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骂脏话的鹦鹉

赵全国

! ! ! !印第安纳州的动物
保护区有一只美冠鹦鹉
名叫桃子。它是个语言
天才，只要它乐意，什
么复杂的词汇，听过一
遍就能学得惟妙惟肖，并且不断重复。
一天，一个志愿者对寻衅的黑猩猩骂出
一连串脏话。桃子一转身，就一字不错
地骂出了这段脏话。管理员普赖斯先生
苦笑道：“鹦鹉一旦学会脏话，很难改
正。”
老北京的养鸟人，最怵鸟儿不小心

学了“脏口”。沾上
“脏口”的鸟，人见人
嫌，无论如何不能留
了。按都梁 《狼烟北
平》 里的说法———“您

趁早把它喂猫去”。
桃子是受法规保护的，不能喂猫，

也打不得，骂不得（怕它骂人词汇更丰
富），做思想工作也不管用。只剩一个
办法：今后全体工作人员在它眼前一定
要检点语言。时间久了，没准它能改邪
归正，成为满口敬辞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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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际成和黄豆豆
过传忠

! ! ! !娄际成是著名的
话剧演员，黄豆豆是
舞蹈界的天才王子，
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二
位原本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但近日在话剧《吁命》中，
他们却通力合作，共同塑造了一个
感人的形象———“中国肝胆外科之
父”吴孟超。
年届八旬的娄际成一站到舞台

上就看不清他的年龄了。大段大段
的台词依旧说得那么流畅、准确、
传神，一场一场的重头戏仍然能处
理、把握、拿捏得新意不绝、出神
入化。他近日几乎是同时挑起了两
副重担，先后再现了陶行知和吴孟
超两个艺术形象。尤其是后者，形
似和神似二者俱佳：造型和带有特
色的形体动作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而内心世界深入挖掘、人物关
系处理的准确，更赋予了人物以生
命，赋予了形象以光彩。
年岁毕竟不饶人，要娄际成再

扮演青年甚至少年时期的吴孟超，
显然是无法胜任的了。于是，编导

找到了黄豆豆。这真是一着妙棋，黄
豆豆不仅同主人公一般矮小，一般
机灵、活跃、幽默，而且，他对人物性
格和气质的理解与表现更是具有许
多独特之处。作为一位舞蹈演员，他
的肢体语言丰富多彩，在台上“摸爬
滚打”通过台词与动作的有机结合，

把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难怪戏结束谢幕时，有的观众上台
专门把花献给他。
总之，娄际成与黄豆豆的这次

合作可以说是各显身手相得益彰，
十分成功，这也说明了“本同末
异”的各艺术品种是可以融汇贯通
的。但这成功不只取决于他们二
人，如果没有编剧和导演的大胆构
思和独到创新，如果没有编导总体
构思中的浪漫情调和写意风格，他
们二人很可能没有同台的机缘。就
是勉强凑在一起了，也可能不协

调、不顺畅，甚至闹笑话。现在，
由于舞美设计的精彩，导演调度的
简洁，给观众提供了充分广阔的想
象空间，连老吴孟超在手术台上操
作，小吴孟超却在台前奔跑这样的
场面也能使观众全盘接受，这说明
我们的话剧在创新理念上确实有了
长足的跨跃。

但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几
句。这次他们二人的合作固然颇有
光彩，但光柱下的影子里是否也暴
露了一些问题？譬如，话剧界就真
找不到一个青年吴孟超的扮演者
吗？再譬如黄豆豆既然能“跨界”
挑起如此重担，就不能领衔担纲干
脆排一部舞剧 《吴孟超》 吗？或
许，话剧界真的后继乏人，舞蹈界
真的创作不够景气，那就把这些问
题抓起来，切切实实干一番，使之
结出更多的硕果来。
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然

而，文艺也是生产力，促使我们文
艺更兴旺、更有活力，永远是广大
观众的共同渴望，这一点也是毫无
疑问的。

师生情深
姚慧中

! ! ! !从北京回来已整整三
天了，但激动的心情却久
久不能平静。

!"#$ 年由于我先生
调往国防单位工作，因此
我也调到北京图强学校任
教。我和图强学校的学生
已分别了四十多年了，谁
知他们还惦记着我，并千
方百计地找我。去年总算
联系上了，同学们商量策
划着邀请我去北京，因为
我怕他们花钱，婉言谢绝
了，但他们却说：“你想
不想看我们这些学生？过
去我们都听您老师的，这
次就听一次学生的吧！”
一席情深意切的话，说得
我无法推辞了，十月份由
我女儿陪同去北京。
一下车，就看到邵华

来接我，他在学校时叫邵
晓华，现在长大了，把晓
字去掉，叫“邵华”。但
我还是亲切地叫他小华。

这孩子很坚强，初中毕业
就分配到首钢当翻砂工
人，瘦小的身材要干重体
力活，但他整整坚持干了
十年，而且干得很出色。
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奋斗，
现在已成了著名的摄影
师。
到了宾馆门口，吴小

京已在那里迎接我们，他
告诉我这宾馆的原址就是
我们原来的学校，我怎么
也想象不出，那么破旧的
几间平房竟成了这么华丽
的四星级宾馆。一进房
间，香气扑鼻而来，一大
束美丽的鲜花放在桌上，
这是同学们为我布置的，
让我倍感温馨啊！
第二天一早一

位姑娘一进门就把
我抱住了：“姚老
师你猜我是谁？我
们好想你啊！”我抱住她
的脸仔细端详了一番，这
不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小姑
娘李锦吗？现在还是那么
苗条那么美。现在她自己
创业，很有成就，她怕我
受凉，特地买了一条丝
巾，深情地帮我围上！
几天来，李锦和小华

全程陪伴着我，看了我原
先在北京工作时的住房和
原来工作过的图强学校的
分部。原来的分部已成了
地铁站，现在的图强学校
是新盖的还是市重点呢！
旧地重游使人格外留恋。
十三日是我们师生聚

会的一天，来了二十多位
同学，一见我都拥上来和

我亲切地握手，热情地拥
抱，当时的场面，真是激
动人心。四十多年前，他
们一个个都是孩子，现在
都已长大了，个个事业有
成，真为他们高兴。宋平
是我班的大队长，现在还
是像个大姐姐，那么沉着
稳重。任锦华送我一张贺
卡并贴上了他穿军装的照
片，是那么英俊潇洒，在
贺卡上写着：“仰之弥
高，钻之弥坚，海角有
涯，师恩无限”。张宪民
小时候很调皮，现在已在
一个公司当领导了。马英
涛小时候一张圆圆的脸好
像总在微笑，直到现在还
是那么可爱。陈兵从小勇
敢，现在有自己的企业，
是个女强人。李少达和郑
春铃是班上唯一的一对夫
妇，陆鸣还在科研岗位

上。田香月姐妹
俩、孙亚明、刁伟
光、刘秋明、王志
刚、何志芬、郑如
兵、杨丽华等等都

来了。
聚会一开始，放映了

他们在幼儿园的集体照片
及小时候的个人照片和简
历，大家边看边乐。接下
来同学们三三两两和我合
影，这时小捣蛋曲金南赶
了二个多小时的路程来
了，一见面抱住我就流
泪，从口袋里摸出二张穿
军装的照片给我，这是他
!% 岁参军时的照片。吃
蛋糕了，同学们让我切蛋
糕，他们一个个排队领蛋
糕，每领一块都说“谢谢
老师”。
吃晚饭了，男女同学

各一桌，中途同学一个个
走来向我敬酒，当时我的
心情真是激动极了。酒席
间都都打长途电话来祝
贺，因为他在重庆工作，
长假刚回去，工作在身离
不开，电话里再三要我
“保重”。

饭后离别时同学们又
一次和我拥抱，一次次地
道别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眼眶红了。
我曾经说过“如有来

世，我还当老师”，现在
还要加上一句，师生之
情，永系胸怀。

温馨八点档
施 政

! ! ! !当我跟儿子解释完“八大山
人”只是一个人而不是八个人的
时候，我觉得八大山人真的是很
搞的人！天知道这个话题的开始
只不过是我因为手痒而主动要求
帮儿子做美术作业。当然，因为是
科技节上用的科幻想象画我才有
兴趣，毕竟画得难看点也可以狠
狠告诉儿子：“外星人就是这么长
的！”
儿子在边上絮絮叨叨告诉我

他没有画画的天分，“我画的东西
都不太像，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
么回事，但就是画不像。”
“干嘛非得画得像呢……你

说毕加索画的那些个东西像什么
呢？”
“但那是毕加索呀！”
“那以后谁要是说你画得不

像，你就说你画得像毕加索！”

基本上每天的八点档都是这
样消磨，他做作业我喝茶，或者我
做他的作业他喝会儿茶，当然我
只代做手工劳动，偶尔点睛几笔
美术画。这样的时候最能使唤他，
让亲脸蛋亲脸
蛋，让咬耳朵咬
耳朵，幸福得不
知道为什么学校
要减负。儿子自
然有儿子的无可奈何，他抱着杯
子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上下翻飞涂
颜色，“妈妈，人家都说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我看来是胜不了蓝
了。”
“滚蛋，你现在要是就能胜了

蓝，我这个蓝死了算了。”我头也
不抬回过去。
“那不是名人名言里这么说

的么，他也没说青出于蓝而过一

段时间才能胜于蓝。”
“去，给我拿杯酸奶来。”我是

大人，懒得跟小屁孩儿辩论。
总是喜欢用饱满的颜色，湿

润的宝蓝或者妖娆的紫色，所以
儿子美术作业上
有了一只紫色西
装配宝蓝色内搭
的大象，皮鞋底
稍后用黑色扫过

后匀了一下，呈现出暗暗亮亮的
灰……儿子举起来看了半天，问
我：“这是什么？”我怒其不争道：
“斯莱特林大象！”
“你不是最不喜欢蛇么？为什

么要画斯莱特林大象？为什么不
是格兰芬多大象？”
“可是，确实是紫色配蓝色比

红色配黄色好看呀！”
“但是，我喜欢红色呀！呃

……既然我喜欢红色，万能的你，
能不能给改改？”
“你喜欢什么你自己另画！”

我气宇轩昂地指着儿子，“万能
的我不能给改改！”

终于把一切作业都完成了，
我们互相依偎着躺好，为了表示
我的辛苦，我把腿搁到他腿上，他
想了想没有挪开。“妈妈，有一个
问题困扰着我。”
“什么问题？”
“既然快要科技节了，总归

是科学的问题咯。”他笃定地看看
我，“你说，在眼镜发明之前，眼
镜蛇叫什么名字呢？”
“……”其实，

他是对的，青从蓝
里一出来就胜于蓝
了，不用过一段时
间的！

与
谁
同
行

黄
准
新

! ! ! !一年前捧读杨格的
小说散文集 《水魅》，
已是感叹于它厚如板
砖，一年后，很快又拿
到她的最新人物作品集

《心灵长谈》，发现这一本更宽更厚，
简直有沉甸甸的感觉。
这两本书都是三联书店出版，厚

重之外还突出了一个“质朴”。《水
魅》从头到尾没有一张图片，完全的
素颜妆， 《心灵长谈》 是人物作品
集，所以里面穿插了不少人物的照

片，但总体感觉并不喧闹，淡然潇洒，乍看有如进入
宝钗的屋子，“一色的玩器皆无”，然而“淡极始知
花更艳”，全书 "$万字的文字本身才是重点。
真有那么多话要说？通篇读完发现，杨格的这趟

人物之旅的确说来话长。这部人物作品集，事实上是
杨格作为沪上知名的女记者及撰稿人，自 &$$$年开
始至今十多年新闻写作生
涯的一次总回顾，也是一
趟澡雪精神的心灵之旅。
在此期间，她采访了 '$$

多位活跃在社会各界的知
名人士，通过千字素描、
人物对话、长篇特写等形
式，刻画出了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人物是
一个个用脚跑出来的，字
是老老实实一个个码出来
的，这样的写作方法，或
许在微博微信满天飞的今
天看来有些“笨”，然而，
经过了十多年的积淀，当
这些人物积少成多，从涓
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之
后，你就不得不惊叹什么
叫气场强大。
一个个你熟悉或不熟

悉的人物，在杨格的笔
下，一一呈现在你面前：
秦怡、乔榛、闵慧芬、黄
允、吕其明、吴思远、张
静娴、马莉莉、方舟、马
晓晖、唐俊乔甚至政协的
老领导和普通的发型设计
师……在这个多元化的时
代里，杨格走的仍是“雅
正”一路，重点关注的是社
会主流人物，不疾不徐，稳
重有加。或许对这些社会
知名人士的访谈，我们已
阅读过无数次，但是在她
的字里行间，你还是能读
到一点与众不同的清新感
受，亲切，流畅，有灵气，最
重要的是，有作者自己的
个性，有直指人心的悟性。
说是优点，这却也是

杨格的新闻人物写作中饱
受争议的一点：用散文化
的笔法写新闻。或许这与
她求学时念的是中文系有
关，落笔显得更为感性。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
程式化的新闻写作戒律也
早已被打破，她的“新闻人
物写作散文化”逐渐修炼

浦东的源深路和谢源深
薛理勇

! ! ! !源深路是浦东新区知
名度较高的马路之一，
《上海地名志》 中释：
“初筑张家楼至六号桥段，
名张六路。民国 !! 年
（!"&&年）疏浚咸塘
浜，以原浦东塘工局
局董谢源深名改今
名。”显然，源深路
是以一位叫谢源深的
人名命名的，这大概是上
海保留的唯一一条以近代
浦东人命名的马路。

《民国上海县志·人
物》中说：谢源深，字志
澄，号酉山。出生浦东医
药世家，光绪二十年
（!(")年）举人，“逆知

时局日危，文字不足以济
变，决计不应会试，专致
力于乡里公益。” *"+,

年，联合朱有恒、朱有常
等人上书上海知县汪懋琨

创办浦东塘工善后局，任
董事。塘工局的职能是
“凡修培塘身，以及筑圩
灌泥，开辟道路，修建桥
梁、码头、渡亭……”实
际上就是浦东的市政组织
和领导机构。
《光绪上海县志》中记，

浦东从陆家嘴到北洋泾之
间的黄浦江沿岸旧称“东
滩”，至迟从 *"世纪 ($年
代起已陆续被外商的码
头、工厂占据，多家外商抢
占滩地时采取少报、瞒报
土地以逃避征税，有的还
继续向江心扩展来侵占土
地。“浦左一带，厂栈林立，
洋商地痞，朋比为奸，侵渔
田亩，矇领道契，纠纷无所
不至。源深力持正义，不屈
不挠，卒使就范。”谢源深
率领工作人员走遍浦东，
将浦东的建设规划详呈上

海知县，说：“浦东本未开
辟租界，而沿浦滩地大多
已售。今吾华民知识渐开，
力图进步，一旦振兴实业，
倘欲设立厂栈，建筑码头，
转使无地可寻。即各
处航船义渡，已无停
泊之所，肩挑货物，来
往行人，时虞不便。时
若不设法限制，将来

浦江两岸，皆由地贩暗将
沿浦塘基、塘沟留步免
科。”
同时，谢源深还对浦

东市政建设提出详细措施
和办法，就是将沿浦滩地
由政府投资进行建设和改
造，防止私人或外商肆意
侵占；沿浦修筑马路，防止
外商扩大建设。从某种程
度上讲，谢源深和浦东塘
工局对抑制外商侵权作出
了贡献。
咸塘浜是一条已严重

淤塞的黄浦江支流，谢源
深计划将其填平筑路，工
程尚未完工，*"&$年谢源
深逝世，享年 %& 岁，当
*"&&年筑路工程完工后，
浦东塘工局就将该路命名
为———源深路，以缅怀和
纪念为浦东市政作出杰出
贡献的这位浦东人。

周修荣
相看皆知鬓丝垂

（电影导演名二）
昨日谜面：韩采萍何

以传情（奥运金牌得主）
谜底：叶诗文

（注：用“红叶题诗”典
故）

成了独特的风格，并最终
获得了业内专家的认同。
十年磨一剑。在这十

多年间，杨格本人也经历
了诸多身心的磨难：职
场、情感的挫折一样没少
过，甚至一度大病一场不
能工作。故而此书以曾有
过生死体验的电影配音演
员乔榛的专访标题《心灵
长谈》作为书名，实属大有
深意。

风雨之后见彩虹。在
此书中我们很高兴地看
到，杨格，这位来自贵州
的彝族女子，也成了诸多
朋友笔下的人物。擅长以
文字为他人画像的她，最
终自己也历练成为一位值
得关注、令人敬佩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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