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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行歌最得神
胡晓军

! ! ! !昆曲有一出常演的折
子戏，名叫 《虎囊弹·山
亭》，演鲁达三拳打死镇
关西，为避官府捉拿去五
台山文殊院为僧，却耐不
得寺中清苦，私自下山，
在半山亭上抢酒豪饮，大
醉而归。明明是梁山人物
和水浒故事，却与“虎
囊弹”何干，那“虎
囊弹”又是何物？
原来又是个《水

浒传》 的衍化版。
《水浒传》问世后，借此
书之砖瓦，砌自家之门墙
的很多，最著名的就是
《金瓶梅》。《虎囊弹》 亦
是，却不是小说而是戏。
戏的前半照搬原著，后半
开始发挥。话说那个被鲁
达所救的金翠莲，后来嫁
了赵员外为妾，生活美
满。但好景不长，赵员外
得罪恶霸被陷入狱，性命
只在旦夕，金翠莲为救老

公，在衙门口长跪鸣冤。
中军牛健见了，厉声喝
道，按衙门的规矩，告状
人须先被吊在高杆上，受
虎囊弹一百下，若还有
命，方能允告。金翠莲毫
无惧色，一口答应。牛健
倒吓了一跳，原以为此女

所告无非家长里短，不外
鸡毛蒜皮，拿虎囊弹吓她
一吓便可，不想结果如
此。牛健由此断定，此女
实有重大冤情，不仅免
刑，而且设法助其告状。
经过一番周折，赵员外终
于洗冤脱狱。
原来虎囊弹是一种极

厉害的刑具。不过它的形
状、大小及用法，牛健没
说，作者没写，加上任何

文献俱无记载，以至于有
人猜为作者的杜撰。虽然
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一百虎囊弹定是非同小
可，其威力绝不亚于孟州
管营的一百杀威棒。讨打
杀威棒的是武二郎，愿受
虎囊弹的却是弱女子，难
怪牛健立时改了主
意。可惜 《虎囊弹》
全本早已失传，只有
这折《山亭》演到如
今。看来文章之存

废，戏曲之传轶，除了天
眷或天弃，便是才高或才
低的缘故了。

话说鲁达虽削了须
发，立了法名，毕竟本性
难移。《水浒传》写他白
天不念经，晚上不坐禅，
困了倒头便睡，鼾声震
天。净手不去茅房，只在
佛殿后撒尿拉屎，臭气熏
人。和尚们纷纷皱眉，双
手合十，口称“善哉”。智
深听了喝道，什么鳝哉，洒
家团鱼也吃！和尚们又道
“苦也”，智深又道，团鱼
肥甜好吃，哪得苦也？和
尚们没法，只得向智真长
老告状，长老微微一笑，
说智深将来证果非凡，你
等皆不如他。
智深在文殊院

里呆了数月，每日
青菜萝卜，每顿白
饭稀粥，口中早已
淡出个鸟来。一日走出寺
外，行至半山，正思量向
哪处吃碗酒去，恰见有个
汉子挑着一副担桶，在亭
中歇脚擦汗。《水浒传》
写他问那汉子，桶里甚么
东西？汉子道是好酒。智
深再问多少钱一桶？汉子
道，我这酒挑上山去，只
卖与那些做工的吃。长老
已有法旨，若卖与你等和
尚吃了，要追了本钱，赶
出屋去。智深道真个不

卖？汉子道，
杀了我也不
卖！智深道，
洒家也不杀
你，只问你买
酒吃！汉子见
不是头，挑了
担桶便走。智
深赶出亭外，
双手拿住扁
担，只一脚，
汉子捂着裆，
就做一堆蹲在
了地下。智深
拿了旋子，开
了桶盖，只顾
舀吃，无移时
吃了一桶，道
那汉子，明日
来寺里讨钱。汉子方才疼
止，又怕长老得知，坏了
衣饭，忍气吞声，拾了旋
子，把酒分两半桶挑了，
飞也似下山去了。
《山亭》 大致就是这

么演的。区别是智深在小
说里只吃了一桶
酒，在戏里却吃光
了两桶酒。戏的情
节简单如此，又与
小说相仿如此，按

理说人们只消坐在家里看
书即可，又何必劳步动
车，去剧场看戏呢？
原来看戏与看书看影

视剧，很不一样。戏的故
事不过是一个壳，演的歌
舞倒成了一枚核。会看戏
的人，不为看故事，而为
看表演，赏其技艺，得其
神韵。这与喝不求解渴的
茶，行不求到达的路是同
等道理，不但是生活之必
需，更是境界之高致。
《山亭》由净丑二角应工，
净角高大魁梧，丑角矮小
灵活，若是二人技艺精
湛，配合默契，往往妙到
毫巅，令人叫绝。最后智
深酒兴大发，净角更摆出
全套罗汉十八式，金鸡独
立、朝天蹬、罗汉叠，式
式超难，有华美的雕塑
感。由此《山亭》极对观
众的脾胃，曹雪芹曾借薛
宝钗之口夸其“排场又
好，词藻更妙，铿锵顿
挫”，却只字未提虎囊弹
之事，想必那时全剧已经
不传。大浪淘沙，往往淘
洗过后才见金珠，我觉得

与其说《虎囊弹》只存下
《山亭》一折戏，倒不如
说《山亭》保住了《虎囊
弹》一个名。

我还觉得昆曲所演，
要比小说所写更精彩。论
起这部“第五才子书”的
文笔，固然好到令人浮想
联翩，毕竟是歌舞来得更
亲切更直接一些。更要紧
的是，区区这一折戏，便
将整部书对智深的刻画与
评价全都演了出来———他
虽把汉子的两桶酒都吃尽
了，却以豪爽的天性打动
了汉子，两人嗔气尽消，
言归于好，快快活活，各
走各路。智深的真性就这
样被昆曲活生生地发扬了
出来，智深的归宿也就这
样被昆曲淡幽幽地暗示了
出来。《水浒传》写他宿
于杭州六合寺，当晚听得
钱塘江潮轰鸣，想起智真
长老的偈语“听潮而圆，
见信而寂”，一笑坐化，
临终前写下“平生不修善
果，只爱杀人放火”的自
评。而 《水浒传》 的赞
词，却把“杀人放火”释
为“禅杖打开危险路，戒
刀杀尽不平人”，终成正
果。昆曲净角须既演出他
的金刚身和霹雳手，又演
出他的菩萨心和光明性，
方不悖了金圣叹所下的一
百单八将之“上上人物”
的评语。
未发虎囊究不存，独

留水浒传中人。天生一个
花和尚，起舞行歌最得
神。（调寄《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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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性灵说实际上是一种诗说，近人所列性灵派三大
家袁枚、赵翼、张问陶皆出自清乾嘉年间，不算太
远。其中，袁枚的“性灵”说，强调性情是诗歌的第
一要素，“性情之外本无诗”。而这种性情要表现出诗
人独特的个性，“作诗不可无我”（《随园诗话》 卷
七）；明朝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是“性灵派”大家，
主张“师心自用，独抒性灵”。他在 《雪涛阁集序》
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
前人，从创作原则上看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求
变立新”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学
术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
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的。应该说，
“公安派”的主张，在晚明文学的思潮
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形成一种审美
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袁宏道无疑受到
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更和王阳明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心
学思想对说教式的程朱理学的修正这个
学术背景不无关系。由于他本人对禅学
的精通，并从中悟得“吾心本自具足”
“随缘自在”的观念、以为依据他缘的助力都非性灵
之道。另外，“性灵说”的艺术实践者，不乏“王学”
的拥趸，比如徐渭等。

追根溯源，“性灵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
重要主张有其源远流长和跌宕起伏的历史脉络。最早
使用“性灵”概念品评诗文的是南朝钟嵘的《诗品》，
突出诗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
舞咏”等特性，强调“直寻”和“自然英旨”之美。
他赞扬阮籍的诗源出 《小雅》，无雕虫之巧，可以
“陶性灵，发幽思”。后来“性灵说”的主张与之是比
较接近的。
如果进一步追溯，先秦两汉时的“性情说”应属

“性灵说”的起源，它们之间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
定区别。

那么，究竟什么是“性灵”呢？性灵之所谓“性”，应
指“性情”，这属于感性层面的心理范畴；所谓“灵”，
原意为“巫”，后引申为人的杰出才能。从词意上理
解，应指创作者同时兼涵本真的性情和杰出的才能，包
含先天的才气、心性和后天的学养、修为两个方面。
从风格上讲，真率、新奇、淡除教化、词高意远、汉

魏风骨、慷慨悲歌都是性灵的艺术呈现，惟其如此，
容不得虚假矫揉和过度修饰。诚如晋陆机 《文赋》
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
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
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
笔，聊宣之乎斯文”，一副士子的真我情怀和满腹华
彩跃然纸上，格局是大我的，是汪洋恣肆、气韵贯
通、不拘一格的。刘勰云“性灵镕匠，文章奥府”、

颜之推云“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萧
子显云“图写性情，各任怀抱”、萧纲
云“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等文学主
张，可谓“风云际会”、蔚为大观。
其实，大力提倡性灵、主张诗歌表

现性情的代不乏人，除以上提到的，还有唐白居易、
李商隐、司空图；宋杨万里；清初的黄宗羲、顾炎
武、王船山、钱谦益等，都反对形式主义、一味拟古
和僵化程式的诗风，强调出新意、去陈言，追求个性
化；继承先秦屈（原）宋（玉）的诗魂风骨和发扬汉
魏文人那种清新刚健的文风。
“性灵说”是针对文心与人心裂变的一剂良药，

崇尚真我、注重对“人”的提升；提倡生命的自觉和
表达的自由。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则是性情、才情和
个性面目的交融共振，以期在创作中达致“抑扬词
气、思极人文、风雅兴寄、意蕴含吐”的饱满状态和
自在语境，就精神实质而言，无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
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七律二首 姚国仪

黄菊花
霜浓始觉意绸缪! 嫩蕊初黄似带羞"

南院新泥埋旧迹! 东篱旧叶长新秋"

争妍或许供人赏! 落寞谁曾伴尔愁"

且放苍山茂林处! 一衣金甲竞风流"

红 枫

几经霜冻始精神! 别样丰姿更率真"

守得山林甘寂寞! 立于天地不沉沦"

逊修竹遍千重岭! 胜艳花争二月春"

纵使飘零犹绚烂! 欲题红叶寄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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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市区乘坐申川专线车，穿越杨浦
大桥，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可到
达浦东川沙古镇。
走进巷口，踏着光滑、古老的青石

板，向老街深处走去，犹如走进悠悠的
历史长廊。一排排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民
居静静地矗立着，触目皆是做工精细，
图案清晰，栩栩如生的石雕、砖雕和木
雕，以及透着古意的祠堂、书院、牌
坊、庙宇、宗谱，还有那古老的门罩、
天井、房梁、漏窗……都仿佛在告诉这
曾经的历史沧桑，古镇的精美与韵致尽
在不言之中。
古镇内河浜纵横交错，水面上碧波

荡漾，两旁的堤岸上绿树成荫，岸边贴水而建的亭
台、连廊曲曲折折，有凌波的感觉。特别是星罗棋布
的桥梁似乎在默默地穿越着老街的前世今生!成为古
镇的另一亮色。古镇老街两旁错落有致的粉墙黛瓦皆
镶嵌在古色古香的水巷民居之中，整条街面的商铺和
木板楼房鳞次栉比，其中有不少还保留着旧时的老字
号店招和原貌。
登上古老的城墙，这里茂林修竹，古木参天，却

依然焕发着葱茏的风姿，显现当年的恢宏和威严。据
史料记载，明嘉靖三十六年（"##$年）朝廷从里人
乔镗、王潭之请，兴筑川
沙城。九月始筑，十一月
竣工。城周围四里，高二
丈八尺，阔三丈有余。门
四，堞楼如之，东门名镇
海，西门名太平，南门名
迎瑞，北门名拱极，月城
四，雉堞三百七十二垛，
炮台十二座，吊桥四，濠
阔一十二丈，深一丈五
尺。如今，历经 %&"年沧
桑岁月，仅存城厢镇小学
东南遗址城墙一角。古城
墙上魁星阁高高耸立，飞
檐翘角，无言叙说着川沙
人崇文重教的儒雅风尚。
还有烽火台、古炮、诗碑
等遗迹，气度不凡，典雅
凝重，散发着中华民族的
古典审美情状。
古城墙不远处的“内

史第”黄炎培故居仍保存
完好。现在“内史第”可
谓大名鼎鼎，曾经在中国
近现代一些叱咤风云的历
史名人在此生活过。“内史
第”又名沈家大院，是一幢
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占
地面积 '%()多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多平方米，
系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书
画鉴赏家沈树镛（"*'+—
"*$'）祖上建于清道光年
间。这座有着 "$)余年历
史的宅第英才辈出：其中
包括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

者、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
培 "*$* 年诞生于此宅第
三进院内。宋耀如与倪桂
珍夫妇携子女于 "*,) 年
至 ",)%年在此生活了 ")

余年，宋氏姐弟在此度过
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因此
宋庆龄和宋美龄直至晚
年，她们的讲话还带有浓
郁甜润的浦东乡音。有人
为内史第宋庆龄诞生地题
联：“春秋十度凭飞去，
乡音一口认归来。”

据称，宋庆龄在
"*,'年诞生于“内史第”
第一进西侧沿街的房内 -

著名的翻译家傅雷曾租住
于此。
有人说，古建筑、古

文化、古树名木、乡贤达
人无疑是一座城市的乡
魂，川沙古镇有那么多的
历史承载，不正是这座城
市的魂么？

书 法
姚 竹

走近环城圆路
千 钧

! ! ! !行驶在上海中心城区的
"" 路电车，起点和终点站都
叫“环城圆路”，是一条循环
公交路线，站点多以老城门命
名，“环城圆路”四个字虽然
是在大多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
路名，却有着别样意义。要想
领略上海老城厢七百年风貌，
沿着 ""路的运行轨迹就可以。

"+," 年对上海而言是一
个极为重要的年份。根据资料
记载，那年，上海由“镇”升
格为“县”，并置上海市舶司
专管海上贸易。尽管古代中国
“县”级城市可以筑城，但上
海的城墙一直要到二百多年后
的 "##'年才拔地而起。登上
大境阁那沧桑厚重的城墙，凝
望眼前车水马龙的街道，才能
真切感受到传统对现代的无私
接纳与包容。最初的上海城墙
有六座城门（后来增至十座）。
城墙以内叫做“城”。但城的

辐射效应还会体现在城乡结合
部。在靠近城门的城外一带，经
济活动频繁、人口逐渐增多，慢
慢成为城的衍生地带。于是，人
们便用“城厢”一词泛指城内和
城外比较繁华的地区。上海老城
厢的主体位于今天中华路、人民
路围成的椭圆形
区域及其东南一
带。明末清初，
繁忙的水上交通
网络与各类贸易
使上海老城厢得到了“江海之通
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
口述项目开始之前，我们一

张张翻看历史上的上海地图。城
北的荒草丛变成了通衢道，租界
飞速崛起。反观老城厢，小刀会
起义等引发的战乱导致城区的破
坏、经济的衰落，大量人口流向
租界。十里洋场逐渐取代老城
厢，成为整个上海的象征。老城
厢人也曾奋起直追，城墙拆除

了，壕沟填平了，弹格路变成了
水泥地，老书院变成了新学堂，各
式游乐场、电影院人头攒动，但
这里的时光总是比环城圆路外要
慢一些。我们行走在文庙路，与
受访老人一道追念他们的一生。
初为少年便在文庙的旧书摊探觅

着精美插画的小
人书；长发系腰
后走进老弄堂的
菜饭店品味着黄
豆汤与腐乳肉的

浓厚；步履蹒跚却依旧要在酒家
常坐，温一碗花雕酒，嚼嚼茴香
豆。“不管这里变成哪能样子，吾
家吾根就在这里。”这是一位老
城厢人的肺腑之言，也像极了老
城厢坚守上海传统文化的誓言。
豫园是此行的终点。熙熙攘

攘的人群将我们推向九曲桥。文
保专家告诉我们，老城厢文物保
护的历史也经历过九曲十八弯。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老城厢的

历史价值才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以豫园、文庙为代表的古建
筑修缮改建工作取得了重大进
展。还原历史又充满时代气息的
老城厢，为上海旅游业的发展添
砖加瓦。习主席曾提出：“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这为老城厢今
后的繁荣指明了方向。
老城厢七百年的变迁史，也

是上海这座城市峥嵘变化的缩
影。历经这次短暂的旅途，我越
发执着于老城厢的往事，越发热
爱上海。无论是承载七百年兴荣
的老城厢、百年来风云际会的十
里洋场，亦或是今日蒸蒸日上的
浦江两岸……他们手拉手共同组
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明起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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