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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的一天清晨，风和日
丽。我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手中接
过一枚亮闪闪的中国共产党党徽，
郑重地佩戴在胸前。 这是我入党
40多年来首次佩戴党徽， 心情很
不平静。

1975年 3月 5日， 是毛泽东
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
同志学习”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号
召的又一个纪念日。 是日，地处新
疆伊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
师政治部文艺演出队、电影放映队
联合党支部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
申请。 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我在向党支部全体

党员表态时一字一句地说：“我要
以雷锋同志为榜样……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身！ ”

那时，党员没有预备期，上级
党委批准后，党龄便从党支部通过
之日算起。 我有了党员身份，被记
录在档案里，但既没有党证，也没
有党徽，组织上告诉我：“党员应该
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 ”

服役期满，我被分配到上海石
化总厂筹建指挥部商业组。先后在
石化地区烟糖果品公司、 饮食公
司、副食品公司、商业服务公司、地
区党委宣传部、地区党委办公室和
金山区委宣传部任职。 其间，从未

佩戴过党徽。 想不到退休
10多年了，居然戴上了崭
新亮丽的党徽， 激动自豪
之情油然而生。

“上车喽！ ”有人一声
呼唤， 把我的思绪拉回到
了现实。 数天前，居民区党
总支通知我：“本次组织生
活， 前往宝山烈士陵园祭
扫为了解放上海而献出自
己宝贵生命的先烈。 ”

数十位佩戴着党徽
的老人整齐地列队在宝
山烈士陵园的祭扫广场
上。 庄重的祭扫仪式开始
了，扩音器里响起了激越
的 《义勇军进行曲》，我
的眼前浮现出解放上海
的先烈们前赴后继、勇往
直前的一幅幅激动人心
的画面。 在向先烈三鞠躬

时，我的目光与胸前的党徽相遇，
一个念头顿生： 决不可忘了先烈
们的遗志，作为当过“解放军”的
共产党员，可以退休但不可褪志，
务必铭记和遵循“为了全人类的
解放，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誓
言。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代表全体
党员向先烈们敬献花篮， 雄壮的
《国际歌》响起，我和现场的老党
员们一起从心底里发出了“英特
耐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
的声音。

凝视了一会儿这枚首次佩戴
的党徽， 我走进了旁边的上海解放
纪念馆，细细地巡看所有的图片、实
物、雕塑、说明词，聆听扩音器传送
出来的背景解说， 心情感到格外的
凝重。 解放军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前
进， 解放军战士扶枪露宿街头……
“大上海解放了，解放军约法八章”
《上海人民》“号外”上的头版头条
标题和 1949年 5月 28日《解放
日报》中间位置的标题“大上海全
部解放”，显得分外的亮眼……

“上海解放”前不久出生的我，
第一次直观、细致、真切、全面地面对
“解放上海”的史实，可谓百感交集。
思前想后化成一句话：先烈的鲜血不
能白流，胸前的
党徽不能白戴，
“为了全人类
的解放，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
应该成为我永
远的座右铭！
（龙馥 陈家寿）

■《为他们点赞》

当前， 各地疫苗免费接种工
作正在有条覅紊地推进当中。 但
是仍有群众对接种疫苗还存在观
望侥幸心态。从感染风险分析，没
有打过疫苗， 对任何人来讲都有
感染患病可能， 因此只有阿拉每
个人伸出“一臂之力”，才能有效
构筑全民抗疫健康防线。

■《“逐利执法”》

�近年来多地出现了交通违法
“天量罚单”，某地高速的“电子警
察” 仅一年就累计抓拍交通违法
行为超过 18万宗。对此，公安部在
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强调，
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
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
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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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一曲献给党 万庭良 画

我们现在谈论的 “上海闲
话”，主要是指上海市区个通用语
言，是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解
放后逐渐形成个。 但各郊区个语
言，虽然基本都能听懂，但语调各
有特点。在称谓上也影响了上海闲
话。

上海人在称谓上有一个特别
现象， 就是有关母亲一方个称谓
相对统一，如姆妈、外婆、阿姨、姨
妈、娘舅、舅妈等，至多前面加个
数字或大小，如小娘舅，尼舅妈，
大姑妈等，很少有别个叫法。 称呼
父亲也仅有爹爹（dia�dia）和阿
爸，至于老爸，是近年来年轻人个
专属。 而称呼到祖父， 叫法就多
了：老爹、大大、阿爷（ya）、阿爹
等，也有叫爷爷（ya�ya）的，读音
不同。 祖母个叫法少些，就阿奶、
恩奶、阿娘。 在亲属方面，父亲的
阿哥叫伯伯（念 baba 的平声）或
大伯，弟弟叫爷叔。 称姑姑为姑妈
或娘娘（niang的第四声）这第四
声很关键，不能弄错。 爷叔、伯伯

个妻子叫婶娘。 而姑父叫起来就
乱了，勿大严格，叫姑父，叫伯伯、
爷叔等各随习惯。

有趣的是， 一般还内外有别，
在自己家庭的圈子里，称呼上述长
辈时往往会带上各自的名字，如舅
舅名志良，就叫他“志良舅舅”。小
姨乳名小芳，就称其“小芳阿姨”
或“福伯伯”、“丽娟娘娘”等。 而
对外人介绍时则称谓“小娘舅”、
“尼伯伯”、“三姑妈”，会将大小、
第次介绍清楚。

上海人还有一种传统，把特别
尊重个女性长辈会给予男性个称
谓，如将老爹个姐妹，称作“公公”
或“大大”，这应该是承传于老派
家庭。

上海人为孩子取名时，有不少
喜欢除了“大号”外，再取个小名
（也称乳名），平时在家、在熟人间
常以小名呼之。过去上海小囝个小
名受宁波人影响较多， 有叫阿狗、
阿毛个，据说是为了好养；也有叫
得雅些，如敏敏、良良、萍萍等。 以

前兄弟姐妹间比较规矩，小个称呼
大个都带以小名。 如“萍姐”、“阿
敏哥哥”。 而大称小，就直呼其名
“小明”、“阿珍”之类。 现在大多
独生子女，即便在堂、表之间不论
大小一概直呼其名了。

上海人少有 “小舅子”、“大
舅哥”个称谓，但要介绍到这层关
系时，习惯统称为“舅老爷”。 姐
夫、妹夫、嫂子也仅作书面，一般生
活中也就以弟弟、阿哥、阿姐相称，
只是前面带上个大家认同个名称。

上海还有一个特别称谓———
毛脚，外地人就弄勿清爽了，其实
就是指尚未“转正”女婿，听上去
不顺，其实没有贬义。

上海闲话里称谓个丰富，缘于
上海人原本来自五湖四海，几代下
来， 走出家门都融入上海话的氛
围，而回到家里，依然会承接以往
家乡个习惯，这在称
谓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

（顾顺麟）

上海人的称谓六字保健法
丈母娘给我打电话， 她称

赞道：“你别不相信， 专家教我
的‘六字保健法’还真灵！ ”

我问：“哪六个字？ ”
她说：“就是 ‘管住腿，

迈开嘴’呀！ 我现在很少出
去串门， 啥保健品都吃，身
子骨比以前棒多了。 ”

我心内生疑，打开电脑查
找那位专家的讲座，专家的原
话却是“管住嘴，迈开腿”。

妙计
骨科医生的一位病人总

是记不住他叫什么， 他想到
一妙计， 告诉病人好多次：
“大娘你每天都吃饭吧，我姓
范，你就叫我小范医生埃”

好多天后又见到该病
人，“大娘还记得我吗”。

只听大娘喃喃自语：
“吃饭的吃，你是
小吃医生吧”。

(编辑部 辑)
趣趣说说上上海海闲闲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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