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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戏
秦绿枝

! ! ! !今年元旦的晚上，因为打开电
视看中央台空中剧院的时间晚了一
些，由北京京剧院担纲的大吉大利
戏《龙凤呈祥》已经演了一小半，热
闹的“佛寺看新郎”也快过去了。接
下来是“洞房”，想不到演孙尚香的
是上海的史依弘。她是梅派的路子，
演得端庄大方，不失郡主的身份。但
也只演了这一场，接下来是赵云闯
宫，刘备哭诉，孙尚香就换了张慧
芳。她以前好像是武汉的名角儿，也
好，就是看上去有点发福了……看
到这里，不知怎的，我竟止不住呵欠
连连，只好关掉电视上床。

谁知只眯了一会儿，忽又醒
来，七想八想地睡不着，想的竟然
都是从小到大到老历次看《龙凤呈
祥》的一些事儿。我最早知道这出
戏，自然是听家里那张马连
良先生“劝千岁”的唱片。
但头一次看台上的演出却
是我八九岁时在南京看的
厉家班。记得厉慧良在戏里
连演三个角色，先是乔国老，当中
是闯帐的鲁肃，最后赶扮“芦花荡”
的张飞。散戏后，大人带我到后台
的扮戏房，只见比我大不了多少的
厉慧良正在用草纸擦脸上的油彩，
瞥见我痴痴地站他旁边，便朝我点
了点头，我就此终身难忘，厉慧良
肯定随即忘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梅兰芳先

生还住在上海。但他每次去北京，必
定要被邀演出。有两次演《龙凤呈

祥》，北京动员所有已经成名的年轻
女演员来“跑宫女”，但梅先生的孙
尚香一出场，仍旧“艳压群芳”。那一
次听电台转播，梅先生唱到“西皮慢
板”的第二句“今朝仙女会襄王”的
那个“王”字，先是轻轻出口，再慢慢

放大，音量高低控制得恰到好处，声
波传送到剧院的每一排（那时还没
有小话筒）。唱完，台下顿时齐刷刷
地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听得出这完
全是发自内心的热烈响应。
两个多月前有次在国际京剧票

房听一位女票友唱这一段，正好梅
派名家舒昌玉先生坐在我的
旁边，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梅
先生，舒昌玉还把那个“王”
字的唱法哼了一遍，可谓依
稀风韵，难得知音。
梅先生在上海也参加过两次有

名角会演的《龙凤呈祥》，上海的女
演员也心甘情愿地来“跑宫女”。盖
叫天先生很少演长靠戏，则应允参
演赵云。不过“闯宫”一场，盖老的演
法不同于别人，好像是赵云去向刘
备禀报荆州告急时，孙尚香已悄悄
上场，在门外听到了他们君臣的准
备逃走的谈话后，立刻入内，先是责
问，后是同情，台上三个角色各有一
番感情变化的好戏。听说梅先生为

依从盖老的意思，特地临时“钻锅”
（现学），先排练好了再演的。

当年上海名角会演《龙凤呈
祥》，其中乔福一角，非韩金奎老先
生莫属。韩老也是沪上名丑，戏路另
有一功，乔福之外，如《翠屏山》中的
潘老丈（潘巧云的父亲）也是他的拿
手戏。韩老演乔福，演到受乔国老的
派遣，送乌须药给刘备，连连得到赏
赐，开心得大呼：“荆州来的人好大
方啊！”接着他又想讨好赵云，不料
赵云一毛不拔，乔福讨了个没趣，下
场时有一句“哏”，那时一说出来台
下必定哄堂。但解放后这个“哏”就
有点犯忌不好说了。我现在想想，其
实也呒啥道理，但要我说出来还是
有点顾虑，算了，太平点吧！
五十年代中期曾看过一次北京

京剧团在“天蟾”演出的《龙凤呈
祥》。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三位先生
的戏自然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但
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裘盛戎先生在
“芦花荡”中的张飞。此刻的张三爷，
因为马上要见到久别的大哥和新嫂
子，还有可能要跟周瑜干上一仗，开
心极了。裘盛戎准确地把握了这一
点，把个莽张飞演得分外妩媚、俏
皮，至于身段动作之干净爽利更是
不在话下。他的表演使《龙凤呈祥》
有了个精彩的尾声，又现高潮。曾经
听老前辈说，戏好看不好看，就看演
的人聪明不聪明。而裘盛戎一生的
突出成就，正是五个字可以概括：聪
明人演戏。

听君一席话
俞昌基

! ! ! !九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
开始播放《实话实说》。“超级铁
嘴”崔永元以他的睿智和幽默，
开创了一种多元视角、多种声
音、轻松宽容的主持风格。这档
“脱口秀”人见人爱，好评如潮。

《实话实说》一马当先，神
州大地掀起了一股“谈话旋
风”：《面对面》《艺术人生》《可
凡倾听》《头脑风暴》《天
下女人》《鲁豫有约》
……精彩的谈话节目让
我听不厌，看不够！

几年前，上海的《风
言锋语》与《文中有话》先后亮
相。我经常能从中听到精辟的
分析和犀利的思想交锋，蛮过
瘾的。可是没多久，这两档节目
都由黄金时段推迟到 !" 点前
后；不久也与《实话实说》一样

在荧屏上消失了。
谁都知道，这都是收视率惹

的祸。从电视广告经营战略看，
收视率对电视台的兴衰、电视栏
目的存亡、电视工作人员的成
败，几乎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也有媒体人诅咒收视率是“万恶
之源”。当然，同娱乐节目相比，
收看谈话类节目的人群只是“小

众”。其实“小众”也是
“众”，也是一种社会需
求。再说高品质的谈话节
目能弘扬人文精神，传递
文化正能量，这应该是主

流媒体责无旁贷的重任么！
如今，我转换频道，寻寻觅

觅，还是看到了一些鲜亮精彩
的谈话节目。

央视《首席夜话》是我的常
选。有一次，“天下第一猴”六小

龄童做嘉宾，他讲述了自己怎
么克服“眼疾”练就“火眼金睛”
的艰难过程。他用 !#年时间完
成了一部名著电视剧《西游
记》，成为中国影视界第一位被

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人。六
小龄童还到全国各地的三百多
所大中小学作演讲，出访美国
等二十余国。他说：“我不仅要
成为一名猴艺术的继承者，更
要成为一名猴文化、西游文化
的传播者！”
《波士堂》是中国第一档商

业脱口秀互动电视节目，创办
已有六七年了。那次一开场，主

持人袁鸣就请著名收藏家、观
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先生谈
谈“钱”。马先生反应极快，概括
说：人生有三个层次，一是“趋
利”，人要赚钱，钱能改善生活；
二是“趋名”，钱够用了就会想
到要有好名声；三是“趋静”，就
是淡泊名利，安顿好灵魂。我把
我的博物馆捐献给国家而不留
给子孙就是向往这种“静”的境
界。马先生还当场为四件收藏
品作了“鉴定”……

在《名家》中，我曾听过中
国先锋音乐的代表人物谭盾的
高论。这位音乐“鬼才”回忆当年
创作《卧虎藏龙》（此片荣获第
#$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金像
奖）的情景，说他花费了四年时
间为电影作曲，并与大提琴演奏
家马友友“隔海合作”，使电影音

乐既有西方古典音乐的艺术魅
力，又具东方文化艺术的美学张
力，这股“中国风”终于为世界乐
坛所接纳，所欢迎……听君一席
言，我又看了一遍《卧虎藏龙》。
呵呵，享受呀！

我偶尔也看撒贝宁主持的
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
《开讲啦》。有一次听复旦大学
的双博士“海归”、%" 后“讲课
明星”陈果老师谈“好奇心”。小
陈老师风生水起的开讲既有诗
歌一样华美的言辞，又有深刻
的哲理思辨，还有强大的气场，
后生可畏呀……

我欣赏她的一句话：“狂欢
是一群人的寂寞，孤独是一个人
的狂欢。”在我看来，这隽永之句
是对当前喧嚣浮躁、娱乐至上的
社会现象的一帖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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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海南的美事，莫过于
在椰子树下吃海鲜。已经
去了十几次海南岛，这一
回在海南作家朋友的带领
下，吃到了最鲜的海鲜！
到底是本地人熟门熟

路，驾车来到琼海市中部
的渔港潭门镇。这里距博
鳌亚洲论坛会址 !&公里，
东濒碧波万顷的南海。一
进这座小镇，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长串黑
色铁壳渔船，黄色
的吊车像长颈鹿
穿行其间，正在从
船上卸下银光闪
闪的渔获。码头上
一大排冷藏卡车，
正在等待装货远
行。潭门港可以停
泊上千艘渔船。我
访问那里的渔民，
方知他们经常远
航到西、南、中、东
沙群岛捕鱼。那里
的海水如同水晶般透明，
绝少污染，所以鱼、虾、蟹、
蚌极其美味。
虽然小镇上有海鲜酒

家，但是海南朋友却带我
走进一条小巷，出现在面
前的是一个类似于大排档
的露天餐馆。椰子树下，
安放着二三十张圆桌，桌
的四周是粉红色、天蓝色
的塑料椅。

坐定之后，我见到桌
上安放着一个电炉，便知
吃海鲜火锅，当地叫“打甂
炉”（通常被误写为“打边
炉”）。服务员先是端来一
个圆盘，内有一瓶生抽酱
油，还有蒜泥、姜末、小辣
椒、香菜，各人按照自己
的口味在小碟里调制蘸
料。圆盘里还有一碟绿色
的汤团大小的橘子，叫做
山桔仔，又叫酸橘仔，已
经事先用小刀割开口子，
用力一挤便有果汁流出。

这种山桔仔可以说是海南
的柠檬，成了“天然醋”。值
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饮料
也是天然的，壶里装的椰
子水，甘甜中带着淡淡的
馨香。此时此刻，遥想哈尔
滨已经冰天雪地，而我在
海南却只穿一件 ' 恤而
已。海风轻轻吹拂，桌面上
的椰子树影来回摇曳。
服务员接着端来一个
脸盘大小不锈钢
锅，放在电炉上。在
上海吃火锅，通常
有锅底，火锅里的
水是白浊的，而这
里却无锅底，锅里
放的是普通的水，
清澈透明，曰“清水
火锅”。俄顷，来了
一脸盘的海鲜，内
中有切洗好的鲳
鱼、乌贼、蛤蜊、红
口螺、海蟹，另外还
有一盘活虾。在清

水沸腾之后，按照
“程序”，先把花蛤、
红口螺、海蟹放入
锅内。肉厚膏肥的
海蟹虽然早在厨房
里已被切成两半，一进入
沸水居然还舞动着巨螯与
细腿。这时，放在一旁的盘
里的活虾受到热气熏烤，
纷纷蹦出盘子。原本虾是
在鲳鱼、乌贼之后入锅，当
大家用手在桌面上逮住
“逃虾”之后，就提前扔进
沸水。一时间，一股生猛海
鲜的香味，袭入我的鼻子，
舌尖上的味蕾为之一振。

清纯美丽的姑娘，用

不着涂脂抹粉，素面朝天
是最动人的。这些鲜活的
鱼虾，仅用清水煮一下，原
汁原味，便鲜“倒”食客。这
里的鲳鱼是很大的黑鲳，
切成粢饭糕大小，肉白而
细嫩。石斑鱼、马鲛鱼也是
餐桌佳馔。乌贼则切成手
指粗细，看上去如同无瑕
白璧，口感软而脆。花蟹与
大虾成了红脸关公，而清
汤则变成一片乳白。

吃完鱼虾，捞出锅底
的蛤蜊和海螺，这时服务员
送来几包干面和一筐碧绿
的青菜。先把面干扔进锅，
待面条熟了再放入青菜。没
有想到，这鱼汤青菜面是那
么可口，以至很快就“光
盘”，只剩一堆鱼骨、蟹壳。
结账时，服务员告知，

这 !"人一桌的海鲜火锅，
统一收费 $&"元，平均每
人 $&元。难怪这里天天客
满，一桌难求。

我在品尝这顶
级海鲜之后，踱进
这家大排档的厨
房。铺着瓷砖的地
面上，哗哗流着一

大摊水，海鲜洗、剖、切一
条龙，井然有序。洗净切好
的海鲜，不用烹调，直接装
盆，端上餐桌，既环保卫
生，又节省人力物力，大约
是这儿价格低廉的原因。

宋朝诗人苏东坡在
《惠州一绝》中称：“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我“山寨”此诗：“日啖
鱼虾与椰子，不辞长作海
南人。”

放路灯
赵青林

! ! ! !腊月三十这天，吃
完晚饭天已经黑了。父
亲喊着我的乳名，拎起
早就准备好的装麻油团
铁桶，点燃松木明子火

把，走，放路灯去！我俩顶着刮脸的西北风，脚踩嘎吱
嘎吱响的积雪出了村东。

来到一条通往小附屯仅一里地的乡间小路上，父
亲举起火把朝四外照了照，说咱就从这开始放路灯吧，
说着从铁桶里拎出一个长把铁勺子，在桶里搅拌几下，
掏出两勺麻油团放在土地上，回身用火把点燃，眼前立
时通亮。父亲在前用步量着距离，每两步远放两勺麻
油团点燃。遇到雪地他就用铁锹铲去积雪，将麻油团
放在土地上。一盏两盏路灯渐渐连接起来，向附屯的
方向延伸着……
我是第一次跟父亲放路灯，心里兴奋又有些好奇，

便问父亲：咱家为什么要在这三十晚上放路灯呢？他
沉思一会儿告诉我，放路灯是咱家从老辈人延续下来
的规矩，到现在已经连续传四代了。咱祖辈是吃大苦
出大力汗珠掉地摔八瓣儿的庄稼人，放路灯预示来年
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向往和期盼，三十这天，也有请
先人回家过年为其照明引路的意思……

放完路灯，伫立村头，眼前的乡路上那连绵的路灯
在黑夜里幻化成一条火龙在跳动着、腾跃着、飞舞着
……我兴奋不已，心里默
念，明年定是五谷丰登的好
日子。父亲满脸喜气无不自
豪地说，咱家的吉祥路灯能
亮到吃年夜饭以后。

斗转星移。如今家住
故乡的三弟儿孙满堂，早
已过上芝麻开花———节节
高的幸福日子，年三十放
路灯的习俗他仍年复一年
地延续着……

床 冯志雄

! ! ! !“早起迟眠懒未
能，百年居此只三
分。”这是齐白石《木
床》诗中的二句。其实
无论人寿是不是百年，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生命时
光要栖居于床，所以床乃家中之重器耳。
据《广博物志》载( 神农氏发明了床。早年我孤陋

寡闻，读《世说新语》：“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
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心中不解：
客临蓬门主人尚且不能盘踞于床，外国使臣远道来访，
这位假的魏武帝又怎能坐在床上招见来使呢？岂非失
礼？后来才知道人君处匡床之上治天下早已有之。《商
君书·画策》：“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
治。”白居易诗：“匡床闲卧落花朝”，董道权诗：“解衣灭
烛眠匡床”，可见匡床在古代既为坐具，也是卧具。

在历史上，床的用途还远非坐卧那样简单。刚刚
登基的唐玄宗，倡导以孝治国，他缝大被，制长枕，与
五位兄弟同眠一床，别有深意；“哭竹生笋”的孝子孟
宗，有一位颇有见识的母亲，她缝制大被，让儿子与清
贫好学的同学同眠一床，以结交上进；据梁实秋先生
回忆，其北京故居曾有过一张八尺高的大床，“俨然一
间小屋，最可人处是床里横放架板一条，图书，盖碗，
桌灯，四干四鲜，均可陈列其上，助我枕上之功。”可见
床虽普通，但如果巧为利用，也可另收其功。

在历史上，因为一张床还引出过一段颇有意味
的对话。三国时，一次刘备、刘表和许汜共议天下士
人。许汜以为陈元龙有骄狂之气。许汜曰：“昔遭乱

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
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
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
床。”刘备对曰：“君有国
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
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
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
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
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
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
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
之间邪？”照刘备的意
思，许汜连下床也没得
睡，只配睡地铺。许汜求
田问舍，无益于国，故英
雄轻之。
《说文》上说：“床，身

之安也。”现在有些人“陷
身于世网尘劳，困厄于名
缰利锁，五烧六蔽，苦恼
烦心，”他们虽然身安于
床，但不知心安何处？

罗汉果
吴 辰

! ! ! !罗汉果属葫芦科植
物，和葫芦一样，生长在
绿意盎然的藤架上。它皮
色青翠，大小如橘，圆滑
之极，甚是讨喜。成熟的
罗汉果经晾、烘过后，水
分丧失殆尽，果皮变成褐
色，坚硬如蛋壳，身子也
变得轻巧，如此一来，便
可入药。

罗汉果清肺养胃之
效显著，懂得自我保健的
烟民大抵接触过它，有的
甚至已经离不开它了。药
店、超市皆有售罗汉果，
我常买来作茶饮。取一个
罗汉果，在果两头各钻一
小孔，放入杯中，以开水
冲泡，不多时，杯中便红

润起来，饮之，但觉甘甜
醇香，饮下，肺胃皆暖。

罗汉果之名的由来
颇有意思。据说很久以
前，天下虫害肆虐，佛祖
怜悯神农氏尝百草之苦，
便派十九罗汉下凡协助，
其中一个罗汉发愿：何时
虫害灭尽，何时返回天
界。发完愿，便化身罗汉
果，留在了人间。这有点
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
不成佛”的意思。但实际
上，这个传说有点让人匪

夷所思———罗汉果自身
都要遭受多种病虫害之
苦，又怎么去救苍生呢？

我能想到的是，罗汉
所说的“虫害”兴许是人
间各种各样的孽欲，比如
说烟瘾。抽烟实在是百害
而无一益，但染上瘾了，
便很难戒去。知晓健康受
损的烟民希望借罗汉果
之效来保住健康，却又无
法彻底放弃抽烟恶习，这
想来实在是可悲可叹。

这个真不会玩 戴继斌

! ! ! ! ! !黄志强
模范家长

（三字沪语）
昨日谜面：问姓惊初见
（二字常用词二）

谜底：别人、容易（注：别解
为“分别的人容貌改变”。
面见李益诗，下句“称名忆
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