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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上海电视台的几档新闻节目
中连续三天报道了市民投诉闸北区城管
执法局下属有关部门签约的第三方特保
队员有“选择性执法”的行为，并由该局
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就被曝光事件向
市民和媒体报告的调查结论，以及电视
台记者就该报道采访形成的过程回顾。
应该说，这位在电视荧屏上亮相的

领导很有思路和办法，他为了让这件很
尴尬的负面新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用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你电视
台曝光我属下特保队员在城管队员的默
许下对一乱设摊小贩野蛮“执法”，却
对同一地段的另一乱设摊小贩不仅视而
不见，而且还拿了三支香烟后笑脸相
对、关照有加的“选择性执法”，我就

拿出“调查结论”：这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天的事情，
因而就可以认定电视台播出的证据视频是剪辑而成，
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因而也就不存在
“选择性执法”了！

岂料，电视台不仅马上回放了当天由记者拍摄的
背景资料，还请了第三方的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
对由记者拍摄的手机视频作了权威鉴定，确认拍摄的
“选择性执法”的两处场景视频是同一时段形成，相
隔不超过五分钟！于是这位领导本想是来堵漏洞的，
谁知欲盖弥彰，原来是个小缺口，而现在却捅成个大
漏洞，在全上海市民面前出尽了洋相！这不仅是因为
他属下的“选择性执法”，更是因为这位领导口中的
“经过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的调查结论！

有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但调查是个技术活，方法一定要对头。记得
当年少奇同志就农村大办食堂问题到了湖南农业生产
和农村工作一面红旗的天华大队进行调查，在那里一
共住了 !"天，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以普通劳动
者的身份出现，一切轻车简从，直接到老乡家，睡门
板，铺禾草，不扰民，想住就住，想走就走。终于了
解到了该大队的领导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共
产风”、浮夸风盛行，使粮食连年减产，结果造成老
百姓生活反倒更困难的真实情况。从而引起党中央的
高度重视，最后停办了农村大办食堂的做法。

当然，如今出现的闸北区城管“选
择性执法”问题完全没有 !"多年前那
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和复杂的背景，
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现在已经有
了过去根本不可能想象到的能帮助找到

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的技术手段。比如，
调取马路上的监控录像、电视台记者的原版视频、找
到并走访目击者，甚至邀请第三方介入等等，当然也
可询问当事人。因此，调查并不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就
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不料，这位领导就凭自己属下的一纸情况说明，
就下了他们当天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调查结论，
这实在是太缺乏调查的技术了。为此，笔者建议，该
领导应该好好去学习一段时间的调查方法和技术，不
然真让老百姓不放心！
不过，再深一层思考，这位领导难道仅仅是技术

问题吗？否也！和一些单位有了坏事都推托是“临时
工干的”一样，关键是这些领导从一开始就准备卸
掉自己对属下失管、失控的责任，甚至自己就和坏事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从而不想解决问题也不敢
直面问题而造成的。所
以，调查是否能够最终以
真相出现，关键还是领导
们思想上要不要实事求是
的真相，其次才是技术问
题！

悲喜交集"徐家汇$

徐惠芳

! ! 我住在徐家汇附近二十多
年了，对于徐家汇了如指掌。
徐家汇集中了太平洋百货、东
方商厦、港汇广场、汇金百货
以及老牌的中百六店。每一天
走过徐家汇，我都发现这些商
厦里人山人海。#"$$年 %月 %

日徐家汇股票第一天上市前，
我做了点功课，发现它主要是
由汇金百货和中百六店的资产
组成。盘子不大，效益在中小
板中算是佼佼者。而且，我相
信它的效益是真实的。因为我
就是徐家汇人嘛，所以我就
&$'%(元买入了 $)""股。

不料，徐家汇上市以后，
股票价格一路走低，二个月不
到，股价就跌到 $*元左右了，
破了发行价。!个月的工资没
有了，让我非常懊丧。有股友
对我说：“这个股票基本面确
实是好，而且盘子小。所以，
可以低价再买一点补仓摊薄成

本。只要业绩不下降，肯定会
再涨的。”我想想也是。于是，
就在 $*+&& 元又买入了 $&""

股。随后，虽然没有下跌，但
股价好像是温吞水，就在 $!,

$* 元左右徘徊。为了提高自
己的士气，我一有空就到徐家
汇走走看看。看到商场里摩肩
接踵人群就似乎增强了力
量。但不幸的是，到了年
底，股价跌到了 $$ 元左
右。我的“徐家汇套”越
套越牢。怎么回事，我不
断问自己：为什么这个徐家
汇，同我看到的徐家汇如此不
同？为什么公司业绩不跌，但
股价连连下滑？我把疑问连连
抛给我的股友。股友老郑说：
“关键是现在的新股是越发越
多，而且大多数是高价发行，
快速变脸。所以，股价下跌在
所难免。”但我这个人认死理，
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就不信，

那么好的徐家汇，股票会一直
跌下去。所以，在 &"$& 年 -

月，股价跌破 $"元时，又买
了 &"""股。以后的日子，就
像疯了一样，徐家汇的股票价
格，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
下坠，连破 . 元、/ 元，- 元。
我也像疯子一样，越跌越买。

当然，在我疯狂买“徐家汇”
时，我基本上是瞒着家人，因
为如果一说我又买了，立刻就
遭到家人的责怪和埋怨。
那些被套的日子，可以说

是煎熬，而且只能自己默默承
受。那些日子，聊以自慰的是，
“徐家汇”这家上市公司业绩始
终稳定，而且每年分点红利给
我。还可以让我宽慰的是，那

些日子中，我欣喜地看到“徐
家汇”周边的高楼越造越多，
公司越开越多，人气越来越
旺。这些让我对“徐家汇”股票
始终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
总有一天我会“翻身道情”。

从 &)$% 年开始，“徐家
汇”不再一味下跌了，也开始
有涨的日子了。而那个时
候，我已经从股市菜鸟，
变成了一个“老练游击队
员”了。于是，我开始在
- 元到 $) 元之间来来回

回做差价，不断地摊薄成本。
到了去年，我的成本已经降低
到 $&元左右了，账户上开始
见“红”了。儿子劝我，解套
了就快点扔了吧。
我想想不甘心。我为“徐

家汇”倾住了那么多的心血，
担了那么多忧。如今就空手而
归？再说，凭着我这几年对徐
家汇的深入研究和了解，自己

感到在牛市刚刚开始的股市，其
股价尚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所
以，我没有放弃，仍然牢牢紧
握。
果然，“徐家汇”不负我所

期待，进入 &)$!年，股价开始
迅速上涨，随着股价突破当初的
发行价 $*元，从 $/元开始，我
逐步出货，到了 &)元时，我除
了留下 $)))股做纪念外，基本
上全部抛售了。算了下总账，可
以说获利丰厚。
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总有

几个难忘的时刻，第一次上学，
考上大学，结婚生子。这些难忘
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而对我来
说，难忘在股市中那段“徐家
汇”的时光，因为它真正给我带
来的难忘的悲喜交集。

说股市无

常，人生也是
如此。请看明
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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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句子极美，是宋人晏几道词中的名
段；刻得也美，是名宿乔大壮先生的杰
构（见下图）。

初见此印，在“文革”的前夕。潘
伯鹰先生把它赠予钱君匋老师，还撰就
了边跋，委钱老师奏刀。当时，老师的
边款悉令我拓墨，所以我也钤拓一份欣
赏。可惜，这一份拓片，失之于“文
革”动乱。凭着记忆，好像是这样的文
字———乔公居京师时，有所眷吴姬将
别，约归里以待。公为之游吴，而终未
遇，因刻宋人句以志惆怅……
一个美丽的故事。潘先生和乔先生

很熟悉，应该不是杜撰的。按旧文人行
文的习惯，“吴姬”二字大概是指 0州
籍的风尘女郎。以民国文人的行事，接
触风尘也不是劣迹。但是，我查阅了关
于乔先生的资料，虽然不多，却都反映
出，乔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相当清贫的严肃学者。
我相信，潘先生叙述的，是乔先生的一个侧面，既重
情义信诺，又异常含蓄。你看，巴巴地老远赶去，四
处茫茫都不见，撷宋贤句，刻了一方巨印，印侧四周
却不留一个文字，犹如无字碑。个中滋味，只恐他人
知。
还好，潘先生是他的知己。仅从这一件秘密，便

可洞察二人交谊之深厚，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
乔先生。
也许是倾注了感情，这方印刻得异常精彩。就文

字而言，取的是堂堂正正的汉印文字；从章法上看，
密不容针，疏可走马，明显地取法赵之谦；以刀法
论，颇有黄牧甫痛快淋漓的风度……
“行”作倾斜状；“与”下部现圆弧；“离”的

“隹”部上方的抛物线；“遇”的“禺”下部舞蹈自
在，俱见作者的匠心，意在为横平竖直的大格局增添
生动。
“江”的“工”中间一竖作球面状，朝外一鼓，

向整个印面左下角原本的轻弱注入了分量。为平衡
计，系极为重要的一笔，是这方印的印眼。不是吾侪
辈平庸的印人能做到的。

当然，篆刻有豪放、婉约两大派，
各有其批评的标准。乔先生的这方印在
婉约的大世界里，是经得起推敲的大大
方方的佳品。

说老实话，在乔先生的作品里，这类风格并不
多。他在印坛，以黄牧甫黟山派传人而为人熟知。在
他的印集中，师黄的作品比比皆是。许多评者把他捧
为黟山派中的大师。
区区是黄牧甫的崇拜者，偶尔也会学刻其风格的

印章。奈天资功力均不逮，常常有画虎类犬之自叹。
再说句老实话，我不大喜欢乔先生的师黄之作，总觉
得他把黄牧甫漫画化了。也许，乔先生对黄牧甫的篆
书风格稍欠研究，也许……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我

对乔先生作为一
位正直的文人，
一位词坛巨擘，
一位篆刻前贤的
敬仰。
乔先生是中

文名教授，也精
通法文。早岁在
京师大学堂和译
学馆求学时，得
到辜鸿铭先生的
嘉许。他是四川
人，其家族书香
衍绪，有声于
蜀。观其一生，

最为人颂誉的是他的气节
和词学造诣。他不满旧世
界的黑暗，是自沉离世
的。遗有 《波外乐章》，
有句曰“中年不与少年
同。明日挂帆天际路，愁
水愁风”。
听说，乔大壮先生在

大革命时代曾担任周恩来
公的秘书，没有考证过，
不知其详。不过他在民国
早期，在北平教育部与周
树人公同事，倒是千真万
确的。至今，在北京的鲁
迅故居里，还悬挂着周公
请乔先生挥写的对联。

诗咏弹词众流派
江更生

! ! ! !近读九三诗翁王老瑜
孙转赠的 《小忍庵丛稿》
诗文集，见集中有多篇咏
及笔者所痴迷的苏州评弹
佳什，顿觉喜不自禁，特
介绍一二，以飨嗜诗及爱
聆听书的同好。
老诗人，字忍庵，浙

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太
炎文学院，平生爱好评弹，
除撰诗文讴歌弦索
外，还创作过不少脍
炙人口的弹词开篇。
是位资深“书迷”和
弹词作家。
老人应编写《苏州弹

词流派唱腔》作者杨兴泉
之嘱，分咏各位流派创始
人，计有陈遇乾（陈调）、
俞秀山（俞调）、马如飞（马
调）、魏钰卿（魏调）、朱耀
祥（祥调或朱调）、周玉泉
（周调）、夏荷生（夏调）、沈
俭安（沈调）、薛筱卿（薛
调）、徐云志（徐调）、杨仁
麟（小杨调）、姚荫梅（姚
调）、李仲康（李仲
康调）、祁莲芳（祁
调）、张鉴庭（张调）、
严雪亭（严调）、蒋
月泉（蒋调）、杨振
雄（杨调）、徐天翔（翔调）、
朱雪琴（琴调）、侯莉君（侯
调）、徐丽仙（丽调）、王月
香（王月香调）及尤惠秋
（尤调）等二十四位。

诗以七绝形式咏之，
要在区区的二十八字里，
概括、揭示唱调的源流与
特色，实非易事。然而，
作者却能做到言简意赅，
切中肯綮，实属难能可
贵。例如咏陈遇乾 （陈
调）：“鼎足而三俞、马、
陈，如今陈调亦翻新。试
听一曲‘山神庙’，别具
沧凉万古情。”有清一代，
陈遇乾、俞秀山和马如飞
合称“弹词三大家”。陈
遇乾，清代嘉庆、道光年

间艺人。其所创以真嗓歌
唱，醇厚深沉的“陈调”，
而今已成了书里老年角色
所专用之调。后来经过几
辈艺人的改良、丰富和创
新，面貌焕然。我们可从
蒋如庭《厾穷》老唱片中
获悉可喜的变化。再至上
海人民评弹团出演中篇评
弹《林冲》时，由刘天韵

用“陈调”演唱《林冲踏
雪》一曲，则以悲凉苍劲
见长，似又上了层楼。此
外，杨振雄所唱的《武松
打虎》和蒋月泉所唱《厅
堂夺子·责子》，对“陈
调”更是有了新的发展。

又如诗人在“侯调”
一诗里写道：“辛酸际遇
忆童年，轻啭珠喉旧恨
牵。蹊径何当凭自创，低

吟曼唱总缠绵。”
侯莉君的“侯

调”，创于 1.!)年
代，在“俞（秀山）
调”与“蒋（月泉）

调”基础上，吸收京剧旦
角唱腔，上下回旋，拖腔
婉转俏丽，别具风韵，风
靡一时，拥趸甚多。老教
育家、上海育才中学前校
长段力佩与老报人、“江
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云
旌）等均对“侯调”激赏
与推崇。唐先生夸说此调
“糯中有腻，又有嗲”，对
侯的开篇一听再听，从
《宮怨》 听到 《莺莺拜
月》，自云达到了“神醉”
境地。这我们可从唐诗人
的 《再听侯莉君 〈拜月〉
开篇》妙句中领略一二：
“此生不望入侯门，愿伺
清弦倒一樽。闻到烧香明
月下，江南销够阿刘魂。”

（注：唐有笔名“刘郎”，
故云“阿刘”）当年江苏
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侯氏这
只开篇，一面放，一面有
人为她的唱作专门分析，
藉以提高听众的赏曲水
平。可见“侯调”迷人的
魅力。时下，不少女演员
讴唱此调。恕笔者孤陋寡
闻，窃以为侯门传人中，
除其掌珠小莉、爱媳
唐文莉擅歌外，尚有
一位潘莉韵颇佳。

张鉴庭的“张
调”，爱聆者众，老

人是这样咏道：“掷地堪
作金石声，若论说表亦超
群。四奸各复具情态，曲
折还听林子文。”（注：四
奸，指《十美图》中的严
嵩、严世蕃、鄢茂卿、赵
文华四个奸臣。《林子文》
一书，又名《顾鼎臣》）
“张调”的特点是激

情充沛，咬字有力，音色
苍劲，韵味醇郁。其紧弹
慢唱，快弹急唱，吸收绍
剧、京剧中嘎调等唱法，
形成了一种具有激越阳刚
之美的唱腔，迷倒了听
众。然而，遗憾的是，历
来学张者虽多，但得其神
者不多，难怪有人要生
“真成绝艺难为继，敢问
传人孰可承？”之叹。不
过，话要说回来，大师毕
竟不可复制。当今书坛擅
唱“张调”的，还是不
少。如黄嘉明、毛新琳、
王承等皆称上乘。另有一
可喜现象，女演员中擅唱
者也不乏其人，世称“女
张调”。老一辈中，如马
小君 （袁小良之母）、余
红仙、刘敏等皆善此调。
日前，上海评弹团赴港前
预演于逸夫舞台，有位年
轻演员吴静慧，她的“女
张调”唱来让人受用，颇
具潜质，令人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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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弦声 （中国画） 沈一波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乔大壮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