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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评弹演出场所的大小
和多少，评弹听众的多
少，都是衡量评弹繁荣与
否的标志。早期评弹演出
是在村舍茶肆，仅有几十

到一两百个座位。若遇名家响档，听众
超过两百，所谓“双出百”，已是不容
易的了。评弹进入大中城市后，听众渐
多，有了专业书场，座位扩大到四五百
座。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有了“空中
书场”等设施，听众面就更大了。上海
解放后取缔了舞厅，改建了书场，座位
扩大至八百、近千个。有时还去剧场演
出，有两千左右的座位，还常满座。
!"#"年评弹进入近万座的文化广场演
出，可以说是其巅峰期的一个标志。
文化广场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演出场

所，舞台台深约 !"米，台口约
$% 米，座位近万。此前，评弹
从未进过这样的大场子。那是在
!"&' 年 ( 月，上海音乐家协会
在文化广场举办“星期音乐会”
戏曲专场，邀请上海评弹团参
加。蒋月泉、朱慧珍双档在专场
中演唱了弹词开篇，听众反响热
烈。上海评弹团由此产生了进文
化广场演出的设想。%"&(年夏，
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也为了国
家在经济困难时期回收通货的要
求，上海评弹团开始了进入文化
广场的首场演出。

第一场演出是在 %"&" 年 '

月 %%日，名称是“开篇·选曲·
分回大会串”，包括严雪亭、朱雪琴的
《杨乃武》选回，杨振雄、杨振言、朱
慧珍的《长生殿·絮阁》，开篇选曲有蒋
月泉 《莺莺操琴》，徐丽仙 《新木兰
辞》，江文兰《大九连环》，周云瑞《私
吊》，张鉴庭《懒惰胚拾鸡蛋》等。评
话有张鸿声、姚声江的《八虎闯幽州》。
第二场是 ' 月 %) 日，节目为严雪亭、
张鉴国《顾鼎臣》的选回，朱雪琴、郭
彬卿的《梁祝·十八相送》，开篇选曲有
蒋月泉 《战长沙》，徐丽仙 《黛玉焚
稿》，朱慧珍、江文兰《夏收夏种》，薛
筱卿《见姑娘》，周云瑞《情叹·离魂》，
杨振雄、杨振言《武松·杀庆》等。

这两场的票价分 $角、* 角 & 分、
&角三种，团体票限购 &+张，个别票
限购 &张。放票后立即就有听众排队。
结果，两场共售出一万三千余张，平均
每场六千多张，演出时剧场反应热烈，
演出后好评不绝。听众来信要求经常安
排，定期演出。评弹演员们原本惯于中
小型的书场，对这样广场式的大场子，
不免有些紧张。但演出后觉得，文化广
场的音响设备非常好，听众都能集中精

力欣赏，场内秩序井然，迅即建立了信
心，说噱弹唱演左右逢源，各显神通。
自 %"&"到 %",%年，逢节庆日或暑

期，上海评弹团都常组织去文化广场演
出。每场演出各具特色，除演出整旧的
传统书目和新编的历史节目外，%",+

年春节还演出过两场原创现代书目，包
括青年队的《向秀丽》，蒋月泉的开篇
《迎春曲》，徐丽仙的《开门红》，朱雪
琴、郭彬卿的 《保炉英雄》，杨振雄、
杨振言的对白开篇《万水千山赶牛来》，
蒋月泉、徐丽仙的短篇 《错进错出》，
严雪亭、朱慧珍的短篇《礼拜天》等。
最后还有全团的大联唱《上海英雄颂》，
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其时，以评弹谱唱
毛泽东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获得
全国的好评，上海评弹团见此，更发动

演员们多搞诗词谱曲，出现了不
少新作。%",+年 '月 *+日、*%

日，为庆祝建军节，上海评弹团
在文化广场演出了以诗词谱曲
为主的专场，节目有谱唱的毛泽
东诗词 《蝶恋花》《送瘟神》
《沁园春·长沙》《长征诗》《六盘
山》以及开篇《毛泽东思想放光
芒》等。
在文化广场演出，激发了评

弹演员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吴
子安和张效声双档演出评话《威
振海外》时，将道具折扇改为实
物乒乓球拍，虚中有实，虚实并
济，突出了“球拍扬威”的主
题；张鉴庭在演出《懒惰胚拾鸡

蛋》和《暴落难》开篇时，凭其演出经
验，改坐唱为走场，利用舞台空间加强
了表演和动作，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为适应大舞台的演唱，上海评弹团倾全
团之力编演了大联唱《上海大英雄颂》，
由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薛筱卿、
朱雪琴、徐丽仙等各流派唱腔的创始人
以及流派唱腔的正宗传承者朱慧珍、周
云瑞等，演唱当时上海各条战线的先进
人物、劳动模范，激情充沛，声势浩
大，激励起全场近万听众热情沸腾。除
上海评弹团老中青演员轮番登场外，演
出中有几项还邀请了评弹青年培训班成
员、业余评弹辅导班骨干参加，成了上
海评弹界的一件盛事。凡参加了文化广
场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引以为豪，
过了几十年，还对之津津乐道。
评弹进文化广场演出，是新中国成

立后评弹艺术革新、创新成果的一次大
展示，是上海评弹团建团近十年来在书
目创新整旧、艺术的创新发展上的一次
大总结，也是上海广大评弹爱好者的一
次大欢聚，可以说是评弹发展史上不容
忽视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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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的五月，一对斑鸠夫妇乔迁到
院中的银杏树上。
记得那时，常常看见它们衔着不知

从哪里觅来的树枝，日日往复飞落。我
多想伸出人类的友谊之手帮它们啊！可
转念一想，也许人类所有莫名的举动对
于它们而言都可能是一种伤害。所以，
只能默默地看着它们每天如此艰辛的往
来着，不敢惊扰。于是，银杏树上的斑
鸠夫妇成了家里闲时的茶间话题。
起初，每每傍晚时分，斑鸠夫妇比

翼飞落歇息在那看似并不牢固的银杏树
杈上。而后的日子里，却再也寻不见它
们双飞双落的身影了。心开始焦急了！
透过重重的树叶隐约可见一个灰褐色的
身影一动不动地停留在窝里，就这样我
每日一趟趟地前往看望是否安好。
上海的五月正是雨多时节的黄梅季，然而偏偏此

时的它们，产下了爱的结晶。它们心照不宣的遵守彼
此的约定，轮流觅食与留守。从此，晨起暮落，朝夕
阴晴，我的心开始紧紧地惦记上了！又是一天的大
雨，枝上的那只吃饭了吗？会被淋病了吗？小家伙要
多久才能孵出来？一直趴在窝里一定很累吧？外边的
那只千万别成了人类的桌上餐- 好想给它们搭个雨篷
……诸如此类的想法伴着雷声隆隆的天气越加猛烈！
日月星辰往复着，小家伙终于破壳而出。电话那头听
到家人提及，我迫不及待地想归家瞧瞧这个使我许多
昼夜惦念着的小生命。

万物的精灵啊！你是如此的执着，如此的坚强，
这就是爱的力量！上天公平地赐予了世间生灵与生俱
来的共同天性—爱！在地球的另一边称作—./01！我
不懂它们的国度语言，它们也不明了我的国度言语，

然而，爱却是相同，相通的。我想，也
许这就是我们之间唯一可以沟通的言语
吧。
今日午间，小家伙居然飞落在我窗

前的树枝上觅食。转眼间它已经长这么
大了，可惜不知道是姑娘还是小伙子？查阅过资料，
一般斑鸠一窝会下两枚蛋，可能因为雨大，天热，环
境的影响，只幸存了这一只。多么孤单的身影啊！那
只未被孵化出的一定让斑鸠夫妇流了很多的泪！如今
的生存环境，对它们而言除去恶劣的气候就是人类可
怕的味觉了！总之，这个风雨得来的生命如此不易！
我悄悄地拿起手机留下了它并不清晰的背影，感慨着
生命的奇迹！你要好好地活着，珍惜日起日落里的每
一个日历，这一切都是你的父母不惧风雨，不惧一切
的生命危险才有今日的你。

同学花名册
杜剑虹

! ! ! !当年，我们老三届的“毕
业季”，稚气尚未脱尽却“工
矿农村”地奔向天南地北、四
面八方，那种“别离滋味浓于
酒，着人瘦”的浓浓愁绪，是
时代给与老三届的特别赠予。
但毕业前夕有一件温暖的事印
象深刻。记得 %",(年秋的一
天，我独自踯躅于校园里，对
曾经以大量知识濡养我成长的
一草一木报以深情的行将告别
的注目礼。此时校园里人烟稀
少，不觉中来到教导处，教导
主任严理平老师正在办公室，
办公桌上摊放着各班同学的花
名册，不由兴趣陡升。在征得
严老师同意后我聚精会神地将
全班同学的姓名、地址全部抄
了下来，连带全校教职员工的
名单也一并抄了下来。当时的
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将中学生

活的美好历史片段，借助这份
花名册留存心底。在以后的漫
长岁月里，我偶尔会从箱底翻
出来咀嚼一下青少年时光的青
涩滋味。没想到当年一个举手
之劳，在几十年后可以让我们
师生得以重新相聚！
当我们这些同学整体跨入

花甲之年行列之际，我们的班
主任张寿钧老师一个弥足珍贵
的念头，让我们师生有了欢聚
一堂的可能。$+%+ 年春，张
老师作为任课老师接受其他班
级同学聚会的邀请，感受到浓
烈的师生情、同学情，不由陡
生感慨：什么时候自己班级的
同学能够相聚一堂就好了。于
是，张老师通过前任学校的得
意学生找到了他学生的妹妹钱
小娟。钱小娟是我们班级的同
学，由她起头滚雪球般“滚”

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最初 ,个
同学。当时我赶紧从箱底翻出
花名册电传给张老师及其他同
学，张老师收到后非常高兴，
说他作为班主任都没有这个花
名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这 ,个同学并没有办法继

续“滚”出其他同学。
从市教委巡视员岗位上退

下来的张老师，如今独自住在
浦东秀沿路一个高级老年公寓
里。我们 ,个同学相约去看望
张老师，数十年后师生相见自
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
情。张老师虽然是个已近八秩
的老人，但除了头发全白外，

变化并不大，精神矍铄得让人
羡慕。在张老师处大家交谈
时，有同学说曾在路上偶遇我
们的老班长、班里唯一一个在
部队营房长大的北方人李顺
国，据说他在边检站当翻译。
当时我听到“边检站”，便联
想到经常为我任职的地区报社
投稿的边检站唐警官，没费什
么周折便得到了李顺国的家庭
电话，我当即将花名册给他发
过去。已经退休的李顺国被虹
桥机场返聘，同学卢秀昌、茹
文敏离李顺国家较近，他俩一
起找到他家对他说：“张老师
特别喜欢我们的女班长焦金
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找出
来。”李顺国接到这个“指派”
任务后，开始是无从下手，后
来灵机一动，找上了公安局老
朋友，利用空余时间将同学的

姓名、地址输入电脑进行搜索。
于是乎，一个个同学被挖掘“出
土”。

$+%% 年教师节那天，是我
们同班同学 2+多年来第一次与
班主任老师张寿钧、副班主任老
师柴霞珠、施慧敏相聚在一起，
为我们敬爱的老师送上迟到的、
带着岁月沧桑却又是深情的节日
祝贺。席间，李顺国走过来对我
说：“他们都说我们今天能够相
聚在一起，是我的挖掘功劳，我
说那全是你提供的花名册的功
劳。”我说：“我的最大功劳是把
你挖掘出来。我们今天能够相聚
在一起，其实班主任张老师才是
最大的功臣。”

“浮沉惊
梦毕业季”，
当年的点滴记

忆犹新。

寄 语 仲萱怡

! ! ! !一次次的起飞降落都将我送到
目的地。在飞机的另一头，有时是
殷切期待的旅程，有的是久违的聚
会，有的是不情愿参加的会议。在
飞机上的时间总像原本生命中不存
在而窃窃赚来的一样。而这赚来的
时间也总伴随着一点点风险———气
流。碰到气流时会发现不管做什么
动作，摆什么 3/41 都无法安慰自
己，只能静静接受着自然的风力与
抗力之间较量的平衡。时空的速度
夹杂着生命的速度，很神
奇。虽已完成了几百次飞
行，可对于时空的变化仍
觉得很奇妙。
机场，又爱又恨的地

方。有太多的说不清楚，
演出着一幕幕的离别重
逢。心血来潮地到机场兜
风，站在展望台上看着一
架架客机迎着夕阳在微风
中掠过。第一次，不是乘
客，不接机，不送机，不
带任何情感只是静静地欣
赏，真好。一架客机长空
跃起向天边的晚霞展翅奔
去，它承载着怎样的梦
想？多少思念？礼物？还
是多许埋怨与不安？又有

一架客机在被夕阳染红的帷幕下低
低盘旋，慢慢降落，然后作为乘客
的你们就要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奔
走，完成各种使命。
嗨，那个穿夏威夷大花衬衫的

大叔跟旁边挽着他手臂的招展大妈
走向了停车场，他们是二婚蜜月么

还是相濡以沫的老伴？那个高个子
的欧巴，穿着 5678针织卫裤，脚
踏 5678大钩招牌鞋，推着行李车
与同伴说着夹杂胶东口音的拗口普
通话，很兴奋地言语。哦，看来是
接到了老朋友在一一道来下面的行
程安排。就这样，在机场呆呆地做
人间观察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看着看着，飞着飞着，时间就

这么过去了，日子也消失于一次次
的旅程里。

难忘当年插秧忙
郭树清

! ! ! !当年我在
海军部队服
役，部队有一
个农场在辽宁
盘锦大洼地
区，主要生产水稻，目的
是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缓
解部队粮食不足问题。因
此每到春季播种和秋季收
割时，都要从所属部队抽
调人员进行抢种、抢收。

当年的盘锦 9各方面
条件还相当艰苦，民间流
传着这样的顺口溜9叫作：
盘锦大地红烂漫，土墙草
房泥土路，茫茫一片芦苇
荡；常年刮大风，难见晴
朗天；出门风夹灰，雨天
一身泥。还有一句是说盘
锦大地有四大怪现象9即：
马车要比汽车快，大姑娘

也叼旱烟袋，老母猪系上
裤腰带，糊窗纸儿贴在窗
户外。这是对当时盘锦环
境和百姓生活的真实写
照。

:"'" 年 # 月，我任
扫雷舰副政委，带领从各
舰艇抽调的 ;+ 名官兵来
到盘锦农场参加插秧任
务。靠这 ;+人要在 2+天
内完全用手工完成 :)+亩
的整地、拔秧和插秧任
务，工作量当然是十分繁
重和艰巨的。再加上官兵
们的伙食标准由舰艇灶每
天 :元 )角 ;分改为地勤
灶每天 2角 ;分，以及大
部分战士都是第一次参加
插秧，有的甚至连秧苗都
没见过的，这无疑给完成
任务带来极大的困难。
插秧既要体力，还要

懂技巧和有耐力。所插的
秧苗既要横平竖直，整齐
划一，又要深浅适度，太
深了，则成活慢；太浅
了，则会飘浮在水面上而
不能成活。于是，我根据
入伍前曾在自己家乡种过
稻、插过秧的经历，与大
家商量，将 ;+ 人按照熟
练程度和根本不会插秧的
进行搭配，组成三个互帮
互学小组，结成一对一或
一对二的帮教对子，开展
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同
时，为了尽快提高插秧技
艺，还特地请来小老乡 9

时任农场会计员的梅荣和
司务长肖勤煊作现场指
导，传授技艺。在他俩的
精心指教下，大家很快掌
握了插秧要领，并增强了
信心，增添了干劲。

&月的北方，早晚气
温还是很凉的，但是因为
一切农作物的播种到收割
都有它的生长过程和生长
周期，早了不行，晚了也
不行，否则都会影响稻谷
的成长和收成。于
是，为了不误农
时，天还蒙蒙亮，
我们就迎着寒风、
踏着露水出工了。
大家按照整田、拔秧、挑
秧、插秧、护苗和补苗的
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尤其是到了插秧阶段
的一个多星期内，官兵们
起早摸黑，光脚踩在烂泥
里，进行紧张有序的拔
秧、挑秧、插秧，;+ 人
每天要完成 )+ 多亩地的

插秧任务，常常为了不失
时机而争分夺秒，连中午
饭都在田头匆匆吃完后便
急速地赶回田间，直到太
阳落山，余辉褪尽，才依
依不舍地爬上田埂。最后
几天 9还要进行护苗和补

苗，就是将被风吹
倒的秧扶正，将被
水冲掉的秧补上，
一直到秧苗全部长
直长齐就算保质保

量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连续奋战

2+ 天，尽管官兵们个个
累得腰酸腿疼，浑身上下
像散了架似的变了形，有
的因挑秧而磨破了肩膀，
有的因插秧而磨坏了手
指，有的被蚂蟥叮咬得满
腿红肿，个个脸上都被晒

成了古铜色，大腿以下双
肢皮肤犹如黑炭。但是当
看到那一片片映着天光云
影的齐刷刷、绿盈盈的稻
苗像“绿色地毯”似的铺
满了田间，贪婪地嗅着稻
苗的清香时，大家心里美
滋滋的，浑身的酸胀疼痛
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盘锦农场插秧，既是

一次劳动锻炼，更是一次
情意的结合。

如今，;' 年的时间
如流水逝去，但当年插秧
时那精神饱满，你追我
赶，相互帮助，同心协
力，默契配合，其乐融融
的情景，以及那波光滢滢
的稻田里混杂着泥土的腥
味，青苗的甜味……却时
常荡漾在我的心间。

书法 闻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