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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年来，每次在国外的机场候机
时，我总喜欢为烟草制品寻寻觅觅，而
常常只能在冷僻的角落、昏暗的柜架上
发现它们的踪迹，有的机场甚至需要向
人打听，在灯火阑珊、曲径通幽的小屋
里方能窥得其真容。一向厌恶烟雾的
我，这当然不是为了去买香烟，而是想
看看那些洋烟外盒上可怖可憎的警示图
案是否越来越丑，看看人家的控烟行动
有什么新动向。每次都可以感觉到，在
欧美的大多国家，烟民的日子越来越难
过啦！
反观我们这里，烟民们至今还很潇

洒滋润呢！烟盒依然那么光彩夺目光鲜
照人，禁烟警示语依然不显山露水地蜷
缩一隅，大店小摊的柜台上依然堂而皇
之地兜售烟卷，男女老少的烟民们依然
在大街小巷里若无其事地叼着烟卷，乃
至在饭馆餐厅、办公室会议室甚至电梯
间之类的公共场所，也照样旁若无人地

吞云吐雾。《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施行已
近五年，全国性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颁布已四年，有目共睹的现实则恰如这次两会上
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言：公众缺乏控烟意识，
公共场所管理者漠视和抵触，执法部门人单力薄，控
烟行政管理主体过于边缘化，以致新民晚报近日在报
道一些小型网吧对吸烟者基本放任不管时所拟的标题
《墙上“请勿吸烟”桌前口吐“白圈”》，真可以作为
“标准件”套用于各种公众场合。

多年来，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控烟现状持续追踪屡
有报道，如七年前中国被国际控烟大会授予“脏烟灰
缸奖”的新闻，就曾让他们大大地炒作了一番，讥讽
了一把。但对此我们真是百口莫辩，窘态毕现，有什
么底气和勇气去呵斥批驳人家？最近，又有美国《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吞云吐雾的中国龙正在熄火》
为题，对中国的禁烟做了报道，称中国的烟民人数占
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其中 !""#万是男性，$%&&万是
女性，“艰难的是实施禁烟条例，在制定禁烟条例的
不多几个城市中，公众大多对此置之不理”。似乎又
被说准了。“真正让政府担心的是在 $%岁到 $'岁的
男孩中有 $$(!!的人吸烟。这样高的少年烟民比例不
符合‘中国梦’的设想，也不符合世界榜样国家的形
象。”唉，不幸再次被“点穴”！
若能扪心自问反躬自省，大可不必为这样的“国

际舆论监督”恼怒、胸闷，却也切忌对其不屑一顾、
不以为意，控烟禁烟毕竟是世界文明的潮流，因此也
正是与国际接轨的“项目”之一，亦应实行“拿来主
义”。事实上，能借以为“中国龙”“熄火”的“灭火

机”“消烟器”比比皆是，尽可信手拈
来。以英国为例，虽然早已颁布禁烟法
令，实行却也不易。于是，为让国民远
离香烟，政府频出实招。如禁止烟草制
品的“促销”，大型商场 !&$!年起、小

型商店 !&$'年起，香烟及相关产品不得摆在柜台上
卖，只能放在台面下。又如，学校通过健康课使孩子
们知晓，来自有家长吸烟家庭的人患癌率是其他人的
%倍，动员他们在家以“就算为了我”为最有力的理
由，劝说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掐灭烟头，这一招果然
很管用。去年，国会通过决议：不准任何人包括父母
在有儿童的车内抽烟，违者罚款和车牌扣分。最近，
英国医学会又提出一项禁烟新提议：凡是 !&&&年以
后出生的人，都禁止购买香烟及烟草产品，旨在防止
年轻人接触烟草，如果这一提议立法成功，第一批
“不吸烟的一代人”就会在英国出现。

或许毋须克隆“他山之石”，我们的控烟工作自
有中国特色。不过，消除今日之烟雾与预防明日之烟
味双管齐下，摆脱积“烟”难绝的现实窘境与防
“烟”于未然的超前行动相得益彰，这样的辩证思维
是否可以为“吞云吐雾的中国龙”之“熄火”加速？

生生不息的音乐剧之路
费元洪

! ! ! !天上鸟儿飞翔，地下群兽
行走，孩子们在尖叫着，大人
们长大了嘴巴……这不是动物
园，而是 !&&'年夏季的上海
大剧院。十年前，来自迪士尼
的音乐剧《狮子王》就是这样
盛大的开场。也是在这一年，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成立了，
就像剧中开场歌曲《生生不息》
所唱的———)*+ ,-.,/+ 01

/-1+，它标志着艺术中心的十
年音乐剧之路，从过去走向了
未来，生生不息。

回想 !##! 年之前，大剧
院还在为是否演 !2场的 《悲
惨世界》而犹豫，因为毕竟，
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剧目连演
超过 '场。当时很多人说了，
大剧院要悲惨了。然而，《悲
惨世界》非但没有悲惨，还赢
得满堂红。此后，又经历了

!&&% 年的 《猫》、!&&3 年的
《音乐之声》与《剧院魅影》、
!&&'年的《狮子王》、!&&4年
的 《妈妈咪呀》、!&&5 年的
《发胶星梦》、!&&" 年的 《歌
舞青春》……一部部音乐剧，
铺成了一条美妙的音乐剧之
路。
精彩数不胜数，而留

在脑海的，却是一些不算
“光彩”的记忆……

!&&% 年，《猫》遇见
67.6 疫情，全国人心惶惶，
台上是五彩斑斓的猫儿，台下
却是一个个戴着口罩的观众；
!&&4年，《妈妈咪呀》中饰演
索菲的三位主演，竟在同一天
生病，无人能替，不得不被迫
停演，然后我们仅用了十几个
小时，从伦敦急调了一位索菲
前来救场；!&&5年，胖胖的特

蕾西 （).7,8） 还有她同样
肥胖与可爱的（男扮女装的）
妈妈，以“合肥”姿态，呈现
一部青春励志的《发胶星梦》；
!&&" 年，为了 《歌舞青春》
推票，我们走遍上海大大小小
几十个中小学校，台下成百上

千的学生齐刷刷举起手来，欢
呼他们对电影《歌舞青春》的
感受时，作为讲师，觉得自己
09)了……

!&$$ 年，上海文化广场
建成，这个为音乐剧而打造的
新剧场，自此接过音乐剧发展
的旗帜。建立之初，文化广场
便明确了“以音乐剧为主，时

尚流行为辅”的差异化剧场定
位，与经典高雅的上海大剧院
和古典精致的上海音乐厅，并
列成为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的
三大剧场。
四年来，上海文化广场在

音乐剧的道路上越走越开阔。
!&$$ 年、!&$! 年与英国
:;< 公司联合制作的音
乐剧集锦秀 《极致百老
汇》，连演 %3场，创下了
音乐剧集锦音乐会的演出

纪录。!&$$年与 !&$!年法语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和《罗
密欧与朱丽叶》，相继登上文化
广场的舞台，不仅创立了文化
广场年末大戏的品牌，也为上
海观众打开了一扇独特的音乐
剧之窗；!&$3年《剧院魅影》
“暌违十载，再度归来”，4%

场连演，创下音乐剧在上海平

均单场的票房新高。而刚刚结束
的《伊丽莎白》，更是中国首次
引进德语音乐剧，它再次告诉观
众，“非英语音乐剧”也不逊于任
何百老汇与伦敦西区的经典大
戏。而“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
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剧论坛”，
已连续主办三年，彰显了专业与
国际化高度，业界反响热烈……
如今，上海文化广场的音乐

剧演出已安排到了 !&$4年，这
一条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摸索
培育而成的音乐剧之路，不仅越
走越开阔，参与者也越来越多。
音乐剧这一当代综合舞台艺术样
式，也必将以全新姿态，迈向生
生不息的下一个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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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假如父子
之间有隔阂，而且彼此伤害很深，很难
在短时间内修复关系。美国电影《法官
老爹》里的律师汉克，正闹着离婚，他
住在大城市，离开故乡小镇很多年了很
少回去，只不过因为母亲突然去世，不
得不回家奔丧。驱车前往，虽然公路两
旁麦浪翻滚，景色美丽，却仍然掩不住
汉克内心的孤独，母亲倒在了她喜欢的
绣球花旁，和当法官的父亲约瑟夫老死
不相往来。那里还是他出生的故乡吗？
有湖、有树、有花？有像小时候一样，和
父亲在宁静的湖水中垂钓？见到了父亲，
他们的关系依然冷淡，依然疏远。受不
了父亲的冷嘲热讽、居高临下，汉克不
告而别，打算乘坐飞机离开，偏
偏在这个时候，父亲因涉嫌一桩
谋杀案被警方调查，此时，父亲
已是癌症晚期，因为化疗曾导致
记忆短暂失忆，他不记得是否撞
过人。作为律师的汉克，要出手
相救。很有意思，儿子本来要逃
离，现在不得不靠近，一段发生
在乡村小镇上的故事就此拉开帷
幕，父与子，情与法，一段段往
事、一个个心结、一段段恩怨，一个个
片断，就这样缠绕在一起……
这是一部令人过目不忘的电影，法

庭戏是它的骨架：!&年前，有个犯人
向少女开枪被老法官轻判 %&天，后来
犯人溺死少女而被老法官重判，现在，
这个犯人出狱了，却被发现尸体横陈，
所有疑点都指向老法官，他到底有没有
撞死犯人？汉克做了父亲的辩护律师。
雨天、黑夜、血迹、撞车痕迹；现场照
片、监控录像、作案时间、法医尸检；
证人举证、检方控方唇枪舌剑……法庭
戏所包含的元素，它应有尽有。但是，
填充在骨架里的，是真正使这部电影具
有生命力的血肉：家庭、婚姻、法律、
正义、公平、道德、责任，而其中的人
与人关系，尤其是父与子关系的描述，
其中的亲情，尤其是父子情的描述，更
让电影产生出一种恒久的艺术感染力。
扮演儿子汉克的是小罗伯特·唐尼，

《钢铁侠》中的超级英雄，
还原成了一个血肉之躯的
律师。他有点成就、有些
能力，但也有点自负、有
些叛逆。扮演父亲约瑟夫
的是罗伯特·杜瓦尔，"& 多岁的老爷
子，在《教父》 《现代启示录》中有不
凡表演，还以本片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提名。他所饰演的法官，正直、正气、
忠于事业，但也固执、暴躁、不近情
理。多年的隔阂，让这对父子分离，形
同陌路；一件案子，又让他们聚首，紧
密相连。我们看他们表演，看他们演对
手戏，看他们分分合合，又合合分分，
真是妙不可言。事实上，他们把彼此对

立的情绪暴露在脸上，体现在行
动上，而把对对方的爱放在心
里，珍藏在记忆里。他们会远离
彼此，比如儿子一有争吵，就选
择离开，甚至一离就是 !& 年，
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是彼此的
依靠。他们都不会忘记对方对自
己的伤害，比如儿子对父亲不参
加自己高中、大学毕业典礼耿耿
于怀，父亲对儿子旷课、吸毒、

不回家探视很难忘怀。但小时候和父亲
垂钓、嬉戏的场景，常常浮现在儿子的
眼前；父亲呢？在法庭上他对儿子说出
!& 年前一开始为什么轻判那个罪犯：
“看着他，我想到了你，一样叛逆，一
样轻率，看着他，我想到了我的乖儿
子。我想如果他迷失了，有人来帮助
他，正如我想有人来帮助我的孩子一
样。”他们都视对方为自己心目中的强
人，比如在酒吧，儿子绝不允许小流氓
藐视自己的父亲，而临终前父亲终于说
出：“你问我最好的律师是谁，你选了
你合作过的人，我选择的是你。”
很难忘记本片最后的场景：父亲最

终因过失杀人而入狱 3年，5个月后保
外就医。这对父子在湖上泛舟钓鱼，蓝
天、白云、日光、湖面、流水……他们开始
还聊着天，等到儿子回头望去，父亲已
安静且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很悲伤，
但这绝不会是儿子对父亲爱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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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浮名悔已迟!

征书一夕下金墀"

耻为常熟钱蒙叟!

不共合肥龚鼎孳"

祭酒弘文终北阙!

诗人伟业自南枝"

夷齐心事家藏稿!

敢问乾隆知未知"

咏林逋 林美霞

茫茫史海阔无边!

隐逸传中寻祖先"

终日出尘伴梅鹤!

常年游寺听林泉"

不凡脱俗东坡语!

高胜绝人山谷诠"

烟火世间过眼去!

留存佳话古今传"

咏王阳明 王茜

天赋奇资志圣贤!

龙场悟道启新元"

书生任事扫逋寇!

文士用兵平孽藩"

风急浪高神愈定!

花繁柳密气无喧"

知行合一时儒诋!

青史昭昭识玉璠"

咏王昌龄 王建国

农耕舍僻岁难赊!

而立微官岂问车"

圣手当时传绝句!

丹墀俞旨歇喧鸦"

蛮荒春色弦中曲!

将士心声塞外霞"

坎坷人生何足道!

壮怀不惧浪淘沙"

报刊亭飞出竹笛声
李 动

! ! ! !晚上值班去黄浦分局
吃饭，途中听到局门路、
瞿溪路口那个东方报刊亭
里飞出的竹笛声，吹的是
红歌 《十送红军》，听到
熟悉的旋律，不由得想起
部队里那些激情燃烧的岁
月。那时，每天晚餐后，
营房里电线杆上的大喇叭
会响起嘹亮的
红歌，大多是
李双江、李谷
一等当年走红
的歌曲。
记得七十年代末北方

冬天那个飘雪的晚上，喇
叭里传来了《洪湖水浪打
浪》，听惯了激越的红歌，
蓦地听到如此抒情的歌
曲，心一下子酥软了，我
不顾天上飘着飞舞的雪
花，披上绿色军大衣，沿
着军营的小路漫无目的地
漫步，心情激动地跟着学
唱。复员回到上海后，又
粉丝过港台歌曲和外国歌
曲，以及交响乐，车子里
放有各种 ,=，但最钟情
和最爱播放的还是李双江
唱的和《长征组歌》。
用罢晚餐回办公室途

中，随着悠扬的笛声来到
报刊亭，驻足随手翻看杂
志，家里订了许多报刊来
不及翻看，也不想买杂
志，只是想听听久违了的
熟悉老歌。吹笛子的主人

是个戴眼镜的中年汉子，
留着寸头，脸色黝黑，身
着浅棕色的夹克衫。
我下意识地指着里面

那本 《收获》，主人停下
吹得正欢的笛子，递给我
杂志，我随便翻翻还给了
他，抱歉地说，打搅了，
他笑着说，没事。于是我

趁势与他聊了起来。
他姓邱，是福建龙岩

人，因两个女儿在上海打
工，便与妻子一起来上海
投奔女儿。在上海南站附
近租借了房子，虽然离这
里远了点，但房租便宜，
每月一千多元，已租借了
$& 年。他每天早晨 ' 点
半出门，骑车赶到区报刊
发行中心取报纸杂志，然
后来到报刊亭整理报刊，
4点半准时开张，晚上 5

点半下班，一天要做 $%

个小时，加之路上花去的
时间，共 $' 个小时。每
天风雨无阻都要开张，星
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我好奇地问，一个月

收入多少？他憨厚地说，两
千三四百元。我不由得感
叹，这么点收入，太辛苦
了。他却笑着说，不辛苦，

很满足了。他解
释说，闲着没事
时就翻看报纸杂
志，因为喜欢文
学，免费读读报
刊很快乐。看来
一个人的心态很
重要，这位售报
员不与发财者比
较，而是思维独
特地看到自己工
作上的优势，心
态平衡，并踏实
地干好自己的
活，故此，他很
知足，每天看看
喜欢的报刊，吹
吹心爱的笛子。
我由衷地赞

扬他笛子吹得很
棒，他摇头说，
不行，每周一晚
上黄浦区文化宫
有个笛子沙龙，
他去过几次，那
里的笛友太厉害
了，大多是 '&

后和 4& 后的中年人，现
在的孩子都时兴学钢琴和
小提琴。那时因条件差，没
有经济实力学西洋乐器，
不过中国的民乐笛子和二
胡也有自己的特色，只要
坚持学好了也很受听众的
欢迎。“报刊亭边上的那
家小学有几位接孩子的家
长，听了我吹的笛子后，
提出教教他们的孩子，我
是野路子瞎吹吹，自娱自
乐，不敢误人子弟。”
在我的追问下，他介

绍起了自己的学笛史。小
学时就喜欢上了音乐，见
到路边有人吹笛子感到好
奇，便哭着缠着妈妈买笛
子，妈妈无奈卖了家里生
蛋的母鸡，换来了一根竹
笛，从此，便如痴如醉地
沉醉其中，读小学和中学
时，都上台表演节目。可

惜后来忙于生计，疏远了
笛子。"年前，找到了报
刊亭的工作，感到生活稳
定了，又笛兴大发，花了
一千多元买了一套七根笛
子，重拾爱好，每天报刊
亭空闲时，便跟着录音机
学一段乐曲，过过瘾。
他递给我一张平时练

习的曲目表，都是些红
歌。我笑曰，我和你一
样，也是个红歌迷，我们
这代人是在红歌里泡大
的，这些红歌早已悄无声
息地流入了血液，无法更
改，更难以忘却。说罢，
我们彼此会心一笑。
临别，发现新的《读

者》到了，便买了一本。
拜拜后，心想以后买报刊
就到老邱这里买吧，也算
是感谢他为中老年读者送
来难忘的红歌。三羊开泰（中国画）蒋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