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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远的尹雪艳》
陈保平

上海 !秀"

! ! ! !白先勇先生几十
年前的一篇小说，由
徐俊先生用沪语改编
成剧，在近两千人的
文化广场连演九场，

确实有点出人意料。这篇小说很
短，故事也比较简单，白先勇先生
的贡献是在极短的篇幅里，塑造了
一个独特的上海女人，这种不含道
德评价的独特性让人过目不忘，印
象深刻。说明“尹雪艳”这个人物
身上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风仪，
她是都市的，也是市俗的，闪烁着
刺眼的光芒。
徐俊先生的贡献是用上海方言

改编了白先勇的小说，并融入了许
多上海市民文化的元素，舞美设计
时尚、夺眼（这也是上海文化的一
个特点）。所以，一个戏剧结构和
矛盾冲突尚有不足的戏，仍然能抓
住剧场观众，气氛很不错。也许上
海人看完戏还会对自己城市的文化
有点心满意足的小感觉。这与一段
时间来，大家对上海方言的关注有
点类似，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移民
社会里，本地居民对地方文化的保
护、传承意识会不断增强。从这个
意义上说，《永远的尹雪艳》这个
戏时机抓得很准，定位也恰到好

处，满足了大众文化的需求。
诚然，媒体对这个戏的改编，

特别是对尹雪艳这个人物的处理，
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把一个有
象征意味的冷艳女性塑造成一个向
往爱情的具象女人，是降低了原著
的思想性，或者说哲学意味。这种
精英们对文学品位的守望当然没有
错，问题是从大众的立场和市场出
发，这样一部小说改成戏，如何做

到让大家赏心悦目，又有所得，确
实是要花点功夫的，其中也包括能
否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有所突破。
这一点，倒是白先勇先生相当宽
容，他对笔者说，戏改得不错，好
玩、好看，上海人喜欢最重要了。
毕竟，它让更多的大众知道了《永
远的尹雪艳》，你想了解差异，分
辨高低，可以回过头来再读小说，
这本身就是传播文化，陶冶性情的
审美过程。对精英们来说，这可能
是“过去式”，而对普罗大众而言，
却是“现在进行时”，他们有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会在需求中提
升审美能力。如果舞台上展示一个
有哲学意味的尹雪艳，好固然好，
但这是另一种定位，或许只能在小
剧场演了。
当然，现在这个戏也可进一步

打磨、完善。严格意义上，它还算
不上一部话剧，可能更接近音乐剧
之类的结构。若是话剧，人物的性
格发展，戏剧冲突过于简单了，特别
是后几场戏，细节太少，概念化的东
西过于明显。其实，把尹雪艳重塑
成爱情追求者、“百乐门”浴火重
生，都是可找到其内在逻辑的，这
个想法并无错，只是如何演绎得令
人信服，还可作推敲。具体的问题
还有，尹雪艳既是舞蹈皇后，舞台
既是以百乐门舞厅为背景，演员们
的舞技应有所提高，这当属基本
功，也是吸引观众的亮点。
一直以为，上海作为国际旅游

城市，应该有一台类似“西湖印象”
的“上海秀”，让旅游者在领略城
市风貌后，也可怀着愉悦的心情了
解上海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
《永远的尹雪艳》现在可能还难担
此重任，但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
基础的样本，也为我们如何“秀”
上海开拓了想象空间。

巴金托人带口信
许国屏

! ! ! ! !"#$年，%&岁的我考进中
福会儿童艺术剧院，担任一名
笛子演奏员。一年后，儿艺剧场
划归中福会管理。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凡在儿艺剧场公演的
中外经典儿童剧，都由我院的
管弦乐队伴奏，三十几位演奏
员坐在剧场台前的一个一人多
深的“乐池”里，剧场灯光一暗，
乐队的指挥棒一挥，优美动听
的乐曲就从“乐池”里奏响了。
一些低年龄的小观众感到很奇
怪：怎么只听到声音，见不到
人，个别调皮的学生还趴在“乐
池”前的扶栏板上，看看优美的
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数数乐队
里有多少名演奏员。我的艺术
生命就从这个舞台上起步了。

宋庆龄曾经讲过：“要用
优美动听的音乐陶冶孩子的情
操。”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普及儿童音乐常识，我们
从台下，走到了台上，不定期
地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儿童音
乐会、儿童歌舞音乐会，多届

“上海之春”的儿童音乐专场都
在这里举行。我在这里曾演奏过
笛子独奏曲 《喜相逢》 《放风
筝》，从我的老师著名笛子大师
陆春龄那里学习的 《小放牛》
《喜报》 《今昔》以及我自己创
作的笛子协奏曲《雷锋》等，收
到了不少小观众的热情来信。从
台下“乐池”里的伴奏“现身”
到儿艺剧场舞
台上的演奏，
一晃就是几十
年，数百场演
出，让我对儿
艺剧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作为儿艺剧院的团支部书

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被评为
学习雷锋标兵，就在儿艺剧场的
后台，我们办了一张“流动小报”，
表扬好人好事。当时，不少演员卸
完妆后，打扫剧场卫生、整理化妆
间、擦玻璃窗，我参加了舞美队的
装台工作，从深更半夜一直干到
天亮，爬到儿艺剧场的天桥上拉
布景，在舞台上帮助迁换道具，

到观众席上的灯光楼打追光。有
一次白天在剧院排练，晚上在儿
艺剧场演出，没有车子接送，我与
大提琴手扛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大
提琴，从华山路步行到靠近陕西
路的儿艺剧场。从台前走到幕后，
一样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 年的夏天，我与上海
盲童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一起举

办了上海市首
届盲童夏令
营，我在夏令
营里创作了一
首儿童故事音

乐“心灵的眼睛”，就在剧场演
出。第二天《新民晚报》上发表
了报道《三十四位盲童拨响生活
的弦音———故事音乐(心灵的眼
睛)》，观众反响强烈，也受到
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北京办事
处的高度赞赏。当时，当代著名
文学家巴金托人带口信：“希望
许国屏老师把这样的好事办下
去，越办越好……”%""$ 年 %

月，我们又举办了全国首届盲童

学校音乐教师儿童乐器进修班。
一月的上海阴雨绵绵、寒风刺
骨，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盲
童学校的音乐教师前来参加活
动，他们的住宿发生了困难，此
时是儿艺剧场的领导、职工，伸
出了友谊之手，把老师们接到儿
艺剧场的后台招待所，热情、周
到地予以接待。当时气温摄氏零
下几度，剧场招待所没有空调等
取暖设备，大家到中福会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要了几十只盐水空
瓶，每位老师发一只，冲上热水
取暖。为期十天的进修学习、生
活，处处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
它给特殊儿童及音乐教师带来了
春天的暖意。剧院是全心全意为
少年儿童服务，儿艺剧场则是全
心全意为剧院服务。我们时刻不
忘宋庆龄主席的嘱托，兄弟单位
联手从小舞台走向了大舞台。

明日请看

一篇 !我在

"儿艺# 的三

次落泪$%

浓
浓
粽
香
情

郭
树
清

! ! ! !每逢端午节，我总会想起儿时乡间
芦叶飘香的日子，人们忙着淘米、磨
粉、采芦叶……每年端午节前的包粽子
又拉开了序幕。
清晨，我们早早起来，一手拎着竹

篮，一手拿着竹竿做的钩子，跟着大
人，踏着露水，来到绿色绵延的河沟边
采摘芦叶。一张张映着朝霞晨阳的笑
脸，迎着江风，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
唱着歌谣，贪婪地采摘起来，左手采一
叶，右手折一枝，对那些长在河沟中央
够不着的芦叶，就用竹竿钩子钩下来，

不一会工夫，竹篮装得满满的，便一路小跑拎回家。
摆到灶台上，经浸泡后，用清水洗净，放进滚烫的开
水中煮，捞起后泡进凉水
盆里，然后全家人围坐在
桌子前，看着母亲折叶、
放米（那是困难时期，米
不够，就放些玉米糊、麦
面糊）、捆扎，动作娴熟
麻利，一边包粽子，一边
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然而，别看那时生活

不富裕，粽子的原料是丰
富多样的，有大米、小
米、高粱、面粉，还配有
枣子、赤豆、花生、猪肉
等。捆扎粽子的绳或用丝
草，或直接用芦笆针将芦
叶穿过粽子腰部捆扎，这
样煮熟后的粽子味道尤为
清香。当一只只或三角
形、或棱形、或枕头形的
粽子放进大灶锅中蒸煮
时，满满一大锅，便点燃
木块或豆秸杆等硬柴，煮
上两三个小时。随后，父
亲便开始一下一下地往炉
膛里添柴，炉膛里旺旺的
火焰，映红了父亲的脸
庞。我们兄妹几个不时地
从外面抱一些硬柴进来，
放在父亲身后，以备父亲
随时往炉膛里添柴。

当锅中的粽子烧开
时，芦苇叶的清香味便迅
速弥漫开来，满院飘香，
还没等粽子煮熟，我们这
些嘴馋的孩子们便守候在
灶台边，眼睛盯着锅里等
着吃粽子。这时候，深吸
一口气，那阵阵芦苇叶和
着粽子的香浓味儿便钻进
了五脏六腑，钻到全身每
一个毛孔，甚是惬意。
终于等来了大人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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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子路篇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
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此章标点划分、语句解释，分歧甚

大，各执一说，至今未能统一。比较、
琢磨之后，本文作以下简要解读，供读
者朋友参考。
首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孔子有一

次谈话重点说“恒”，此章两句话就是其
中部分内容。具体来说，分两段。第一
段是孔子对南人一句流行语的评价，第
二段是孔子因《周易》一句爻辞
而发议论。故本文作如上标点。
第一段中，“南人”为南方人。

“恒”指恒心。“巫医”在远古时二
者合一，占卜却灾，治疾祛病，社
会威望很高，南人十分看重。不
过，春秋时巫师、医师已经分开。
“夫”是感叹语气词，相当于啊。

第二段中，“恒”为恒久义。
“或”为也许、可能义。“承”为
蒙受义。“不占”指“不恒其德”
的人不必占卜，占卜也没用。“而
已矣”是语气词连用，意思截
然，大致相当于啊、罢了。

《周易》第三十二卦是“恒
卦”，其卦辞大意是，这一卦象征恒久，
亨通，没有过错，利于守持正道，利于
前行。后来，《易传》对这一卦解释说，
天地运行规律就是恒久不停的，日月顺
行天道而能永久照耀天下，四季往复变
化而能永久生成万物，圣人永久保持美
德而能教化社会；观察这些恒久的现
象，天地之间万物的性情就可以明白
了。恒卦有六爻，其“九三”爻辞是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据上海
古籍出版社《周易译注》，意思是不能
恒久保持美德，可能蒙受羞辱，要守正
以防憾惜。爻义有劝邪反正的微旨。而

孔子借爻辞加以发挥，对
“不恒其德”者是鄙夷的。

用现代汉语复述此
章：孔子说：“南方人有
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
心，是不能做巫医的。’这句话真好
啊！”《周易·恒卦》九三爻辞说“不能
恒久保持美德，可能蒙受羞辱”，孔子
对此议论说：“这种人不必占卜了啊！”
此章关键词是“恒”。今人读此章，

无需纠缠于原文字句的疑惑，抓住一个
“恒”字即可。孔子倡导“恒”，
《论语》 述而篇还有一处：“善
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
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
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善人，我没有见到啊，能见到有
恒心的人，就不错了；没有却装
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
装作富裕，这样的人难以有恒心
（不做坏事）啊。孔子慨叹世人
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不仅善人见
不到，而且仅仅是有恒者也难以
见到了。另外，前不久拙文
《“譬如为山”》《“秀而不实”》解
读了孔子两段重要的话，其中都

蕴含着锲而不舍、持续前进的思想，也
就是“恒”的思想。

孔子所赞赏之“恒”，用今天的话
说，是坚定不变的心，是持之以久的意
志，是对道德修养、事业发展的永远坚
守，总之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一种巨大
的正能量。孔子本人就是有恒者的表
率。“吾道一以贯之”（里仁篇）在强调
自己核心思想的同时，也说明对自己思
想的坚持不懈。至于他历尽千辛万苦，
周游列国十四年，孜孜不倦，教导弟子
四十年，等等，更是从行动上证明其意
志的坚韧和持久。

倚 风
苏剑秋

! ! ! !书房窗外隔壁小区的
那片紫藤，春日里紫艳飘
香，如今已转为绿色城堡
一般浓郁茂盛，虽然它仅
仅覆盖了小区停车棚，却
时时展现了独特的妩媚和
风姿。
紫藤属藤本植物，花

呈紫色，俗称“藤萝”。
其别样情致往往勾起画家
们的内心向往。早年读到
吴昌硕的紫藤作品，被画
中自然形态所深深吸引。
四尺对开长条，一枝老干

苍劲豪迈，线条变化随着
墨韵节奏干枯浓淡一一呈
现，只需几串紫藤花蕊映
衬，整个画面栩栩如生，
自然竟是如此儒雅。反观
齐白石的紫藤作品，则具
小中见大之气势，有时就
一串腾空紫藤花随风摇
曳，撼动的却是读者的内
心。加之几根纯草书线条
似金蛇狂舞，狂乱而不失
整体感，这就是大师的本
事。再说王个簃、曹简
楼、曹用平等当代大家，
应该说对紫藤情有独钟，
经过画家的提炼和表现，
实实在在是寓意深远，感
觉是写情写意写心。
回想起许多年前去皖

南，那里满山遍野的野生
紫藤，春季花香四溢，远
远望去似海洋，紫色花朵
一串串在山中摇曳。听当
地人讲：紫藤花瓣还能炒
了吃，或做成馅，放进饼
中烤着吃。我有些诧异，
心想能吃吗？果然路过一
家山村烧饼店铺，主人正
在忙活，如不是亲眼见
着，还真不敢相信，桌上

一个大碗，饼馅是用野紫
藤花拌成，看到山村小孩
人手一个嚼得香甜，感觉
不是滋味，只能说那时的
生活条件苦啊！
又想到，曾经去过的

浙江玉环县紫藤园，建立
在沿海滩涂上，面积庞
大，气势恢宏。好像也是
在春天，风动云移，大片
年份品种姿态各异的紫
藤，组合在一起如同波浪
翻滚。身在紫藤花海，人
的心绪会霎时明朗许多，
海风鸟语花香，让人流连
忘返……
望着窗前的那一片紫

藤，想着吴昌硕等大师的
作品，掠过皖南的景象，
心中不免怀念玉环的紫藤
园。如能洞悉这自然的一
切，浮光掠影留给了我对
紫藤这种植物的精神内涵
忆念，牵引出难以自拔的
深深眷恋。

“粽子熟了”的吆喝，大
家便围拢过来，嘴里喊着
“芦青园里一只老白狗，戳
一枪，咬一口”的乡间谜
语，手忙脚乱地撕开芦叶，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转
瞬间，一大锅粽子风卷残
云般地没了踪影，当时只
觉得这粽子飘出的浓郁醇
香的味道，是天底下最好
的美味佳肴，给我的童年
带来甜美和快乐。
母亲包粽子时，总会

在粽子里包进几枚硬币，
乡间习俗，谁能吃到含有
硬币的粽子，那能预示着
拥有好的福气和财气的。
其实母亲包进硬币的粽子
是做记号的，她总是让每
个子女都能吃到包有硬币
的粽子。
眼下又到了粽子飘香

的时节，市场上的粽子花
样繁多，可我总感觉那味
道没有小时候吃的粽子味
道好。

春光 （中国画） 夏建峰

十日谈
我与儿童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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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伟

! ! ! !人们常用
“刹那”、“瞬
间”表示时间
极短，但“刹
那”、“瞬间”
是不同的。据古梵文《僧祗律》载：“一刹那者为一
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
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据此，一昼夜 *+小时计 '&+,,秒，含 -,个“须

臾”，或 !.,,,个“弹指”，或 ./万个“瞬间”，或
/',万个“刹那”。折合成现代计时，一“须臾”为
.'',秒，一“弹指”为 $0. 秒，一“瞬间”为 ,01&

秒，而一“刹那”仅为 ,0,%'秒。“刹那”竟快“瞬
间”.,倍。
世界百米巨星蒙哥马利保持的人类最快起跑反应

纪录是 ,0%,/秒，刘翔的最快起跑速度为 ,0%,2 秒，
这个起跑速度几乎接近人类极限。由此，刘翔们的
起跑速度仅是“一瞬”的三分之一，又是“刹那”的
近 &倍。所以，如需精确描述，那就不应说“瞬间”
或“刹那”。因为你说“瞬间”起跑那是贬低了刘翔

们，你说“刹那”起跑则已超出了人
类极限。
当然，如果只是文学类的叙述则

用“瞬间”、“刹那”无妨，读者也
不会去较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