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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世界是个万花筒。
各种各样的花色、形状，大
小不一，味道多样。如果把
人间各类事物都比喻成万
花筒中的花样，那么我们
有时在花筒里看到的花朵
之间偶尔出现的点滴瑕疵
该算是什么呢？异类？污
点？还是什么？
比如骗子。
在我的记忆

中，曾不少次与骗
子相遇过。
多年前，我还

在上大学，家里就
出现过骗子，来骗
我爸爸妈妈的。有
过一个女骗子，说
自己是新疆的一个
高级官员的女儿，
父亲遭迫害，自己流落街
头，“文革”以后才得以翻
身。当时这女人在京城不
少名人家里出现，后来竟
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记得
她亲热至极地称呼我“小
妹”，也确实，在她看着我
的眼神中明明闪烁着一种
怜爱的光芒。她甚至送给
我一个可爱的小布偶，形
状像个印第安人儿。是因
为我看见那小娃娃站在她
的玻璃柜里，赞了一句“好
玩儿”。
那个女骗子后来谎说

要装修她的新房子，从我
爸爸那儿骗走了四千多元
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四千元可是不小的数
字。最后她被公安机关抓
捕判了刑。
后来，九十年代，我家

也遭遇过骗子。那一回我
从美国回京探望父母，爸
爸告诉我，家里曾经来了

一对五十岁上下的夫妇，
自称是身怀绝技的气功
师，能给我妈妈治病。总是
心地善良最易相信别人的
爸爸竟然把这对男女接到
家中住下，好吃好喝好招
待，天天大鱼大肉，因为他
给我妈妈治病“发功”要费
心力。这还在其次，最令人

瞠目的是他神秘地
跟我爸爸说，其实
他的身世很“高贵”
的，他是“白崇禧”！
他其实已经上百岁
了，因为他有气功，
所以看起来只有五
十几岁。我爸爸心
生疑惑：白崇禧？白
崇禧还活着吗？再
说了，白崇禧是广

西人，可眼前这个家伙操
着的明明是江浙口音！肯
定是骗子。后来这对骗子
终于走了。他们的故事当
然就成了笑话。我对爸爸
说，他没把我妈治坏就万
幸了，亏你还真相信他，留
他住在家里！
我们家人“善待”骗子

这事莫不是有遗传呀？这
么说是因为不久前我也遇
上了一个骗子，而且我也
拿他当正经人了。在这事
情上我真的没有吃堑长
智。

这回的遭遇归其原
因，是新生事物网络惹的
祸。自从我有了 !!号码
之后，就有了微博。我和许
多人一样，天天都喜欢发
一两条微博和众多网友联
络友谊。网上世界，自由而
宽广，人与社会似乎一下
子紧密接近了许多。
于是便有了一个网友

和我聊天。一开始便称呼
我“学姐”，说自己是在中
央音乐学院上过附中的，
还是著名教授沈湘的学
生，出国去过美国闯荡，他
还在北大进修过历史，推
荐人是季羡林。哇，都是顶
呱呱的名字！他说他写剧
本，还建议我来出演他的
剧中人。
我一开始和他

简单沟通，对他所
说的不感什么兴
趣。我也知道网络
上的信息经常不可深信。
但是后来这个人经常造
访，说及自己离异，财产都
归了前妻，连学业证书等
一系列证件都被前妻拿
走。他为了照顾年迈患有
痴呆症的父母只得放弃了
一切。最后竟落得在北京
做起了保安。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我想帮助一下这个“学

弟”。
先是帮助他联系了我

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有关领
导，请他们根据他的情况
为他开据学历证明。人家
热情答应了。结果出来：查
无此人。

此时我已明白了几
分。但仍有不甘，既是骗

人，难道会傻到不
怕被查出来的地步
吗？于是我继续帮
他，为他指出一条
道，去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栏目的“圆梦”主
题一试身手。同时在网络
上和他对话时用英语提
问，结果他回帖问我：“你
是在考验我么？”
其实此时我已基本确

认这个人肯定没有去过美
国，那显然是信口胡说。但
心底有个想法，想知道他
到底是个什么来历？看来
人的好奇心与生俱来，并
不分男女老少。
“谁在说”的编导果然

开始接触并接纳他进入了
七月的一期“圆梦”节目。
录制那天晚上，编导给我
手机发了一条信息：老师，
你介绍的那个人被我们现

场打假，他说的那些全是
捏造的。
我也是在节目播出时

才看到了这位“学弟”的真
面目。体态发福，两眼有些
痴迷的神态，看过之后，我
想，估计这老兄有点儿妄
想症。之后，我开始疑惑，
这位仁兄如此编造是为了
什么呢？他没有骗财，也没
有骗物，似乎也没有骗人。
他不顾被揭穿的风险，如
此的大过嘴瘾，原因是什
么？他的话里也许有些成
份是真的。但是如此的行
径将使人们不可能相信
他，哪怕是一句话。
又想起几年前我一个

朋友遇到的一个开着跑车
的女人，自称有留美哈佛
的学历，结果也是漏洞百
出，最后被在公安工作的
朋友查出她只是一个在自
由市场里开店的小商人。
“他们骗的是地位和

尊重。”朋友对我说。有些
道理，这个社会，竞争激
烈，编造出一种身份是不
是可以提高社会信任程度
借以达到成功？
没骗钱，没骗物，骗信

任，也还是骗子。

夹叙夹议 从容道来
钱谷融

! ! ! !艾以送来他结集的一部书稿《海上文
谭》，告诉我书稿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要我为之作序。并再三表示，这是他多年来的
心愿。
我和艾以的相知相识，终成忘年交，说来

话长。早在 "#$%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成
立上海市文联。"&$'年，艾以从《文汇报》随
唐弢先生调到上海市文联，安排在由冯雪峰、
唐弢任主编的《文艺新地》任编辑。"&$(年华
东文联成立，和上海市文联在巨鹿路
)*$号合署办公，'&$+年 '月《文艺月
报》创刊。有一天，《文艺月报》一位编
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张德林陪同来向我
组稿，我就将刚完成的《论“文学是人
学”》交给了她。想不到文章在 '&$*年 $月号
的《文艺月报》上发表后，顷刻间在文坛乃至
文化理论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时间持续一
年多，其批判浪潮几乎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反
右”斗争同步展开。

粉碎“四人帮”后，艾以落实政策重返文
坛，回到上海作家协会。我和艾以才有更多的
交往。(,%-年《文学报》发表了他撰写的《〈论
“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我才

知道当年发表我这篇文章时，他是《文
艺月报》的理论组长，读了他的这篇文
章后，我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当年在唐
弢先生主持下的《文艺月报》发表我这
篇文章的详情。我和艾以间的情谊就

更进了一步。
通读了艾以的《海上文谭》后，使我想起

两位文坛前辈对艾以作品的评价。一位是贾
植芳先生，他在为艾以的《艺海一勺》（四川文
艺出版社 .&/)年出版）所写的《序》中称“它

是一部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个人回忆随笔，
类乎我国流传已久的私人笔记体著作，都以
记人论事为主，夹叙夹议，自成风格。”一位是
王西彦先生，他在为艾以的《文坛·艺坛·人间
世》（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 &月出版）所写
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评论：“结集为《文坛·
艺坛·人间世》的这 ),篇文章，都是他在 &,

年代的新作。或者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或者爬
梳现代文学和文学史上的人事，或者发表系
统的研究心得，或者抒发文学生涯的感叹，他
都不避细琐，从容道来，叙述相当实在，文字
也颇清顺。”我认为，这两位先生对艾以的写
作特色和风格作了中肯的论述。
提到作序，早在五年前，我就曾为上海文

学创作中心策划、由艾以任主编的《普绪赫文
丛》作过序。由此可见，我和艾以兄情谊不浅。
我今年已经 &0岁了，年老体衰，脑力不济，有
负艾以兄的雅意，只能请艾以兄和读者们多
多谅解了。!本文为艾以"海上文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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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年 )月，我就读上海美专，是
国画系本科二年级的一名大学生，那一
年中印边界正爆发战争冲突，国内处于
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趁机叫嚣反攻大
陆，一时时局紧张，征兵也扩大到了大
学三年级以下。我有幸成为美专 &名合
格者之一。而几乎同时我的父亲患病去
世，依我的特殊情况，我可以留下，但考
虑再三，最终毅然决定服役。一
星期后，.&)( 年 ) 月 0, 日，我
从上海来到闻名于世的军
港———旅顺口，成为一名海军战
士。新兵团的训练生活强度极
大，每天六小时的队列训练，顶
着烈日，汗水如雨，而冬天零下
.*摄氏度穿着海魂衫、短裤跑
步，跳入泳池游泳。离开新兵团，
我被分到了大连老虎滩附近海
岸的炮兵连。
我们连队里有一个俱乐部，

说是俱乐部，其实也就除了一个
乒乓桌，还挂了些部队的各种条例、规
定以及奖状什么的，就像单位里都有的
荣誉室。那天，指导员把我带到俱乐部
内说：“这段时间，就让你发挥特长，把
俱乐部美化得漂亮些。”我正为没时间
作画而犯愁，这可是天赐良机，于是全
力投入工作，整整半个月，便把个俱乐
部布置得耳目一新，此外还包下了连里
两大块黑板报的绘制，我是把黑板报当
成美术创作来画的，画得细腻精到，大
受战友的欢迎。一天，团部俱乐部王主
任到我们连检查工作，见了布置一新的
俱乐部各种装饰和黑板报，颇为惊讶，
指导员得意地把我领到王主任面前作
了介绍。当时恰逢营里要召开党代会，
王主任二话没说，当即把我带走，到营
部布置会场———写标语、画宣传画。而
这一走等再回到连队已是两年之后。

两年中我被逐级借调，从营部、团
部、旅顺基地直到北京海军总部参加各
种宣传和展览工作。我把学校学到的东
西用于展览，画先进事迹连环画、宣传
画。同时也学会了版面设计，展览制作
的技术，备受夸奖。为迎接 .&)-年在京
举办的第三届全军美展，.&)0年海军文

化部抽调各基地专职创作人员入京召
开美术草图会议。士兵参加会议的只有
我和东海舰队的黄宜中。在北京我们观
摩来自各舰队、基地的创作草图并交流
各自的创作经验，我的草图被通过。我
还有幸结识吴敏、吕恩谊、李宝林、高
泉、吴彤章、杨列章等一批海军画家。

回到了基地，基地俱乐部美工室成
了我和另两位战友的创作室。旅
顺基地原是 .&$)年才由苏联军
队移交中国接收的，俱乐部内遗
留不少苏军的油画作品、画册及
军队画报，在当时于我无疑是沙
漠中的清泉。白天作画，晚上就
如饥似渴地欣赏，临摹。在这段
紧张而又快乐的日子里我创作的
两幅中国画作品均入选了全军第
三届美展，作品取材于我最熟悉
的炮兵生活。一幅是战士在炮位
学“毛选”，一幅是反映军事训
练生活，都被选入画册，一幅还

得了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寄来了
三十二元收藏费。人民海军报、解放
军报、解放军画报也刊登了我的画，
寄来了些稿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还出版了两种单片，寄来稿费一百元。
那年我刚满 (,岁。

.&)$年，我们连队换防，为了留下
我，终于一纸调令，我被调到团政治处
任放映员。.&)/年，尽管团部、基地俱乐
部都想留我，但当时正处“文革”期间，
因为剥削家庭出身的缘故，我只能复员
退伍。同年 0月，我无奈地挑起了扁担，
一头是跟随我六年的军被军服和挎包，
一头的旧弹药箱里放着书籍、画册和画
具。带着一丝惆怅，我一步一回头地告
别了旅顺军港。

复员后我当过黄浦江上的水手，又
当了大学教师，还当了几年官。但始终
与绘画相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代
军人都是我曾经创作的题材，毕竟我的
艺术生涯从军旅起步。

杂杂一剧 !贾宝玉"

翁敏华

! ! ! !今年 -月在文化
广场看林奕华的舞台
剧 《贾宝玉》。一边
看一边心里惊呼：一
人主唱，众人说白，

插科打诨，这不是“杂剧”么？怎
么，关汉卿又回来了？

关汉卿时代的元杂剧是“一
人主唱”剧。这里的“主”，不是主要
次要的“主”，而是动词性质的“主”、
“谁主沉浮”的“主”，一人主唱，就是
只有一人唱，其他人都不许唱。眼下
林奕华的《贾宝玉》，只许扮演贾宝
玉的何韵诗一个人唱，故而聪明的
林奕华，给他的这个“孩子”起名为
“舞台剧”，而不叫“话剧”或者“歌
剧”。杂剧之杂，第一要义就是“话
剧”与“歌剧”的杂处。

元杂剧因为一人主唱，所以
只有两类：一类是“旦本”———女声
独唱剧，另一类是“末本”———男声
独唱剧。过去读元剧，对此总不能十

分理解———何以要这样规定？这多
不好！《汉宫秋》因为是末本，汉
元帝唱了，王昭君就没得唱，那么
重要的人物形象，戏剧又是表现她
的远嫁，却没让她唱哪怕是一句；
《西厢记》第一本是末本，结果也

是张生没完没了地唱个不停，崔莺
莺只能对着他傻笑。如今，有了何
韵诗、有了《贾宝玉》作为参照，
再凭栏回望元杂剧，突然有一种顿
悟的感觉———当时一定也有何韵诗
这样的演员，歌手出身，嗓子好得
不行，出道二十年，再开常规意义
的“独唱音乐会”，已经没有新鲜
感、不能让观众满意了。怎么办？
得想个新鲜的形式来重新包装。何
韵诗问： 《红楼梦》 是怎么回事

儿？林奕华就给她讲起大观园的故
事来，讲到一半，韵诗已是激情难
耐，当场拍板：那我们就弄这个贾
宝玉吧！
于是，又一场新型的“独唱音

乐会”策划出来了。只不过一般人
看不出它是独唱音乐会来，它更了
姓、改了名，唤作“舞台剧”。

元代是颇有几个“何韵诗”的。
那个与关汉卿交好的珠帘秀，收过
一个徒弟名赛帘秀，就“声遏行云，
乃古今绝唱”，嗓音甚是了得。还有
一位少数民族女歌星叫米里哈，《青
楼集》说她“歌喉清婉，妙入神品”，
这不跟龚琳娜唱“神曲”《忐忑》相似
么？另有叫陈婆惜的，不但汉语歌曲
拿手，且能歌“鞑靼曲”，有这样能力
者，当时全国只有十人。艺人李定
奴，曾在勾栏开过《八声甘州》独唱
音乐会，连唱八曲，获得观众八次喝
彩。她们也是独唱不过瘾了，便去演
杂剧，走的是一条与何韵诗一样的
“歌而优则剧”之路。

感谢林奕华，感谢何韵诗的
《贾宝玉》，让我们在元杂剧失传数
百年、久不懂杂剧为何物后，突然
懂了。一人主唱的《贾宝玉》，闹
剧与悲剧杂交，国语与外语杂陈，
十二个“林妹妹”众声喧杂，指向
人的命运多舛。林奕华在为迷茫的
现代人代言时，自觉不自觉地指明
了杂剧的来历、复活了杂剧的表演
形式。这正是我特别想感谢林导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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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静安杯"市民网上读书征文活动启事

!阅读文化经典# 传承中华文明"

! ! ! !本报副刊部
与静安区推进学
习型城区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
合作举办 2012

年“静安杯”市民网上读书征文活动。此次活动以“阅读文化经典，传
承中华文明”为主题，旨在通过开展网上读书活动，培育网上学习交流
的良好氛围，丰富和活跃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充满书香气息。

参与方式：1.参与网上读书活动的市民需实名注册并登录静安学习
网（www.jasq.cn），进入“网上课堂”的“经典阅读”栏目进行学习，
并发表网上学习感言。2.市民也可以在阅读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之后撰写
学习心得，题目自拟，形式不限，1000-1200字，内容积极向上。投
稿直接发送到本次活动组委会邮箱JXL598@163.com。征文截止时间：
2012年9月底。本次活动共设优秀组织奖若干以及一、二、三等奖和
入围奖共30名。除物质奖励外，优秀作品将在本报“夜光杯”发表。
咨询电话：62583977，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或家庭
住址、联系电话，投稿一律不退。

画说
唐诗

春怨 !唐" 金昌绪 绘画" 朱新昌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 ! ! !上海兵体力上没

有优势#却另有长处$

明日请看 %&坍招势'

和&扎台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