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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咸酸饭是上海人个叫法，味道
有眼咸味但勿酸，外码头人通常叫
个“菜饭”。我小辰光住城郊隔界地
块，记得姆妈用大灶头烧个咸酸饭
交关好吃。每趟烧，我邪气开心，人
虽呒没三尺灶台高，却偏偏吵当伙
头将军。因为吃咸酸饭特别开胃，饭
量比平常多添一碗。读中学辰光，有
一趟我单独烧咸酸饭，想让爷娘下
班回来表扬一番。啥人晓得看人挑
担勿吃力，结果一铁镬子饭拨我糟
蹋脱：镬底黑糊糊像结仔焦炭，当中
向里米粒侪呒没涨开，面浪黄豆嘣
硬带夹生气、青菜叶煞煞黄……
阿爸安慰我覅垂头丧气，鼓励

我一朝生两朝熟。后首末子我盯牢
姆妈一连烧仔几次。姆妈欢喜选卷
心菜搭配，勿用绿叶子菜，因为绿叶
头菜焖辣镬里会发黄影响色面；假
使摆黄豆个话，先倒进油里爆一爆；
伊拿洋山芋切滚刀块，咸肉切成豆
子块，拿和头一股拢统煸到半生勿

熟盛起来压辣米个上头，再倒水灌
齐菜面平口，水头加多加少马虎勿
得。至于烧火，像拗豆萁柴、打稻草
结我老鬼【!"】，勿过掌控火候蛮重
要，一旦镬里水分差勿多快干了，姆
妈跟我讲，豪燥抽出旺【#$%&'】火
柴，让灶堂里个余烬慢慢焐。经过多
趟操练，我终于掌握了烧咸酸饭个
门道，老得意个，爷娘笑嘻嘻夸我有
能耐。
到上世纪 ()年代初，一家门搬

进内环线里呒没仔大灶头，想吃咸
酸饭，放钢宗锅子里烧。用迭种餐具
阿怕我能耐再高，效果相差老远，单
拿新粳米比较，大灶头浪出镬个米
粒粒饱满，弹眼落睛，吃起来粘性实
足并且滑爽。尤其镬底烘出来个一
层饭 爿，厚薄适中，香香脆脆，煞
口来覅话。搿种风味，使钢宗锅里烧
个咸酸饭彻底望尘莫及。还有马路
泊浪埃些挂“咸肉菜饭”招牌个小食
铺———所谓菜饭，无非拿青菜叶斩

斩碎戕辣白米饭里翻炒几夹子。辣
我看充其量只是菜沫子拌白米饭，
哪及得我脑子里个正宗个上海咸酸
饭。像吃搿种小家败气个菜饭，老实
讲我呒没一次有过增加饭量多添一
碗个感觉。

对大灶头浪烧个咸酸饭好吃，
我已打下深深烙印。有常时馋搭搭，
就相约朋友去崇明农家乐过过瘾。
搿地方仍旧保留着勿少大灶头，当
地人既淳朴又热情，对游客服务邪
气周到。伲只稍提出想自己动手烧
咸酸饭吃，伊拉一定会满足伲要求。
乃末大家分头忙碌，有人上农贸市
场采办材料，有人登辣屋里淘米抱
柴。等到烧出满满当当一大镬后，叫
东家一道吃，老板娘讲：喔哟灵光
个！饭里向有火腿咾、香菇咾、蟹黄
咾，跟老底子放莴笋叶咾啥比比，简
直天浪地浪，讲得大家一阵笑。伲捧
着一碗碗热腾腾、香喷喷个咸酸饭，
侪吃得津津有味。

大灶头烧咸酸饭灶披间 文 ? 唐瑞清

文 ? 郭晔旻

有人讲，上海闲话缺
乏记录方言个通行易解
个文字。假使迭能讲法，
阿是需要发明汉字个仓
颉老先生转世投胎，造出
一堆字来表达上海闲话，
就像广东闲话里向个
“啲”、“哋”、“嘅”搿种呢？

我以为，汉字是老祖
宗留下来个，普通话搭仔
各地方言共同个财富，几
千个常用汉字写写一般
性个文章根本就是笃笃
定定，大可勿必费心费力
去造字。语言文字个特
点，就是约定俗成，阿拉
就拿北方话白话文来讲
好了，人人侪晓得，“们”
是人称复数个意思，又有
啥人晓得，顶早个辰光，
“们”是写作“每”个，“我
们”就是“我每”，现在人
看上去怪，*+)年以前个
元朝人偏偏就是迭能写
个。再讲个近点个例子，
形容程度个“很”，垃垃早
期个白话文里向，是写

“狠”个，语文课本里向个鲁迅个
文章里经常可以看到，学生子问
起来为啥体是“狠好”勿是“很
好”，教书先生只好讲是“通假
字”，其实就是嫌鄙“狠”看上去勿
适意，葛咾后来改了个字。连现在
通行全国个白话文早期也是要写
写看“毛估估”，看勿顺眼再“调一
调”，上海闲话写出来有几个字拨
人觉着奇怪，又有啥勿正常呢，
“阿拉”两个字，跟要表达个意思
勿差十万八千里么也差勿了多
少，现在大家勿是侪习以为常？就
像鲁迅先生讲个，“世上本没有
路，走得人多了便有了路”，写了
多了么自然有办法，勿写总归呒
没办法。况且吴语的书面文学已
经写了几百年了。
作兴又有人讲了，侬就算勿

新造字，写出来个物事外地人看
勿懂，又有啥用场。葛末我就要问
了，写出来全国人侪看得懂，搿个
勿是就变普通话了么？方言方言，
顾名思义，就是一方之言，假使搿
篇文章是写拨全国人民看个，势
必至于要用普通话白话文，但如
果讲我要写个物事，我要表达个
思想，就是拨懂迭个方言个人看
个呢？搿能又何必强求一致？青菜
萝卜各有所好，“大家闺秀”有“大
家闺秀”个标致，“小家碧玉”一样
可以有自家个风韵，世界难道勿
是丰富多彩个么？
末脚补充一句，我伲老欢喜

上海闲话个，作兴上面讲个闲话
有人听了勿“焐心”，葛末也只好
先表歉意，闲话堵垃心里勿讲出
来，总归自家殟塞个。

文 ? 沈鸿鑫

辣海一百多年之前，
有一点上海人为了搭到
上海来个外国人交流，开
始讲起了洋泾浜英语。

当时上海有条河浜
叫洋泾浜，伊是黄浦江格
支流，东起黄浦江，西到
现在个西藏路。浜个北面
是英租界，浜个南面是法
租界。,(,-年，洋泾浜填
平造马路，马路名叫爱多
亚路，就是今朝个延安东
路。因为洋泾浜是英、法
租界个交界地，浜个两岸
华洋杂居，洋行、教堂分
布，西方外交官、商人、海
员、传教士出出进进，邪
气频繁，商务贸易、文化
交流着实兴旺。乃末讲闲
话交流成了难题。当地有
一眼稍为懂点英语个人
就充当起翻译搭导游来
哉，当时个名头叫“露天
通事”。上海有一首竹枝
词，迭能讲：“露天通事另归司，各
国人言无不知。出入城厢市井内，
用钱先讲后来支。”而不少华人要
跟外国人做生意，也只能学几句
英语，夹杂一眼上海闲话来跟洋
人交流。这种半土半洋、“夹生”的
英语就被称做为洋泾浜英语。洋
泾浜英语在英语中写作 ./01/&，
意思是混杂英语，翻译过来叫“别
琴”。比如 23& 04？（23& #4" 04

5$/6 748 9:？）;3# 9# $45 <35:8=

（>?5 9? 649? $45 <35?8=）@$35

6/0?？（@$?8? /6 /5？），搿点侪是搿
个辰光通用个“洋泾浜语”。后来
辣上海，凡是迭桩事体勿正宗、勿
地道，侪讥讽为“洋泾浜”。一种是
用上海闲话讲英语，譬如拿银元、
大洋说成“大拉斯”，钞票多叫“麦
克麦克”，没有钞票叫“瘪的生
司”，全部叫“搁落三姆”，打扑克
牌廿一点叫“圈的混”等等，侪是
读英文词读出“洋泾浜”来。有首
竹枝词迭能说：“清晨相见谷猫
迎，好度由途叙阔情。若不从中肆
鬼肆，如何密四叫先生。”另外一
种是拿英语当中相近字母拼音个
勿同词汇混辣一道用，像纸张、炮
弹、关门等垃拉英语当中拼法相
差勿是老多，但实际浪并勿相同
个，可是辣洋泾浜英语中一概全
读成功“若脱”。有一首竹枝词写
道：“纸张、炮弹与关门，短字、呼
号一例论。五者同声名若脱，何妨
一口囫囵吞”。第三种是英语词语
用汉语、上海闲话个语法来拿伊
拉联缀起来，变成土洋相杂个语
言。上海著名滑稽艺术家姚慕双、
周柏春曾经演过一段《学英语》个
独脚戏，对洋泾浜英语作过夸张
个描写，讲小滴子帽子读成“西瓜
皮 $?5”，黑个漏空皮鞋读成
“AB3CD 洞洞眼 6$4?6”，两辆汽车
在三岔路口香鼻头，撞坏脱，里面
个人全部受伤，翻译成：“5<4 94!

548 C386 在 5$8??岔路口 D/66，
乒碰拍冷打，5$? 9?& /&6/0?

统统喔唷哇！”观众听仔会笑
痛肚皮。洋泾浜英语是上
海向外开放口岸初期出现
格一种历史现象。
今朝学生子从小学就

开始学英语，中学、大学里
更是拿英语列为重要个课
程。再也勿讲以前迭
种洋泾浜英语了。

! ! ! !以“传承本土文化，珍爱上海方言”为宗旨
的本报《上海闲话》版是目前全国唯一用书面
语言表达上海方言的报纸版面。自 E),)年 F

月《上海闲话》创版以来，出版已逾一百期，吸
引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此次新民网推出的
“上海闲话”专页（6$G$=G/&9/&=H&）设置了“弄堂
茄山河”、“沪渎码头”、“沪语天地”、“侬讲伊
讲”、“老里八早”、“灶披间”以及“有奖做题”、
“侬问我答”等版块。更具有网络特色的是，专
页开设了“沪语听听看”音频专栏。
“沪语听听看”精挑细选具有上海话特

色的稿件并配有沪语人声朗读，读者和网友
可点击收听。老上海人能“边听边读边回
忆”，感受并回味浓浓乡音；新上海人能“边
听边读边模仿”，学说上海话。另外，网友也
可登录新民网上海滩微博，参与“上海闲话”
专题中“我要参与”、“我有话要说”的微博互
动，说出您的宝贵建议和想法，或参与我们
的话题讨论。 （马建慧）

! ! ! !请大家寻找一下! 下文哪些字

词是用上海方言词语表达个"

上世纪 -+年代上海出现市民
“最喜欢看用上海俗语写的小说”的
现象，这是由当时的市民文化背景
所决定的（见于“上海的小型报文
化”座谈会记录，《杂志》,(-F年 (

月 ,+日第十一卷第六期）。如 ,(-I

年上海小报《罗宾汉》上西平在《洋
场燃犀录》中的杂文，有的都用上海
话来写。又如 -+年代活跃于上海小
报和电台上的杨乐郎在 ,(-I年出
版的《洋泾浜猎奇录》第一集中的海
派小杂文《天文台》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之后，从内地出来的

一批仁兄大人，掮了抗战八年野人
头，到上海住现成洋房的固然不少，
可是在内地住了好几年白鸽笼，回到
上海寻勿着房子而借干铺的照样也
有，打样鬼赵夹里，拨大世界门口一
只炸弹一响，就此吓得卷铺盖，二夫
妻游码头游到内地，结果比你我勿动
身朋友，苦头吃得说勿出话勿出之
深，一份人家全部铲光，险介乎在内
地讨饭。胜利后直到今年春天，刚刚
别着盘川回到上海，到了上海没有等
身之处，二夫妻在北褚家桥小客栈
里，又孵了一个多月‘抽斗’，后来大
家朋友看勿过，写公份替他在自来火
街顶着一间‘楼外楼’，此乃一间在晒

台外面搭出来的一只阁楼也。一间房
间小得实头像只自来火壳子，一只三
尺半铁床摆进，面积已经占去三分之
二，赵夹里几年来苦头吃得套裤深，
有迭能一间安身，心满意足，夜里睏
在床上，天窗里望出去，一轮明月满
天星俱在眼前，赛过睏在天文台上一
样也。近来天气渐热，子码二夫妻每
日汏浴发生问题，因房间小得连一只
脚桶亦放勿落，子码到底是打样师，
一想横里无法扩充，就朝空中发展，
所以请一个木匠，将四只床脚接高三
尺，利用床底下余地，摆只大脚桶进
去，作为浴室，家主婆汏起浴来，只要
将被单朝下一拉，赛过浴室门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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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期题目】

! ! ! ! .7铲起杜瓜根 比喻循根寻原。
杜瓜是一种滋阴中药，磨成粉即天
花粉。

*7闲时勿烧香 平时不给好处，
急时要求帮忙。平时懈怠，急时才设
法。

@7 在家靠父母 在家父母靠得
住，到外地要依靠朋友帮助。

-7一日讨到夜 欠小孩的钱，老
是要你还。常把有些人比喻作这种
小孩。

)7勿怕勿识货 有比较才有鉴别。
>7 勿见人下来 只是说得好，

但实际上什么都不落实。
(7 晏来吃厚粥 说明动作迟钝

这也有福气。常作戏言。
A7 篱笆扎得紧 防备严密就没

有空子可钻。
B7跌倒自家爬 不要依赖别人，

即使受挫也要自力更生。
.+7若要人勿知 做得再隐蔽的

事别人也会知晓，劝诫人要慎独。

【第五十六期答案】

沪渎码头

想
起
洋
泾
浜
英
语新民网推出

“上海闲话”网上听
栀
子
花
&

&

&

白
兰
花

! ! ! !免费咨询热线：-++J
IIFJK)K)

领奖地址!上海市成
都北路 L)) 号峻岭广场
,I)I室

联 系 电 话 !)E, J

KFK)KF)(转 LF(

【第五十六期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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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杨乐郎发表的上海话杂文《天文台》

是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