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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和尼娜
唐婷婷

! ! ! !上世纪
五十年代初
期，在上海
的淮海路、
衡 山 路 一

带，时常可以见到身材高
大、皮肤白皙，穿旧西服或
皮夹克、有时戴鸭舌
帽的外国男青年（也
有女性，但好像不
多）。那时上海的外国
人不多，而他们多是
人称“白俄”的流亡者。
这些白俄青年一眼看

去，就与当时的苏联人不
同———虽然同祖同宗。区
别主要不在服饰，而在于
气质神态。他们和家人这
么多年来在异国他乡过着
穷困、漂泊、没有保障的生
活，即便长相轩昂，气度上
也不免欠缺。
那样的日子里，我与

白俄和苏联人都曾有过一
些直接间接的接触，亲身

感受到他们的差别。刚刚
解放的中国，掀起了一阵
学俄语的热潮。教我们俄
语的年轻女教师叫玛莎。
她父亲迪利济也夫是莫斯
科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
应邀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附

中校长。玛莎和母亲、妹妹
也一起来到上海。她身材
高挑，一头浅棕色短发，端
正的脸上有着淡淡的雀
斑。
玛莎热情直率，自豪

地说自己是标准的莫斯科
发音。她不会中文，只用俄
语授课，我们学员则根据
教科书上的中俄文字对照
着学习。有时玛莎想对某
些重点作解释，或者想跟
学生做些交流，就连比划

带说，眼睛里闪烁着急切。
但刚刚开始学俄文的我
们，词汇量有限，不能理解
和沟通的时候很多。她只
得耸耸肩叹口气，摇着头
尴尬地笑。
后来她教我们唱俄文
歌、朗诵短诗。玛莎身
上既有着没有消退的
孩子气，也有着少女
的浪漫。课余，她用我
们还半生不熟的语汇

告诉大家，她的未婚夫是
一位在莫斯科工作的工程
师，她可能很快会回去完
婚。
记得，一九五三年三

月五日，往常开始上课的
时间到了，却见玛莎满脸
泪痕，步履踉跄地跑进教
室，捶着胸哭诉：“斯大林
同志，他，他去世了……”
然后抽泣着摆摆手，跟大
家说，今天的课不上了。
以后一段日子，她没

有再来。第二个学期换了
位俄语老师，听说玛莎回
莫斯科去了。
而我接触过的一位教

芭蕾的女教师尼娜，是白
俄。她大约三十七八岁，中
等身材，一头漂亮的浅黄
色金发总用白色亚麻手绢
随意地束在脑后，那双沉
静的蓝灰色眼睛里好像有
着化不开的忧郁，几乎很
少与我们目光接触。平时
和上课时，她都很少说话，
只是发出动作指令和数节
拍。
每次，她都准时进教

室，径直走到钢琴边的座
椅坐下，换好舞蹈鞋，就开
始上课，非常认真地教动
作和纠正动作。我很喜欢
看尼娜把所教动作连贯起
来做示范，一气呵成的舞
姿优美流畅；而且在这一
瞬间，她的蓝灰色眼睛会
忽然明亮起来，闪现难得

一见的生动。
她的钢琴伴奏，是个

头发稀疏而略带鬈曲、鼻
尖微微发红的老头，好像
他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开
过口，不知道他发出的声
音，会是什么样的音色。他
也总是径直走向钢琴，熟
练地拉出琴凳坐下，打开
琴盖，把带来的乐谱翻开
放好，接着，双手放在琴键
上，在开课前一直保持着
这个姿势闭目养神。
我注意到，每当伴奏

间隙，他就会不失时机地
从旧西服内袋掏出个方方
扁扁的酒瓶，仰头喝上一

口，再放回衣袋，之后半闭
着眼睛继续弹奏。他为舞
蹈伴奏的每支曲子都非常
娴熟准确，就像一本陈旧
泛黄，然而每小节的音符
都校对得很准确的破旧的
老乐谱。
这两个人生活在自己

的世界里，不愿意开启与
人交流的门扉。他们生动
的灵魂留在了门扉之内，
我们见到的只是为谋生而
奔走的躯壳。
不过在一次学习汇报

联欢会上，玛莎带头起哄，
一定要尼娜唱支歌。望望
这个平时多一个字都不说

的人，我实在怀疑：她肯唱
吗？果然，尼娜脸红了，使
劲摇头。爱热闹的玛莎坚
持着，大家阵阵的掌声催
促着，尼娜终于拗不过去。
由于她向来太沉默，刚才
的相持又营造了足够的气
氛，对她的歌声我格外期待。
打动我的，并不是她

的音色和歌唱技巧。但见
她缓缓起立，微俯着头；
当在钢琴的引曲之后再抬
起头，尼娜的目光已经飘
得很远，满眼深深的伤痛
和迷茫。她的声音单薄，
但是纯净。以我们有限的
俄文，听不懂歌词，只凭
直觉感受到，她在唱着一
直埋藏心灵深处的怆痛。

一曲终了，尼娜眼里滚动
着泪水……音乐是人类一
种相通的心语，我们被深
深打动。玛莎当然听懂了，
明显有些黯然，轻轻地叹
了口气。
事后，玛莎告诉我们

尼娜很难得地向她吐露的
一点身世：尼娜幼时随父
母逃亡出来，也曾受过很
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艺
术品位；但父母去世后，她
四处飘零，后来落脚上海，
先在一些舞厅里表演些舞
蹈节目，如今在一些学校
教芭蕾，生活很不稳定。她
丈夫也是个流亡的白俄，
往返于上海和海参崴之间
做皮货生意，脾气暴戾，喝
了酒还会打她。尼娜没有
孩子，日子过得很忧伤。身
份背景完全不同的玛莎，
跟她是两个“阶级”，但作
为“人”，善良的玛莎理解
和同情她。

大约过了一年左右，
听说尼娜随丈夫去了澳大
利亚———滞留上海的白俄
们，那时都先后被通知离境。

世界上最!奢华"员工食堂
乐梦融 文并摄

! ! ! !世界上身价最高的员工食堂在哪
里？我想，恐怕没有哪处可以跟挪威奥斯
陆的弗雷阿（!"#$%）巧克力工厂比肩了。
上月，参观完毕蒙克 &'(周年艺术

展之后，挪威文化部门邀请全球的记者
驱车前往弗雷阿巧克力工厂，笔者有幸
同行。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城市旅游推
介，因为听当地人说，这座工厂曾是挪威
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至今还占据着挪
威巧克力和糖果的半壁江山。
走进这家工厂，所有人惊呆了！大艺

术家爱德华·蒙克在他们的员工食堂!见

右图"里画了 )*张画。工厂老板并没有
将这些绘画紧锁在银行保险柜里，而是
继续挂在食堂和普通员工相伴朝夕，职
工们在用餐时就能欣赏———近一百年
来，这是这座老厂的员工福利。“在这里
工作，真觉得很受宠爱啊，每天都能享受
蒙克的艺术。”巧克力工厂总经理蒂娜·
索恩自豪地说。在蒙克 )'+年诞辰纪念
活动期间，这里向公众开放，过了这阵
子，这批画作又只能成为“员工专享”了。

食堂配用高级桦木桌椅，&, 张绘
画环绕四周，显得极为摩登。当年，蒙

克选择了奥斯高特兰地区
的乡村风景入画，描绘出
故乡的居所、孩童、小
桥。和他典型绘画风格里
笼罩着的阴郁和寡欢不太

一致，-,张绘画都以绿色和黄色为主
要色调，轻盈而欢快。那时的蒙克已经
在欧洲地区有了声誉。

&,张画的背后故事有些一波三折，
每一代工人都知道：当时的工厂老板赫
斯特是蒙克的发小，他向蒙克订制绘

画，来装饰自家工厂的食堂，计划在
&.,/ 年工厂成立 ,0 周年之际交付 -*

张。1+岁的蒙克允了这桩差事。当时，
表现主义画派刚刚萌芽，工人们的审美
还是符合老派的自然主义。他们认定这
些画作偷工减料———有些人像没有脸
蛋，有些房间没有门和烟囱，这哪是正
儿八经的画呀？在蒙克交货时，工人们
不买账这种抽象艺术，嫌挂在自己每天
吃饭地方很别扭。于是蒙克被要求“返
工”，修正这些细节，大艺术家心不甘
情不愿地同意了，只提出一个条件，每
天要有人开专车在厂门口等他收工。有
一天，那辆车没准时到，愤怒的蒙克冲
到老板办公室，把刷子和画笔朝老板扔
去，说，你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
自此拂袖而去，再也没有回来过。所
以，今天看到的画作上，屋子还是没有

门，屋顶还是没有烟囱。
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员工食堂里会

挂有一件世界级画家的绘画？更何况还
是 -*张。全球的艺术记者们开玩笑说，
应该没有了，这也可能是地球上身价最
高的员工食堂了。谁都知道，蒙克作品
《呐喊》 去年拍出了 -2* 亿美元 （《呐
喊》存世有 3 个版本，
仅这件是私人收藏），
拍卖场里的价格，能让
世上大多数的富翁们感
到囊中羞涩。
工厂老板当年支付

蒙克多少报酬呢？总经
理蒂娜·索恩透露，4

万克朗，这笔巨额的酬
劳在当年等于 -个普通
工人 1+ 年年薪，老板
可谓下了血本。不过，
在今天看来，这项投资
太过划算了。记者们在
蒙克的画前就坐，并随
意取用工作餐，北极虾
沙拉和硬面包乏善可
陈，但这顿午餐的“艺
术风味”倒是让我难忘
至今。临行，好客的主
人还赠送了两版弗雷阿
巧克力，他们把食堂里

的画印在了包装上。
只有两组蒙克绘制的作品群，至今

挂在它们的原始位置。一处是举行蒙克
-0+周年诞辰作品大展开幕仪式的奥斯
陆大学礼堂，另一处，就是这家工厂。
它有个宣传口号名副其实：“这里有世
界级的艺术和世界级的巧克力”。

跟着汪曾祺去吃昆明菜
黄佟佟

! ! ! !去昆明之前，打印了厚厚一叠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全是关于吃的。
为什么要去昆明，大半原因是

想去吃好东西，我是汪迷，在汪先生
的笔下，昆明除了有绿汪汪的翠湖
以及文林街的“摩登茶”，还有很多
很多奇怪的吃食，蒸菜、干巴菌、乳
扇、乳饼黑芥、韭菜花、茄子酢……
“培养正气”汽锅鸡、吉庆祥的火腿
月饼、东月楼乌鱼、还有他老人家说
的一辈子都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
牛肉。我个人最想吃的还是当季的
菌子，“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
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
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
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
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
每读到这段，我必然流口水。到昆
明的当天，就有口福吃到菌子，在
西驿酒店的晚宴上我发现了一盆黑
乎乎的切得粉碎的不知什么菜，在
众人还在迟疑不敢下筷的时候，我
马上敏感地判断这应该是某种菌
类，于是先下手为强，狠狠地挖了
一大勺下饭，清香无比。后来公布
答案是虎掌菌，虽然那么一小盘，
已经是所有菜里最贵的一道了。

吃完酒店的东
西，不甘心，晚上和女
伴们又跑去吃烧烤，
还是在云大旁边的夜
宵街，这是一家位置

隐蔽的烧烤铺，破烂无比，里面却别
有洞天。因为晚上吃得太饱，我们只
点了烧肉皮豆腐青菜，豆腐绵致有
嚼头，烤猪皮入口即化又奇辣，我埋
头苦吃，同伴促狭问道，你不怕辣
么，我闷声道，我是湖南人。
第二天在翠湖晃悠，当然要背

诵一下汪老的名句，“翠湖这个名字
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
……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
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
绿得要滴下来。湖水极清。”导游说
这是吴三桂的私家花园。在翠湖边
我是存了心去寻核桃糖的，因为我
惟一可以背诵的汪氏名句是吃核桃
糖的“昆明的核桃糖极便宜，便宜到
令人不敢相信。华山南路口，青莲街
拐角，直对逼死坡，有一家高台阶门
脸，卖核桃糖。我们常常从市里回联
大，路过这一家，花极少的钱买一大
块，边吃边走，一直走进翠湖，才能
吃完。然后在湖水里洗洗手，到茶馆
里喝茶。”
不知道为什么，遍寻不着核桃

糖，只好用泡茶馆代替，靠近西南
联大旧址的一个地方，寻了一家叫
卡夫卡的咖啡馆，逍遥了一个下

午。“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
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
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
是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
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
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
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
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
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
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
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
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
困潦倒而死，悲夫5”

老实说，昆明不是从前的昆明
了，在我的脑子里，昆明应该是雨
中的木头楼，烟雨故国，但这种感
觉就是在阳光灿烂的陆军讲武堂也
寻不到了。也许是天气的缘故，也
许是到处在修路的缘故，我们吃到
最昆明的一餐其实不在昆明，却是
在离昆明五六十公里的轿子雪山下
的一个小镇。坐在包着破烂红丝绒
的小板凳上，我们吃到了此生吃过
的最好的牛肉和猪肉，“有着令人
心碎的松木的微香” （绿妖语），
还有吃到喉咙发出呻吟的凉拌松树
尖，我来不及呻吟，因为我在猛吃
红豆烂糊酸菜汤，花椒叶炒鸡蛋，
翠绿的苦菜汤……
回到广州后，我丢掉了汪先生

的那一叠美食指南，因为我愤怒地
发现，我净重了五斤。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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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

! ! ! !笔者有位亲戚林先生# 最近因便血

到医院诊治# 经检查是肠癌# 已属晚期

并广泛转移$ 他后悔地对我说% 现在想

想真后悔# 单位每年组织体检# 我都做

逃兵$ 如当初去体检的话# 也许就可以

发现疾病隐患# 及时治疗了$

日前笔者电话采访了本市 !家体检

中心# 询问体检缺席情况# 令笔者大吃

一惊$ 据几位负责人介绍# 单位组织员

工或退休职工来体检# 总有些人不来#

有的缺席率高达 "#!&$#!$ 究其原因

有这样几种情况% 有的自我感觉很好#

认为身体没有疾病# 不来参加' 有的怕检出疾病# 心

理压力大# 吃不好# 睡不着# 整日精神恍惚# 还不如

捂着' 还有的员工嫌路途远擅自不来' 有的领导干部

则因有这样那样重要事情或会议不来体检$

而今组织体检多是单位出钱# 体现了单位对在职

员工或退休职工健康的重视和关心$ 因

此每个人都要珍惜这种福利# 自觉参加

体检# 不要借故缺席$ 现在许多疾病#

早期发现治疗还有效果# 而到了晚期已

无法救治# 会危及生命$ 而体检正是发

现疾病隐患的重要环节# 是实施 (早预防) 早发现)

早治疗* 方案的有力措施$ 因此我们劝那些 (自我感

觉好*) 不想体检的员工# 莫掉以轻心# 麻痹大意$

工作忙) 路途远不应成为不体检的 (理由*$ 健康是

人生的基石# 是人生的第一财富$ 丢失健康# 就是丢

失了人生一切$ 涉及个人健康的事情# 比其他什么事

情都重要# 体检不能随意缺席$

体检下来# 尽管有些人没有检出什么大毛病# 但

在体检报告结论部分# 医生也提出了一些忠告# 如加

强运动# 平时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 把烟戒了# 注意

八小时睡眠等# 这说明我们有些人的身体还处于亚健

康状态# 一些指标还未达到理想要求# 还需要通过适

当调节和平衡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这些忠告值得

人们好好记取# 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改进$

编剧与老艺人
赵全国

! ! ! !有位编剧写了个剧
本，正作最后的润色。一
位老人走进他家，嗫嚅
着说了一番话：剧本中
有个狗叫的情节，他就
是模拟狗叫的口技艺人。他家境贫寒，老
妻卧病在床，问作家能否多设计几次狗
叫，让他能多赚一些劳务费？
作家挺为难：“狗吠的次数是按情节

设计的，不能随意增加。请问，如果多一
声狗吠，您能赚多少钱呢？”“每晚 /块。”

“那好，我给您 -(( 块
钱。”老人叹口气：“我不
接受施舍。打扰您了，再
见。”作家灵光乍现，说：
“且慢，如果有两条狗一

起吠又怎样呢？”老人乐了：“太好了，我
儿子也会学狗叫。”
作家认真地修改剧本，最后把故事

从大都市搬到了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
家庭。这工程可真不小！别笑话他俩是一
根筋，却忽视了一些闪光的品质。

陈以鸿
回光返照

（昆剧）
昨日谜面：进退两难

堵车中（杜甫诗目二）
谜底：《前出塞》、《后

出塞》（注：塞，塞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