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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老街!担挑云吞品记

横斜石板出深巷!

老街风来一担香"

戏水云吞花生雾!

直向微醺才过江"

注!：屯溪老街位于
黄山市，北依华山。

无题

吴王金钩越王剑!

血色夕阳染征鞍"

虽说青山收忠骨!

爹娘却失好儿男"

外乡来客!中国画" 张渭人

大胆尝试“美式月子”
吴 颖

! ! ! !我在美国怀孕待产的时候，我们双方的
父母都不能过来照顾，所以我们决定按照美
国人的方式自己带孩子。中国人讲究产后坐
月子，但美国人没有坐月子的概念，他们觉得
合理的饮食、足够的休息、适当的运动就是健
康的保障。
我顺产两天之后就出院回家了。刚开始

几天，真有点手忙脚乱。别说煲汤了，连做饭
的时间也没有。朋友说要来看宝宝，我都毫不
客气地说，带点吃的过来。我和老公虽然忙碌
但乐趣十足。而且，我一定每天冲个热水澡，消
除疲劳，保持卫生，恢复战斗力，迎接新一天。
老公博士学业很忙，只在家帮忙了不到

一个星期就匆匆回去工作了。从医院回来的
第七天，我打开冰箱，发现已经没有东西吃
了。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正是一月份，气温与我
国北方差不多，外面刚下过大雪，我一咬牙，
用小毯子把宝宝包起来，自己开车去超市买
菜。我之前看到过刚出生两天的孩子，就由妈

妈带着到处逛街，我想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也
可以做到。推她去超市，因为宝宝太小了，很
多人驻足，都说她可爱，我自豪地说：“对呀，
出生刚一个星期。”
中国人眼中最重要的月子里，我并没有

天天卧床休息，宝宝睡觉了，我就做简单的饭

菜，收拾房间，不是说我能干，我和国内的闺
蜜打电话说，我这是入乡随俗，这里的人都没
有坐月子的习惯。

一个月过去，宝宝很健康，也很好带，我
自己坚持母乳喂养也瘦了很多。女儿三岁那
年我老公博士毕业，我们回到国内，女儿养得
一点也不娇气，我也恢复得非常好，没有一点
月子病的征兆。

但我的闺蜜是去年生的宝宝，因为是高
龄初产，家里都紧张得不得了。本是外企白
领，产后却坐起了代代相传的老式月子。婆
婆、妈妈轮流服侍在侧不说，家里还高薪请了
个月嫂全程护理。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发现她
起床如厕也要人搀扶，全身臃肿身上还隐约
有一股馊味，看来还是坚守着“不洗头、不洗
澡、不刷牙”的“三不”老观念。闺蜜还向我抱
怨说，!"""元聘请的月嫂还是不令人满意，这
已经换了第三个了。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小
宝贝一直不明原因地在哭。最近还听说在京
沪两地出现了“天价月嫂”，她们的月薪已达
#$%万元，甚至高于一个医学博士。

我在这里讲述自己在美国生养孩子的
经历，是想让各位新妈妈不要太紧张，如果

你有自信，不如也试试
“美式月子”吧。

老上海的沪剧
朱争平

! ! ! !沪剧是唱出来的上海
话，是代表上海城市独特
形象的戏剧。在文化繁荣
发展的今天，研究沪剧的
历史，推动沪剧新的发
展，是上海文化建设应有
的命题。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沪剧，
渊源于浦江两岸
的民歌俚曲，后
受其他民间说唱
及戏曲影响进入花鼓戏时
期，清末形成上海滩簧。
文明戏时代，发展成为小
型舞台剧申曲。&'(# 年
上海沪剧社成立，申曲正
式改称沪剧。上海解放
后，沪剧创作和演出进入
新的繁荣期，剧目丰收、
人才辈出，舞台艺术水平
大大提高。#')*年 (月，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晋京展
演，获文化部和中国剧协
表彰并被授予坚持编演戏
曲现代戏的“四面红旗”
之一。“文革”中，沪剧
遭受严重摧残，所有剧团
编导演人员几乎全部遭到
冲击和批判，剧团被迫停
演或解散。改革开放后，
沪剧逐步恢复生机，创作
演出了一大批深受观众欢
迎的新剧目。进入新世纪
后，受都市文化大环境的
影响，沪剧面临新的困

难。从最早的花鼓戏到当
代沪剧，沪剧走过了 +**

多年艰辛发展的历程。
沪剧是从田头山歌

发展而来的戏曲剧种。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
步形成了重视深入生活，
抒发内心世界，形体塑造

人物，表现时代气息的艺
术特色。在各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
剧目。如花鼓戏和滩簧时
期的《女看灯》、《卖红菱》、
《拔兰花》等，申曲时期的
《离婚怨》、《杨乃武与小白
菜》、《阮玲玉之死》等，上
世纪 (* 年代的《魂断蓝
桥》、《骆驼祥子》、《家》、
《雷雨》等，全国解放后的
《白毛女》、《罗汉钱》、《赵
一曼》、《金黛莱》、《母亲》、
《星星之火》、《鸡毛飞上
天》、《芦荡火种》等。改革
开放后，《金绣娘》、《张志
新之死》、《一个明星的遭
遇》、《东方女性》等一批新
剧目在历届上海戏剧节和
全国汇演中获奖，其中
《清风歌》、《今日梦圆》分
别获文化部新剧目奖和
“五个一工程”奖。

在沪剧的发展过程

中，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
班社剧团，涌现了一大批
优秀演员。+*世纪比较有
影响的班社剧团有：成立
于二三十年代的大阿宝
班、少兰社、新兰社、福英
社、紫云社、新雅社、婉
社儿童申曲班、施家剧

团、文滨剧团
等，成立于 (*

年代的上海沪剧
社、中艺剧团以
及上艺、勤艺、

努力、艺华、爱华沪剧团
等。上海解放后，除上海
市人民沪剧团、长江沪剧
团等外，宝山、徐汇、长
宁等区都在一些老沪剧团
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区级
沪剧团。施兰亭、邵文斌、
丁邵兰、范志良、筱文
滨、施春轩、杨月英、丁
是娥、顾月珍、解洪元、
邵滨孙、石筱英、王盘
声、杨飞飞、汪秀英、王
雅琴、马莉莉、茅善玉、
孙徐春、陈瑜、吕贤丽、
钱思剑等是沪剧发展不同
历史时期涌现出的著名艺
人，他们为沪剧的
传承和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沪剧以长腔长
板、三角板、赋子
板等为基本音乐唱腔，曲
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
息。申曲是沪剧唱腔发展
的重要阶段，改变了滩簧
早期唱腔平铺直叙的缺
陷。申曲改名沪剧后，随
着剧目的发展，不同流派
的沪剧唱腔开始形成。上

海解放后，沪剧音乐在基
本板腔系统的运用方面，
在传统曲牌小调的继承发
展方面，在吸收融化兄
弟剧种的唱腔音乐方面
等都有了改革与创新，
出现了流派纷呈、盛况
空前的局面。代表性的

有：石筱英创造的
以抒情委婉为特
色的石派，丁是
娥创造的以瑰丽
多变为特色的丁

派，杨飞飞创造的以凝
重深沉为特色的杨派，
汪秀英创造的以活泼流畅
为特色的汪派，顾月珍创
造的以哀怨刚稳为特色的
顾派，邵滨孙创造的以激
昂高亢为特色的邵派，解
洪元创造的以浑厚苍劲为

特色的解派，王盘声创造
的以飘逸潇洒为特色的王
派，赵春芳创造的以刚
中有柔为特色的赵派，
袁滨忠创造的以滋润甜
糯为特色的袁派等。改
革开放后，一批沪剧新
秀对沪剧唱腔又有新的
创造，呈现了新的特色。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
影视网络等多重冲击，沪
剧的发展遇到了严峻挑
战。上海作为世界性文化
都市，绝不可缺失传统的
本土文化。沪剧自身需要
改革创新，但为本土文化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
极为重要。上海应该为用
本地母语表达思想感情、
反映生活的沪剧提供更
大的空间。

期望沪剧这朵奇葩
在上海这座世界语言文
化日趋多元多样的百花
园中永远绽放！

施
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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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十年前，我做过一次为上海的白血病儿
童捐娃娃的活动，那时捐出娃娃的人们热烈讨
论过，助人这种行为给自己的快乐是显而易见
的，但接受娃娃的孩子们却渐渐去世了，我们是
否也有利用他人之嫌。这个志愿服务他人的目
的，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虽然苛刻，却也
有着九十年代的纯洁。
二十年后，为乡村老师们捐飞机模型，在乡

村老师们的温柔鼓励下，我们好像他们的学生一般只
管努力，只管咧开大嘴笑就是了，更为单纯，也不再十
分追究利他中的利己。也许这是志愿服务成熟的标志。
爱别人总是比被别人爱要难得多，也要值得得多。

施爱的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是每个人一辈子
里一定能有一次的。

那
五
百
里
滇
池

彭
荆
风

! ! ! !那天早上，虽然冬天的风很大很凉，我们一家人还
是去了滇池边上的海埂；想去看看过去曾经作为游泳
场地的沙滩、栈桥，以及水边上那一排排迎风昂立的古
老桉树……
快接近滇池边，就能听见那大风催动浪涛凶猛地

扑打堤岸的巨大响声。我似乎又感受到了那“五百里滇
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的雄伟气势；既感熟悉
又有些陌生；自从滇池水被严重污染后，
我却有 +*多年没有来过这一带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是滇池上的
常客；春夏天气晴朗的假日，与三五友朋
雇一条小木船，划到深水处停下，在碧水
蓝天间谈文论艺，朗诵自己的作品，看飘
忽于湖上的白云和忽近忽远的点点白
帆，身心也会如湖水那样澄净，把一些不
应有的烦恼都忘却。划船的多是很能珍
惜时光、勤奋劳作的妇人；我们谈论诗文
时，她就静坐于船头缝鞋、绣花，那姿态
如一尊柔美的雕像，与刚才挥动手臂、大
力划船的强烈动作完全不同。我常常遗
憾自己不是画家，不能把这些蓝头帕红布袄、脸色黑得
妩媚，但又动静分明的船娘画下来。
“文革”初期，心情郁闷，又无处倾诉，只能去往水

天空阔处散心；我经常是 %点钟就起床，骑三四十分钟
车到海埂，从伸往深水处的长长栈桥上跃下水，一边游
一边看晨雾从黝黑化为淡紫、再变幻为鲜红明亮；心身
也会处于一种轻松愉快中，暂时忘了“文革”的喧闹和
那令人惶惑的未来，只想放松地浮游再浮游。
但是这“逍遥”的日子并不长，我很快被“四人帮”

在昆明的爪牙投入监狱；美丽的滇池也难以逃过那“文
革”浩劫。在那个既缺乏环保意识又专横跋扈的“省革
委会”主任的策划下，一场所谓“围海造田”，把滇池边
那些能过滤脏污的湿地都填平了。从此
一派清波日见混浊，污染不断加剧。
我们这天来到海埂，恰好从北方来

昆明过冬的海鸥也来滇池了。
红嘴鸥、黄嘴鸥、黑嘴鸥一群群地在

水边翱翔，如万片雪花在灰黑色的水面上起落。有人给
它们抛掷食物就会熟练地凌空接住；见你是诚心喂食，
没有伤害之意，还会大胆地飞往人们身边，悠然地啄食
散落于地面上的面包、馒头屑。鸥鸟们群体意识强，不
贪婪也不抢占地盘，吃饱了，就会在领头鸥的引领下陡
地飞起，去往远处水面长久盘旋，让另一群海鸥来岸边
寻食。它们得时时矫健地展翅高飞，因为过了冬天，还
要长途远行飞返大兴安岭以北。
海鸥给这海埂的水边增加了情趣，尽管浊浪一阵

阵涌来，我们还不愿意走开，长久看着鸥群
飞来飞去。
从前的堤岸上经常是钓鱼的人逐一排

开；这天的桉树下只有一个人在孤零零地
钓鱼。他紧裹着雨衣，看不出年岁，只觉得
是个熟练的钓翁，而且鱼竿不是一根而是
长长的两根，风浪一阵阵扑过来浇在他身
上，他也不退缩，一直坐在小凳上专心地钓
着。我很诧异，滇池水这样脏，近岸的鱼虾
早不能吃了，他钓去干什么？莫非是从前几
十年在滇池上悠闲垂钓的过往难以忘怀，
还在执著地追寻？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方式吧？
我们沿着堤岸缓缓往东走，去寻找那

伸进水中的栈桥和在印象中布满彩色细石
的沙滩。长久失修的栈桥塌进了水里，沙
滩、堤岸长满了杂乱的荒草。看来已有很久
没有人来过这里了。
我抬头观望岸边那一长排高大苍劲的

古桉树，不知道它还记得我们这几个从前
常来这里的朋友么？

我多想在今后的夏、秋又能在滇池里
游泳，游得远远的，去感受那水天空阔的意
境。但是滇池的现状，哪个敢下水？不过人
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继续损害这“高原明
珠”；这十几年，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治理

滇池的力度，水质恶化初
步得到遏制，但愿水色明
净的那一天能早些到来！

习
惯
白
发

诸
雄
潮

! ! ! !生活是七彩世界。彩色的世界调和
到最后，就呈白色。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是生命到最后与生活讲和的颜色。

许多人伤悲白发，以为这是人生的
暮年，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反过来思忖，一
头白发，不也证明我们活得那么的长久，
而非夭折么。青春永驻是不可能的，若有
也只是标本。所以白发是履历的证明，我
们大可以用欣欣然的姿态来迎接它。
聪明人是不怕白发的。白色是一切

色彩的衬底。它是时间的漂染，也是阳
光的积淀。白发虽白，却是人生浓墨重
彩的一笔。缺少这一笔，许多人的以往
人生几乎轻为随意的涂鸦。
白色的头发看上去质量最轻、最细，

它意味着超然、淡定、解脱，因为它明白，任何绚丽色彩
的归宿，都归于平淡。
白发是阅历，是人生。有些人，把头发染黑，实在是

不解人生况味。不该上心的事不要去上心，必会到来的
事就笑颜相迎，这样的人生才精彩。何况白发的心境有
一种趣向，长着满头白发的人眼睛里看到的世界，满眼
都是美女。
白发也代表一种力量，它是挡不住的。起初我们看

到白发，都会拔之，但最后总是我们向白发妥协。即便
染了颜色，但它根部的本色依然不能动摇。到最后，我
们彻底投降。所以我们大可以任其不由自主地生长。
白发最软，像是心灵的折射。人老了，心淡了，头

发的色彩就消失了。但不要以为他们弱了，其实这才
是他们内心坚强的本色，因为白发是人生的资本。贝
聿铭说：他遇到困难是不低头的，只不过如竹子弯弯
腰而已。
没有白发，本身就是缺憾。海是不属于中年人的，

这里不是青春肌体展现的场所。同样，暮年而光艳，违
背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白发，是成熟的最明显的
标签，一如稻子的低头。
我有时甚至会以为，

白发的淡然的心境，是世
界的本原。你看，树叶到
老了，色彩就变浅了。头
发到老了，就发白了。甚
至月亮到了夜里，也白得
更明显了。

我们最该担心的是
老得太快而智慧长得太
慢，而不是头发是否变
白。白发本来就是时光在
生命的年轮里，在智慧的
海洋中过滤的结果。

人生不到白发而终，是
为夭折，那是人生的悲哀。

书品与人品
羊 休

! ! ! !近读傅山论
书，说：“作字先做
人，人奇字自古。”
又说，“予极不喜
赵子昂，薄其人，
遂恶其书。”（《霜红龛集·作字示儿孙》）因赵孟頫本是
赵宋宗室之后，入元后做了元朝的官，且封为魏国公。
这在明末遗民傅山看来，是丧失民族气节的行为，所以
“薄其人”。总之，十分强调书品与人品的统一。

然揆之史实，书品与人品不一致的，代不乏人。即
以与傅山同时代的王觉斯而论，书法无疑是第一流
的，尤其是行草，飞腾跳掷，苍郁雄畅；但晚节不终，
以明末高官而降清，遂耻于士林。还有张瑞图，书法
沉着犀利，气势雄强，可是谄媚魏忠贤，也是人品低
卑之流。明代之前就不必说了。再之前，为宋，就有两
个大人物：徽宗和蔡京。徽宗的“瘦金体”清劲娟秀，

意度天成，自唐以来，一大创造。可是
却是个昏庸的皇帝，最后落得北虏于
金，岂仅是丧权辱国而已！蔡京则是
著名的奸相，但据张丑：《清河书画舫》
云，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

蔡京，因其奸毒不可为人师而易以蔡襄，由此可见他的
书法之高。降及近世，郑孝胥是书界名流，却是罪恶昭
著的大汉奸……
虽然书品高而又人品高者，亦不鲜见，唐有虞世

南、颜真卿，明有黄道周、倪元璐，傅山本人也是。但“人
奇字自古”恐未必皆如是，而“作字先做人”，我看还是
第一要着。做人第一，书次之：字不妨写得差些，而人是
不可不讲气节、不顾廉耻的。

! ! ! !束手无策的时候#不

妨到书里找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