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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记录保存工作快些做 文 ! 褚半农

! ! ! !我原来一直在写作乡土散文，最
近七八年转到方言研究上来了。
大上海的前身上海县几百年中一直隶

属于松江府，长期处在农村包围之中。历史
上的上海方言就是在农耕社会大背景下，
并吸收周边地区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演变
过程曾以“嘉兴”为重、以“苏州”为重、以
“松江”为重过的。明嘉靖《上海县志》（!"#$
年）中说县城的“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到
清嘉庆时的《上海县志》（%&%$年）更有“方
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的记载。这些记
载告诉我们，府城松江的方言曾是上海地
区的通用语言。%'( 年前的清光绪 ) 年
（%&&'），离上海建县也已 ")%年了，徐家汇
土山湾天主教出版社出版一本供传教士及
其同伴学习方言的教科书，书名仍叫《松江
方言教程》。这再次表明，在很长一个时期
内，松江方言是今上海市区范围内的行用
语言。隶属松江府的西南家乡方言是吴语
的一个分支。历史文献记载到的大量方言
词语、俗语、句式等，长期来流传有序，至今
还为当地原住民所常用，其发音、词义同几
百年前完全一样，如发音时王黄不分，生肖
读如“生少”，“万”有时读“曼”音等，都完整
地保存在家乡方言中。我因文学创作的爱
好，四五十年前就开始采录，乐此不疲而越
记越多。

从一般记录到进入研究的进程中，我
用几年时间，集中阅读明清、民国以来的吴
语文献 '((多部，做了大量的卡片。这样，
我对历史上的吴方言有了了解，也感到家
乡方言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值得挖
掘和研究。心里挥之不去的方言情结，使我
觉得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留下历史记
录，陆续做了三件事。最先做的就是整理积
累的方言资料*编纂《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书
稿，此书被列为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丛
书并正式出版。

一般认为，方言都是土得掉渣的语言。
其实，方言里还有很多古汉语的信息，有的
直接就是古词语，常用的好多词语源头也
可追溯得很远。有的在其他方言中可能已
消失，却保存在上海农村，保存在家乡方言
里。如镰刀，方言称“锲子”，这个“锲”在
%)((多年前的《说文解字》中就有记载，同

词同义。把饭烧成粥，方言称“爨【+,-.】粥”，
而表示烧的“爨”字在《孟子》里已使用。

时至今日，方言赖以生存的背景、条件
完全变了，方言从发音到词语变化明显。几
百年前产生和几十年前还在上海滩通用的
方言语音、语词，已在上海市区逐渐消失，
大量的特色词语影迹无踪。一有相遇，就理
解困难，或完全无法理解，有的甚至到了嬲
【./-0 纠缠】不清爽的程度。那些使用地域
更广的吴语词，也因年代久远，致使后人的
理解产生障碍，出现或释义不准，或索性避
开的现象，如“壁脚”、“叉袋”、“藏菜”、“拔
三眼”等，成了不折不扣的疑难词语，可它
们从来没有从家乡方言中退出过。我有针
对性地把其中的难词集中起来，予以考证、
辨析，写成论文，参与学术研究。为拾遗补
阙，还笔耕不辍，完成 #)万字的《明清文学
中的吴语词研究》的写作，对 1#1例明清难

词予以例释。这是我做的第二件事。
从我们第二代起，因生活环境的改

变，强势语言的影响，方言词语大量缩减。
而第三代孙辈对方言既没有感性认识，也
缺乏感情，连讲也讲勿连牵，他们离方言会
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这代人如不去做或再
不做好收集、整理传统词语这件事情，历史
文献上出现过的那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
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
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就与一种方
言的密切和熟悉程度而言，我有命运赐给
我的优势，具备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而大
大优于方言调查者。农耕背景下的家乡方
言，自然成了我研究上海话和吴语的资料
库和值得挖掘的富矿。两三年前，当我近 2(

万字的《莘庄方言》完稿后，一直重视发展
地方文化的莘庄镇政府，将此书作为建镇
3(周年的文化实事工程给予支持。《莘庄方
言》想为上海西南地区的方言保存、传承做
点事，让我们及后代更好地了解家乡的本
土文化。而对于我来说，也是为家乡方言做
的第三件事。
宋人有诗曰：步随流水赴前溪。对家乡

方言的研究是项极为浩大的工程，不是某
一个人能单独做好的。我是因为熟悉而喜
欢，因为喜欢去做了点事，算是在“前溪”面
前尽了自家的一点力量吧。

———谈《莘庄方言》等的编著
! ! ! ! !莘庄方言"去年出版后#获各方好评$上月 "#日#专家学者专题研讨了搿部专著$历

史上#莘庄地区隶属于松江府#其方言是松江方言中重要个组成部分#而松江方言是上海方

言之根$ !莘庄方言"以莘庄区域范围内个方言语音%词语为研究对象#对上海西南地区即

松江方言片个方言#尤其是词语作了较全面个收罗和追溯#共收词目 $%##条#俗语%谚语%

俚语 "#&'条#歇后语 "()条$ 随着上海中心城区近二三十年个迅速扩大%方言赖以生存个

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搿样个追溯和收罗%记录#实质上也是对&上海方言之根'个抢救$本

文是!莘庄方言"编著者%土生土长个上海闵行莘庄人褚半农垃研讨会上个发言#因篇幅限

制#有部分删节$ !!!编者

卖糖玩具的艺术家
文 ! 沈寂 图 4 范生福"范思田

! ! ! !我小时候，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总有
一个青年，挑着担子进弄堂。他不卖吃食，
也不卖玩具，却将能吃的糖做成各种玩
具。我们无以为名，称他是卖“糖玩具”。
他那副担子与众不同。前担上有一

木架，木架中心插一支用稻草裹着的宝塔形粗樁，在草
樁四周插满黄、红两色的各种糖玩具：葫芦刀、剪刀和
猪、羊、兔子等各种小动物。后担一木桶，木桶里有小铅
桶，桶里有红、黄两色的糖浆，四周用棉絮包住，保暖防
结硬。有小孩来买，他就从稻草木樁里拔出一玩具，三
铜板一个，既便宜，又好玩，还好吃。

他天天来，我天天买。有一次，我说要“龙”。他摆
头：不是不会做，因龙大，费糖，要五个铜板。我答应当
场付钱，于是他卷起袖子，打开铅桶，把两根竹签插入
桶内红、黄糖浆里，旋转成团，然后迅速提出，一转
身两手腾空，只见红黄糖浆，像两根面条一样，落
在前担中间铅皮面上；他双手同时不断地左右盘
旋，使你眼花缭乱。你还没有定神，两根竹签朝上
一挑，一条金光熠熠的红龙出现在众人眼前。
我惊呆了！我笑了！双手接过糖龙，在其他孩子

羡慕的目光下奔回家，把它插在瓶里，舍不得吃！
这个街头卖糖玩具的青年，你能说就

没有天才？可惜因贫穷只能当小贩一辈子
成不了艺术家。

! ! ! !天热了#&阴凉头'金贵起来了$

&阴凉头'#就是热天阴影下比较

凉快的地方$譬如说#树阴下#屋阴下#

塔阴下#都是阴凉头$ 有时#毒日底下

无处躲藏#一块很小的&阴凉头'也是

好的#比如#广告牌的阴影下#大型汽

车的阴影下#甚至#电线杆投下一条阴

影#人们也不放过$我就见过好几位等

候公共汽车的市民# 在电线杆的阴凉

头里&排队'的场景$还有#大车司机赤

了膊# 把一条席子铺在车阴下(((甚

至汽车肚子底下(((睡午觉# 这也是

热天马路上的一大胜景$

上海话里还有一个词)&阴头'$

它跟&阴凉头'相比#少一个字#意思上

有微妙区别$ &阴头'泛指&太阳照不

到的地方'#这词一年四季都可用#因

为&阴头'不仅夏天有#冬天也有$

但&阴凉头'这个词#专供热天用#

冷天是不大用的$ 冰天雪地#谁还会

去找&阴凉头'呢* 作兴有#但这人一

定火气很大#所以大冷天还要找&阴凉

头'去乘风凉$

夏季高温天#地铁站%大商场和高

级商务楼门口#会逸出一阵阵冷气#市

民路过#冷气扑面而来#会情不自禁叫

一声)&阴凉得来+ '这时#&阴凉'是人

的感觉#而不是指地方背阳$那些建筑

的门口#其时多数晒在毒日下#正热得

流油$ 现在看来#只要有冷气#感觉上

适意#&阴凉头'范围叫得大一些#也没

啥关系$

上海话里还有&阴塘'一词#跟&阴

凉头' 是同一意思$ 不过它是典型的

&乡下闲话'#郊区用得多#市区听不大

见$

! ! ! !廿年前各地报社派出去采访世界
杯个记者多半是英文学得勿道地个朋
友。而能够有小语种水平高个记者也是
凤毛麟角。到法兰西去报道世界杯个天
南地北记者就抱团取暖了，常常是一堆
人同进共出，一道来攻破语言关。我当
时已可算多次出国公干个资深老记了，
跟牢我东转西游个小记者大多是首次
走出国门，嫩得很，还呒没与外国人打
交道个经验。当大家趁世界杯休战个零
碎日脚里去买这买那时，我是向导兼翻
译，又要认路、带路，还要出主意去讨价
还价。人人都想买一件意大利皮装，阿
拉一队人就直奔罗马城了。
很快就寻到了城里专卖毛皮衣裳

个一条街。进了店大家戆脱。呒没人识
得皮装上个吊牌，也呒没人可以用意
大利语去与店里伙计攀谈。阿拉英文
蹩脚，店堂里唯一个一个意大利佬也
英文推扳。一房间挂辣架子个皮装真
是勿勿少少，但大家都吃勿准啥个是
牛皮料子、啥个是羊皮料子。与伙计缠
了半天，大家问勿出一点名堂来。我灵
机一动，摸牢一件皮茄克学牛叫：
“哞———哞———”当伊个伙计奇怪眼色
看我时，我又学羊叫：“咩———咩———”
我还做出一脸狐疑个表情来拨伊看。
意大利人是聪明人，伊马上接翎子了，

伊指指衣裳回答我：“咩———咩———”
大家弄清爽了，我指个伊件皮茄克是
羊皮做个。问题迎刃而解。只要有人看
中一件皮装，就学牛叫或羊叫来确定
货色品种。只是辛苦了意大利伙计，伊
一歇歇赶到东头去学羊叫，一歇歇赶
到西头去学牛叫。店堂间里一记头变
成了羊圈牛栏，到处“咩咩”、“哞哞”，
闹猛煞脱了。呒没别个顾客进店，勿然
伊拉一定要吓得昏过去，一房间人只
是羊叫牛叹，进疯人院啦？拣定当衣
裳，讨价还价就用计算机了。伙计敲出
一千块，阿拉马上敲个除以 #*杀伊半
价。敲过来敲过去，生意就做成功了。

大家都背了一件、甚至几件意大利皮
装开开心心个收兵了。后来搿门口技
买皮装个绝技还有了提升。一样买牛
皮大衣，以轻声轻气学牛叫个是询问
搿是勿是小牛皮。而以粗声大气学
老牛叫个是确定搿是勿是耐磨
防皱个上好黄牛皮子。

最原始、也是最踏实个语
言交流就是模仿秀。现在有了
电脑、手机，口技、眼神、手势都
被淘汰了。不过，我仍旧怀念搿
段表演。外地小记者对此
个点评是：“上海人真
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