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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
诗也会吟。其实熟读它又岂止是会做诗、
会吟诗，还能给兼爱唐诗与灯谜者提供
丰富的谜材，让人得以制出隽永有趣的
“唐诗篇目谜”，借此娱乐身心、陶冶性
情，同时又可起到引发猜者读诗的兴趣，
进一步去品赏那些脍炙人口的佳诗妙句
哩。
笔者从小喜读蘅塘退士编就的这本

著名唐诗选本，爱谜的我学做灯谜时，见
前辈谜家制过许多唐诗灯谜，如用《论语
季氏》里的“戒之在斗”打裴迪《送崔九》
诗句“莫学武陵人”（注：陵，古同“凌”，侵
犯，欺侮）；用庄子丧妻典故：“鼓盆而歌”
打王昌龄七绝诗句“闺中少妇不知愁”及
“梅鹤怡情”打杜甫七律诗句“且看妻子愁何在”（注：用
宋代隐士林逋梅妻鹤子典故）等，似乎唐诗谜的底材尽
出自该书，后来才知，这是当时谜界约定俗成的规矩，为
的是让人容易猜射。可惜的是，唐诗里能撷入谜材者，几
乎都已被谜坛前贤们着了先鞭，令我辈难以为继。

转而一想，唐诗的篇目数有三百，并且短小精悍，
不正是推陈出新的好谜材吗？于是就试撰了一些，曾在
上海书城及古籍书店邀我主持的灯谜会上悬出征射，
居然颇受欢迎。例如———
“拜访老丈人”打杜甫五言古诗篇目《望岳》（注：

岳，别解为丈人）、“大宋请客”打韦应物五古篇目《东
郊》（注：别解为“做东者为宋郊”。宋代文人宋郊、宋祁
兄弟，人称“大小宋”）、“熟能生巧”打李白乐府诗目《长
干行》（注：别解为“长时间去干就能行”）、“天下有情人
都成了眷属”打沈俭期乐府诗目《独不见》（注：独，单
身），等等。即使是带格的，猜者也能一射中的，例如
“渐入暮年”（卷帘格），打七言乐府诗目《老将行》（注：
按格法，逆读为“行将老”扣面）等。

最近，笔者在“海上谜谭”猜谜微信群里出了一些
唐诗篇目灯谜，承谜友们不弃，猜得不亦乐乎。今献丑
于下，供读者诸君猜射一乐：!、举贤荐
能（打五言绝句篇目一）；"、美容业（打
七言乐府篇目一）；#、不孕求医（打七
绝诗目一）；$、谢绝馈赠（秋千格，打五
绝诗目一）（谜底请在本版找）。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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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餐馆里)公厕内)凡有免费抽取餐

巾纸的场所) 人们无不惬意地抽取)随

着任性的!嚓嚓"声)数张一团一擦便进

了废纸篓) 实际用上的仅三分之一)浪

费太大+但凡要收费的餐巾纸)使用时

的 !豪气"相对收敛)这消费的杠杆作

用一旦和自己的利益相关)抑制也就成

了习惯,

既要免费供应餐巾纸)又得节俭使

用)这可是个两难的大话题,

然而)这!两难"的现实话题)却在

春秋国旅的大食堂里得到了答案,每天

有数千人用餐的大食堂)刷卡处有一位

专人)既配合快速结账)又监督餐巾纸

的限张发放(无论你是否有洁癖)严格按照每人一张的

规定抽取,良好的结果显现(自送餐盘处的餐巾纸回收

箱从不见潽出来-养成用餐者自觉节俭的文明习惯)这

比空喊!生态保护"来得实在,

其实)大食堂限发餐巾纸的规矩)当有其企业节俭

文化的折射和影响, 有个关于该企业的董事长王正华

先生巧用餐巾纸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每次用餐)王董

只抽取一张餐巾纸) 他总结出一张餐巾纸可以折 %次

才物尽其用)这!%折"的窍门能满足整个用餐过程,于

是) 企业食堂便有了每人限发一张餐巾纸的规矩+同

样)两面用纸也已成了员工的习惯,此举倒并非企业的

小气) 恰恰是作为企业对生态环保事业的关注并付诸

行动, "&!$年 '月起)春秋国旅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

包下四千多亩退耕还林的高原地)至

今已公益植树 ""万棵) 投入价值达

!(&&万元之巨) 便是明证, 一头是

!小气"地限发餐巾纸)一头是大气地

投巨资植树)由此可见一家企业的社

会责任心,

父亲的天空
刘 迪

! ! ! !父亲站在阳台
上吸烟的时候，喜
欢看着天空，没人
知道他在想什么。

父亲嗜烟，多
时每日三盒，为此切去半
叶肺，还吸，家人想了各种
戒烟的办法，但他都置若
罔闻。一晃，父亲 %&多了，
去年突然戒了，我问：怎么
就戒了呢？父亲答：我自己
想戒了。父亲话少，老了更
沉默寡言。五一小长假，父
亲嫌外面人多，不愿出去。
我和母亲烧了几个菜，父
亲不嗜酒，但每逢节日总
要喝几杯白酒，陪酒的自
然是老公。我曾调侃，父亲
是给自己找女婿，不是给
我选老公。他们翁婿是同
行，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
们在同一条跑道上先后飞
向天空，就像拥有同一片
山林的猎豹，对山川地貌
有着共同的记忆。
喝了两杯酒，父亲谈

起了往事：!'(!年随部队
进入朝鲜后，父亲在师部
无线大队做通信员，负责
背密码箱和送信。父亲的
队长是位老八路，姓曹，山
东临沂人，一级战斗英雄。

由于没有制空权，通
常都是雨天或夜里行军，
师部各部门分别隐蔽在森
林茂密的山坳里。父亲说，

敌机说来就来了，志愿军
们恨得牙根痒，敌机轰炸
不断，越是晴天越危机四
伏。没有制空权，就像住在
没有屋顶的房子里。父亲
那时常想，什么时候能看
到我们自己的飞机在天上
飞呢)

一天，大队长带父亲
去师部开会，踩着厚厚的
落叶，在森林中左拐右转，
路过卫生队驻地时，大队
长遇到了一个熟
人，知道了在招飞
行员的事后，大队
长让父亲明天去
军部体检，当飞行
员是多好的一件事！第二
天，父亲一早就来到军
部。初选通过，余下的人
在一所大房子里，等待复
查。此时，大家赤身相对，
显得很不自在，目光游离
找不到落点。啪！一声脆
响，不知是谁打破了尴尬
的局面，于是，大家追逐
着互相拍屁股，气氛活跃
起来。这些年轻人暂时忘
记了战争的残酷。就在他
们欢畅嬉闹的时候，门开
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

女医生，他们哗地
一下散开了，对着
墙壁或蹲或立……
父亲最终通过了体
检。紧接着，他们这

批飞行学员分别乘三辆
“嘎斯”车，夜行归国。路
况恶劣，如果不开车灯，
随时有坠崖的危险。深
夜，大家坐在背包上昏昏
欲睡，汽车的马达声打破
了夜的寂静，也遮蔽了敌
机来袭的声音，父亲看到
机枪的子弹在汽车后面几
米的地方突突突扫射。

朝鲜战场的经历，叫
父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

机会，圆满完成了
预校和航校的学
习，成为他那批第
一个放单飞的学
员。飞行的起飞和

着陆，伴随着飞行生涯的
全过程，某种程度也是飞
行技艺高超与否的体现。
父亲说，他喜欢坐在模拟
一米航空高度的座舱里，
遥望蓝天，记住春夏秋冬
天空的颜色，感觉天地线
的高度，以及不同季节它
的微妙变化。父亲放弃了
留校当教员的机会，要求
分配到战斗部队，#" 岁
时，就已经是飞行团副团
长了。

生命中的许多机缘，
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属于
自己能把控的却不多，把
控不住，机缘也就不能成
其为机缘了。父亲说，爷爷
叫他当兵，大队长叫他当
飞行员，都不是他自己的
决定，但能不能飞起来，很
大程度取决于自己，就像
戒烟这种事，他自己是可
以控制的，他不想戒，劝也
没用，想戒自然就戒了，自
己能说了算的事不喜欢别
人干预。

飞行员和天空的关
系，就好比农民和土地的
关系。闫肃先生创作的《飞
行员之歌》，深受他们的喜
爱，歌中唱道：我爱祖国的
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
烂。白云为我铺大道，东风
送我飞向前。金色的朝霞
在我身边飞舞，脚下是一
片锦绣河山……

父亲的许多往事，都
和天空有关。

英国警察印象
陆海光

! ! ! !伦敦的私人轿车高达
"&&多万辆，上下班高峰
时段，汽车行进速度往往
慢如蜗牛。相比之下，乘坐
地铁要便捷得多，伦敦每
天约有 "&&万人次乘坐地
铁。面对困难的城市交通，
我纳闷的是街头不见指挥
交通的警察。据了解，现在
伦敦街头不设交警，指挥
交通全靠电脑控制的信号
灯。各主要路口都装有电
子眼。交警坐在控制室里，
一旦发生车祸或有司机违
反交通规则，立即
通知在附近巡逻的
警察前往处理。在
拥有 !*$万公里道
路的伦敦，仅有
!&&& 名管交通的
警察。

"&&(年 +月，对英国
人来说是个特别振奋的时
刻，伦敦击败了最有竞争
力的对手巴黎，申办 "&!"

年奥运获得成功。然而，第
二天人们就从沸点降到冰
点，# 列地铁和一辆公共
汽车上发生了自杀性爆
炸，导致 ("人死亡，仅仅
过了两个星期，又发现预
谋恐怖袭击，幸被成功阻
止。为了反恐和维护社会
治安，政府在公共场所装
了 $"&万只监视探头，成
为世界上公共场所安装监
视探头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英国，我发现警察

总是布岗在必需的地点和
时段。我第一次见到英国
警察和见到警察人数最多

的场所便是地铁或火车
站。到英国的第二天，我去
伦敦观光，出尤斯顿火车
站，便见一名警察在为一
名银发老人指路。我忍不
住拿出照相机来抢拍。不
料，被不知从哪里窜出的
帅警发现。问我拍什么？我
坦然地向他说明意图，并
竖起大拇指表扬那位警
察。帅警释然后马上说
,-！他了解到我是一名来
自中国的警察后，还主动
把他的那位同事拉来和我

一起合影。
在伦敦，酒馆

酒吧的生意要比
饭馆火爆，似乎是
青年和中年男女
的主要社交场所。

英国人喜欢饮酒是出了名
的。饮酒过度往往会滋事，
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
响。正因如此，你白天看不
到警察，晚上街头就会布
置许多警力。而且社会治
安规定：酒吧酒馆凌晨两
点前必须停止营业；法律
还规定，不能卖酒给 !%岁
以下的青少年。有一次，我
从伦敦回到谢菲尔德已是
半夜，果然看到街头巷尾
三三两两有许多执勤的警
察。我还看到一名酒徒被
警察制服，另一名警察正
手机联络车辆，准备把滋
事者带走。
初到伦敦，旅游者必

去白金汉宫门前广场。白
金汉宫皇家卫队的换岗仪
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白金汉宫正门前有昼夜守
卫的皇家卫队。皇家卫队
的官兵一年四季穿着全套
的卫队礼服：头上戴一顶
高高的黑色毛茸茸礼帽，
身着艳红的礼服。每天上
午 !!点半，皇家卫队排着
古代阵容，正步穿越维多
利亚广场进入白金汉宫换
岗，在军乐声中，一丝不苟
地在白金汉宫前院进行交
接仪式。除了步兵卫队以
外，还有骑兵卫队。这一庄
严的换岗仪式，每天会招
徕数万观光客和摄影爱好
者。然而，在偌大一个广
场，面对数万名前呼后拥
的观光客，在现场维持秩
序的却只有十来名警察，
其中有 #名是个子并不高
大的女警察，还有 #名是
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皇
家卫队进入白金汉宫大门
时，观光客和摄影爱好者
往往会拥上前去，此时，骑
警就会过来，利用高大的
马阻挡和喝退前拥的人
群，有效地把人群控制在
警戒线内。

花笺情趣
路来森

! ! ! !“古槐书屋”，是俞平
伯的书斋名。俞平伯自制
信笺，素笺极少，多花笺。
例如，题识“鹳嘴抚宋人
意”的桃花笺；落款“川眉
增宝”的兰花笺；题识篆体
“果”字的果实（苹果、栗子
等）笺；边框题识“仿仓颉
篇六十字为一章”的题字
笺等等。
平伯花笺，最著名的

还是他的“驿路笺”和“会
友笺”。
“驿路笺”，底色为黄

红色，以黄色基调为主，设

色华美；信笺中央，为一枝
盛开的梨花，倔强屈曲，盎
然而有朝气，大有“春占
尽”之霸气；四周边框，则
附写梨花诗一首，是俞平
伯所钟爱的自制信笺。
“驿路笺”制成之后，俞平
伯曾分送好友，共享雅
趣。
“会友笺”，是俞平伯

于 !'#%年，利用家藏旧版
重印的。此笺，为“套笺”，
四幅一套。分别为：“何时
一樽酒”、“如面谈”、“跂予
望之”、拜而送之”。
“会友笺”，每笺，幅长二十
六厘米，幅宽二十三点五
厘米；形近斗方，底色为淡
黄色木版水印；笺面，绘有
红色简笔人物画，近乎当
今之“漫画”，生动风趣，活
泼可爱。

郑辛遥

走路不是药!胜过中西药"

评话书目及流派
曹正文

! ! ! !苏州评话，俗称“大书”，演员只说不
唱，叙事中有“起角色”，演技中注重说、
噱、演（包括口技），传统书目有近 .&种。
中国最早说“大书”名家是明末清初的柳
敬亭，与柳齐名的是苏州评话名家吴逸。
在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先后出现苏州
评话演员金秋泉、何云飞、金耀祥、姚士
章、程鸿飞、黄永年、郭少梅、叶声扬、凌
云祥等人，他们说的书目有《五虎平西》
《金台传》《水浒》《五义图》《绿牡丹》等。
由于他们说表各别，互相斗技，便为民国
年间评话书坛人才辈出，创造了条件。

民国书坛，说《英烈》《三国》《济公》
各有四大家。有的擅长“起角色”，出现了
“活关公”“活秦琼”“活周瑜”的称号，陈
浩然用小嗓子演济公，观众称其“小济
公”；有的讲究“肉里噱”；还有的演员古
文功底较好，在说表中渗透了不少历史
知识。
余生也晚，迷恋评弹，始于在苏州童

年。我从电台中听的第一部评话是苏州

艺人曹汉
昌 说 的
《岳传》。
后来从苏
州迁居上
海，敝舍离大华书场不远，我在小学四年
级时每天下午去书场听吴子安说《隋
唐》。吴先生说表生动，抑扬有致，把秦
琼、单雄信、李元霸等 !%条好汉说得有
声有色，实在比上课时的语文教材生动
多了。
上班辰光，工作蛮忙，听书只能偶然

为之，退休后，日日与评弹结缘，在好友
程功兄帮助下，陆续觅得评话书目几十
个，说出来蛮精彩。
苏州评话过去有八大响档，张鸿声

的《英烈》、吴子安的《隋唐》、顾宏伯的
《包公》、吴君玉的《水浒》、金声伯的《七
侠五义》、曹汉昌的《岳传》、陆耀良的《三
国》、姚声江的《金枪传》。当然，唐耿良、
汪雄飞、张国良也说《三国》，张效声与朱

庆涛也说
《英烈》，王
溪良也说
《隋唐》、祝
逸伯与金

声伯也说《包公》，各具风格，各有其妙。
这八档响书中，张鸿声说“反武场”、吴子
安说“捉鹦鹉”、顾宏伯说“斩郭槐”、吴君
玉说“斗杀蒋门神”、金声伯说“三试颜仁
敏”与曹汉昌说“龙门败十将”，尤见功
力。
这些书目，老书迷都听熟了。我再来

介绍两位，前一位是苏州吴中区评弹团
的唐紫良。他祖父唐再良是上世纪 $&年
代说《三国》的名家，顾又良、唐耿良出其
门下。唐紫良有三部书蛮出名，一部是
《山东马永贞》，一部是《十二金钱镖》，还
有一部是《乾隆下江南》，唐紫良说表细
腻，妙语连珠，说弄堂书尤其发噱。
还有一位殷小虹，他也有三部书很

叫座。一部叫《江南八大侠》，一部叫《血

滴子》，另一部叫《三盗
万年青》。清宫斗争，在
他口中演绎得煞是好
听。另有周玉峰说的
《常州白泰官》也相当
不错。传统评话书目比
较好听的有沈笑梅的《济公》、杨子江
的《于成龙》、卢绮红的《粉妆楼》、潘伯
英的《张汶祥刺马》、张树良的《西游
记》。关于武侠公案书目，有苏州老艺
人胡天如的《彭公案》，汪正华的《小五
义》，沈守梅的《宏碧缘》与吴新伯的
《绿牡丹》。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期间，民间传
说甚多，因此评话书目也层出不穷。除了
吕也康的《康熙皇帝》，还有庞志豪说的
.&回《乾隆下江南》。
笔者收集到的传统评话书目，大约

有四五十种之多，而同一书目，由不同艺
人“口吐莲花”，各表一说，惟妙惟肖，各
有各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