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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话
的
几
个
特
征

李
大
伟

! ! ! !上海话不是本地话。本地话是上海
郊区话。视频里，宋美龄说的就是本地
话，不是上海话，至少是含浦东口音的普
通话。是“迭爿爿、伊爿爿”（这里、那里），
踩油门叫“轰”，风也叫“轰”，后两句大部
分上海人听勿懂，听得懂的是上海郊县
农民，他们是本地人（原住民）。
上海话囿于内环以内，是市区方言。

内环以外，二十年前多是郊县，说的都是
本地话，市区人不太懂，甚至还不如苏州
话好懂，因为上海话是吴越语的
杂交。苏州评弹曾是上海人的最
爱，成了普及媒介。

上海话是上海人的第一特
征。本地姑娘嫁到城里，邻居称之
为“本地姑娘”，如果进门一口上
海闲话，而不是宋美龄式的本地
口音，那才叫上海姑娘。
上海开埠后，各地人来上海

讨生活，其中苏州人、无锡人、宁
波人、绍兴人、广东人、福建人、苏
北人、安徽人、山东人较多。当年
的上海滩之杂，相当于纽约的法
拉盛———美国最大的中国城，听
不懂的不是外国话，而是中国
话。大家挤在一个屋檐下，成为《七十二
家房客》之一，经过长期磨合，为了生
意，为了生存，更为了生活，杂交出上海
话，这是各地方言最大公约数：以苏州
话与宁波话权重最大，以此为基
调形成了上海话。上海话“嗲”是
苏州话“嗲妹妹”的变迁。同样意
思“赞”，胚胎是扬州方言：“《水
浒》就是一把赞货。”“哪能”（咋
啦）是苏州人挑衅语“哪亨”的变
异。阿大阿二（读 !"），那是从“宁波阿
娘”的语系演变过来的。

#$$$年的一天，我在瑞金二路电话
亭里，回复拷机上的来电，听到电话间
老阿姨在闲谈：“%号里（#&'弄）又吵得
不可开交，都想卖房搬出去。”倘若如
此，就是一整栋新式里弄出售，我立即
上门动迁，上下四户人家立在底楼谢
家，一致对外盘问我：“李先生屋里厢
哪里？”上只角人的地域观非常强烈，
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来，即便谈论浑
身不搭界的话题，也要抖出来豁豁，上
海话：卖洋卖洋！（显摆显摆）。我干脆
利索：“大杨浦滴！”其中一位中年妇女
马上故态复萌，两臂抱胸，居高临下，
告诫我：“迭只地段李先生是看得懂

额。”眼角瞟侬。我客客气气地夸道：“灵
光地段！”话锋一转：“不过，四家人家挤
在一窝就不灵光了，早上上厕所的辰
光，人的生物钟都是一样额，迭格辰光，
女的坐在里厢马桶上，男的提着裤子立
在门外头，还要排队起蓬头，像拎只钢
盅锅子买生煎馒头———”最后一句“既
不不方便，也不雅观”尚未出口，他们异
口同声制止：“好了好了，要买就买，勿
要讲得嘎昂赛好�！”讨饶了。昂赛：英

语：(! )*+,（贱卖）的谐音，上海
话里还夹带外国闲话的元素，俗
称“洋泾浜闲话”。
这些年上海话在变。十年前，

为了推广普通话，上海小囡在学
校不讲上海话；回到家，面对的是
钟点工，为了不见外，也为了便于
沟通，爸爸妈妈都顺着钟点工。钟
点工在家，都说有口音的普通话；
如果是住家保姆，那么小囡就没
有机会说上海话，只会讲“既不上
海也不北京”的各地方言普通话。
到了初中，再学上海话，口型就转
不过来了。我女儿就是个例子，到
了初中，“喔要讲上海闲话”。“喔”

（我）是北方话的圆口型，改也改不过。她
妈妈急啥忒了：“像外来妹，格脎弄法
子？”一急，宁波方言也出来了。上海人
喜欢靠本事不靠关系，口头禅：“硬碰

硬”，现在成了“昂碰昂”———那
是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就像小时
候路旁小苏北卖刀，刀砍钢丝，
一刀一断，心急得憋不住，哑巴
开口：“昂碰昂。”

现在要了解上海人家的背
景，只要听听孩子的口语，基本可以判
断家庭经济背景。一口地道上海话的，
那么是外婆带大的，妈妈可能是个啃老
族，外婆肯定是个“杨白劳”。如果上海
话很生音，夹杂外地口音的，那么是常
年请钟点工的家庭。上海话只会说单
词，无法连贯交流的，说着说着就溜回
外地普通话交流的，那么就是有住家保
姆的。如果可以听出方言口音的普通
话，那么是住家保姆不换的，这个保姆
忠诚度高，家长也是厚道的。

现在我的孩子是上海户口，还是上
海籍，我也是土生土长上海内环的上海
人，女儿是“昂碰昂”的上海人，会说一
口英语，但不会说地道上海话，真正急
煞人！

植物最后的用场
高明昌

! ! ! !长在河边的芦苇是个了不起的
作物。端午节到来前半月，我们就开
始去掰芦苇的叶子，用它来裹粽子。
我们抓着了芦苇的一张叶子，将芦
苇拢在眼前，再伸手将芦苇的叶子
一张张掰下来。到了秋天，芦苇就会
被我们割掉、晒干，按照长短分开，
长的做成竹帘子，用来晒棉花，短的
织成墙笆，当瓦板用途的，余下的芦
叶用来当灶膛硬柴的引火。当中还
有一个细节还要说一下的，那就是
芦花，这个芦花，勤俭农家还要派两
个用场，芦苇开得正旺而不扬花的
时候，摘下的芦花是做芦花扫帚的，
用来扫地，灰尘扫得很清爽；那些扬
花的芦花是用来做蒲鞋的，芦花做
的蒲鞋极为贴脚，缺点是像一只船，
肥大，也怕湿水，走不得快路。但蹲
在家里，穿上了一双芦花鞋，那个
暖，从脚头到心里，暖是很实在的。

浑身都派用场的不但是芦苇。
当年村上种的三大作物都是这个样
子。比如稻谷就是。我们收割了稻
谷，经过脱粒、扬尘、热晒、装袋，大
部分卖给了国家，一部分分到了家
里，成了我们饭桌的白米饭，白米饭
的白亮、清香，还有那个嫩相，真的
好看又好吃。所有的米都是经过碾
米厂碾过的，米碾时，谷子的皮壳下
来了，碾成了粉末，称作是砻糠，我
们也要装进麻袋拿回家给猪吃，砻
糠是上等饲料，给猪吃也是计算着
给的。至于稻柴呢？也不会随意丢
掉，那些黄橙橙的稻柴，拔掉碎叶，

抖抖干净，有的可以做床垫，绝对不
差于旧棉絮，既可以闻香味，也可以
催人睡去。大部分的稻柴用来盖草
屋屋顶，留一点用作牛的饲料，那些
节节硬板的稻秆，是做了裹粽子的
扎线，也可以用来搓稻柴绳。剩下的
就当作柴禾烧了。稻柴灰呢，畚在畚
箕里倒在地里可以松土，是钾肥，很

有用，所以稻柴的用场真的无比强
大，即使留下一堆灰，也要派用场。

把收割的作物卖给了国家，国
家给了你钱，年底分红，你就有了一
点余钱，你就可以去镇上买自己喜
欢的物件，买的物件，用的多，吃的
少，吃主要靠自己自留地种
出来的蔬菜。几乎所有的蔬
菜都要派第二、第三用场的。
最常见，最常吃，吃得最多，
吃的时间最长的当然是青
菜。青菜啊，一种就活，一活就长，一
长就大，一烧就熟，最大的特点就是
吃不厌。青菜要吃最新鲜的，现挑现
烧现吃，吃到长菜蕻，菜蕻也要吃
半个月，吃到菜蕻长出了许多的
花，就腌菜蕻，腌咸菜。烧菜要挑
菜、洗菜、切菜，整个过程就是将老
叶盘出来，这些菜叶有的给鸡吃，
有的给鸭吃。菜根，比较硬，切碎后
给猪吃。那些老黄的已经腐烂出水

的叶子，团团拢，丢在田里，风里雨
里，很快成了肥料，是有机的。真的，
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同样没有
一片叶子是不派用场的。
许多的蔬菜是座果的，如香瓜、

辣椒、茄子、黄瓜、土豆等。一般，蔬
菜的果实或枝干叶，我们是不吃的。
这些枝干叶，除了茄子之外，一般
都成了一团松软、干瘪的藤蔓或者
草干。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扔进
猪棚的，猪也开心、也聪明，好吃的
啊呜啊呜地吃掉，不好吃的，就往自
己脚下踩去，最后成了猪塮，这猪塮
按照斤两给村上，是折合工分的，也
是钱。例外的是丝瓜，丝瓜座果后，我
们吃了，有几只丝瓜在干枝叶的掩隐
下，偶尔漏摘了，已经长得很老了，不
可以吃了，我们就留着，一是干脆当
做种子，我们把瓜子敲出来，留种了；

二是将那个丝瓜放在阳光下
晒几个日头，成了丝瓜络，成
了擦背的浴具，特别贴肉，去
污神速，而且彻底。到今天为
止，这个做法还保留着。秋天

里，上海客人问，那个丝瓜还有哇？
指的就是那个剥了皮，去了籽的丝
瓜络。

植物最后的用场真是想不得，
一想就要连连赞叹，好吃的说完了，
总觉得它们的奉献精神超过许许多
多的人。
所以人在尝鲜的时候，心底里

留一份谢意和敬意给它们，我以为
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基本品行。

怀旧!八宝饭"

倪辉祥

! ! ! !喜欢甜食的老妻，对八宝饭
分外嗜好，平时去超市选购必需
品，始终不会忘了选购几包素享
盛名的店号生产的真空包装八宝
饭，储存在冰箱内，隔上几天嘴馋
时，便会取出蒸上一只自得其乐
地饱饱口福。可是，人的欲念就是
不可思议，在妻吃多了各家名号
色香味俱佳且特色各异的精制八
宝饭后，不知怎么倒是念念不忘
起以前土法制作的八宝饭来了。
去年临近春节时，她恳求我

这个年轻时曾拜师当过乡村“厨
师老爷”的人，能够满足她的要
求。开始时我是有些颇感不以为
然的：现在的超市里八宝饭可谓
琳琅满目，什么样的品种买不到，
何必还要心血来潮自寻麻烦呢？
或许是老妻窥出了我的不耐烦，
于是就一味地奉承拍起了马屁，
说是我当年做的八宝饭远比现在

店里买的好
吃，说是很

怀念那种难以忘怀的土味十足的
老味道等等。尤其是最后的一句
“人都是有怀旧心理”的话，终于
促使我点头答应了。

八宝饭之名的如雷贯耳，恐
怕是源自于除了主料糯米外，还
有装点在八宝饭门面上的八样宝
的缘由吧。一般需选用寓意着好
口彩的“莲子、
红枣、金橘脯、
桂圆肉、蜜樱
桃、蜜冬瓜、薏
米、瓜子仁”等
八样东西。可在我充当土厨师的
年代，是物资匮乏、不少东西均要
凭票的年代，八宝饭上所要点缀
的八宝，一般人家费尽九牛二虎
之力也是不可能购买齐全的，只
能是有啥用啥，大多数的人家用
点什锦蜜饯、红枣之类的东西来
意思意思，也有少数的人家只能
用赤豆、绿豆与红萝卜切成了丝
来作为装饰，以求得样子过得去

就行了。如今的物产丰富到了“想
啥有啥”的地步，要想买齐这八样
宝来做八宝饭，显然是易如反掌
的小事一桩！但我想到，既然要
怀旧，那就应该按照当时的颇有
点“滥竽充数”意味的模式来复
制，才能起到怀旧的效果。主意
一定，我就故意放着好东西不用，

而是选用了红
白 萝 卜 、红
枣、赤豆等作
点缀之物，并
把红萝卜、白

萝卜切成丝后放在糖水里浸泡了
几个小时。

做几只与几十只八宝饭，只
不过是数量上的差异而已，一道
道工序则是完全一样的。制作八
宝饭，最讲究的是糯米饭的软硬
度，太软了不好做，太硬了口感会
打折扣，以前当厨师时我就摸索
出了一个“先把糯米浸泡了 -小
时后再上笼蒸”的办法。这样蒸出

来的糯米
饭就会软
硬度恰到好处，拌上白糖与猪油
拌均匀后，扣到碗壁涂了冻猪油、
碗里放满了色彩鲜艳装点品的蓝
边碗里，中间嵌进炒好了的豆沙，
再用糯米饭盖没，一碗碗的八宝
饭立时就制作成了，只待开席前
上笼蒸热，反扣到盆子里即可端
上席面。现在只做几个，操作工
序一道也省不了，只能是按照以
往的经验，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
地操作。
几只简陋得几乎毫无色相的

八宝饭做成了，是根本无法与名
店做工精细考究得弹眼落睛的八
宝饭相比拟的。然而老妻却是吃
得津津有味的，从她眉飞色舞的
神情中，我不由得心有灵犀一点
通了：怀旧心理人皆有之，她在品
尝的怀旧“八宝饭”，并不是在品
尝滋味，而是在品尝久违了的乡
愁啊！

数字化与文化传承
陈钰鹏

! ! ! !经常看央视 ..套（戏
曲频道）播出的“音配像”
节目，这是继承老一辈艺
术家优秀唱腔的弥补办
法，由于他们在世时没有
机会将自己的表演艺术制

作成视频节目，只留下了
声音记录，因此多年来一
直流行着“音配像”节
目———由在世的中青年演
员担任舞台演出，配上老

艺术家的唱腔录音。
由此联想到，人类需

要传承的何止是艺术，而
是整个文化领域乃至全部
文明。感谢科学技术的昌
明，传承问题在不久的将

来会圆满解
决。现代信
息技术和新
材料发展日
新月异，声

像档案正在慢慢取代传统
档案，数字化处理将会促
使实现文化资料的长期保
存。很多团队（研究单位和
企业）面对人类社会存在
的这种需要，纷纷研发用
于拯救古旧声像档案资料
的程序———数字化处理软
件，文化领域是数字化软
件应用最广的阵地。

上世纪末曾经流行
过一种音乐播放机，名叫
/*+01*!（随身听），用的
是盒式录音带，九十年代
慢慢消失了。现在很少有
人还保留着这样的设备，
然而偏偏又有人出于怀
旧而想再回味回味音带
里的音乐，遗憾的是没有
这种播放机了。尽管“随
身听”和盒带有这样那样

的不足（高保真金属带
2"34"除外），比如时不时
会出现“磁带色拉”（鼓带、
叽里咕噜和沙沙作响的声
音、容易卡带等现象，快
进、快退、倒带操作容易损
坏磁带），但它们当时着实
风靡了全世界，即使今天，
还有人在追怀。
几年前，冰岛有一家

名为 5+6(7的公司生产了

一种过渡性便携式播放
机，机器比盒带还小，可
夹在盒带的塑料盒上，上
有耳机输出口、一个微型
89:接口。如果再设计一个
混声器接口，也许能将声音
和音乐直接录到磁带上。
眼下，有不少公司在

推行为用户进行实验性数
字化服务———修复和清洗
老唱片、老磁带并实行数
字化处理。还有一种方式
是设计先进的数字化处理
程序并面向集体和个体用户
销售，让用户自己在电脑上
修复和实现“老古董”的数
字化。这些程序往往能做
到快捷、简单，比如界面显
示的“音频清洗”菜单上列

有许多功
能点，只
要双击你
选中的点
就能自动

完成任务。当然，在数字化
处理中必须用到的各种
配件需要达到越来越高
的清晰度、分辨率。
其实，数字化工程只

能说是刚刚起步，很多任
务和工程尚在试验中；图
书馆档案资料的数字化和
长期保存便是一项高要求
的重大工程。相信数字化工
作将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作
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三
言
两
语
记

徐
弘
毅

! ! ! !干不完的事，放不下
的心。放心才能全心、全
意、全力干事，才能干好
事。请多些放心干事，让己
放心，让人放心，让事放心。
多求己正、时正而少

因人气、少为事气。己正
（心正，身正，行正）而不
气，即使己有不正、事有不
顺，也可更正、改正和行

正，也总有
顺正、时正、
事正之时。
无视事

实者，多无
好心。篡改
事实者，必
有恶意。事
中之人，不

感、无知事实者，也许被愚
弄和糊弄。
事以求实，实以好事。
学习从来或本来就是

相互的。人有各知，学有各
需。此知为学，彼学为知。
知有彼此，学本相互。
讲人人平等，平等就

是相互对等，相辅相成。
不懂不要装懂，不然

糊弄别人或被人糊弄，都
不好。记得：实无见用，虚
必至用。
话可少说，事以多言。

事可少说，理以多言。

公共场所!不要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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