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声
孙香我

! ! ! !《诗经》有言：“文王有
声，遹骏有声。”实在是点
醒人：人是有名声的呀。

这一个名声真是了
不得。一个好名声，抬你

一辈子；一个坏名声，砸你一辈子。
一辈子都完不了呢，周文王的好名声流传几千

年了，这是多少辈子啊。名声两个字，真个叫人一则
以喜，一则以惧。

绰板与黄幡绰
陈 益

! ! ! !新年新春，四处歌舞说唱，绰板声
声。绰板节奏的快慢徐疾，平添喜庆的
节日气氛。

上海人说的绰板，也称拍板、檀板。
用坚木数片，以绳串联，用以击拍音乐的
节奏。称之为绰板，却是有来历的。前人
有记载说：“古拍板无
谱，唐明皇命黄幡绰
始造为之。”因为是黄
幡绰的创造，所以叫
做番绰、绰板。
黄幡绰，乃唐玄宗开元天宝间宫廷谐

星，与雷海星、李龟年、张野狐等都是名倾
一时的梨园人物。幡即旗幡，古时传递命
令所用的三角小旗。黄幡绰演参军戏，肩
头上常插旗幡。绰，可以理解为绰动、波
乱。幡绰，就是肩上的小旗抖动乱
飘，一副让人忍俊不禁的形象。番
绰其实是艺名，由于他在梨园深受
器重，真名反而不传。

黄幡绰巧舌如簧，所以常侍
奉君侧。有一个故事说，唐天宝十四年安
史之乱起，次年六月，叛军进逼长安，玄
宗仓皇逃蜀。到达梓潼郎当驿那晚，玄宗
昏昏入睡时，忽听铃声剧响，他以为是紫
阳钟报警。高力士见状忙道：“此是驿馆
的铁马儿（风铃）被风雨吹打之声。”玄宗

顿时睡意全消。黄幡绰却在一旁说：“万
岁，像是三郎，郎当作响。”尽管玄宗心里
怨怪黄幡绰说话含有讽意，仍强压怒火，
依据当时景色和心绪，谱出了《雨霖铃》
曲。黄幡绰故意用“郎当”一词，想以此进
行讽谏，希望玄宗振作精神，以国事为

重，迅速镇压叛乱。显
然，假如黄幡绰不是
玄宗的宠臣，他万万
不敢这样胆大妄为。

安史之乱后，宫
廷成员大多跟随李隆基入蜀，黄幡绰流
落到了昆山傀儡湖畔。他宁愿在这远离
战乱、风景优美的地方教习歌伎，享受随
心所欲的日子。逝世后，埋葬在湖畔的土
山上。至今人们仍将土山称之为“绰墩”。

黄幡绰传唱的歌调是没有
乐器伴奏的清唱，俗称嘌唱，迂
徐委婉，细腻绵糯，令人回肠荡
气。魏良辅的《南词引正》说：“腔
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

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
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
传。元朝有顾坚者……善发南曲之奥，
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所以不仅仅
拍板被称为“绰板”，他的名字还与昆山
腔的起源相关联。

巴
黎
的
绿
色
有
轨
电
车

陈
发
根

! ! ! !上海的有轨电车早已退出了历史
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轻轨、地铁。而在
法国巴黎，有轨电车不仅依然存在，而
且与公交、地铁连成了一张交通网，给
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

在巴黎东边的 !"#$% &% '()*%))%+

终点站，有两条有轨电车线路，一条向
北再朝西，一条向南再一直往西，就像一
条碧绿的玉带，把整个巴黎城拥抱起来。
称之为绿色，一点儿都不夸张。你

看，有轨电车经过的轨道上，都铺上了密
密的草坪，一年四季碧绿生青；乘上有轨
电车，犹如奔驶在狭长的草原上，一路开
过去，养眼醒目，心旷神怡。轨道上铺满

草坪，具有防尘、减震、消
音、降温的功效，还增加了
城市的绿地，改善了空气
质量，好处真不少呢！

真佩服浪漫的法国
人，有满脑子的浪漫创意。

有人不禁要问，轨道
上铺上了草坪，下雨排水
怎么办？道钉锈蚀怎么
办？日常维修怎么办？
———不用担心，一旦创意
开始实施，一切技术难题
都会迎刃而解，法国的这
条轨道线存在至今，就是
最有力的证明！
花小钱办大事，把更

多的钱放在民生上，就不
是单单“浪漫”二字了。

!" #$ %&

钱绍昌

!!!译事趣谭

! ! ! !大家都看过《音乐之声》这部著名的
美国电影。其中的主题歌“," -% .(”是
一首很好的儿歌，旋律优美，歌词押韵而
有趣，孩子们唱起来朗朗上口，几遍一
唱，便把 /个音符记住了。歌词巧妙地利
用了英文里某些单词与音符同音：,"与
,"%（雌鹿）同音；0%与 012（光线）同音；
.(与 .%（我）同音；31与
31#（远）同音；4"与 4%5（缝
合）；6(与 7%1（茶）同音。但
歌词各句之间并无意义上
的关联，因为整篇歌词不是
一首诗，而是文字游戏。所
以它是无法翻译的。
在这部电影的译制片中，歌词保留

原文，未加翻译。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
若是译成中文，这首歌的歌词便莫名其
妙，中国孩子们即使唱许多遍也记不住
那 /个音符的。可是有一天我却在一本
“学唱外国歌”的小册子里看到了此歌的
中文译文。全文如下：

!"是鹿! 一头小鹿"

#$是金色阳光"%&是我!

是我自己"'(是奔向远方"

)"是引线穿针"*(跟在 )"

后面"+&喝茶加点心#

这是典型的“硬译”。
译者完全不顾中西文字的
巨大差别，译出来的还是
一首儿歌吗？译文里的“是
鹿，一头小鹿”跟 ,"有什
么关系？“是金色阳光”跟

0%有什么关系？“是我，是我自己”跟 .(

有什么关系？中国孩子唱了这首中文歌
能很快记住 /个音符吗？

在这里，我大胆地将这首歌重新译
一下：

," 多吃力气大!#$ 雷打也不怕#

%&咪咪本领大!'(发威老鼠怕# )"锁门

别忘掉"-(垃圾别乱倒"+&

体育最重要#

这样的译文当然跟原
文的意义毫不相干。不过我
觉得译文没有必要保留原
文的意义，因为原文本来就

没有什么连贯性意义。请看，小鹿、阳光、
远方、穿针、喝茶这些词组之间有什么关
系？原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是为了让唱
歌者易唱易记。在我的译文中，每一句歌
词也跟前面的音符密切相关，并且句句
押韵，易唱易记。尽管它的意义跟原文无
关，可是它却完全达到了原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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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

! ! ! !戒嗔早晨扫地的时候，从佛堂的角落里扫出来一
根弹簧。看看弹簧，再看看周围的物品，不能确定这弹
簧是从什么地方掉出来的。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不敢
随处乱扔，于是戒嗔把它放在佛堂前的桌子上，怕万一
是什么电器里的重要部件，还可以用得上。
这天快到中午，寺里来了两位施主，看起来是一对

母子。母亲约莫四十出头，孩子的年龄看起来不大，和
戒尘戒痴一般高矮，大概也就十一二岁。母亲领着孩子
进了佛堂，母亲在佛堂中拜佛，孩子却东
张西望。母亲一刻不停地告诉孩子，拜佛
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要一心一意。

只是孩子似乎并不太在意母亲的
话，母亲说什么他也不怎么听从，两人说
话的时候好像在闹别扭一样。
过了一会儿，寺院的钟声传来，孩子

忽然兴奋起来，四处寻觅钟声的来源。母
亲刚想叫孩子安心拜佛，孩子就已经跑
出了佛堂，去钟旁边玩了。母亲远远看着
儿子，不觉叹气，对佛堂里的智缘师父诉
苦道：我这个孩子，平日里让我费了不少
心思，可是他总是喜欢和我对着干，叫他往东就偏往
西，叫他不做便偏要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管束他了。

智缘师父笑了，他对女施主说：其实未必最严格的
管束，才是教育孩子最佳的方法。智缘师父顺手从桌上
拿起了那个弹簧，把弹簧举到了女施主面前，用手轻轻
地捏，弹簧被压缩成小小的一块，猛然松手，弹簧恢复了

原状，再用手拉扯着弹簧的两端，把它拉
长，然后再次松手，弹簧又恢复了原状。

智缘师父对女施主说：每个人的
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弹性与张力，无论
你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太可能强行去

改变。就好像这个弹簧一样，你对它所用的力气越大，
它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得越厉害。
女施主伸手拿过弹簧，不断地拉扯，若有所思。她笑

着问智缘师父：师父的意思是说，很多事情的处理，都应
该顺其自然，如果一味用蛮力去解决，可能适得其反吧。
智缘师父笑着点点头，女施主带着孩子满意地下

山去了。
戒嗔目睹了师父指点女施主的全过程，想想女施

主所得到的领悟，恰恰是缘于戒嗔没有随手扔掉的那
个弹簧，戒嗔的心里还是有些得意的。
不过下午的时候，戒嗔听见戒傲在佛堂里撇着嘴

向智恒师父诉苦，戒傲师弟说：不知道是谁把我闹钟上
的弹簧拉得严重变形了，现在安不上去了。

心要大!才快乐
秦文君

! ! ! !多年前，曾跟在父亲
身后去探望住在沂蒙山下
的姑妈。

姑妈是父亲的亲姐
姐。在山村里，人们对女子
的评价和城里很不一样
的，审美观也相去甚远，但
姑妈是例外，青春年少的
时候，她去哪里都会有一
堆人赞叹的，身材轻盈，眼
睛大，像泉水一般清澈，心
地善良，做事利索，符合全
世界公认的对少女的最高
审美，只不过，当地的叫法
是“天仙”。

我祖母在父亲在婴孩
期就去世了，祖父当时在东
北做事，姑妈从七八岁起开
始悉心照料失去母爱的兄
弟，姐弟两人相依为命。

父亲在家乡成长，十
七八岁的时候，受到革命
思想的影响，执意去部队
当兵。姑妈很心疼，不舍得
他吃苦，为了拦下父亲，她
使劲打他，终日哭泣，把眼
睛都哭坏了，终究拦不住
追随队伍而去的父亲。

后来，姑妈嫁人了，她
的结婚照朴素而美好。姑父
懂医术，很会过日子。谁知
姑妈生下孩子后身体变坏
了，又有一些别的家庭变
故。好强的姑妈伤心透了，
觉得憋屈，终日郁郁寡欢。

父亲牵挂姑妈，回家
乡带的补品大部分是给姑
妈的。姑妈心情压抑，显老，
又在病中，见了我们就伸手
拉住，嘤嘤地哭。她哭，哭这
些年自己的委屈，生活不如
意，哭不甘心平庸地度过一
生，也哭父亲不该
离她千里。不知怎
么，哭着哭着，她
迷糊起来，捶打自
己，也捶打父亲。

父亲默默地伤感 8说
姑妈身体很弱，打不疼他8

这是他最心疼的地方。
在家乡的那些日子，

父亲闲不住，清晨便独自
散步，走到田野的深处，对
着初升的太阳坐着，皱着
眉头，很忧郁。
好几次，姑妈用无力

的手势把我叫到她身边，
轻声吐露一些话语，叮嘱
我要代她对父亲好，永远
好下去，她心里深深怜惜
从小失去母亲的亲弟弟，
尽管他已经是两鬓斑白，
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理解姑妈对父亲的

情意，在一生中，一个人如
果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情义
无价的兄弟情，姐弟情，血
液里没有浸润过浓浓的手
足之情，应该是不完整的。

好几次，父亲让我陪
着他一起爬山，走很多绕着
大山的路，一路看高大的乔
木，缠绕的藤蔓，登上很高
的山了，再来看这片故土，
视野格外开阔，优美。
父亲告诉我，人要往

高处走，看远一点，不能只
在低处看生活里的刺，要
看开来。他说：“心要大8要
明亮，这样的人能抓住快
乐。因为快乐是快的，易
逝。”
夜里，亲戚们围着火

炉一起聊天，父亲陪着笑
脸，启发姑妈回忆童年的
美好和天真。年少的时候
姑妈是快乐的，贪玩的，喜
欢和父亲一起假扮强盗追
赶小伙伴。父亲第一次在
林中亲手捉到山鸡，姑妈
发出如此悦耳，自豪的笑
声。这些小事过去了数十
年，父亲和姑妈都记得，只
是初心那么明亮，单纯的
姑妈，在哪里遗失了快乐！
父亲对我说：“我想回

到小时侯，把你笑眯眯的

姑妈找回来。”
我一听8急了，说9“你

变回小孩了，我不是没有
了吗？”

父亲说回不去了，但
他留恋养育他的沂蒙山，
感激姑妈和亲人赐予他人

生温暖的陪伴。想
到年少时侯，自己
就有勇气抛弃常
规的生活，追求崭
新的生活，心里会

得到莫名的力量，人要有
一颗宽宏的心，要坚强，就
不会对曾经的卑微和幼稚
嗤之以鼻。

姑妈的不幸令
父亲不安，他说生
活遭遇磨难，并不
丢人。谁没有磨难？
谁的成长是容易的呢？心胸
要大，知道的世界要大，才
能容下不如意，不做一个愁
苦的，抱怨的人。下决心好
好过，才能抓住快乐。

离开家乡的那天，姑

妈来送行，她还是悲伤的样
子，不言语，仿佛一只甲虫
藏在甲壳之下。我们的火车
开了，她对着火车流泪。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

他曾担心我和姑妈的姑侄
之间有遗传和宿命，不想
我变得偏执和不快活。所
以他一直鼓励我阅读，出
游，广交朋友，这能使一个
人的心变大，站得高，成为
遇事看得通透的人。
分别后的翌年，姑妈

病故，直到今天我想起她
都会有深深的疼惜。

一个美好而
骄傲的女孩，长大
后因为现实的沉
重，很多好东西没
有了，生活让人不

能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可
是抱怨，失望不能帮到谁。
再多的磨难，从中走出来，
有一颗宽宏的心是重要
的，心要大，要明亮，快乐
才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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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咏!小道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 ! ! !自古流言不足征! 帽边长翅说分明#

为何飞语禁难绝$ 大道崎岖小道行#

帽边长翅，宋代官帽之制。传为防官员耳语而
设，知小道亦自古以来有之也。千年不绝者何？大
道不畅必小道行也。

混搭的年夜饭
姚志康

! ! ! !我是上海本地人，祖上又是
开饭店的，自幼看着父母造厨，
学得些许本帮菜的做法。初中毕
业去了安徽凤阳插队落户，后在
当地工作，娶了安徽妻子，自然
又受安徽（皖北）菜系的影响，也
学得几招皖北家常菜的技艺。成
家后的好些年里，我是在岳父家
过年，每年年夜饭烹制的重任便
落在我这个上海女婿的肩头。
说是混搭，并非刻意为之。实

乃入乡随俗，却又不甘心，便在烹
饪操作中不时渗入上海本帮菜的
风味，做成兼顾两地的年菜。皖人
口味重，年菜中的主打项目是卤
味，夜饭中的冷盆菜自然也以卤
味为主。做卤味的食材很多，首选
牛肉，其次是鸡、鹅、猪下水中的
肚、肝、心、大肠，豆制品中的素
鸡、百叶也能卤煮，但须和荤菜同
锅，以获取肉味。皖人做卤味的关

键性工序是，食材须先经“跑盐”
腌制。腌上三五天后出风晾晒，
“出风”后的食材方可下卤锅。卤
味口感突出“咸香”，“咸”靠腌制，
“香”靠卤料（中药材），可谓“一家
卤肉，满庄闻香”。

于是，我的八个冷盆菜里便
率 先 出 现 混
搭：皖式的卤
牛肉、卤子鸡、
卤口条、卤猪
耳、卤捆蹄；沪
式的熏鱼、油爆虾（或白灼）和酸
辣大白菜（或菠菜拌粉皮）。六个
热炒，是皖沪参半：皖式的宫爆
鸡丁、蒜炒肥肠和醋溜圆子；沪
式的清炒蹄筋、茄汁鱼片和香菇
菜心（根据所购食材会有调整）。
四个大菜更是平分秋色：沪式松
鼠鳜鱼、老鸭煲；徽式的大斩圆
子（狮子头）和焖烩牛肉。我在做

“大斩圆子”时还作了改革，皖人
在剁碎后的肉丁里掺馒头碎屑
作辅料，我将馒头屑改成糯米
饭，再加入荸荠丁和开洋，让大
斩圆子里的味道更丰富。四个大
菜中如果没有买到草鸭，我便会
做上一个本帮菜中的“全家福”

（什锦砂锅）。
用大号砂锅，
底 层 铺 上 线
粉、黄芽菜、木
耳、黄花菜等，

上覆熏鱼、蛋饺、白肚、白斩鸡、
咸肉片等，兑上鸡汤，烧沸滚后
端上桌，热气腾腾，大快朵颐。

岳父家在接纳我这个上海女
婿前，年夜饭一直是岳母操持。岳
母是大鱼大肉一股脑儿地上桌，
也不分顺序，更弄不出我那些个
花样。我在大菜过后还会上两道
点心。这两道点心是纯真上海风

味———八宝饭和水果羹。那年月，
安徽买不到成品八宝饭，全靠自
制。当邻居看着我将煮熟的赤豆
蜕皮滤沙，再上锅用猪油翻炒时，
感叹道：“上海人真会吃！”当地人
做豆沙都是不蜕皮的，直接拌上
白糖就做馅料，干呼呼，不细糯，
猪油炒豆沙自然胜出一筹。我的
八宝饭还让左邻右舍跟着沾光，
我会做上好多碗赠送四邻。

那些年，每到年关，小舅子
就怕我回上海过年，因为少了我
这个“大厨”，岳父一大家子的年
夜饭就会逊色。我的皖沪混搭的
年菜风味延续至今。回沪工作
后，只要在上海过年，两个兄弟
家必会登门品尝我的混搭年菜。

十日谈
我家的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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