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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宁波话“阿拉”成了上海话的“全权代表”，足以表明上海话“海纳百川”的气度。
上海闲话，既是反映上海这座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移民大都会世态百相的窗口，也是了解“阿拉上海
人”生活状态的最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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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宛澍，1971年生于上海，美国圣母大学MBA，现任美国商务部驻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系统主管，同
时也是中国LINUX协会的副理事长。
喜欢写作，建了一个网站(www.yuleshow.com)，以梅玺阁主的网名，放了些自己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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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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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不能“吃”  侬吃啥饭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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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  几个语末助词  “CCD”式叠字词  “ABB”式叠字词俗语溯源  侬好好叫好哦？
  侬哪能介十三呃啦？
  朋友，侬生活清爽哦？
  五字沪骂的演变  掼炸药包  鬼迷张天师  鬼摸大蒜头  快刀热水干手巾  板板六十四，碰碰脱裤子上海
话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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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饭·粥·饭泡粥　　如果有个十恶不赦的人，犯下了大罪，其罪行令人发指，我们通常会说“简
直不是人”，用上海话来说，就是“呒没人气味”。
　　有时，这句话也不见得非要用在罪犯身上，那些不通人情的木讷之辈都可以是“呒没人气味”，
对于这种人，还有句话叫做“勿吃粥饭呃”。
　　可见，一定要吃了“粥饭”，人才有人味。
“粥”和“饭”是两样东西，也是上海人“吃饱肚皮”的最基本的食物。
“饭”就是用“米”烧出来的，有个谜语，谜面是“饭”，打一个字，谜底是“糙”，米“造”的，
不就是饭吗？
过去烧饭没有电饭煲，而是用钢宗（铝）镬子放在灶头上烧，这样的烧法，镬底往往有一层薄薄的焦
饭，上海话叫做“饭粗”，“粗”读为上海话的“住”，《广韵》说“粗，粘也”。
　　上海人的主食就是米饭，所以吃饭也吃出了花头来。
盖浇饭就是上海的特色，在盒饭尚未“发明”之前，盖浇饭是很大众化的午饭选择。
　　“浇头”本是指“浇”在面上的“花头”，俗称浇头面以区别于阳春面。
既然可以浇在面上，当然也可以浇在饭上。
浇在饭上的浇头与浇在面上的稍有不同，面有汤，浇头的干湿无所谓，而饭是干的，所以浇头要湿漉
漉的才好吃。
　　常见的浇头有“茭白肉丝”、“香茹面巾”、“红烧狮子头”等，把菜盖在饭上，饭菜都不易冷
。
只要一份饭，又不用额外点菜，非常实惠，所以很受大家欢迎。
　　盖浇饭是在店里、摊上吃的，在家中，花头就更多了。
上海人喜欢用青菜、咸肉或腊肠加上生米拌上猪肉，最后加水一起烧煮，可以烧出一大锅香味扑鼻的
饭来。
这锅饭的名称可就多了。
首先，这锅饭中有菜，所以叫做菜饭；其次，由于拌了猪油，亦叫猪油菜饭，若是放了咸肉，便叫“
成肉猪油菜饭”。
　　这种饭，还有一个学名，叫做“成糁饭”，又要从头说起了。
“饭粒”，在上海话中叫做“饭米糁”，“糁”音与“算”相同，有人主张写成“饭米碎”或“饭米
穗”，其实这个“糁”字才是正字。
当然，这个字太难认，所以也可以用“穗”，但是我不同意用“碎”，第一，米粒是完整的，不是“
碎”的；第二，“碎”在上海话中的发音与普通话的“散”相近，与“饭米糁”的发音相去甚远，所
以应用“穗”字。
　　“咸糁饭”指的就是“饭米糁”是咸味的饭，连饭米糁都咸了，是为人味。
这个词，也有人主张写作“咸酸饭”，说音也同味也符，其实菜饭是不带酸味的，若是酸味，完全是
菜、肉不新鲜所致。
　　还有些花色饭，不是直接烧的，而是用冷饭炒制的。
上海话“炒冷饭”用来表示说话哕嗦，把说过的事又拿来说一遍，说得好听点，叫谆谆教导，难听点
就是喋喋不休了。
　　这个词，老师很喜欢说，每到复习知识点，老师就说“又要炒冷饭了”，而怪责小朋友时则说“
娜勿要怪我炒冷饭”，可见，“炒冷饭”有老生常谈之意。
　　隔天的冷饭，叫做隔夜饭。
因为隔夜冷饭没有热气，引不起人食欲，而女人面孔难看铁板没有生气，也被喻作“隔夜饭”。
见到“面孔像隔夜饭”的女人，有许多后果，其中最严重的要算“连隔夜饭啭呕出来”（参见《论“
卖相”》）。
　　用冷饭炒饭，最普通的就是蛋炒饭。
上海有句话叫“蜡烛油炒蛋炒饭”，每当小孩子表示要炒给大人吃时，大人就会用这句话来“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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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此话可能产生于物资缺乏的年代，小孩子要吃蛋炒饭，而家中的油又不够，于是家长没好气地说
“要么用蜡烛油炒”。
冷饭多出来，又没有油炒，怎么办？
吃泡饭呀！
“泡饭”是上海平常人家最普通的早饭，在隔夜冷饭里放点水，浸没，然后放在火上烧，待水烧开，
这泡饭就可以吃了。
　　泡饭可以就着剩菜吃，剩菜在上海话中叫做“碗头碗脚”。
另一种打发冷饭剩菜的方法是干脆将它们放在一起烧，烧出来的，叫做“咸泡饭”，亦叫“并百汁”
。
　　有人懒得连泡饭都不高兴烧，那就可以直接用开水来泡。
上海人管开水叫“热茶”，开水泡饭，就叫“茶淘饭”，若用热汤泡饭，则是“淘汤饭”（参见《由
“淘”构成的上海话》）。
　　烧饭看似容易，但是极难把握，关键在于水，水少了，容易烧成“夹生饭”。
上海话中把小朋友背书背得结结巴巴，叫做“夹生饭”。
何解？
结巴者，乃是不熟也；不熟者，夹生也。
　　据说夹生饭不能吃，吃了容易“吵相骂”，上海人把某人“脾气不好”叫做“吃仔生米饭”，若
脾气恶劣则称为“吃饱生米饭”。
水少了不好，多了呢？
也不好，容易烧成烂饭，由于烂饭粘在一起，蓄热量大，故有“烂饭烫煞人”之说。
　　若是水放得足够多，就可以烧成粥，叫做“米烧粥”。
宁波裔的上海人从不吃粥，不知为何。
笑话是说宁波人把“小菜”叫做“下饭”，如果吃粥的话，就要成“下粥”了，“下粥”与“下作”
同音，“下作”意即下流，故从不食粥。
这当然是个笑话啦！
其实宁波人只是不喜欢吃粥而已，及至生病想吃粥，便捧着碗到小绍兴买上一碗了事。
　　饭也可以烧成粥，用冷饭加水，多烧些许时间，泡饭亦会烧得厚起来，这种东西，叫做“饭泡粥
”。
“饭泡粥”中的米，有硬有软，夹缠不清，上海人把说话哕嗦，夹缠不清，不着要点的人，亦称之为
“饭泡粥”。
“侬哪能介饭泡粥呃啦，一句闲话讲仔三四遍”，指的就是这种。
　　上海话中，“粥”与女人“嗲与作”的“作”是同音的，结果有好事者开了一家名为“粥天粥地
”的饭店，一时生意红火，亦算是个巧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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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俗上海系列”以其生动入微的笔触形象记录上海这座新旧交融城市的成长别史、文化风情而著
称，文风或幽默调侃，或睿智细腻，或洒脱泼辣，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出了大上海的各种风情，具
有浓郁的上海文化气息。
《上海闲话》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该书从上海的方言语汇入手，“闲话”上海的世态百相、社会众生。
兼具实用和阅读的双重功能，是学习上海话的工具书，亦是了解上海人生活状态的市井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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