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曾溢滔

! ! ! !我生长在广东，但是命运却让
我的一生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在上海，我有幸师从谈家桢先
生，开启了我的遗传学求学生涯。
!"#$年那年我十七岁，是广东省
仲恺农校二年级学生。有一次我读
了科学出版社的《青岛遗传学座谈
会纪要》一书，读到谈家桢在会上
的发言，产生了到复旦大学跟随谈
家桢教授学习遗传学的强烈
愿望。于是我鼓起勇气，给谈
先生去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
就收到了谈先生的回信，欢迎
我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按国
家当时的规定，中专毕业生必须接
受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三年后才能
报考高校，而且当年复旦大学仅限
华东地区招生，是无法招收广东考
生的。谈先生与广东和上海市高校
招生委员会多方联系，使我终于有
机会跨区报考并且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从此走上
了遗传学研究之路。

在上海，我遇到了黄淑帧医
师，并喜结连理。%"$&年 '月(在复
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我做了
关于血红蛋白生化遗传的学术报
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吴文彦主
任听后联想到她曾遇到过一个呈
显性遗传的紫绀病人，即派她的助
手黄淑帧送来病人的血标本，我们
应用当时先进的血红蛋白分子杂
交技术，很快鉴定出这是一种血红
蛋白 )病，成为国内鉴定的第一

种异常血红蛋白，也促使我和黄淑
帧结为终生伴侣。从此我们一起合
作攻克科研难关。我们的女儿曾凡
一从小耳濡目染，对医学和生物产
生了兴趣。她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和生物学双博
士学位后，毫不犹豫地回国，和我
们一起从事科研工作。*++"年她
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利用 ,-. 细

胞获得了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小
小”，首次证明了 ,-.细胞具有和
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多能性。这项成
果在国际权威杂志《自然》上发表
后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被美国
《时代》周刊评为 *++"年世界十大
医学突破之一。

在上海，我和夫人黄淑帧创建
了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0年
春，我受上海市卫生局委托，在上
海市儿童医院筹办了一期医学遗
传学习班，成立了上海医学遗传研
究室。我们在血红蛋白化学结构与
功能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基因诊断
探索。我们在国内率先完成了各型
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杜氏肌
营养不良，血友病 1，亨廷顿舞蹈
症等遗传病的基因诊断和产前诊
断，研究论文发表在《柳叶刀》等国
际权威医学学术刊物上，奠定了研

究室在遗传病基因诊断领域的学
术地位。%""+年，研究室改制为上
海医学遗传研究所，研究领域逐步
扩展到基因治疗、转基因动物制
药、胚胎工程和干细胞研究。通过
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完成了奶
牛性别决定基因 .23的克隆和性
别控制；研制成功转基因羊和转基
因牛，从而把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引

向基础和应用研究相结合，
走上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我
们的转基因羊和转基因牛科
研成果先后两次被两院院士
选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干

细胞研究被选为“中国十大基础研
究新闻”。

科学是无止境的，最近我们
又通过转基因牛、羊的奶汁来生
产珍贵的药物和蛋白质，为国家
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年轻的一
代遗传所人在曾凡一所长的带领
下继续砥砺前行。

上海，承载了我一生的追求和
愿望。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放
眼全国，走向世界，从一个产品的
研发到一代产业的升级，进而引领
生物医药行业的跨跃式发展，这是我
们几代人努力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有
人问我哪来的劲儿，其实我只是具备

了一个科学家
所应有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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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谓“跳进跳出”是中国戏曲的一种
独特的表现形式，即演员从扮演的角色
中突然跳出来，以第三者局外人的身份
对剧中人物、情境进行简短的评点。这种
充满笑料的评说，俗称“放噱”，有时切合
人物彼时彼地的心理状态与规定情景，
叫“肉里噱”；有时游离剧情，结合时事与
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可笑事情，“现编现
卖”，即兴放噱，引来观众一片笑声，又叫
“外插花”。

这种形式在西方戏剧表演中也常能
见到，如英国古典戏剧———莎士比亚的
《一仆二主》，莫里哀的《悭吝人》，后现代
主义的戏剧中也不乏此例，但他们多数
以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旁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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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房顶那桶仙人掌，好
像十一年了吧，或许是十
二年。房子建好后，房顶遗
弃了一个拎水泥用的小破
桶，刚好把房顶剩余的一

点细沙扫起来装了进去，扔在了房顶一
米多高的边沿“裙墙”之上。妈妈
从别处剪了一片仙人掌叶子，随
便放进了沙里。

没人给它浇过一次水，更没
有人给它松过一次土，甚至没有
人多看过它一眼。即便这样，它居
然活了，扎根，生长，长了满满的
一盆。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冬
天枯萎，春天复活，一季一次新的
生命。其实我从来没有走近过它，
十多年了，从未有过。但它依旧就
在那里，就生长在那个破灰桶里，
那又干又硬的沙土里。

四月里一个炎热的午后，无
意间，我竟然发现了它的美好。挂完衣服
后，偶然回头，毒辣辣的阳光下，一朵鲜
艳的鹅黄色花朵泛着灵光，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翡翠般的叶子肥大嫩绿，嫩得
要掐出水来，鹅黄色的小花随风摇曳，如
此温柔的叶子和小花却存在于密密麻麻
的掌刺之中。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词，铁
汉柔情。或许它知道自己的美所以特意
生出这些掌刺来呵护？十多年来，我第一
次走近它。在无人问津的十年里，它就生
长在那个破灰桶里，扎根在那一抔沙土
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可它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如此恣意潇洒。

或许，它已经深深地恋上了这一捧沙土，
爱上了这个勉强可以歇脚的灰桶房子。
我每一个细胞不由得都充满了一份惊
喜，一份感动，一份爱恋。
我忽然又纳闷起来，一定是孩子们

的恶作剧，拿了一朵假花放了上去。我带
着几丝嘲笑和轻蔑走了过去，伸
手要拿下这朵“假花”。一阵刺
痛，刺醒了我猜忌的思想。我终
于定睛一看，这朵娇艳的花朵正
放出阵阵清香，微风下微微地颤
动，似乎要把一季芬芳和最美好
的时光献给最懂它的人。不可思
议，这浑身是刺的家伙，偏偏能开
出这么柔嫩的花。我不由得愧疚
起来，居然怀疑它能创造出如此
的美好，怀疑它可以创造出如此
意外的惊喜。
第二天又去看它，它竟然接

二连三地又开了几朵，不到一周，
再去看它，花朵已经枯萎，但花朵的下
面，一片鲜嫩的叶子依然显出雏形。我不
知道究竟该怎样表达我内心强烈的感
受。一个又烂又破、有些许干沙土的环
境，竟然开出如此娇美的花，花期虽短，
但是却孕育了新的生命，它留给人们的
那份美好和惊喜简直成了传奇。

萦绕在心头的不仅仅是一份感动了，
更多的就是一种敬畏，敬畏它这个小小的
生命是那么顽强，那么无畏。也许，它每年都
在努力生长，努力开花。我只是没有发现，但
它不畏别人的轻视和偏见，只是心存着那
份美好，不管你看还是不看，依旧生长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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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印度参加国际笔会
廖书兰

! ! ! !去年，国际笔会456789!

6:7,;6:< -=> ?第 0&届年
会在印度普纳（-@68）举
行，那儿距孟买 A++公里。
主办方是新成立的南印度
笔会中心，早在三个月前，
就通知各国笔会中心提供
诗稿，承诺稿件将翻译为
印地语，结集出书，并安排
印度广播公司替
诗人做专访和录
音播出。赴会的
我心头充满着虔
诚，因为我信奉佛
教，一直向往古印度文明。
会议主题是“真理、自

由与多元”。总会秘书长卡
尔 斯·童 奈 尔（B:9<8C
D;9689）、会长克莱门特
（E866,F89 B<8G867）主持大
会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国
的笔会中心近 *++位会员
代表参加。东道主南印度
笔会中心上午举行授书仪
式，将《甘地传记》授予各
国笔会的会长，我作为香
港中国笔会会长也上台获
赠一本。
晚上我们来到一个大

会堂听纪念甘地的演讲
会，大会主席讲述甘地的
一生。其间我见到一些当
地印度人数度落泪，拍手

叫好！若干人几次站起身，
语带哽咽地回应！场面十
分感人，可见甘地在印度
人的心目中是如何地神圣
伟大！
为期一周的笔会活动

安排得紧凑且多彩多姿，
其中之一的重头戏是到普
纳大学植树。那天上午，在

校园内的国际语言公园
区，主办方安排每个笔会
中心种植一棵树苗，寓意
多元的语言文化共生互
存，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
校方更设计在一块约

*米长 %米半宽的白色画
板上签上我们每一个国家
笔会中心和参加者的名
字。全场共种植了 %++多
棵小树，代表了 %++多个
国家的笔会中心，热闹纷
繁的植树场景，令每一个
人都欣感兴奋，我为“香港
中国笔会”挑选了一棵绿
油油的小树苗，由几位大
学男生帮我挖土﹑栽树和
浇水，希望小树苗能茁壮

成长，将来长成一棵大树。
国际语言园区象征世

界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每一棵树代表一种语言，
日后每一棵树都将配有录
音，当人们走到每一棵树
前时，录音就立刻以这棵
树所代表的国家语言说
话。普纳大学校方说，他们

会细心保护好这
一大片绿树园
区，将来当我们
再访印度时，会
到普纳大学走一

走，那个时候，这些小树一
定长高了，可能已经超过
我们的身高。

植树活动结束以后，
主办方安排我们分组访问
几间学校，与学生进行文
学交流。我们每一个作家
都被邀请到讲台上发表英
语讲话，而我选择用普通
话朗诵我的诗，并请那位
教授用印地语朗诵，那是
在三个月前他已将我的诗
作译成了印地语的学者。
学生的反应很热烈，认为
我的普通话朗诵，虽然他
们听不懂，但觉得像音乐
一样跌宕有致；而
通过印地语的朗
诵，他们明白了我
诗作的含义。当我
们离去时，学生们
不断找我自拍合影。于是，
在各个不同的手机上，我
看见了自己：一个东亚人
处在一群南亚人中间，面
孔显得特别白皙而秀气。
这一刻，我懂了，在诗的世
界里没有地域疆界；读诗
也即是读人；诗言志，每一
首诗都是情感从心胸中喷
薄而出，先感动了自己，才
能感动他人！
当天活动还有一个节

目，我们要步行一段路，沿
途有盛大的欢迎仪式，一
队队学生穿着各式各样的
民族服饰，井然有序，但五
彩缤纷、热闹不凡，鲜艳夺
目的街景像似巴西嘉年华
一样。男男女女纷纷用他
们的语言向我们表示问
候，虽然听不懂，但能感受

到他们的热情。女孩子们
在我们额头点上了朱砂
红，并在每一个人身上撒
上金色的粉末，以示欢迎
与祝福。
闭幕式之前，大会安

排朗诵各国诗人的代表作
品，我的诗作由大会主
席、著名教授 -9;H -9:IJ:

K:6;9L:9在台上以印地语
朗诵，获得全场如雷的掌
声。无疑，这是对诗人的肯
定，对翻译的肯定以及对
我华文的肯定！当然也是
给大会主席的喝彩！

国际笔会第 0& 届年
会结束了。我虽然觉得疲
惫，但感到此行收获丰富，
不由想起当日从香港取道
新德里转抵普纳机场时的
情形，仿佛是昨日重现：晚
间八点多抵达，放眼机场
外，几棵树，数点灯光，一条
老狗，不像机场倒像是邻家

花园。
我由普纳飞新

德里，由于等待转
机飞回香港的时间
尚有 %%个小时，我

雇了一位导游带我进入了
市区游览观光。我看见大
街小巷许多的牛只，有白
牛黑牛黄牛，有的站在路
中心摆姿势，所有的车辆
必须停下来，不按喇叭，不
赶它们走，只能停下来等
待牛只自动离去，有的牛
在垃圾堆里找食物吃。我
为了想打破在车内等待的
停滞空气，无聊地问了司
机，“牛肉很好吃，你们吃
牛肉吗？”只见他回头狠狠
地瞪了我两眼说，“牛是我
们的保护神！是圣牛！不能
吃！”他还骄傲地宣称，“印
度的牛比人还要多！”哦！
这就是天生天养，自由繁
殖的印度牛？
再见了，印度！再见

了，牛的天堂！

! ! ! !这在我
国京剧、川
剧小丑的表
演中也能发
现，叫“插科
打诨”。但此

种“跳进跳出”的表演形式
用得最多的还是评弹与滑
稽戏，因为这两种戏曲表
演形式比较随意。过去在
书院茶楼演出，观众来去
进出自由，他们入书苑、进
剧场是来找乐子，放松心
情的，所以必须用笑料将
他们“勾住拉牢”。书与戏
不能太正，若无笑料，不
噱，不好听，观众觉得索然
无味，不满足，就容易“抽
签”离场。用“跳进跳出”的

形式，放完噱，再跳进角色
中去，继续扮演戏中人物，
这种方法能拉近演员与观
众的距离，增强剧场的气
氛，凝聚人气。

评弹界有个张鸿声，
人称“放噱大王”。他与人
“越做”时，总放在
最后一档“压阵”，
俗称“送客书”，因
为他“放噱”针砭时
弊，噱天噱地，每每
把想“滑脚”的听客拉牢，
一直把书听完才走。

上海解放不久，评弹
界诸多著名演员联合演了
一场书戏《野猪林》，林冲
一角分别由蒋月泉、杨振
言扮演，蒋演前半场，杨演

后半场。杨振言算“三脚
猫”，会翻“吊毛”，唐耿亮用
水火棒佯打林冲，狠狠往
地上一拍，他当即翻了一
个“吊毛”，孰料头上的发
髻掉了下来，露出小分头，
观众当场哄笑。唐耿良立

即放下手中的水火
棍，上去帮他套发
髻，但总是套不上。
无奈之下，导演应
云卫急忙拉下大

幕，让化妆师替杨振言重
新打髻，与此同时就请张
鸿声上台，与唐耿亮一道
在大幕前放几只“噱头”，
引得观众大笑，以此解围。

当今评弹与滑稽戏
“跳进跳出”的形式用得少

了……唯有笑料积累多了(

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角色中
跳出来“放噱”。须知笑料是
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
观察、经过精心思考，提炼
出来的。前辈艺人无论去菜
场、浴场、歌舞厅，还是去酒

家、理发店，只要留心观察，
上自白领、老总，下至蓝领、
警察，都能从他们的谈话中
发现不少有趣内容，找到笑
料。诚望我们的青年演员能
从老艺术家“放噱”的本领中
领悟到“放噱”的表演能力。

闹市里的鹭巢群
张勤龙

! ! ! !浦东哪里最热闹，当然是陆家嘴；陆
家嘴哪里最热闹，当然是东方明珠。在东
方明珠前的天桥上总是人山人海。
今天中午，我在浦东滨江大道散步，

抬头看到东方明珠，也信步穿小路往这
里走。谁知在这条小路的围墙外，看到了
一棵大槐树，树上有一个大鸟巢，四五只
白头翁，正围绕着这个巢，一边不停地跳
跃，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闹市之中
见鸟巢，何况，在东方明珠塔下，这让我
惊喜不已。
我急忙给鸟巢拍了几张照片，就匆

匆往里走，想绕过围墙，看个究竟。谁知
一路走来，看到里面的树上，竟然挂满了
成百上千的鸟巢。有的树上挂了三四个，
有的树上挂了十几个。特别在一棵棵水
杉树上，鸟巢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只听见
鸟儿在林间欢唱，只看见鸟巢在树上高

挂。这里的鸟巢，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简
直就是一道城市风景的奇观。
细看每棵杉树上的鸟巢，上下间隔

得当，距离相等，仿佛是学了东方明珠三
大球的排列模样。当我发现这个小细节
时，禁不住哑然失笑了。都说人类聪明，
能仿生，搞创造，见到鸟儿飞翔，就能研
究其飞翔原理，从而发明了飞机，而东方
明珠塔后花园里的鸟儿，居然也“仿人
类”筑鸟巢了？！

这是什么鸟？询问了路过的长者，回
家后，又翻阅了有关资料。经过研究，我
才明白，安营扎寨在这里的主要是夜鹭。
又名水洼子、灰洼子、星鸦、夜鹰（浙江）、
夜鹤、夜游鹤（海南）等。而夜鹭有一个
重要特性，就是喜欢集中在一片树林里，
而东方明珠塔后花园里的树，刚巧绝大
多数是人工密植的水杉，和夜鹭的特点
奇妙结合，刚巧筑成了
一片几乎是仿东方明珠
结构特点的鹭巢群，这
是一个何等少见的人间
奇观啊！

十日谈
院士的长三角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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