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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何处!洛阳桥"

杨忠明

! ! ! !申城何处“洛阳桥”？上海 #$路公共
汽车终点站就是绿杨桥，那里有座“绿杨
桥”古桥。有人参观此桥，发现桥板侧面
隐隐约约凿着阴文“洛阳桥”三字，问我：
“绿杨桥”为什么刻着“洛阳桥”呢？带着
疑问，笔者走访了对当地古迹颇有研究
的钱元龄老先生。钱老是旧时绿杨桥边
钱家大姓的原住居民。他告诉我，$%%&
年重修绿杨桥时，他在
现场听苏州来的建桥工
程师说，桥上这根老石
梁是苏州金山石，有千
年历史。石梁移到岸边，
他发现还凿着“乾隆戊子年重建”七个小
字，与厂头镇、桃浦乡志记载“洛杨桥乾隆
戊子年建”（公元'(#)年）不符，漏了一个
“重”字，使得它年轻了 #%%年！问题来了，
此桥究竟造于何时？钱先生说：“元明时
期，绿杨桥一带还是一个荒废的河滩，不
可能有人出资建造石桥，此桥在
河底还有两个原木打的桥墩，木
桩在水中千年不烂，如果在元、明
时建桥，不可能到清代就塌掉！”
据钱先生考证，此地的古井、

白塔、绿杨桥大概都与南宋抗金名将韩
世忠有关，绿杨桥横跨李家浜，桥下有一
官道，东面经过紫杨桥，紫杨桥是韩世忠
军粮台，离绿杨桥半里地，这一带是南宋
韩世忠的中军帐，离韩塔仅一箭之地，上
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附近开河
挖土时出土韩瓶较多（宋代装酒用的纺
锤形陶瓶），传说南宋时此地附近有个韩

世忠的演兵场，名为“三千里”，有士兵
问：此去京城多少路？答曰：三千里！韩
世忠为了怀念旧都河南汴梁，故名。旧时
这里有一个“三千里村”。钱先生说，河南
洛阳有座“洛阳桥”，他猜测当年韩世忠
军队在造洛阳桥时，为了怀念旧都而把
这座桥命名为“洛阳桥”！诗人杨大徴云：
“演武场荒五百年，南来风景路三千，至

今陵谷重更变，遥看儿
童放纸鸢。”
绿杨桥钱姓是吴越

国钱王后裔，明末清初，
清兵入关，嘉定三屠，其

祖先钱王第二十三世孙怀桥公夫妻二人
乘一小船，由太仓避难到绿杨桥时已近
日落黄昏（落阳）。其妻洗碗时不慎碗落
河底，二人皆感“天留我也”，于是上岸定
居，后来成为当地名门望族。到了乾隆戊
子年，重修洛阳桥时，桥边种了几十棵杨

树，听老人讲，咸丰年间，桥边的
杨树已经绿荫一片，“洛阳桥”的
谐音也正好是吴语“绿杨桥”同
音，后来百年间，乡人就把这一带
的地名索性通称为“绿杨桥”。从

前桥边有个小花园植有明代紫牡丹花，
一棵深红色并蒂莲花曾开出四百多花
瓣，花谢后一茎结了两只莲蓬头，观者无
不称奇！钱元龄说：“从前绿杨桥北那个
龙嘴矶边，景色如画，潮水带来的蛤蛎、
蛏子、河蚌、螺蛳特别多，随便摸摸一大
桶，回家烧烧，其味鲜美，如今，随着岁月
的远逝，一切，尽在儿时的记忆中……”

语音和疾病预报
陈钰鹏

! ! ! !生物声学是介于生物学和声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
科，系生物学、声学、物理学、语言学、医学、化学等多学
科交叉渗透的产物；最近十几年来有较大的发展和突
破，如生物声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近来联手
研发的一种语音诊断法（或称语音分析法）就是建立在
生物声学基础上的。这种方法能详细分析耳朵几乎感
受不到的微小发音细节及病理信号（声音的响度、发音
清晰度、发音速度、发音节奏、音调和音色等方面的指
示疾病的信号），接受检查者只要对着话筒，围绕一个
“无关紧要的”主题说 $分钟的话，接着从一数到十，再
念 $%个单词，每个单词分别用规定的不同响度读 *秒

钟，其间显示的
图表及产生的所
有数据均由计算
机自动处理、分
析。根据不同的

软件，可得知受试者是否有多动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综
合征）、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神经科疾病，俗称“渐冻人
症”），或什么时候也许会得阿尔茨海默氏病（我国曾称
早老性痴呆症）或帕金森氏病（震颤麻痹）。
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其语音样本和一个正常

孩子的语音样本有明显区别。为了制作软件，首先必须
向计算机输入许多典型的、和健康人有别的语音样本。
研究小组经常需要组织好几百名志愿者参加语音分析
试验，最后诊断出的多动综合征的准确性达 +%,。有
了这样的基础，有望今后能更客观、更可靠地作出诊
断。以前，声音只能凭主观听觉印象作出判断，此外，对
行为的观察和推测也有一个准确性的问题。语音和说
话方式是行为特点的表达，而新的方法之优点在于，可
通过数学方法对这种表达作出客观描述。自 '%年前以
来，语言识别技术有了明显发展，语音分析中出现的大
量数据也有能力快速计算了。在这些前提下，从事电子
技术的企业于是寻找跨学科的协作途径，并会同医务
工作者共同开发用于语音分析诊断的软件。
帕金森氏病通常要等到手和腿开始颤抖才被诊断

出，而用语音分析法，通过说话行为的分析比较，可作
出早期诊断（出现颤抖前 '%年）。以色列海法大学的专
家们已经研发出一种用于早期诊断帕金森氏病的语言
测试技术。用语音分析仪早期诊断肌萎缩性侧索硬化
可不必再使用让受检者觉得很难受的内窥镜，整个检
查只需 *至 &分钟，由计算机自动分析。
语音分析不仅能用在疾病诊断方面，而且在日常

生活中也颇有用处：可及时识别一个人是否太累，因而
不宜操作机器和驾车，因
为人在很疲倦的情况下，
声襞（真声带）短肌已经作
出反应，声音及其响度发
生了变化，而语音分析的

本领就在
于能记录
极为细微
的变化。
语音分析

还能帮助估计抑郁症患者
是否有自杀企图，专家们
发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
症患者的发音和心理正常
者有明显的区别，比如他
们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说
话等。值得一提的是，使用
语音诊断法时，不受方言
以及假装发音的影响。

用生命激情放歌
李定国

! ! ! !孟贵彬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军旅男高
音歌唱家。他的《歌唱二郎山》《送别》等
代表作，我至今记忆犹新。
孟贵彬天生有副好嗓子和超凡的乐

感。自追随声乐大师沈湘学习西洋唱法
后，他就把其融入到自己的民族风格和
鲜明的个性中，如虎添翼。热情奔放、活力
四射的演唱，更彰显其生命的激情。

苦大仇深的孟贵彬是个红小鬼。
'+-%年，年仅 '&岁的他参加了八路军
'$%师的战斗剧社。受到欧阳山尊、严寄
洲、成荫等前辈革命艺术家的悉心熏陶
和培育，他受益终身。同时，他还刻苦学
习民间民族音乐和地方戏曲，这都为他
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年，孟贵彬随团去延安演出，
正赶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那里，
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从此，

他更明确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年初春，已是西南军区文工团

主要演员的孟贵彬，随团去慰问康藏公
路的建设者。当筑路大军行进到康藏公
路上的第一道天堑二郎山时，人民子弟
兵并不畏惧这险恶的环境和异常的气
候，他们仍以不屈不挠的大无畏气概，战
天斗地。孟贵彬被解
放军战士这种不怕
苦、不怕死的革命精
神所深深感染，决定
写首歌来颂扬他们。
这时，他想到借用时乐濛谱写的大合唱
《千里跃进大别山》中第五段的旋律。于
是请来本团的词作家洛水，根据筑路英
雄的先进事迹浓缩填词。孟贵彬还对音
乐稍作改变，其中吸取了豫剧曲调的元
素，每一乐句后，都用了一个“过门”，使之

具有了叙事和说唱的特点。这首名为《歌
唱二郎山》的歌曲，很快就被孟贵彬唱遍
了整个正在建设中的康藏公路，筑路官
兵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在工地
上作录音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录下了这首歌，向全国播放。

'+&$年，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上，
孟贵彬唱的《歌唱二郎
山》荣获二等奖，并被
中唱公司灌制唱片。自
此，孟贵彬和《歌唱二
郎山》声名远播。

多年来，我一直误以为歌曲《草原之
夜》的原唱者为朱崇懋。直至不久前，我
胞弟给我讲述他采访孟贵彬的一段往
事，才知，其实不然。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赴新疆拍
摄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纪录片《绿色的原

野》，导演张加毅和作曲家田歌共同为影
片创作了一首主题歌《草原之夜》，当时，
张加毅想起用刚调入总政歌舞团的孟贵
彬演唱，而田歌则主张请朱崇懋。当影片
合成，二者权衡取舍时，最终还是选用了
孟贵彬版。因为他的歌声恬静悠远，又隐
含着火一般的炽热情感，能把作品和电
影画面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八一厂拍摄了

一部以“平江起义”为背景的彩色故事片
《怒潮》，作曲家巩志伟为孟贵彬量身定
做了影片的主题歌和插曲《送别》等。影
片公映后，旋律优美、沁人心脾的《送别》
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不
久，影片因涉嫌为彭德怀
元帅歌功颂德而被打入
冷宫。但《送别》这首歌，
却始终在人们心中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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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和晚报结缘
始于上个世纪六
十年代。那时我居
住在一条石库门老
弄堂里。也是巧，
“邻舍隔壁”是新

民晚报老报人赵超构先生的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受浙江白

话词家许白凤先生委托，将一封便函转
交赵伯伯。赵伯伯就着灯光仔细地看完
便函，乐呵呵地告诉我，最近周振甫先
生在晚报的“夜光杯”上以“锲而不舍”
为题介绍了许老的篆刻艺术成就，写得
非常好。他问我：“看过这篇文章没有？”我告诉他：“我
还剪贴了呢。”赵伯伯表扬了我的学习方法。赵伯伯问
我供职的金山石化居民订《新民晚报》多不多？邮局或
报摊上能买到吗？我答说：“到邮局去买的人很多。”赵
伯伯听后，满意地笑了。他动情地说：“《新民晚报》都
是读者自掏腰包的，说明大家对晚报的厚爱啊！”接
着，赵伯伯又问起读者对《未晚谈》专栏的感受。也许
是那天我太高兴了，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他说：“大家
很喜欢，我也挺喜欢，但说句心里话，您写的文章太短
了点。”谁知，赵伯伯非但不怪我无知，还宽厚地笑了，
幽默地说：“我这个人长篇大论不会写，所以只能写写
‘豆腐干’文章。其实你关心一下就知道了。第五版里
有关市场信息的‘豆腐干’也很多，那是喜欢淘淘便宜
货的读者最要看的，他们是连一个字也不放过的。”他
这话，让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每次在弄堂里遇见赵伯伯，他总会问及金山石化

的生产和发展情况，希望我“空闲时为晚报写点文章，
报道报道金山石化信息”。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从为晚报写点“小言论”
着手，把它作为演练场。

近 $% 年来，我有近
$%%篇文章被晚报各版刊
用，去年，我还被上海作协
吸收为会员。可以告慰赵
伯伯的是，你生前叫我“空
闲时为晚报写点文章”的
嘱托，已经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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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妻外出旅游三天。行
前，为女儿、女儿的外婆和
女儿的老爸烧了一大盆红
烧肉，一锅咖哩牛肉汤，买
了一马甲袋的青菜。怕吃
完了无以为继，叮嘱我到
时候自己跑一趟菜场，买
的时候要多长个心眼。我
说你去买一堆烧
饼，串起来挂在我
们的颈脖上得了！

对即将要应
付的开门七件事，
我心里笃定着呢。
尤其是跑菜场算
得了什么呀！儿
时，父母上班每礼拜回家
一次，我与姐弟妹自己照
料自己，小小年纪就锻炼
出来了。那时，我们在菜场
里排队时，还知道用砖块
在别处占位呢。现在的孩
子，虽然手机、电脑玩得比
我们转多了，但论生活能
力能跟我们小时候比吗？
上山下乡去外地后，我独
自生活了有十多年，还有
什么事不会做？由于会做，
回到上海后，凡家里来了
客人或者聚餐，买菜下厨

起初都以我为主，妻那时
只能做做我的下手！只是
后来换了工作，单位上、朋
友间的应酬渐渐多起来，
在家吃饭的机会比过去少
了，跑菜场才变成了妻的
事。偶尔陪她逛逛菜场，帮
着拎拎马甲袋，成了我的

一种消遣。尽管如
此，动手能力摆在
这儿，当几天家还
不是小菜一碟！
临时当家的第

二天，星期六。妻准
备的荤菜蔬菜还有
一大半，但考虑到

女儿不爱吃红烧肉，同时
我也想有所表现，于是出
门去买菜。由小区往北走
可到一家农贸市场，听说
菜很便宜，但得走十多分
钟的路；往南是本社区的
菜场，菜价要贵得多，但穿
过马路就是。去北面———
省钱，但浪费时间，而这点
时间可以用来爬几行格子
赚稿费，或看几页莫言的
书。无论从意义还是价值上
衡量，节省时间的选择都占
了上风。于是，在路口思忖

片刻后，我毅然往南走。
进得菜场，却成了看

风景的。前几次都是跟妻
来，只管拎马甲袋，没上
心。如今自己买菜，眼花缭
乱，漫无目标。一时拿不定
主意，便在柜台间慢慢兜
圈子，一圈又一圈。忽然，
发现有位尖下巴的老阿
姨，正双眼贼亮地紧盯着
我。我不认识她，为何如此
盯我？猜想她一定是觉得
我行为古怪，甚至怀疑我
是扒手啦！脑袋
“嗡”地一下。想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闹市的店铺里，
常有红袖章老人两
眼如鹰，一遍遍提醒着顾
客当心扒手，把包放在身
体前面。我感觉陷入了瓜
田李下境地，不禁把手插
入了衣兜。如此下去不行，
我总得快点买些什么。
在一个虾柜前我终于

停下脚步。基围虾，女儿和
丈母娘喜欢吃的，我倒无
所谓。二比一，买了。摊主
笑脸如花，一边手脚麻利
地称虾，一边热情地背诵
着送给虾的溢美之词，唠
叨着虾的又一次涨价，以
此表示她是不得已而为
之。其实我并不知道涨价

以前是什么价，只知道她
嘴巴不停的同时，在活虾
里不失时机地掺进了几只
死虾，当然这秘密是回家
才发现的。继续兜圈子，沿
袭买虾的思路，很快相中
了臭豆腐，我和家里两位
都喜欢的，三比零。来十
块，对方要价十元。我一
愣：遥远的记忆中不是一
元钱十多块么？但很快想
到那是老黄历了，十多年
里价格翻了十几倍几十倍

的东西还少吗？摊
主大约猜到了我的
心思，顺手加了我
一块。是体谅在下
不领行情，还是多

收后敷衍我呢？不得而知。
在水产区又发现了鲜活的
小鲫鱼。河鱼的常识倒略
知一二，鱼市上如今只有
这种不起眼的“猫鱼”，才
是货真价实的野生鱼。女
儿不吃鱼，我与丈母娘吃
的，二比一。女摊主按我意
思称了一斤多，然后直接
递给了杀鱼的。杀鱼的看
模样是她男人，背对着我
将小鱼倒入专用的红塑料
盆，又背对着我杀起鱼来。
他手脚好像特别快，转眼
工夫，便将装鱼的黑色厚
塑料袋递给了我。回到家，

倒出塑料袋里的小鱼，感
觉有点不对头，凭我的眼
力估摸，至多只有七八两，
而且鳞没刮净，鱼鳃还好
好地保留着！
忽然觉得跑菜场也不

简单，如果没有事先的“策
划”，没有一点纤巧的心计、
防人的智慧和实战的经验，
恐怕就难以跑出好心情
来。出师不利令我有些惭
愧，由此想到了妻的不容
易，想到了轻松愉快跑菜
场的阿姨妈妈们，其实都
挺有能耐的，应该好好向
她们学习。这当然是退休以
后的事啦，然而退休以后，
我还会变回从前的我吗？

郑辛遥

人逢陌生难进门#书无生熟可进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