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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姊妹》第五集，出现了一个独异的淮南方
言“玩火会尿床”。

鲜为人知的是，“玩火会尿床”是“玩火好濑
尿”的翻版。

“濑尿”，谁能读准算你狠！
1.何家丽因为去厂里找阿爸何常胜，意外发

现汤老大居然把何常胜的双手绑了起来，私设公
堂进行审讯。于是，性格刚烈的何家丽和汤老大
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汤老大被从柜子上滚落
下来的大鼓砸伤头部，何家丽则被大鼓砸伤腿而
骨折。

晚上，何家丽正躺在家里的床上，却突然停电
了。何家丽喊来何家文、何家艺、何家欢，点上了
煤油灯。

屋里太热了，何家丽对何家文说：带妹妹们去
坝上凉快凉快。

何家文、何家艺、何家欢从坝上回来，路过张
秋芳的家，正好看见张秋芳的弟弟张秋林和汤振
民在点烟火玩耍。

小小年纪却早已懂事的“何老四”何家欢，大
声呵斥张秋林、汤振民：玩火会尿床！

可能极少有观众知道，何家欢之所以大声呵
斥张秋林、汤振民说“玩火会尿床”，何家欢的意图
是要阻止张秋林、汤振民继续玩火，因为何家欢担
心他们玩火可能引发火灾。

为什么淮南方言“玩火会尿床”，与可能引发
火灾有关联呢？

2.“玩火会尿床”其实并非纯正的淮南方言。

而只是“玩火好濑(lài)尿(suī)”的文雅书面
表述。

“玩火好濑(lài)尿(suī)”才是正宗的淮南方
言。

换句话说，“玩火会尿床”是“玩火好濑(lài)尿
(suī)”的翻版。

那么，淮南方言“玩火好濑(lài)尿(suī)”究竟
是什么意思呢？“玩火”为什么“好濑(lài)尿(suī)”
呢？难道“玩火”真的“好濑(lài)尿(suī)吗？”

淮南的民俗学者是这样对此进行释义的。
首先必须要明确，“玩火好濑(lài)尿(suī)”针

对的对象是未成年人，也就是小孩；而不是成年
人，也就是大人。

所以，范式表述是：小孩子“玩火好濑(lài)尿
(suī)”。

话说，在那贫穷饥饿年代，大多数家庭很难吃
上三顿饭，特别是晚饭，一般只有米粒可见的稀薄
稀饭充饥，小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
猛喝稀饭，以填饱肚皮。

那个时代，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更不要
说电影了。晚上，小孩子们都聚集在一起，疯玩。

玩累了，回到家，呼呼大睡。夜里，睡不醒，晚
饭又喝多了稀饭，冬天又寒冷，孩子们又不愿起床
去小便，于是濑(lài)尿(suī)也就是尿床，就成为
了常有的事。

哪个小孩，冬天晚上没有尿过床啊？
尿床，对于孩子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

事情，而且如果家长性格暴躁，尿床的小孩还经常

挨打。
当然，尿床，只是小事。
特别是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们经常玩耍的游

戏，就是到处点火、玩火。
冬天，天干物燥，因为这些孩子们的玩火，经

常引发火灾，造成极为严重惨痛的损失。
熊孩子们玩火、尿床，还引发火灾，令大人们

十分头疼、愤怒不已。
怎么办呢？
于是，聪明的大人们灵机一定，想出了一套说

辞。
大人们对小孩们讲：不要去玩火啊！玩火好

濑(lài)尿(suī)，濑(lài)尿(suī)就要挨揍！如果
你们再不听，我们就去学校告诉老师！

其实，这是大人们吓唬小孩子的一套说辞，意
图是让他们不要玩火，从而避免引发火灾。

但是，小孩子们哪里知道大人们的意图呢？
小孩子们深信不疑，真以为“玩火好濑(lài)尿
(suī)”。

于是，淮南方言“玩火好濑(lài)尿(suī)”成型
了。

（请追剧《六姊妹》，《六姊妹 淮南方言记》将

持续更新推送，观淮客户端首发）

电视剧《六姊妹》以淮南为背景，通过何家六
姊妹的成长故事，展现了淮南的历史风貌与市井
烟火。剧中取景地遍布淮南，从民国风情街巷到
市井老宅，从淮河码头到特色美食店铺，每一处都
承载着淮南的文化记忆和那个时代的特别烙印。

追剧游淮南成为大批剧迷的蛇年心愿。这波
热潮也卷进了曾经的六姊妹剧组，不少演员在网
上晒出自己在淮南拍戏期间的难忘经历和美食体
验。2月5日，部分淮南土著群演和热心市民给网
友支招，根据现有剧情列出一批打卡地。

大家首推田家庵区北头菜市街与淮上码头，
剧中何文氏带家丽乘船上岸后走进淮南的经典画
面取景于“老北头”，这里的石板路与街景仍保留
着旧时风貌，是剧中市井生活的缩影，熙攘的摊
位、老式店铺和方言吆喝声，展现着淮南最接地气

的烟火味。再由“老北头”深入田家庵区，可以在
这一片区看到更多时代建筑以及剧组取景地安徽
造纸厂厂区旧址等。

电视剧《六姊妹》制片人曾说：“当我们从淮上
渡口走进北头巷道，看到红旗照相馆旧址，看到东
城市场熙熙攘攘的景象，伊北笔下、全剧开篇——
何文氏带着小家丽乘渡轮过淮河进淮南的画面，
立刻就浮现在我眼前了。”

其次，九龙岗民国小镇。这里是《六姊妹》的
主拍摄地，剧中何家老宅所在的街道完整保留了
那段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灰瓦、木质门窗与复古
招牌让人仿佛穿越回上个世纪。小镇内的“何家”

“东城市场”“妇幼保健院”等场景还原了淮南旧时
光景。建议网友可以穿上复古服饰，在这里拍摄
一组“剧中同款”照片。

淮南不仅是年代建筑的博物馆，更是令人馋
涎欲滴的美食之城。淮南牛肉汤、八公山豆腐、寿
州圆子、上窑馓子、马店羊肉汤等一众美食，绝对
让游客流连忘返。可以说，《六姊妹》不仅是一部
家庭剧，更是一部淮南的“城市纪录片”。跟随剧
中足迹，既能触摸到历史的肌理，也能品味到市井
的温情。无论是老宅街巷中的时光印记，还是舌
尖上的热辣滚烫，淮南总有一面值得游客不虚此
行。

玩火好濑尿 谁能读准算你狠
沈国冰

览历史风貌 品市井烟火
剧中剧外《六姊妹》都是道不尽的淮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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