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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无歇王祖贤
流潋紫

! ! ! !看最新版本的《倩女
幽魂》。演聂小倩的那位同
学，美则美矣，却是一派天
真，不谙世事的美，无辜地
睁着美丽的大眼睛，妆容
娇俏。若不是明白无误地
告诉我那是聂小倩，我还
误称她为“天使姐
姐”。转念一想，那位
同学便是央视版里的
小郭襄，嘟嘴欢笑，十
足小女孩气，哪里有
半分小倩的幽怨鬼气，美
艳哀凉。
同事对我说，去看大

! 版的《倩女幽魂》，比这
位聂小倩美艳得多。果然
是美，演技也好得多。可
是，等等，为什么大 !的聂
小倩是如狐狸般精灵狡黠
的美，不见哀怨，眼神亦无
情致。同事说，你不知道
吗？聂小倩是狐狸精呀？晕
厥！不是鬼吗？难怪个个演
来活泼伶俐，全无半分幽
魂风骨。纵使资深如大 !，
要演绎鬼魅般的美，也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好怀念当年王祖贤的

小倩，阴风飒飒中，眼神凄
迷幽怨，嫣然一笑，勾人心
魄，当真是惊艳，无怪乎哥
哥扮演的宁采臣神魂颠
倒，为之倾心。那个年代的

电影服饰妆容都是朴素，
不似如今，身穿纱罗头顶
毛毛，生生堆出一个仙女，
全是靠自身气质打动人
心。
我们的小倩当真是我

见犹怜，颠倒众生呵！王祖

贤凭着这个形象哀艳的角
色一炮而红，成为无数少
男少女的梦中情人，万人
追捧啊！颇有现在男女热
爱周杰伦的架势。
看见《青蛇》里的王祖

贤，真是美呀！十足是女人
中的女人，浅酌低吟，莺娇
花媚，西湖烟雨里的迷醉，
荷塘月色边的情挑，那种
媚与柔，是京剧旦角袅袅
娆娆的唱腔，水袖的摇摆
里透着的花月春风无边的
韵，是小时候手里搅着的
麦芽糖，雪白绵软，遥遥地
引着蚂蚁成群结队地扑过
来的香。
那时的小贤无疑是美

的，星眸红唇，高挑身段，
通身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
恍惚气质。美丽总是叫人
艳羡的，最羡煞旁人的却
是她身旁那个对她满目怜
惜，把她捧在手心宠爱的
歌者，齐秦。他原也是浪子
吧，如狼般朗朗孤傲，却独
独对她钟情。曾经有篇报
道说，齐秦演出结束，王坐
飞机特来探班，带给他一
盒包子做宵夜，嘱他趁热

吃下。其情融融，让我感
动。那样登对的一对璧人，
携手进退，笑靥如花，人人
赞为金童玉女。感情与事
业都是一帆风顺。

那时候是真的爱的
吧，年少时的爱情，多半是
纯真无瑕。一爱，便是
那么多年。只是再无
瑕的爱情也经不起世
事的浸染吧。他唱了
那么多年，逐渐也不

再走红，娱乐圈从不缺好
嗓子，更不缺新鲜的面孔。
她的星途也逐渐不那么明
朗，可是如斯美貌，裙下之
臣是永远不会少的。是爱
了太久倦了还是被三千万
豪宅惊动了眼眸，就那么
分了，转投他人怀抱，只余
他孤影如狼，心痛如绞。
娱乐圈的日子当真是

风雨如晦吧，抑或是厌倦
了人前人后戏里戏外的戏
作，洗尽铅华，只想安安乐
乐嫁为人妇。
只是爱，有时也分对

与不对。那是当年一场著
名的情变，丰富了人们的
谈资与小报的内容。我们
的王祖贤抛下爱侣与林建
岳发生不伦之恋，一时间
玉女变成狐狸精，人人喊
打。后来的玉女掌门梁咏
琪的情路与小贤算得上是
如出一辙。

肯付出这样的代价，
也算得是真心爱了。只是
爱之前，没有人去想，他爱
的是你年轻时的如花容
颜，还是肯真心真意好好
地对待你，保护你。爱，从

来是盲目的。从此，小贤便
淡出了娱乐圈，一心一意
等着她的良人来迎娶她。
所谓前门赶走狼，后门引
进虎。不老的是《聊斋》里
永远美丽的倩女，老的是
俗世里被时光静静磨蚀的
容颜。
当年孤注一掷的爱没

有成全她。所谓的“良人”
琵琶别抱，怀里永远是更
年轻可人的女子，她被正
妻婆母伙同林建岳最新新
欢一手推出大门。
红颜渐渐消失，只
余一个落寞的身
影，于无奈中凄然
离开。
旧爱永远是温暖的怀

抱。齐秦对祖贤的深情再
次成就了“一往情深”、“无
怨无悔”两个词，算得上是
一出现代的痴情男子样板
戏了。他依旧唤她“小贤”，
旧日的昵称，深情不变。一
对散了又聚的恋人，隔了
那么多年的时光再度走到
一起，却让人觉得有点别
扭，人未必是从前的那个
人，情也未必再是从前的
情。

想着要结婚安定，白
首偕老了，婚期却是一推
再推。迟疑间，再度分手
了。还是觉得不合适。本以
为这一次王子与公主终于
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然而结局却是无言。她是
爱齐秦的。在齐秦的 "#

里着一身红裙奔跑，在齐
秦私生子曝光时没有离他
而去。齐秦也是真爱她，在
分手后依然去西藏祈求能
够复合。只是，爱情成全不

了他们。他依旧孤影如狼，
却益发显露风霜之色。他
依旧唱着“不是在此时，不
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
在冬季。”只是不知道他还
会再等下去吗？等她再一次
回到他身边。
王祖贤再度复出，瘦

身纤体，接拍电影。“婷美”
的巨幅海报上，一袭红裙，
丰姿卓然。她还是那么美，
只是这种美里面多了一些
沧桑与成熟的韵味，再不

复聂小倩的空灵清
新。《游园惊梦》里
的她，风情万种，更
胜从前，那种媚，是
直入骨髓的，像昆

曲华丽的唱腔中漫天纷飞
的三月桃花，像漫天纷飞
的桃花下翩然起舞的曼妙
身姿。她再度，让我惊艳。
如今的她，隐居温哥

华，她不愿再去迎合每一
个曝光亮相的机会，偶尔
拍片也不愿多作宣传，去
学校念英文，选修一些课
程，弥补早年拍戏没机会
念书的遗憾，生活平静。

聂小倩的白裾翩跹，
在尘世间散成了碎片，渐
渐消散不见。只余它一息
芳魂，一抹绮色，一点春心
漫无边。

邻居爱华
李京南

! ! ! !多年前到了法兰克福，已
近黄昏，却是蓝天白云，我入住
酒店的玻璃幕墙上，也有蓝天
白云的映衬。酒店的德国名字
已说不出来，但邻
居爱华看到我的这
幅照片，能说得出
来，因为他是法兰
克福人。他和夫人
已在前年从上海回归德国了，
但我时时会想起他们。
记得我们做邻居后的第一

次相聚，是他主动递我一页用
中文打印的邀请便笺，请我们
全家去他屋里参加一个派对，
文中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只
要带上好心情。自这次相聚后，
我们熟悉了，礼尚往来，请来请
去，交往有增。
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很多

年，会说一些中国话，英语也说
得流利。他与夫人曾用半年时

间自驾车，游了大半个中国。他起
了个中国名字叫爱华，可见他对
中国是有一份感情。
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吃饭很好

伺候，有什么吃什么，
若备上他们喜爱的红
烧猪蹄、卤鸡爪之类，
就可以“摆平”啦。那
年中秋节，年过六旬

的爱华有兴致有酒量，至少喝了
二瓶法国红酒，喝得神采奕奕，喜
笑颜开，当时我给他拍了好些表
情有趣的照片，有几幅他特别中
意，说要带回去扩印挂在家里做
个纪念。平常而友好地做了五年
邻居，爱华在临别的晚宴上，给我
留下了德国住址以期再会。

是啊，我真想
去法兰克福看看他
们，也再看看这个
有蓝天白云映衬的
酒店。

!!!四谈多音字的辨析

过传忠

名词动词读音不同

! ! ! !下面这些由一个多音字构成的
词组，放在一起，让人看了感到挺有
趣———

担担子 钉钉子 扇扇子 缝缝
子 卷卷子 磨磨子 数数字

这些字都有两个（或以上）读
音，但不同字音的声韵却相同，区别
只在声调（字调）。而且，这些不同源
自构成的词的词性不同，大多是名
词和动词的变化。如“担”，动词读阴
平（$!%&，名词读去声（$"%），“钉”，
动词读去声（$#%'），名词读阴平
（$$%'）；“扇”，动词（也有人写作
“煽”）读阴平（()!%），名词读去声
（()"%）；缝，动词读阳平（*%%'），名
词（指“缝隙”）读去声（*&%'）；“卷”，
动词读上声（+,'%），名词（如“试
卷”、“卷宗”）读去声（+,"%）；“磨”，
动词读阳平（-(），名词读去声
.-)）；“数”，动词读上声.()*），名词
读去声（()+），如此等等。想来，这两
个读音原先或许只有一个，随着使
用中词性的明显分化，读者慢慢就
分开了。但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就

说不清楚了，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一样，但作名词时，很多读去声。
有些多音字，也是由于动词、名

词的变化而发生了音变，但仍保留
着相同的韵，如“校”，动词读 +/"0，

名词读 1/"0；“弹”，动词读 2,%，名词
读 $"%；“藏”，动词读 3-%'，名词读
4"%'（如“宝藏”“西藏”）；“泊”，动词
读 5(，名词读 6.（如“湖泊”、“血
泊”）；“弄”，动词读 %)%'，名词读
7)%'（如“弄堂”，上海人读错的不
少），等等。
还有些字，两个读音也存在着

动词、名词词性的不同，但由于两者
词义已不相干，这就更要注意了。如
“荷”字，作名词（如“荷花”）读音大
家都熟悉，但作动词（如“荷锄”、“负
荷”）读 )&，不少人就感到陌生了。

类似的字还有“斗”、
“观”、“量”、“数”、
“教”等，作动词一般
不会读错，作名词读
起来就感到生僻，如
“斗”，名词读 $/,，是一种量器；
“观”，名词读 ',"%，是指道教的庙
宇；“量”，动词读 7/-%'，原指测量东
西的器物，现发展为“能容纳或禁受
的限度”，因此，“饭量”、“酒量”、“胆
量”、“力量”，都应读去声。但随着使
用的变化，一些注重数量变化的衡
量、估计，作动词用时不读 7/-%'也
读 7/"%'了，如“量力而行”、“量入为
出”、“量才录用”、“量体裁衣”，甚至
连明显的“量化”，“量刑”也读 7/"%'

了。
至于“教”字，动词读 +/00，名词

读 +/"0（如“教育”、“从教”等），但如
今，除直接带宾语的情况下（如“教
书”、“教本事”），一般作动词用也都
读 +/"0了，如“教导”、“教诲”、“教
学”、“教练”、“教唆”、“教训”、“教
养”，这是必须注意的。

翡冷翠!白堤火纷和黄永玉
邹 广

! ! ! !上个月，九十高龄的画家黄永玉在
上海办了一个作品回顾展，美不胜收。
其中包括他的散文集。有几本，光从书
名上看就不一般，例如《沿着塞纳河到
翡冷翠》、《说说几位比我还要老的老
头》。
塞纳河在巴黎，画家去过，可以理

解。什么是“翡冷翠”？
那是新月派诗人徐志摩 （89:;<

8:=8） 早年去欧洲
时 ， 给 佛 罗 伦 萨
（>70?@%3@）起的一个
中文地名。因为意大
利文对佛罗伦萨的称
谓是 >/?@%4@，发音斐伦泽，徐志摩称
其为“翡冷翠”是不错的，音同，还可
以给人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
但这个译名很值得商榷。
用翡翠和冰晶映衬爱情诗的意境，

那是无可挑剔的，但对佛罗伦萨却并不
相称。如果该地区是一个盛产翡翠的地
方也就算了，但事实不然。这意味着，
把 >70?@%3@A>/?@%4@ 译为翡冷翠，虽诗
意盎然，却增添了原文中没有的含义。
我们称之为：歧义翻译。
歧义翻译还真不少。艾滋病一词的

中译是个典型例子。艾滋（BCD!），来自
四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可以有两
种翻译，一是意译，把四个单词的
含义连起来：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如觉得太长，可音译其缩略
语，即现用的“艾滋”。但早期曾将
BCD!译为“爱滋”，一字之差，出
现了误导。等于说这个疾病是因爱（爱
情、性爱）而滋生的，而原文完全没有这
个意思，属歧义翻译。还好，后来得到了
改正。

相同的情况见于另一个常用名词：
激光。它由五个英文单词组成，取其第一
个字母，成为 EB!FG。和 BCD! 一样，那
只是一个缩略语，意思是：通过辐射受激
发射的光放大，简称激光。这是一个很好
的意译，已被广泛接受。当然，也可以对
EB!FG作音译：莱塞。可以呀，直接模仿
缩略语的发音。糟糕的是，港台对
EB!FG做了一个歧义翻译，叫“镭射”。

镭 （?H$/,-），那是一种很强的放
射性元素，89:9年由波兰籍法国物理
学家居里夫人发现，并获诺贝尔奖。其

中同位素镭 IIJ不间断地发出阿尔法和
伽玛两种射线，半衰期长达 8JII 年，
对人体会有很大的损伤。同位素持续发
出的射线，与受激发而短暂发送的激
光，不是一回事。EB!FG 这个字的原
义中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吗？没有，自作
多情地把原先并没有的“镭射”强加上
去，这就是歧义翻译。据说，现时港台
还在那儿不停地“镭射”，真是误人子

弟。
再有一个例子是

贝多芬（K@@2)0L@%）。
译名已约定俗成。但
据考证，五四时代，这

位音乐家的名字曾翻译成“贝踢荷芬”或
“白堤火纷”。因为按当时的 M)/%'7/()（中
国式英语），辅音“2”须单独发音，念作踢
皮球的“踢”，或是提货的“提”，于是贝
多芬译名中“多”字的英语（2)0），就分解
成为“2”和“)0”，中文翻译也堂而皇之地
成了“踢<荷”或“提<火”，贝多芬不得不
成为“白堤火纷”。硬把那位德国作曲家
与杭州西湖扯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老画家如此钟情于翡冷
翠，并堂而皇之地将其置于散文集的封
面？
“我崇拜徐志摩！”他在书中说。
不错。大家都是艺术家。一位能写
抒情诗《翡冷翠之一夜》；另一
位善作彩色素描《阿尔诺河上的
美丽项链》。他们的认知感受、
情趣审视和对美学的追求是相通
的。难道一定要用科学名词的严

谨和修辞学的苛刻，去是非艺术家吗？
还有，如果稍加注意，敢于“堂而

皇之”的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
“我是黄永玉，我怕谁？”
就这气势，可以断定这位曾经比

“老老头”要年轻而现在正成为真正
“老老头”的老头，对翡冷翠的偏爱，
还有其缘由。
注意他的名字：永玉。
“玉”者，翡1翠1也！
“永玉”者，一直有缘去翡冷翠作

画也！
弄清楚这一点，谁还能就画家瞄上

翡冷翠，说三道四？还是让我们一起祝
愿普天下的老艺术家们：永远年轻，永
远翡翠！

曹府山
远山叠影接边城

（字一）
昨日谜面：金牌榜（电

视剧）
谜底：《专列一号》

家
宴
上
的
最
后
一
道
菜

杨
康
妮

! ! ! !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
业后，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在陪外宾去
高级餐馆吃饭时，他总爱溜到厨房里，去
看厨师炒菜，然后回到父母家再来露一
手。不过，在缺油少肉的日子里，他怎么
能像大厨师那样用油，用肉？可是，他真
有办法。
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

厨房门口———冷盘，热炒，甜食。然后才
开始切肉丝、肉片、肉丁，剩下的边边角
角他都剁成肉糜。待到油热了，整个公寓
都充满着葱香。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
都组成了盘中五颜六色的图案，而那焦

黄的肉丁、肉丝、肉片便成了作为装饰的星星点点。
在买不到鱼的日子里，大哥的菜单上也会有“烩鱼

圆”，他用奶粉拌上土豆粉，再从佐料小瓶子里东舀一
勺，西拈一撮，一会儿，他的一个个假鱼丸就下锅了，等
它们再出现在饭桌上时，已俨然是一个个孵在番茄、菠
菜上的白玉圆子。有时见他又煮土豆，又切胡萝卜，旁
边几个小碗里还泡着不知从哪里抓来的几种干菜，可
等菜做好时，他则大声宣布他上的菜是“螃蟹糊”，而我
们也尽力配合，用力想象，发现这道菜无论是看着，吃
着，都像是用螃蟹肉做成的。
不管有没有月饼，中秋节家宴上总有甜食，十之八

九便是“炸羊尾”，那是大哥用砧板上剩下的最后一块
肥肉做成的。他先将肥肉切成薄片，中间包上豆沙，再
放在鸡蛋面糊里滚一下，然后在油锅中炸，再裹上糖
稀，等到糖稀结晶上桌时，这道甜食就像一件晶莹发光
的艺术品。我一口咬开它的脆皮，里面的豆沙就化在嘴
里了，店里买的月饼哪比得上大哥自制的“炸羊尾”！
等到每个人都吃饱了，大哥便会从厨房里出来，满

脸流着汗，腰上围着的褪色蓝围裙已是油迹斑斑。带着
他那惯有的憨笑，他会一本正经地宣布：“三分钟后上
最后一道菜，叫做……”说的菜名总是带着外国味，特
别是我们听不懂的法国菜，要不就是吃饱后想想也不
舒服的走油肉、红烧蹄髈。听罢，我们都抗议：“不要了！
不要了！”“你为什么不早上？”“我们都吃不下了！”

而大哥，他就会叹气，显得更憨厚，好像为我们感
到惋惜，突然，我们都会大笑，意识到他实在也没有什
么菜可上了。他的这个伎俩，多年来我们都领教过了，
可他年年都要重复表演一番，我们也是年年会随之大
笑一场。这撞击在空盘空碗上的笑声，成了大哥为我们
上的最后一道菜，一年又一年，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新
年，春节，清明，端午，还有家家团圆的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