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朗书声八百年
萧自景

! ! ! !吉安白鹭洲书院是我心中的圣
地。小时候，听大人说，民族英雄文
天祥曾在这里读书。那时见到佩戴
白鹭洲中学校徽的同学，心里会感
到由衷的羡慕。我还有幸到白鹭洲
中学跟同乡借宿了一晚，校园里浓
密的树荫透出灯光，与赣江水倒影
的星光交相辉映，耳畔还不时飘来
学生的读书声。

白鹭洲书院南宋淳佑元年
（!"#!年）由吉安知州江万里创办，
朗朗书声延续了近 $%%年。今年春
夏之交，我再次寻访了与白鹿洞、鹅
湖、岳麓齐名的白鹭洲书院。
我从城东乘汽车穿过高耸的多

孔桥，直接到了书院门口。只见道路
两旁古樟、苍松、翠柏遮天蔽日，沿

河一丛丛茂密的紫
竹环绕着一曲长
廊。书院内景贤祠、
六君子祠、至圣殿、
道心堂、文章阁、风

月楼等古建筑静静地向人们昭示着
数百年的岁月沧桑，一木一石无不散
发出厚重的庐陵文化气息。书院保留
着历朝历代各项大事记录，包括名
人雅士在白鹭洲留下的诗赋文章，
还可以看到当年状元、进士参加科
试的答卷。数百年来，白鹭洲书院秉

承“立品为学人第一义”、“士先器识
而后文章”的办学宗旨，先后培养出
了一大批志存高远的杰出人才。保佑
四年（!"&'年）科试，文天祥一举夺
魁，高中状元，同榜吉安进士 ()人。
理宗皇帝大悦，亲书“白鹭洲书院”
匾额褒奖，于是书院名震朝野。

如今登上风月楼临江眺望，青
原山、神岗山、螺山依次排列，宽阔
的赣江江面上，飞架着井冈山大桥、

吉州大桥、京九铁路赣江大桥，桥上
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江东江西楼宇
林立，永和塔、古南塔遥遥在望，一
派祥和安宁的太平景象。可是，*%%
多年前，这块美丽的土地曾遭受外
族侵略者蹂躏。拂去历史的烟尘，我
们似乎看到当年在国家危亡之际，
从白鹭洲书院走出来的以文天祥为
首的一批爱国志士，奋起抗元，九死
不悔的惨痛历史。
我们寻访先贤遗迹，廊柱上的

楹联引人深思：“鹭飞振振兮不与波
上下；地活泼泼也无分水东西。”“陵
谷经几迁此地依然为砥柱；江河同
万古斯文有幸见回澜。”而景贤祠、
六君子祠、至圣殿等供奉着欧阳修、
杨万里、胡铨、文天祥等先哲。白鹭
洲书院于民国初年改名为“白鹭洲
中学”。*%%多年间曾遭遇洪水兵燹
损毁 "%多次，但屡毁屡复。其“先
道德后文章”，培养学人忧国忧民意
识的育人理念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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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朋友少小离家，上海话讲得比某人的清口相声还
要滑稽。但为了上海方言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失传，他一
有机会便勤加练习。这日，“相声”又在一个餐厅用餐时
开讲了。突然，邻桌的老人插来一句上海话：“你们这些
年纪轻的人讲的上海话已经跟我们讲得
大不一样了。”在香港听到乡音自是亲
切，于是和老人及他夫人攀谈起来。
老人 !)#$年因战乱来到香港，当时

的他只有 !$岁。他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大班、拿摩温都是英国人，阿拉中国人只
好在他们手下讨生活。当时在船上做苦
工，风里来浪里去+一不小心还常常要吃到
“外国火腿”———就是英国人的皮鞋脚朝
着劳工的屁股踢过来。吃了一记“火腿”
后，还要哈着腰向施暴者敬个礼说声
“,-./0 123 456”，不然就要再来上几脚。

老人的话，不无我爷爷在世时常有
的忆苦思甜之味。我这个 $%后，依稀还
记得爷爷那辈人当年在上海租界“打拼”的故事，他们
常常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或者日语，而现在上海话中，
洋泾浜都是受普通话影响了。老人一口活色生香的上
海话，使我猜他的祖籍应该是宁波。老人笑了笑，当时
他在船上和很多宁波人在一起很多年，口音也渐渐有
了宁波味。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了解我们当时吃过
的苦啊。
他继续说，英治期间，香港的政府财政营收要按比

例交给英国，香港对英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
是英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以绝对高位的汇率远远领
先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直到邓小平的出面，到上世
纪 $%年代香港人创造的财富才停止上交给英国政府，
于是香港的本地建设才开始真正为港人之需所用。老
人的妻子接过话说，现在中央政府不要香港缴财政收
入，香港的福利也比以前好很多了。
说到香港的福利，我一直有的疑问总算有了答案。

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举世闻名，香港受英国统治那么多
年，但福利政策却没有完全恩泽港人……两位老人的
说法倒是为我勾勒出了回归前的香港再如何繁华，其
殖民地的性质是难以改变的。
老人十分健谈，他说以前香港到上海，没有直达列

车，火车要开两天三夜还要在武汉转车。如今两地不
仅有直达的火车，乘飞机更是只有两个多小时。开放
自由行以后，内地人有更多的机会到香港观光游览。
也许是内地城市的迅速发展，姑妈到过香港后，说香
港的繁华与上海的繁华在范围上已经没有很大的差
别。喜欢往香港跑的表姐也主要是为了买到便宜的
国际名牌。但愿香港能让购物天堂美名长盛。对于我
们参与香港新一轮建设与发展的上海人，尊重历史，
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以
主人翁的角度去看待生活
中的城市，不论是香港还
是上海，如能为城市发展
建言献策出一份力发一份
光，都是十分幸福的事。

多 多 秦来来

! ! ! !我叫秦来来，从小对和我一样叠名
的人，特别关注。记得上个世纪 '%年代
初，我在《少年文艺》上看到，刊登了一个
叫张抗抗的杭州小朋友写的文章，我也
莫名地激动了一阵子。因为格个是我第
一趟看到一个“叠名”的小朋友的名字，
还特地去买了这一期的《少年文艺》。后
来想想蛮好笑，人家叫张抗抗，你叫秦来
来，浑身勿搭界。
后来人大了、工作了，因为工作的关

系，接触的人多了，遇到“叠名”的人也多
了。像拍电影的，一个叫
范冰冰、一个叫李冰冰，
我就想了，幸亏得她们
唔没姓冷，要勿然，好白
相煞了。唔没想到，上海昆剧团有个青年
演员，偏偏就叫冷冰冰。我又搭伊瞎担
心，伊轧朋友的辰光，真的“冷冰冰”的闲
话，男朋友吃得消�？当然“叠名”取得好
的也有的，同样昆剧团的谷好好，连老两
个好，果然是“艺术精进、仕途长进”，现在
当上了副团长了。也许昆剧团就是出“冷
门”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朋友叫汤
泼泼，我想，假使叫伊演“泼旦”行
当，倒是名副其实。不过，开饭店是
绝对勿来事的。
再后来认得了程多多，我也

是莫名地激动了，因为阿拉两个全是年
过花甲的老头子，但名字就像小囡名字。
我又要瞎想，程十发先生给儿子起

名多多，一定是养出来的辰光，希望伊健
康多多；后来读书了，希望伊聪明多多；
长大了唔没想到去海丰农场种田，希望
伊平安多多；“文革”结束后，多多率先跨
出国门，赴美求学，发老自然希望伊学业
有成、成果多多……
我与多多兄接触至今，倒也发觉了

伊的“三多”。
著作多。多多兄除了各种画作，还与

十发先生合作绘制连环画，有《伤逝》《大
人国》等。父子俩还为翁敏华教授的《昆
曲雅酌》合作插画。在《人逢今世缘———
国画大师画昆曲》一书中，父子联手，与
陈佩秋、贺友直、刘旦宅、戴敦邦一起，栩
栩如生地画出了昆曲的精髓。

多多兄还乐意为他人新作插画，徐
城北先生的两本新作《京剧下午茶》《这
里是老北京》，都由多多兄挥毫。
朋友多。与发老一样，多多兄酷爱昆

曲，又吹得一口好笛子，每每有昆曲演员上
门、或是曲友光临，多多
兄总会吹笛拍曲，尽心一
番。他的朋友绝不仅限于
圈内，大凡医生、演员、

公安、企业，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
噱头多。熟悉发老的人都知道，他不

仅是一位国画大师，也是一位幽默大师。
或许多多兄传承了发老的基因，也是经
常出噱头，让人忍俊不禁。有一次，朋友
到他家去吃饭，在清炒草头的时候，忽然
几位朋友竖起头颈、面露惊奇之情。等多

多兄端进盆子，几位鼻头直冲草
头而去，一面问伊：“炒草头要摆
白酒的，侬摆了�？”多多兄连忙
回答：“那当我洋盘，当然摆过
了。”“摆的啥个白酒？”“我屋里的

杨梅酒。”“侬去拿出来。”多多以为他们
勿相信，就跑到厨房间，拿酒拿进来。几
位一看，鼻头一闻+“侬迪格是啥个酒浸
杨梅？”“人家送的茅台酒。”多多兄话刚
出口，几个朋友面孔转色，再一看勿得
了，是一瓶珍藏了 "%多年的茅台酒，几
个人恨勿得要请伊吃生活。原来多多兄
不会喝酒，有朋友送酒来，伊要么转送，
要么掼了厨房间。前两日因为有人吃坏
肚皮，伊就拿出格瓶茅台酒，浸杨梅，帮
人家治疗腹泻。"%多年陈年茅台浸杨
梅，大概也只有程多多做得出。

邓丽君歌友会断想
李定国

! ! ! !日前，邓丽君歌友会十周年庆歌会
在沪举办，来自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
区、港澳台及海外七个机构的代表欢聚
一堂，用歌声缅怀一代歌后。
与我邻座的是专程从台北赶到现场

的邓丽君三哥邓长富，被感动得热泪盈
盈。他对我说：“小妹已去世这么多年了，
歌迷们还对她如此执著痴迷，我真不知
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感激……”
诚然，邓丽君不光是广大群众心目

中的一个著名歌手，从声乐艺术的角度
讲，她还是一位专家。无论是她的咬字吐
词、行腔用意，还是歌
曲的处理、音乐的表
达、声音的驾驭，都堪
称空前。乐坛泰斗黎
锦光生前曾多次对我
讲过：“邓丽君之所以唱得如此完美，除
了她的天赋外，她对字头字尾的归韵、字
与字、乐句与乐句的衔接，简直是无懈可
击。这主要得益于她演唱中天衣无缝地
运用了京剧小腔唱法。”由此可见，邓丽
君应该是学过戏曲和声乐的。而
且邓丽君对音乐的追求，对名利
的淡泊，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邓
丽君的作品，一大半是上海老歌
的翻唱，其余是当年港台影视剧
的插曲和日本歌曲的中文填词。但她从
未以“小周璇”、“小李香兰”等等当年红
极一时的歌星自居，而是不断创新，用她
自己独到的理解，处理、诠释、演绎了这
些作品，终于自成一格，成为华文歌曲最
亮丽的一道风景。

这些年来，祖国大陆的“邓丽君热”

持续不断，但也出现一些令人困惑费解
的现象：如今，只要有能力租个剧场，能
模仿、会唱些邓丽君的作品，就能自封为
“小邓丽君”。于是，光上海就有不下十几
位“小邓丽君”开过个唱会。这似乎给人
的感觉太随意、太荒唐，有不知天高地厚
之嫌。

据我所知，现在这些所谓的“小邓
丽君”，大多数连简谱也识不全、唱不准
确，更谈不上科学的发声、完整的唱法。
她们只不过是凭着自身的音乐感觉，靠
声线、形体来模仿邓丽君当年所演唱的

曲目。如果照此做
法，那么学习模仿李
双江、李谷一、宋祖
英的歌者，都能成为
其小字辈，那么这些

名人的帽子岂不漫天乱飞？说到底，模
仿即使到了极致，也只不过是形似而已，
离神似还遥不可及。
邓丽君的作品好听易唱，深得人民

群众喜爱。大家学唱、模仿邓丽君也未尝
不可。问题是不能自欺欺人，目空
一切地以“小邓丽君”自居，这样就
贻笑大方了。因为每个歌者的嗓音
条件、音乐感觉、理解、追求都不尽
相同，硬把自己挂在“大名头”下，

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艺术创作要讲传承，但更重要的是

贵在创新。歌唱艺术也不应例外。如果那
些邓丽君的模仿者，不是一味地模仿，而
是有所突破，结合自己的歌唱特点，有自
己的东西，这样能给听众耳目一新的感
觉，歌途就更广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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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转眼，到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挂职锻
炼已经一年了。记得去年 !!

月，一个深秋的日子，机关
的领导和同志，不远千里陪
送我们第三批挂职干部到
这祖国西南边陲的民族
地区工作锻炼，使这深秋
的远行充满了暖意。一年
后，当我们行将离开这片
美丽和充满朝气的
土地时，心中充满
着依恋和不舍。
刚踏上西双版

纳时，成片的热带
雨林、满目的奇花
异草、美丽的傣族
寨子以及庄重的缅
寺深深地吸引了
我。正如那首有州
歌之称的《让我听
懂你的语言》所描
绘的，西双版纳这个美丽
神奇的地方，让人深深地
向往。随着挂职工作的深
入，我发现，西双版纳不仅
以它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神
奇的自然风貌，吸引着来
自四方的游客，更以其优
越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生
物资源，在中央开发大西
部政策的鼓励下，在云南
建设面向西南重要桥头堡
战略的推动下，成为一片
投资创业的新热土。

作为来自上海的青年
干部，我不仅能亲历西双
版纳的发展变化，而且能
实地参与它的建设历程。
西双版纳的领导对我既
呵护、又放手。作为协助联
系招商引资工作的州长助
理，我有幸身处在全州经济
社会发展的前沿，从招商
引资工作入手，为西双版

纳的发展穿针引
线，做些工作。了解
相关产业知识、经
济信息和国内外经
济发展动态，成了
我每日必备的功
课。下乡走基层看
项目找项目、陪同
客商考察园区推介
项目，是我的日常
工作。这一年里，在
北京组织召开“助

推西双版纳发展座谈会”，
多家国企民企 &%%强踊跃
参加；协助上海市政府合
作交流办，落实上海重点
企业赴西双版纳投资考
察；“昆交会”期间，与昆明
市一道作为云南省仅有的
两个州市代表，向全国工
商联执委单位进行“民企
入滇”投资项目推介……
这一年里，西双版纳新航
线谈判启动、“科技入滇”
框架协议签署、文化创意

园区确立……我实实在在
地参与到了地区经济社会
的发展事业中，一次次大
型活动成功举办，一件件
项目的推进落实，使我对
工作充满了成就感，再多
辛劳也算不上什么。
过去的一年，由于紫

外线的照射，我的皮肤变
得黝黑，已没有初到时上
海女孩的一些外形特质
了，当地的同事和老乡都
称呼我是“版纳人”。一年
来，通过走乡入寨，我不仅
了解了西双版纳的产业发
展现状和需求，掌握了边
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情
况，还融入了当地村寨的

老百姓之中去，成为他们
当中的一员。遇到“泼水
节”、“打秋节”、“开门节”
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节
日，寨子里的乡亲们总会
想着我，主动带着我去体
验他们的节庆风俗。我也
会主动穿上漂亮的傣族服
装，行着傣族礼节，
向乡亲们致以节日
的问候。西双版纳，
也是许多上海人的
第二故乡，知青前
辈们在艰苦的岁月来到西
双版纳，在这里留下了宝
贵的青春，他们与西双版
纳的情意，深深地感动着
我。今年上半年，在光明集
团在地企业的热情帮助
下，我会同西双版纳上海
知青联谊会，举办了上海
知青座谈交流活动。数十
位与父辈同龄的老知青欢
聚一堂，虽然岁月已在他

们额上留下了深深皱纹，
但他们浓浓的乡音、对故
乡上海的思念，都未曾改
变。$月，我在新民晚报上
发表了小文《青春无悔》，
以表达对知青前辈们的敬
意。据说，文章在知青读者
中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

响。能为记录他们
的青春印迹、延续
他们和西双版纳的
情意，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我感到

非常欣慰。
一转眼，一年的挂职

已经结束。西双版纳美丽
的山水，热情善良的村寨
百姓，以及我在西双版纳
工作生活过的日日夜夜，
都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脑
海中，不断鞭策和推动
我，成为我人生取之不竭
的精神财富。再见，美丽
的西双版纳。

呒没闲话勒
郑文安

! ! ! !上海人夸奖对方优
秀绝伦会讲：“呒没闲
话！”意思就是好得勿能
再好了，同“讲话”搭不
上界。比如，姚慕双、周
柏春演的独脚戏《认得侬》中有一段对话。周：阿拉小组
被评上文明小组。姚：好！周：阿拉小组十个人，九个侪
评上先进。姚：呒没闲话勒！同时有一个伸手跷起大拇
指格动作。而现在的上海年轻人要表达迭个意思格辰
光常常会夹一句北方话：盖了帽了！也勿晓得是南北人
员交流频繁格影响，还是电视让看篮球比赛更方便所
造成格结果。现在网络上
有一格说法叫做“酷毙”，
意思也差不多。不过要我
用上海闲话翻译，我愿意
用“好勒死塌”。可见，上海
闲话的表述是老丰富格。

俞 涌
乾旦坤生

（五字常言）
昨日谜面：泱泱大国

尽英才
（《说岳》人物）
谜底：孟邦杰（注：孟，

大；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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