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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嗓子”姚莉的玫瑰人生
周培元

! ! !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
听着这首动听的歌曲

《玫瑰玫瑰我爱你》，仿佛
穿越到上世纪 !" 年代的
扬子饭店，在乐队的伴奏
声中传来风华正茂、活泼
可爱的“银嗓子”小姚莉迷
人的歌声……

#"$% 年 & 月 $% 日，
一代歌后姚莉女士在香港
逝世，享年 %'岁。她安静
地离开，带着永恒而甜美

的微笑。
姚莉的一生可谓幸福

圆满。上海作家淳子写道：
“在上海明星花名册上，获
得功德圆满的人并不多。
所以，歌星姚莉的履历，便
有了教科书的意味。”
有一张几大歌星的合

影非常吸引人。当年，姚莉
与周璇、白虹、白光、龚秋
霞、李香兰、吴莺音等并称
为上海滩歌坛“七大歌
星”。人们往往称周璇为
“金嗓子”，称姚莉“银嗓
子”。随着姚莉的离去，七
大歌星都已不在人世间，
留下这些值得铭记的歌
曲：周璇的《天涯歌女》《四
季歌》，姚莉的《玫瑰玫瑰
我爱你》《苏州河边》，李香

兰的《夜来香》《何日君再
来》，白虹的《郎是春日风》
《且听我说》等。

$%()年，$(岁的姚莉
进华新电台做播音，偶然
的机会参加慈善节目，表
演了几首周璇的歌曲，并
且见到了偶像周璇，谁知
这次表演受到周璇和严华
的赏识。严华当时是周璇
的先生，介绍小姚莉签约
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第
一张唱片《卖相思》，她凭
借这首歌红遍上海滩。多
年以后，她自豪地回忆：
“上海的弄堂里，一开收音
机都是我的声音，我开心
得不得了，这首歌全中国
都在听。”
一个女人的成功离不

开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姚
莉也是一样。
首先要感谢严
华，她遇见他，
就是千里马遇
伯乐。还要感
谢哥哥姚敏，
如果没有兄长
的默默支持，
她在演艺圈的
生涯也不会那
么太平、安稳。
最应该感谢的
是陈歌辛，她

的艺术道路上重要的良师
益友，陈先生为小姚莉谱
写了几首经典成名曲，比
如《玫瑰玫瑰我爱你》《苏
州河边》。
时间穿越到 $%(!年，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在这一年，上海滩相继诞
生了许多标志性建筑，至
今都成为上海的优秀历史
建筑，传承着城市的文化
记忆。比如：远东第一高楼
国际饭店、外白渡桥边的
上海大厦、衡山路的毕卡
第公寓，还有扬子饭店。姚
莉最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
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就
源于扬子饭店。

扬子饭店是一家充满
传奇色彩和历史故事的酒
店，现在是上海扬子精品酒
店。酒店由留法建筑师李蟠

设计，潘荣记营造厂承建，
采用了 *+世纪 ("年代最
流行的 ,-./0123（新装饰
主义风格）4 是第一家华
商投资、华人设计的酒店，
曾被誉为“远东第三大饭
店”，也是大明星阮玲玉、
胡蝶等著名电影明星争相
登场的社交之地。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

电影《天涯歌女》的插曲，
由姚莉原唱，在上海滩风
靡一时，并且流行于东南
亚地区。$%)$年，这首歌
由美国歌手弗兰基·莱恩
翻唱为英文版《53614 5361
7 8391 :3;》，登上全美音
乐流行排行榜的榜首，在
全世界流行并传唱至今。
淳子到香港采访姚莉

时，她讲到，扬子饭店的经
理是她的歌迷，当姚莉与
仙乐斯合约满后，就聘请
她到扬子饭店驻唱，最后
她做了他大儿子的媳妇。
当然，还要感谢姚莉的妈
妈眼光好，拿定主意。姚莉
二十五岁结婚，婚后过上
了安稳的家庭生活。姚莉
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与丈夫
黄保罗携手相伴六十年。
姚莉广为流传的歌曲

还有《恭喜恭喜》，此歌最
早是一首庆祝抗日战争胜
利的歌曲，今天全世界的
华人在喜庆时节都会传唱
此歌。
歌声犹在耳畔，仿佛

又看见她迷人的笑脸。扬
子饭店有她的辉煌，有她
的爱恋，有她值得回忆的
瞬间。她是扬子饭店里永
远绽放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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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与歌舞伎、
相扑被称谓“江户三绝”。日本人为何如
此看重“浮世绘”？我一直心生疑惑。今年
五月在长野县旅行时找到了浮世绘博物
馆，让我有点兴奋；更让我意外的是，这
里收藏的浮世绘画作竟多达 $+万件。
在馆内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风景

的浮世绘画作，看介绍知道浮世绘是在
德川幕府时期兴起的一种民间艺术，主
要描绘日本百姓的日常生活场面、山水
风景和精彩演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
中国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题材有点相
似。我不仅看到色彩斑斓的彩色木版画，
还欣赏到当年浮世绘的印本与手绘的原

作。原来，馆主酒井的收藏不仅仅限于浮世绘彩色刻
印，还珍藏了不少亲笔画与日本古籍中的浮世绘。

由于这个画派开始以装饰性的壁画出现在屏风
上，因此最早流行于京都与大阪，一类是各地名胜风景
画，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另一类是表现女性美，女子的
服饰锦绣艳丽之极，其题材种类分为美人画；役者绘，
以名歌舞伎演员为主；戏画，以滑稽有趣的人物为主；
鸟羽画，画中人物手足很长，类似现代漫画；花鸟绘，以
花、鸟、虫、野兽为题材；武者绘，以历史传奇中的武士
为题材；还有相扑绘、历史绘等。从展厅内的作品来看，
大都是美人画与风景画。讲解员介绍，十八世纪中叶，
由于日本歌舞伎的兴盛和繁荣，以画美人闻名于世的
铃木春信首先创造出彩色的浮世绘，当时也称锦绘，后
来又有鸟居清长和喜多川歌麿先后加入，以绘画雅致
美丽女性的浮世绘便成为一种习俗与风尚。而当人物
与风俗画盛极而衰时，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的风景画
亮相日本画坛，他们为浮世绘带来了新的气息与风格，
葛饰北斋创作的《富岳三十六景》，以大胆构图和华丽
色彩引人注目。安藤广重又以《东海道五十二次》《木曾
路六十九》描绘了日本自然景观，更是广受欢迎。
我在展馆内细细品味浮世绘的各类作品，发现“浮

世绘”的画风与现代彩色版画风格类似，而表现人物与
风景的艺术手法则吸取了民间通俗的画技。三百年来，
浮世绘代表了日本民族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并在世界
多国产生影响，如十九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与印象主
义画派，都受到浮世绘画技之启发。
离开浮世绘博物馆之前，我对馆内一位日本老者

作了采访，据他说，位于松本市的浮世绘博物馆开设于
$%<$年。馆主酒井藤吉，祖上是以造纸业闻名的酒井
家族，他们对浮世绘发生了浓厚兴趣，在江户时代就开
始收藏“浮世绘”亲笔画，其儿孙也继承了这种爱好，
酒井家五代人都以收藏浮世绘为事业，经过 *++多年
的努力，收藏了十万件作品，而酒井的子孙也成了相关
专家。*++&年秋，'$岁的酒井信夫带了 $++多件浮世
绘珍品来北京公开展览，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浮世”的日语意思是船在

海上随风飘荡，隐喻人飘浮在世，指日本人当时生活很
辛苦，而浮世绘的英语翻译则指有生气、有朝气的感
觉。在江户时代，浮世绘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江户庶民生
活及服饰特点与艺术表演，由于浮世绘的流行，给民间
的妇女带来了美的观感与美学时尚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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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人生
张广荣

! ! ! !办公室新来一位女同
事，秀发微鬈飘逸，脸颊洁白
红润，樱唇微张上翘，双眸扑
闪灵动，一身大摆连衣裙修
饰着她玲珑的身躯。在我们
眼中，她时尚靓丽，风雅轻
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
很多。

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探
听了她窈窕、轻盈、靓丽的秘密———
原来她是一个“舞者”，舞蹈是她人
生的最爱，她的梦想就是舞动人生。
女同事姓王，长我一岁，我叫她

王姐。王姐的语文课我听过，知识渊
博，思路明晰，配着她优美的肢体语
言，让人很是舒服。
王姐有两大嗜好，吃苹果和跳

舞。她每次吃苹果都用热水反复清
洗，然后带皮吃。她说，苹果皮具有
抗氧化功能，对保护牙齿、美白皮

肤、防止黑色素的生成都有效果，劝
我们以后也带皮吃苹果。

王姐最喜爱的活动就是跳舞，
我们也最爱欣赏她的舞蹈。只要一
有空余时间，我们就邀请她为我们
舞上一曲。她的舞很优美，无论是古
典舞蹈还是现代广场舞蹈，王姐那

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舞姿，简直就
是“旋转飘然广神舒，明月伴悬珠”
般的美妙=

最让我们震撼的是上次文艺汇
演时《红绸舞》。当旋律达到欢快的
高峰，王姐身着金色的舞衣，手执火
把状叠起的长绸步上舞台。合着青
春的舞步、激昂的跳跃，红艳艳的绸

带在她的周身，在她高高扬起的臂
膀间盘旋、缠绕。空中流动生成的绸
花就像快乐的音符、闪烁的火苗、漫
天的红霞，在祖国的蓝天绿野间纵
情飞舞。翻卷飞舞的长绸像雨后高
高架起的彩桥，把火热奔放的激情
传递给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场上
“大八字花”、“小八字花”、“波浪花”
“大圈”等绸花层出不穷，长长的彩
色飘带上下转动飞扬飘舞，场下掌
声雷动，赞叹不已，整个会场简直成
了欢呼的海洋。
王姐的舞蹈惊艳了全场，也实

现了她“舞者”的快乐。从她那优美
的舞蹈中，我看到了她对生
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大

舞台，每个人都是舞者。
尽情舞动吧，让生命之

花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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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百老团，许多人都知道，是指上海百
老德育讲师团。这是一支由 '++多位老
干部、老将军、老红军、老劳模、老教授、
老科学家和老艺术家等组成的由戚泉木
任团长的特殊志愿者团队，受到中央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扬。
百老团的将军们无疑是其中一道靓

丽的风景。我曾多次参加百老团的大型
会议。当穿着将军服，胸前佩戴着光灿灿
军功章的将军们出现时，全场总
会自发地响起热烈的掌声，向这
些用铁骨、热血和忠诚换来祖国
新生和人民幸福的老军人致以崇
高的敬礼和由衷的感谢。
他们当中有我国空军第一代

的作战飞行员，曾任空军军长、南
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击落五架
美国战机的战斗英雄韩德彩中
将；有 $!岁参加解放军，历经炮
火和枪林弹雨，在淮海战役中为
前线部队装置、使用电台确保联
络畅通的原上海警备区参谋长，
副司令员相守荣少将；有在抗日
战争中冲锋在前，不顾掷弹筒在
身旁爆炸，继续向前杀敌的前海军上海
基地副司令苏荣少将；有 $%!$年参加新
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朝
鲜战场多次立功后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参
谋长的鲍奇少将；还有曾任全国总工会
原副主席、新疆建设兵团原副政委的倪
豪梅少将；海军航空兵原副司令刘文清
少将；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原院长齐路通
少将；第二军医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田仕
明少将等。

记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

这么一句：“凭谁问，廉颇
老矣，尚能饭否？”我们这
些老将军就是当代的廉
颇。当年浴血奋战，如今离
休后，他们仍不忘为国出
力。相守荣将军得知社区里还有个别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就带头捐款设立了帮
困基金会。在纪念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他
到学校，在社区向大家介绍战上海的有

关情况，讲革命的传统，参加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
苏荣将军 %)岁高龄，右眼几

乎失明。但他总说“要使红旗飘万
代、重在教育下一代”，为此，他这
些年到南汇小学、南汇中学，结合
自己经历，讲“少年抗日、戎马一
生”的故事，到向明中学参加开学
典礼，到海事大学、上海政法学院
讲“军事外交”。

%' 岁高龄的鲍奇将军到华
师大附小、平南小学、二工大，岳
阳医院……还到江西瑞金、上饶，
上党课、讲革命经历，参加团员入
团仪式，讲抗战老兵的峥嵘往事，

传承红色基因。
齐路通将军在上海影城大厅举行过

先后有 $*万人次参加的电影党课，向先
辈致敬。他还到中远海运上海公司、上海
新华发行集团、解放军某部做“筑牢强军
之魂，永葆人民军队本色”的主题党课，
到上海市许多小学、中学、大学及企事业
单位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和
军队的光荣传统。
百老团的老同志们离退休后不辞辛

劳，积极贡献，令人尊敬和钦佩。

轧户口米
薛理勇

! ! ! !“轧”在上海话里是一个常用
词、多义字，读音介于 >?与 >1之
间，本义是碾压，如被车辆碾压而
死，上海人讲做“被车子轧煞脱了”。
通常的意义为挤、拥挤。“轧”也写做
“劜”。

以前，江南民间传说，四月十四
日是吕洞宾的生日，这一天吕洞宾
下凡，装扮成乞丐混迹于人群之中，
人们如果有幸与吕洞宾相遇，就会
得到神仙的关照，有病除病，无病消
灾，于是人们争相到人群里轧来轧
去，叫做“轧神仙”“劜神仙”。“轧闹
茻”就是凑热闹；“轧淘”、“轧淘伴”
就是交友、结伴；“轧朋友”可以指交
朋友，生活上往往指结识异性朋友，
即谈恋爱；“轧账”是核算账
目；“轧苗头”是根据端倪揣测
事情的发展趋势；“轧扁头”指
处于两面夹攻的境地而左右
为难，如“老婆要这样做，老娘
要那样做，我是‘三夹板’，轧了当中，
真真是‘轧扁头’了”。
从前，上海的公交车十分拥挤，

尤其是高峰时间，非得花吃奶的力
气才能够挤上车，上海人讲做“轧电
车”、“轧公交车”，当然，“三只手”利
用“轧公交车”进行“摸皮夹子”，则
叫做“轧轮子”。在“轧公交车”时，车
厢里已经挤满了人，下面的人继续
往里挤，上面的人也许会掼出一句

闲话———“煞得来啦，又弗是‘轧户
口米’”。上海人聆得清、听得懂，就
是叫下面的人不要再往里挤了。
所谓“户口米”就是政府部门根

据户口或人口定额配给，计划供应
的口粮。$%(&年“八一三”淞沪抗战
后，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全部沦
陷。$%!$年 $*月 &日太平洋战争
爆发，上海全面沦陷，海外粮食进口
的通道彻底被切断，上海的粮食供
应处于极度困难的状况。日本侵略

者把粮食宣布为军需物资，
实行统管、统制，饥民抢夺粮
店的事经常见诸报端。$%!*

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粮
食短缺状况，已经被日本军

控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
董局从 &月 '日起，在租界内的粮
店全部实行“计口授粮”，也就是上
海人所谓的“户口米”。每一市民发
给一张购米卡，每张购米卡每星期
可以购买白米一升半，碎米半升；
而没有登记户口的人，连“户口米”
也买不到了。当时的“一升”大致相
当于“一市斤”，“计口授米”的量明
显不够；而实际情况更糟糕，许多

米店无米可售，有的米店尚有少量
剩米，也不愿意出售，设法通过黑市
途径卖个好价钱，于是，大量饥民蜂
拥而至，争先恐后在米店排起长长
的队伍。米店门口争购“户口米”的
市民人山人海，互不相让，拼命挤
轧，吵架、殴斗的事随时发生，工部
局、公董局不得不派出大量工作人
员到现场维持秩序，并争取改变这
种乱象。上海人就把这种现象叫做
“轧户口米”，后来把互相拥挤、争前
恐后也讲做“轧户口米”。“轧户口
米”的现象在 $%!)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基本结束。但是，胜利后的中国又
进入新一轮的内战时期，货币严重
贬值，物价飞速上升，物资匮乏，供
应紧张，“轧户口米”仍然是上海人
“必修课”。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实行统配、
统购、统销政策。所谓“三年自然灾
害”时期，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里，
生活物资匮乏，许多东西都要凭证
凭票供应，到处都是排队现象，“轧”
是难免的，所以，“轧户口米”仍然是
一些老上海人的口头语。改革开放，
人们的收入提高，物资供应充沛，社
会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排队现象少了，即使需要排队，
大多数人都会遵守秩序，排队购买
或进出，“轧户口米”早已成为历史，
谚语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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