。
本地话是郊区话———近郊菜

农、远郊粮农、海边棉农等说的土
生土长的语言，我杜撰为“沪语”，
此联想源于沪剧，念白应该叫“沪
语”，经典句子：“侬迪只西（死）货
色！”（《阿必大回娘家》）是本地
话，非上海话。

上海话是杂糅的产物，形成
于开埠后，局限于市区内。新中
国建立前，那里汇聚了苏浙粤等
地移民（大部分失地农民、一小
撮避乱乡绅），各自带着当地的语
言，汇拢在一起———工厂里、商店
里、弄堂里。二房东，三房东，亭子
间嫂嫂，七十二家房客，为了生活，
菜场里讨价还价，烟纸店里斤斤计
较。邻里间的照应，必须交流，必
须让对方听懂。于是南腔北调，去
角磨棱，“去掉一个最高分，拉掉
一个最低分”，向彼此听得懂的
“中线”靠拢，在苏州好婆、无锡老
爹、宁波阿姆、广东阿柄、本地人

的阿福根之间，久而久之，终于形
成了“阿啦”上海话系列。姻亲关系
的，“阿舅、阿爸、阿娘、阿爷”，非血
缘关系的，“阿姐、阿哥、阿姨、阿
公”，越喊越大，越喊越甜，连猫
和狗都被叫做“阿狗阿猫”！
老上海话

有区域之分，
闹市区，比如
静安、卢湾，略
带苏州音，南
市一带，略带些本地松江口音，四
川路一带略带广东“坏”（话）。工厂
区，比如曹家渡、平凉路一带，那里
夏天盛行露天淮剧场，略带苏北
腔。鞍山五村多公安局家属区，由
于历史原因，山东口音重：“阿娘，
喔（我）讲拔侬听，侬晓得吗？”在
上海，骂人，宁波腔最石骨铁硬：娘
希匹！苏北话最夸张，抑扬顿挫：
“陈同志哦，伊一拳哦，喔（我）眼前
噢，满天五脚（角）星！”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最宜在居委会倾诉。山

东话最麻辣：“山东银（人），不骂银，
骂起银来吓死银。”（胶东口音）苏
白（苏州话）最雅：发芽豆叫独脚蟹，
螺蛳肉叫罐头肉，韭菜绿豆芽叫
小青青白娘娘。
移居上海的第二代，小广东、

小山东们，说一
口上海话不带口
语，但听不懂真
正的上海话———
沪语。到驾校学

车，恰逢上坡，师傅是远郊南汇
人，高嚷：轰、轰、轰。徒弟
不知所云。师傅急了：“侬
寿啊，轰油门嘠！”
宝山是近郊，紧邻杨

浦区，小时候常去那里的
毛豆地里捉蟋蟀，农民发
现后，顺手抄起墙角里的扁担，远
远地冲过来：“小狼棺材，老里清
早到老伯伯田里捉蟋蟀（读才
即）。”同样骂人，远郊与近郊，定
语是不同的。“文革”期间“批林批

孔”，宝山农民上台：“林彪迪只狼
棺材，人参当归吃不胖。”而南汇
人骂的话，应该是“寿棺材”。
上世纪 !"年代，学校推广普

通话，凡说上海话遭到扣分举报。
结果上海人的上海话“老不灵
的”，我称之为“五角场话”。五角
场是高校、部队汇集地，解放后最
早、最大的移民区域，说话特征：
北方音#上海腔。
到了新世纪，上海的孩子往

往由保姆领，保姆多苏北、安徽，
全家随苏北阿姨叫唤，上
海话被扼杀在摇篮里！
老一代上海人的“我”，喉
咙间发出，收口音。下一代
上海人的“我”，圆嘴形，总
甩不掉北方的“吾”。

老华侨返沪探亲，孩子们私
下议论：“阿娘讲的是乡下闲话
嘛！”朋友甚为忧虑：一蟹不如一
蟹。我倒不以为然，上海话本来就
是混杂的，变异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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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秋风渐起的时候，传来了郭若愚先
生溘然辞世的消息。一位布衣布履散淡
老人羽化而去，带走了我的精神寄托，留
下了挥之不去的思念。

$"多年前的中秋节，在民主党派联
谊会上，我结识了文博耆宿郭若愚先生，
尽管年龄相差 %"余岁，但我们一见如
故，成为忘年交。当郭老知我雅好隃
麋，行脚徽皖，浪迹四方时，投来了赞
许的目光。一次郭老来电，让我到他家
去，并特别嘱咐带好照相机、电子秤、
笔尺等。我甚是狐疑，踏上吱吱呀呀的

狭窄楼梯，拐进一间窗明几净的房间。郭老端坐床
边，书桌上有条不紊地摆放着各种漆盒，我一下子明
白了，这是郭老珍爱的藏品。清晰地记得有大明朱砂
墨、康熙集锦墨、乾隆御制墨，纪昀、金农、赵之谦定
版墨、民国礼品墨，林林总总，这些都是连博物馆都
难得一见的珍品啊！郭老让我戴上手
套鉴赏，并特许我拍照、量尺寸、称重
量，让我留下墨史实物，带回去研究。
回到家，展开这些资料，思绪翻

腾。我想，郭老真是豁达之人，古时收
藏家对自己的珍爱物都秘不示人，哪有大方慷慨与人
分享？郭老不一样，他不愿独享，而愿众乐，钦佩之情，
油然而生。

$""&年初春，年逾耄耋的郭老屈驾光临寒舍，对
我蓄墨进行甄别，传授经验。我亲炙教益，收获良多。临
别，我请郭老留下墨宝，郭老略加思索，挥毫题下“学在
民间，墨写人生”八字懿言相赠。我精心装裱后，悬挂在
陋室内，时时回味，永记在心。

$""'年，我加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郭老得知后，甚
为高兴。他告诉我，&!''年，他就在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
物馆工作，我们亦算同事了。郭老嘱我关注上海笔墨
史的发展，特别是曹素功墨苑的史料抢救。郭老眼光
犀利，思维前瞻，见解独到，不愧是前辈大家。
郭老性格谦和，为人平允耿介正直，望之温润可

亲，却内有威仪。他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亦如他的名
字，大智若愚。多年来，海内外众多收藏爱好者，托人找
关系请郭老鉴定文物，家里常常门庭若市，人满为患。
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每一位求
助者，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在民间默默地奉献出别具
一格的文化业绩。
郭老是一位在文博路上踽踽独行的侠客。上世纪

'"年代初，就走上文博之路，与郭沫若、郑振铎等大家
交往甚密，是甲骨文研究
的中坚。郭老毕生没有任
何官衔，也没有技术职称，
但他却留下了《殷契》《郭
若愚博物品鉴》等百万字
著述而饮誉文博界。这或
许就是普通民众更能接
受并理解的文化畛域。

苍茫云水已远去，大
智若愚遗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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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与疏

戴逸如文并图

#牛博士对马妞说$

! ! ! !有位媒体朋友

周游列国) 比较之

下) 痛感于我们有

些同胞太看重钞

票) 想做档有意思

的少儿系列节目) 却苦于无从下手* 我建议他看看

+美德书,* -+道德经,. /他嘟囔着)一脸疑惑*

不)+美德书,* 威廉0贝内特从名著中选摘的短

篇或断片)分别挂到同情1自律1责任1友谊1工作1勇

气1毅力1诚实1忠诚1信念十个极普通的词下2 这十

个寻常词串联起来)就是美德了3 美德一点不神秘)

一点不高不可攀*

央视记者逢人便问4-你幸福吗. /可是)有的被

问者连幸福是啥都没弄清)能答出好话来. 果然雷

人雷语迭出)而雷之根)都盘在一个钱字上*也有记

者问莫言4-幸福吗. /答4-不知道* /被嘲为作秀4

-得了巨额奖金能不幸福. /还是落脚在钱上*

贝多芬说4-使人幸福的是美德而非金钱) 这是

我的经验之谈* 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美德5使我不

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美德* /

噫)如果疏远救患难1灭自弃的美德)却与金钱

这个妓女6莎士比亚的毒喻7如胶似漆)那真是可悲8

都 柿 王忠范

! ! ! !到塞外林城采风的时候，当地文联
的朋友就请我们喝地产的都柿酒，还说
这是新产品。这酒色鲜、甜润、柔绵，有种
山野之味，着实爽口、好喝。
前些年我曾来过，还慕名登上了这

里的都柿岭。都柿岭前谷后坡都有都柿
树，那树棵棵长得结实，枝细细的，叶小
小的，清秀而又充满灵
气，很好看。清顺治年间
在这里建围场时，一个
领头的官员就吟诗赞赏
都柿：“晨来红向日，暮去绿生幽。欲语花
争俏，流香少女羞。”看来这人确实欣赏
都柿树，他把都柿树比喻成美女了。不过
那时候不是开花的季节，我没看
到都柿花，更没见到果了。
这次到林城，正是都柿果红

遍山岭的时候，我便决计进山住
几天。在看山人住的那间小木屋
里，山伯说起都柿果，眼里闪烁着得意的
光彩。他说大辽萧太后的妹妹英哥在这
里秫马厉兵时，就喜欢吃山上的都柿果，
所以这都柿果早就大有名气了。他的话

于史无证，但山里山外的人们都知道都柿
果却是事实。山伯门前就有几棵都柿树，
那上面密密层层的果子如珍珠，似玛瑙，
像小灯笼，成串串，连嘟噜，玲珑剔透，喷
红吐紫，真美！顺手摘下一尝，浆液绵润，
甜里有酸，酸中透甜，堪称山里美味，好
爽哟。有两棵树的果子没熟，还很青呢。

入夜，山里一下子静
了下来，星星和月亮显得
很近很亮。山伯告诉我，眼
下的季节雨水勤，阳光强

烈，都柿果变色是一夜之间的事。第二天
我去看那两棵都柿树，那上面的果实果
真变得粉嫩嫩的，还披几丝鲜活的微红；

又一夜过去再去看，果实竟变得
火红发紫了，耀人眼目。都柿果神
奇古怪，谁能不产生些许感怀呢。
山伯说，都柿树最恋故土，多大风
雪也冻不死它，可移栽到别处它

就活不成了。他的话令我一阵惊颤：都柿
最依恋大山的是根！
我离开时，山伯送给我一桦皮盒晒

干了的都柿果，说冬天时再吃更有味。

%%%中医与肿瘤#二十$

张建明

种子与土壤!六"

! ! ! !今天我向大家汇报
自己在长期治癌中对种
子与土壤关系的认识与
实践过程。

&!()年底，我从卫校
中医班中专毕业后分到了
一家乡卫生院看门诊。因
为人地两疏而且年纪太
轻，所以病人不多。没有经
验的我，只能完全按
照教科书上的范式看
病。不要说不敢越雷
池一步，就是半步也
真的不敢。附子用的
都是熟的，剂量在十五克
以内；细辛用的也都是三
克以内的量。治病效果或
好或差，总体不理想。我极
不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
我心中英雄主义的思想天
生浓重，非常急于成名成
家。但中医的常识告诉我：
学中医、成名医是一辈子
的辛苦活，是要慢慢熬的。
我甘心终身吃苦，但不甘
愿成名的姗然迟临。
没有谁能够跨越成长

的过程，但设法缩短过程
则一定是可能的。有什么
办法可以作为捷径呢？唯
有尽快提高看病的本事。
只要有了本事，就会有病
人；只要病人越来越多，就
会随着实践的增多而加速
成长。但摆在我面前的严

峻事实恰恰正是严重地缺
乏病人。这又怎么办呢？病
人既是不能拉，也是拉不
来的。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看医案。通过学习医案，就
可了解、熟悉和掌握好医
生们是如何看病的思路和
方法。这是我当时条件下
最好的练兵之法。于是我

就开始大量搜集古今内、
儿、妇、皮肤等科的医案。
研读时把病史以下的部分
用纸压掉，根据病史自己
给出诊断、开出药物和剂
量，最后再跟原书核对，分
析自己的对错。
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看书。生活的全部内容只
有看病、看书与思考。拒绝
任何应酬；拒绝任何无关
医事的活动。没有一天节假
日；没有一天在深夜一点前
睡觉。这一努力取得了两大
好处：一是快速提高了技
术；二是使我在学医之初，
在既非祖传又无名师指导
的情况下就能十分幸运
地成功暗合了中医的生
命端在临床的治学正道。
随着对临床的不断熟

悉又渐渐发现了两大问
题：一是都说中医是治本
的，但事实上对许多西医
诊断明确的“硬病”要使其
真正断根却也跟西医一样
缺少好的办法。许多古代
难治的疾病，现在依然如
此。二是发现临床中有许
多慢性病患者常常不是病
因虽然简明但病情却
十分顽固，就是一身
多病，证情兼杂，矛盾
不仅错综且多对立，
体质特性各异，皆远

非教材中死板的套路可以
现成应对。这些问题令我棘
手和困惑。我不知道是不
是中医原本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只能这样子？更不
知道以后是否可以改变？

看病要抓主要矛盾，
要像张仲景《伤寒论》中的
方子一样，用尽可能少的
药取得好的疗效，所谓“药
简效宏”、“四两拨千斤”，
这才是中医的境界和高水
平的医生。如果眉毛胡子
一把抓，就说明你分析问
题的能力差，抓不住主要
矛盾，就是没有辨证能力
的表现。这种评价古今如
此。但实际临床的复杂性
远非都能依靠仲景类的
“小方”可以解决。仲景之
后学术流派的纷繁发展以
及孙思邈等书中集几十味
中药于一方的“大方”的出
现，说明的就是这个事实。
但当时因为我对复杂病例
的接触尚少，难以运用哲
学之理对“大方”之用予以
论证概括，所以在处理复
杂病情时的增加药味和剂
量只是迫于临床的实际需
要，而并非认识清楚后的

理性行为。因为方子大了
而一天吃不光，于是就有
了一剂中药视量大小而多
日分服的方法。那时大多
数方子中的药味达到了三
四十味左右，剂量也比常
用的翻了至少二三倍以
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
是想使得干预病情
的力量能够尽可能
强一些，另一方面
则是想把人、病、症
及各路药物间的关
系处理得尽量平衡、协调
和周全一些。这样做后不
仅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而
且一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
症的疗效因此也有了显著
提高。于是又把此法重点
应用于哮喘、肺气肿、慢性
肾功能不全等顽病上以求
突破。随着药味主要是剂
量的不断增加，这些病的
总体疗效也比原来有了明
显进步。此时方剂的容量
更加扩大，一张方子中的
药味已达七八十种，甚至
逾百。熟附片、黄芩等主药

的剂量可达几百克。一包
药的总量已达十余斤。这
就是我现在已经常用的大
方复治峻量的学术体系形
成的简要过程（关于这一
学术思想我将在以后的文
章中专题详述）。现在回想
这一创举的动因：一方面

来自对古今医案的
大量研读。它使我
眼界大开，看到了
许多医家用药味数
及剂量超常、手法

丰富、风格各异的大量医
话医案，从而跳出教材之
井隅而遍得杏林全貌。另
一方面这些领略与汲取，
也成了我敢为人先、大胆
谨慎、豪放周全的性格得以
释放而铸成风格的催化剂。
从此，我在中医肥沃的田野
里开辟出了自己的蹊径。

王子安
访风景于崇阿

（演员）
昨日谜面：莫须有
（二胡曲）
谜底：乱云飞（注：云，

说话；飞，借指“岳飞”）

快乐余言短信
余惕君

! ! ! !圆为灵活性，方为原则
性；圆为人性化，方为制度化；
圆为动，方为静；圆为柔，方为
刚；圆为体，方为用；方圆结
合，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

人的一生，其实只做两件事：一是做必须做的事，
二是做想做的事。智者和常人的区别在于：不仅高兴地
做后一件事，而且愉快地做好前一件事。

有人说：太阳每天都会落下；也有人说：太阳每天都
会升起。积极的心态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心
态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命运自性格来，性格自习惯来，习惯自行为来，行
为自思想来，思想自心灵来，人生如舞台，心是总导演。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少欲则宽；人之心境，多欲则

忙，少欲则闲；人之心术，多欲则险，少欲则平；人之心
事，多欲则忧，少欲则乐。

龟兔赛跑，乌龟赢了，因为兔子掉以轻心；第二次，乌
龟又赢了，因为兔子只顾猛跑，方向错了。成功*认真#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