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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洋"遇到!土"

吴 霜

! ! ! !这是一场西洋风格的
音乐会。在后台，演奏员们
正在进行开演前的准备。
我的朋友、中央乐团曾经
的首席小号李老师说，那
天他们正在准备着，忽然，
看见那位专职的舞台监督
急慌慌地走过来，头上都
是汗。

李老师问他是怎么
了？舞台监督心急火燎：麻
烦了麻烦啦！这回咱可真
的是麻烦了！李老师一听
不由得也莫名其妙地紧张
起来，您……您说……怎
么麻烦啦？监督瞪着铃铛
似的两大眼，肩膀都耸起
来，两手往两边一摊：今儿
晚上没旦角儿啊！

没“旦角儿”，这事情
的确非同小可。一个舞台，
任何时候，整场演出中如
果没有一个女演员出台，
从头至尾只有男生，观众
们会看得十分乏味，没有
兴致，这场演出基本就会
是失败的下场。中国戏曲
中称呼女演员为“旦”是大
家都知道的常识。那场音
乐会中的女声歌唱演员因
事临时不能到场，而这位
音乐会的舞台监督曾经在
评剧团工作，他的语言特

色还沿袭着评剧团时期的
习惯。这会儿，一个西洋音
乐会的舞台监督，大喊“没
有旦角儿！”您不觉得这实
在很可乐吗？
还想起一件事，是一

位电影导演告诉我的。他
在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现
场，即将完成一天的工作
时，听到他的制片主任在
那里高声督促工作人员：
我说你们是干嘛呐？赶紧
着赶紧着，码前码前！晚上
导演看着片子还得铰呢！
导演说他听着这番话

时就笑喷出来了。“码前”
是非常北京化的语
言，就是加快速度
的意思，虽说放在
当时的情境里并不
十分到位，但还算
说得过去，可是后面的
“铰”片子就太不像话了。
从来都是“剪片子”嘛，什
么时候蹦出来一个“铰片
子”？令人想起铰指甲、铰
鞋面、铰橡皮、铰头发……
铰什么也不可能是铰电影
胶片铰电视片子嘛。
导演说，别铰了，再铰

那电影片子就给铰成碎片
啦。
还有个故事，就更有

喜剧效果了。是电视剧《牵
手》的导演杨阳告诉我的，
她说她中学时候曾经在一
个同学家里玩儿，同学是
学拉小提琴的，那天在家
里拉着练习曲，“咿咿呀
呀”拉得恣意又认真，谁知
被在一旁监督着女儿的母
亲批评了一顿。她母亲是
这样说的：哎哎，我说闺女
呀，你拉的那个对吗？我可
都听出来了啊，你那板儿
没对着槽儿啊！板跟眼都
在哪儿呐？慢点儿拉呀，你
倒是算计准了再拉呀！
板眼是戏曲中对节拍

的称呼，一般人还都凑合
听得懂，可是板槽儿又是
怎么回事啊？这可就更加
风格化了，戏曲人经常把
业务上的语言形象化，节
奏扣准了，拍子点儿要对
在槽儿上，这是多么形象
化的语言！戏曲人都明白，
可是放在小提琴练习曲这
里，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东
和西的大碰撞了。意思没

有错，只是凭空里听着叫
人哭笑不得。
杨阳跟我说，她同学

的母亲是一位京剧女演
员，也就是一位旦角儿了。
旦角嘴里说的是戏曲惯用
语言，她却在一旁听得从
心里要笑出来，真的是太
有效果了。
创意往往是这样碰撞

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要创
造出一种情理之中却是意
料之外的艺术效果。其实
这样的效果，在生活中不
经意地就会被我们遇到。
我的祖母是一位出生

于杭州的大家闺秀，平日
里总是安静稳重，一举一
动都有笑不露齿行不动裙
的风范，她讲的普通话带
有一种清秀的苏杭口音，

听起来非常轻盈柔
和。有一次遇到我
的来自天津的姥
姥，乐子可真大了。
姥姥是天津的

劳动人民出身，自年轻起
就家里家外摸爬滚打惯了
的，心直口快，笑口常开，
手脚麻利，行动如飞。她和
我祖母之间的对话经常让
我们一旁听得乐不可支。
多年前，两个老人很久不
见，坐在一起唠起家常。祖
母说：“近来可好哇？”姥姥
大声答：“啊哈！挺好的
呀！”“身上也好哇？”“嘛？
身上？哦！你是说身体啊？
也挺好的哪！”“没有闹什
么病哦？”“病？嗨！没有哇！
打着跟头往前骨碌！没嘛
病啊！”看，要是你留意，中
遇到西，洋遇到土，是不是
效果真的很不一般？你笑
了吧！

第三百六十!行
贺友直

! ! ! !旧时的上海，
从早到傍晚，在大
街小马路，尤其是
弄堂里，!!""!!吆
喝声不绝，是啥？
是收旧货的。现在我想：这行当的吆喝
颇有古意，不是吗？他不是在喊“易货
也”？
那时收旧货的，挑两只竹筐，边走

边吆喝，经营的无论什么都要。当然太
大过重的挑不动，贵重的卖主不可能找
肩挑的出手。也难说，可能会收到官窑
青花，宋版残本。冷门的名家字画，所
以那时的旧货“鬼”，是需要有点眼力
的。据传我们一位同行就在旧货摊上捡
得“董其昌”的。
现当今旧货升格了，一般破损的东

西丢垃圾桶，许多
种类用品大多属一
次性的，穿旧的衣
裤鞋帽大都归入废
弃类，收旧货的只

要两类东西，一是可回炉的废纸品；一
是家用电器、手机电脑，他们不会用挑
担，改为运货三轮或电瓶车，也不吆喝
改为电喇叭、茶壶盖悬一铃铛，一听到
叮当声，家人就会把捆扎好的旧报纸和
各种各样函件交换几文小钱。

这样的交易其实还在三百六十行
内，是因为经营内容及方式与以前的大
不一样了，把
它归到哪一行
呢？所以只得
以#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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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守着昏睡的父亲，阿贵心里泛酸。老
人家很执拗，从知道自己查出癌症后，就
拒绝治疗。他对儿子说，别花冤枉钱了，
你要尽孝就过来陪我两天吧。

父亲的脾气阿贵是知道的，倔，木
讷，寡言。阿贵从没见过母亲，据说他一
出世，母亲就死了。一个男人，独自忍受
生活的重压，还能生动得起来么？阿贵也
能理解父亲近于吝啬的节俭，否则能靠
那点微薄的工资将他一点点养大，再帮
他成家立业？可是儿子成了家，也愿意让

他过来一起住，老头却死活不肯，情愿独自守在这潮湿
发霉的小破屋里和垃圾为伍。捡垃圾的习惯总也改不
掉，狭小逼仄的屋子里堆满了他觅来的能换几个小钱
的宝贝———破纸板、塑料瓶、易拉罐、废铜烂铁……各
种难闻的气味串在一起弥漫空间。
想起前几天的事，阿贵有些后悔。老头在一只旧木

箱里一直藏着件东西，是枚玉如意状的瓷片。上面穿着
一根脏兮兮变了色的丝绳。小时候，他问过爸爸这是什
么，爸爸说是传家宝，他问哪里来的，爸爸说是祖上传
下来的。后来他大了些，又问爸爸，这是什么瓷，爸爸说
是宋朝的瓷。到他快谈恋爱时，他已懂得宋瓷的价值，
曾探过老父的口风：卖了吧？改善改善咱们的生活不好
么？老头恶狠狠瞪了他一眼，一句话呛他：死了心吧！

现在爸爸得了这样的病，需要钱哪！
阿贵不想让爸爸就这么等死，他想做一
点努力，上星期趁老头睡着，他偷偷将瓷
片取出来，去了古玩市场，找专家鉴定。
可是鉴定下来，阿贵心凉了！这哪是

什么宋瓷，根本就是民国年间最普通的百姓用瓷嘛，充
其量也就能换百多块钱，几个专家都这么说。
偷做的事阿贵本不想告诉父亲的，可是那天不知

怎么说漏了嘴。想不到躺着的父亲听到这事后，猛地直
起身子咆哮起来：我还没死呢，你就财迷心窍想倒卖家
产啦！他忍不住顶了父亲：一片破瓷还家产哪，您这不
是自欺欺人吗！就这一句，又让父亲怒不可遏，竟将床
边一只茶杯向他砸过来，边喘边吼：什么假的，我说真
的就是真的！阿贵长这么大，还没见老人家发过这么大
的火。现在阿贵有些后悔了，那天真不该顶撞病重的老
人啊。也许人老了，脑子也是糊涂的。

床上传来微弱的咳嗽声，父亲睁开眼，醒了，示意
儿子坐过去。颤巍巍的手在儿子脸上捋了一捋即刻垂
了下来。声音轻微，但在儿子听来是难得的温柔：阿贵
呀，我想了想，那天你说的话还是对的，有些事情是不
能自欺欺人再瞒你了。

于是父亲断断续续讲起了阿贵这个独生子的来
历。
老人十六岁时插队在山区，等可以返城时也二十

出头了。在那次返城途中，火车让道停在一个叫宋庄的
地方，他下去歇一歇，就在不远处的垃圾堆中听到一阵
猫叫般的哭声，于是循声
找去，一件破衣里竟裹着
一个婴儿，只颈上挂着一
个瓷片。他犹豫了会儿，最
后把孩子抱上了火车，又
抱回家里。可是家里穷，住
房挤，兄弟姐妹多，父母更
担心他一个未婚青年拖了
个孩子，以后怎么找对象
成家呀。可是他铁了心，为
此不惜和亲人都翻了脸。
他觉得这孩子跟他有缘，
因为孩子第一眼见到他时
眼角还淌着泪却张口笑
了。就为这一笑，他慢慢养
着，养着，竟也养大了……
他听罢，五雷轰顶，扑

倒在床榻前，一遍遍叫着：
爸！您就是我亲爸爸呀！
可是爸爸已闭上了眼

睛，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叫
声。

炒股闲话
吴莉莉

! ! ! !本人炒过股，股龄不长，而且是过去式。
股市兴起之初，众人饭后茶余的话题全是谈
股论金。我就奇怪：股票有何魅力，竟能激起
市民如此情绪兴奋？后来听说炒股能一夜暴
富，挣钱的好事谁都想。那年月，住房十二三
平方米，月薪 #$$多，食人间烟火的我很想改
善生活，爱财却取之无道。后来，亲朋好友都
去开户，自己也悄悄地去了青浦路办申请，抖
出全部家当 %$$$元入市，当了股民。那时交
割手续很烦，看准行情先填单子后交柜台，每
道手续都须排队，抢不到“跑道”就白搭。可怜
我既无理论又无实践，连买卖程序都不清楚，
课余时跟在同事后面乱撞瞎跟，人家说啥就
买啥，纯属“盲炒”，赚钱何易？其间，还遭同仁
善意地嘲讽，有的当面说：你算了吧，屏幕上
红的、绿的都看不懂，还想赚钞票？有的背后
讲：吴莉莉也炒股？被人家卖脱还不晓得格。
我不生气，他们是好心，怕我赔本。幸亏本人
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没有坚定的炒股信念，也
就没有持久的热情。账面上糊里糊涂，输赢不

曾细算。股市诡谲，变幻莫测。自己识相了断，
退出股场，从此不再问津。
现在股民坐在家里鼠标按按，走在路上

手机点点，输赢全在掌控中，多方便啊。三月，
我在怒江游途大巴中，前排旅友小凌突然兴

奋地扭头告知：我刚刚赚了十万块！前两天，
有朋友发来短信：装修房子的钱都从股市中
赚到了。好事同喜，我也为她们高兴。报上说
有人卖了房子去炒股，网上还见有位北京大
妈，拎只旅行包在交易所座位上数钱，据说估
计现金有百多万。我不免替他们急：赢了固然
好，万一……“万一”的事还是忍了不说罢。股
民聚一起聊股经，凡脸上笑盈盈的，是赢了
钱；“弄弄白相相，赚点小菜铜钿”，是赚了点
小钱的在谦虚；“勿灵、勿灵，手气不好”大摇

其头的，是错失良机的在后悔。好在如今股民
心理成熟，风物长宜放眼量么。
炒股学问深奥。写此小文前，我还翻书、

上网地忙过，想自我速成培训一下，懂点“股
经”，无奈仍不开窍。我曾见过纽约华尔街上
的铜牛像，也见过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城（熊
城）的大黑熊造型。不想沾喜、不怕招晦，因为
没有牛市、熊市的牵挂，手中无股心地宽。今
天百姓过日子，基本食有鱼、住有房、出有车。
我本短视，自认生活小安即可。梦还是有的，
只不做发财梦。常听退休朋友说：“闲在家里，
不弄弄股票还能做啥事体？”炒股没错，当热
浪一波波涌来时，老年朋友们千万要头脑清
醒！

赚钱诚可贵，健康价更高，玩玩尚可以，
老本须捏牢。这话不算多余。

廿三弯野山红
楼耀福

! ! ! !唐贡山下，邵国强请我们喝
他做的野生手工茶。我轻抿一
口，称好茶。他像孩子般笑了。
他说这茶长在廿三弯上，无污
染，无公害。
我到过宜兴许多次，第一次听

说廿三弯。廿三弯又名啄木岭，是
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间的一座界
山，传说当年项羽被刘邦追杀，慌
不择路，从这里策马翻山越岭逃到
浙江。在山坡上留下 #&道之字形
马踏蹄印，后人依印筑路，俗称廿
三弯。邵国强是廿三弯邵坞村人。
迷人传说和山上美丽的茶园，让我
对那里充满向往。第二天我们随邵
国强上山。
我与邵国强同车，一路听他说

廿三弯：“山顶原本有个境会亭，唐
代常州湖州两太守每逢茶季在此办
茶宴品茶斗茶，白居易为此还写过
诗。”
白居易时任苏州刺史，那首《夜

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因
寄此诗》曾被许多人传诵：“遥闻境

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
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
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
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让我
意外惊喜的是，白居易诗中情景此
刻居然离我这么近。“那境会亭还在
吗？”邵国强说：“早不在了。”言语中
不无惋惜。
进邵坞村时，见一牌坊，

上书“境会胜迹”，可见邵国
强所言不虚。群山环抱的邵
坞，漫山遍野长满毛竹，满目
翠色。邵国强在自己家门口停下车，
我们向山里走去。登上山脊，这里的
风光令人迷醉。近处有青苔、蕨草、
翠竹、山石、寺庙，远眺见峰丘起伏、
连岗接坡、层峦叠翠。我不由想，难
怪这里的茶被陆羽、卢仝誉为“芳香
冠世，推为上品”，“天子爱喝阳羡

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山上有丛
丛茶树，唐朝被列为贡茶的“阳羡
紫笋”就产自周围。邵国强的茶园
还要往里走。

邵国强很小就跟妈妈做茶，
妈妈揉不动了，就说儿子啊，你来帮
我揉几下。那时他才六七岁。他爷爷
在的时候，山上有八十多亩茶园，后
来没人管理，渐渐荒芜。#$$$年，他
从济南回家乡，看到茶园杂草丛生，
觉得可惜，硬是重新垦地种了三十
多亩茶树。之后，他决定不再外出。

他说“在外面挣多少钱都不
重要”，他要守望家园。

到了邵国强的茶园，他
介绍他的茶树种类，最让他
骄傲的是他的十来亩野茶和

一种叫“鸠坑种”的老茶树。传说
是鸠把茶的种籽带到山坑中的。野
生老茶树长得不很规则，叶色也比
较深郁。茶园田陇遍是落叶，呈褐
黄色，有的已腐烂。这松叶、竹叶
就是茶树最好的肥料。

正是采茶季节，有茶农采茶。
采茶工是邵坞村村民，有
的还与邵国强沾亲带故，
是他母亲临时请的。他母
亲在山上为茶农做饭煮
菜。正在这时，邵母提着
一篮刚从地里挖来的新鲜
嫩笋向我们走来，她那双
手像老树皮一样饱含风
霜。
邵国强为每人泡了一

杯我们前一天喝过的野生
红茶，汤色还是那么澄清
透亮，茶味还是那么甘醇
芳香。邵国强说：“你喝这
茶，是不是有一种儿时的
记忆？”寻找儿时的记忆，
在外面挣多少钱都不重
要，守望家园。我望着瘦瘦
高高的邵国强，有点感动。
我问这茶有什么名字吗？
他说没有，“我就叫它廿三
弯野山红。”

! ! ! !不炒股! 也躲不开

股市的洪水猛兽! 请看

明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