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五月一日《新民
晚报》夜光杯上读到吴基
民写的“一位老记者的纺
织情缘”一文，心里有一
种说不出的难受，我认识
的吴复民已驾鹤西去了
吗？
那年，我在广西经委

上海联络处任负责人。
2000年8月5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举办“广
西·上海工业经济技术恳谈
会”。为了办好这次大型活
动，我设法请到上海主要报
刊媒体记者到广西，对自治
区工业企业和领导进行专
访，并在上海报刊进行报
道，为8月份的“工业经济
恳谈会”进行
造势。在上
海市级机关
工委和上海
市经委的帮助
下，请到了新华社上海分社
的吴复民等人。
记得当时吴复民年龄

最大，知道了我的身份后，
就对我说：你比我小，咱俩
之间的称呼你叫吴姐或吴
大姐，千万别口口声声地
叫我吴教授了。这句话让
我顿感亲切，一下子拉近
了我俩之间的距离。
飞机到达桂林二江机

场，不久飞机广播“因本机
有故障，不能继续飞行，要
等飞机修理后才能起飞。”
突发情况，我们三人立即
商量，吴复民说：“既然已
到广西，我们就先在桂林
走访一下工业企业，然后

再到柳州走访，因为柳州
是广西的工业重镇，最后
再到南宁，这样的采访方
案是否可以？”领导研究
后同意，马上指示桂林市
政府派车到桂林二江机
场接我们到桂林榕湖饭
店住下。晚上吴集成副
市长和市经委陈刚主任
与我们进行了座谈。吴
副市长提出：“你们是上
海来的贵宾，能把你们留
在桂林，这是桂林的幸
运，我想让你们明天去游
览一下漓江风光，采访工
作放后再说吧。”吴复民
回答说：“谢谢吴市长的
好意，我们受自治区领导
的邀请来广西是为了解

工业企业发
展现状和交
流今后的工
业经济规划，
我们此行时间

较紧，必须以工作为主，
游览以后会有机会的。”
此话一出，让桂林市领导
非常钦佩。如此好的职业
精神、思想素质，体现了上
海记者的敬业。
每到一个企业，吴复

民都能认真听取企业汇
报，针对问题向当地领
导提出建议。特别是在
与自治区领导交流中，
她直言不讳：广西工业
发展必须加快改革开放
的力度，利用内外资金，
大胆实践……
时间已过去23年了，

在此，我向吴大姐道一声：
谢谢您为广西出力献策。

邓子建

上海记者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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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名家与经典

学习、传承和创新，聚焦名
家与经典的故事，让你感知中国
文化有当下，有未来。

——编者
音乐剧作为舶来品，在中国

的传播和发展印证了中华文明
突出的包容性，激荡出文明交流
与互鉴的能量。中国音乐剧在
当代千帆竞发时，更应以原创力
为不竭的东风，在中华文化对世
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之
中，扎根我们的文化土壤，用音
乐剧讲好中国故事，建立起中国
音乐剧的民族特质，推进音乐剧
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将其转
化为民族内生的艺术表达形式，
这是中国音乐剧导演的使命和
奋斗目标。原创音乐剧《赵氏孤
儿》是经典的现代演绎，是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化创新的自觉尝试和挑战。这
部巨作经过历史与文脉的沉淀，
矗立于世界大悲之林，其感人至
深的故事、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风骨与气度，
是中国戏剧经典走向海外的先
驱之作，享誉世界。历经三百多

年传承流变，在各艺术门类中百
家争鸣，历久弥新。
用音乐剧创作《赵氏孤儿》，

根基是音乐剧剧本的当代创
作。我以詹姆斯 ·芬顿改编的同
名话剧剧本为基础。他用西方
现代悲剧文本的构建方法，首次
将目光投注在故事里未被照亮
的角落，注入了新的意象。我在
音乐剧剧本的改编中，聚焦并放
大故事中的戏剧张力、更注重挖
掘人物的情感挣扎，捕捉瞬时中
的 无 限
性，以强
化推进性
叙事的原
则对全剧
做了创造和调整。一是增设程婴
亲子（古往今来的舞台上常被忽
视或遗忘的道具）灵魂的全景式
线索，将其视角立体化。二是调
整剧情和删减人物，以时空平
行交叉的形式，同步展开多个
场景空间。三是突出画卷的象
征，立体化处理，增强其功能和
空间感。
我以文本中建立的现代性为

核心，深层次地融入中国传统写
意美学，在表演和视觉等综合方
面塑造出鲜明的现代性整体风
格，在我们的音乐剧中厚植民族
特质。音乐剧的视觉方向则以当
代艺术风格为基调，将故事从它
的历史时空之中抽离。舞美呈现
残垣陷入大地之感，八台投影的
介入产生了丰富的光影语汇。人
物造型高度统一在当代艺术风格
之中，东方元素镶嵌其中，成为融
合性符号。

我 们
自然地以
中国文化
为本体和
立足点进

行文化的对话，不落入他者的凝
视；坚持大写意的戏剧风格，融
汇民族文化中的诗意与浪漫；严
肃思考“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
杀”的道德悖论，更对匹夫心怀
天下苍生、舍生取义的壮举永怀
敬意，并将这份民族品格代代相
传。我想，音乐剧《赵氏孤儿》显
示出了两层文化自信：一层是通
过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水平体现

出的文化自信；另一层则是通过
作品传递出的民族之雄魂和文
化之光晕体现出的文化自信。
在全球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当
下，一位千年前的草泽医生用
“爱”与“义”的火光显露出中国
人的智慧和态度，“我不能看见
黑暗欺压星光，因为我心要一直
点亮。”
音乐剧需经文学的锤炼、音

乐的浇灌和舞台的锻造，这一过
程蕴藏了人无限的创造性可能，
给我们以爱和泪水、震撼或温
暖、默然或醍醐。中国音乐剧应
当立足脚下，胸怀远方，创造未
来。通过不断积累的优秀作品，
中国原创亦能丰富音乐剧的内
涵风格及美学意义，在全球化的
语境中，为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提
供独特的艺术价值。
（作者系原创音乐剧《赵氏

孤儿》改编者/导演）

徐 俊

音乐剧“本土化”

责编：朱光 沈琦华

读诗多的
人会更喜欢自
己，会对自己有
更多的期待。

不夸夸其谈，不指导
别人的生活，不要替别人
发愁。这是大家都明白的
道理，所以现在聚会越来
越难，如果不是工作餐，大
家勉强说些有的没的。朋
友相聚，哪怕是老朋友，都
不知道说点啥，说熟悉的
人的八卦有点不厚道，传
出去还得罪人，闷头干饭
则不如不去。
就算是多年铁友，高

光时刻的事情也至少说过
五到十遍了，无论是吃多
高级的饭，吃完也都筋疲
力尽。
管住嘴很难，你整天

跳广场舞老伴没意见吗，
你不给儿女带孩子合适
吗，退了就退了兼职不累
吗，别墅那么大住“空屋”
不吉利哦，等等，这一类
的提问当然都是话引子，

然后巴拉巴拉接下来全
是对别人的评价和自身
的感悟，说着说着就成为
“场外指导”开始畅所欲
言。
然而反过来说，你每

天窝在家里都不闷吗，你
辛苦带娃还被儿媳妇嫌弃
简直自讨苦吃，我兼职说
明我还有剩余价值还有光
和热，我就喜欢住大屋不
憋屈，想一想也都是成立
的哈，也都是按照实际情
况决定工作方针。
有些终极问题更不要

替别人发愁，你看你学文
科学艺术将来喝西北风
啊，其实哪怕是自己的家

人孩子，都请尊重别人的
选择。今天学到一个新的
观念是：人的发达全靠变
异，说白了就是提高下限
等待运气，否则学科优选
争当卷王，结果一样一地
鸡毛。
不结婚没孩

子那以后怎么办
啊，好像我们有办
法似的，不要说婚
姻半死不活孩子
啃老，就算是夫妻
恩爱同龄人还不知道谁
照顾谁呢，加上子女远游
远嫁，结果不都是一样的
吗，面临的问题也都一
样。

有些事可以有态度，
但是不必指责，许多决定
都是千思万想之后的结
果。我们觉得自己最高
明，尤其是对好朋友，不说
出来简直如受刑一般难
忍，同样也是修行。实践
检验真理，就是不见得自
己的认知就正确。
有个典型的例子我写

过好多次，就是当年在北
影宿舍楼，大家都为葛存

壮的儿子发愁，
这孩子将来怎么
办啊，又不是奶
油小生，又不是
让人过目不忘的
丑星，情况就是

这么个情况你说他能演啥
呢。后来葛优就当了影
帝，所以替人发愁要有个
边界，多想想自己家的那
些糟心事。

张 欣

不要替别人发愁
90年前，一位33岁的年轻人花了四

天时间写下了一万七千字，我们这代人
记忆犹新的是其中几句话：“鲁迅从进化
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
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
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
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
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但这
篇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史上的里程碑文
献，更加深刻地影
响了他从未谋面的
外甥、我的老师王
铁仙先生。这篇文
章就是我们中学里背诵的、瞿秋白1933

年写就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瞿秋白对鲁迅杂感是这样评价的：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地写
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
多。……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
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
会论文。”“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
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
熔铸到创作里去；同时，残酷的强暴的
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
形式。”有人说，瞿秋白的这篇《序言》不
仅成为解读和评论鲁迅及其思想的范
本，而且也明确了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
批评史上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方法。
瞿秋白不单单是肯定了鲁迅杂文的

价值，并且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把鲁迅及
其思想，放在具体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加
以解读。这种“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或
者说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明显影
响了王铁仙老师。
如果说，我们中学时背诵的是只言

片语，那么王铁仙老师和他们这代人，记
住更多的则是痛苦的经验与深刻的观察
所带来的宝贵的传统。长汀取义成仁
日，国际歌声动九天。我们今天所熟知
的“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就是出于瞿秋
白的译笔。他就义的消息传出后，有人
这样评价：“瞿秋白是个很诚实的人。只

有非常诚实与道德纯洁的人，才能创造
出充满深厚真挚感情和具有特殊感染力
的作品。瞿秋白既有共产党人的钢铁意
志，又有人的温柔；既有严格的党性原
则，又有幽默与和善。”
作为当年上海大学的学生，施蛰存

先生对老师有过这样的评价：滔滔不绝
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
与舅舅不同的是，王铁仙老师则更

像田汉的讷讷难
言。铁仙老师自
己就说，不善于交
际，不喜欢在大庭
广众中讲话，更喜
欢安静地独处。

即便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也不是看着学
生讲，而是“越讲身体越向右偏转，讲到
后来就仿佛是在对着窗外在讲，而且时
或自己笑起来”。这是他的学生倪文尖
教授的生动的描述。但在王老师温和
谦逊的表面之下，还是存在着和舅舅一
样掩不住的气概，那就是瞿秋白1923

年写的：“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
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
霄。”

6月18日是瞿秋白烈士就义88周
年。从瞿秋白到王铁仙，他们为斗寒潮而
检点新泥，为衔
春色而直上云
霄，从痛苦的经
验和深刻的观
察之中，接续传
承现代文学批
评的宝贵传统，
则是我们今天
尤应关注的。

王为松

为衔春色上云霄

双休日，公司群里的员工在发贺喜
的短信。原来是女员工小陈前天生了个
七斤多重的大胖闺女，今天在工友群里
报喜，大家就欢呼庆祝起来。作为老板，
他觉得自己也有一种幸福感。他退休后
就正式经理了这个小公司——一家文化
传播公司，公司人不多，只有十几个员
工。
老板应该怎么

做？一定是自己利
益最大化吗？初接
手时，他不断这样
问自己，他觉得不能这样。
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财富、人生

的幸福，但追求自身幸福不能与大家的
幸福对立起来，矛盾起来，更不能用此消
彼长来实现。最终他给自己画了条红
线：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老板，应

该是追求自身幸福与追求大家的幸福并
行不悖！
他说到做到！退休几年来，他与员

工协力奋进，让他感到幸福的是，每年让
员工有了一份还算饱满的薪酬。每年在
跟员工年终聚餐时，他就感觉无限幸
福。每当员工婚嫁生育时，他也会感到

无限幸福。
今年年初，上

海风雪漫天，雪花
飞扬，很快就在地
上铺了薄薄的一

层。就在雪花飞舞的时候，他驾车出行
了，他是到浦江镇探望一名被查出患乳
腺癌的优秀女员工，并按上班全勤发放
了工资奖金。都说人生不易，如果每个
人能把独享独乐与众享众乐融为一体，
可能我们会活得轻松些。

宋长星

小老板的幸福

南瓜打着巴掌大的心形伞，趴在布满小
坷垃蛋儿的土地上，抬起圆乎乎的肩膀头
儿，塌下细嫩的腰肢，撅着浑圆的小屁股儿，
仰起带刺儿的脖梗儿，“吱儿吱儿”喝露水。
竖看，它是个胖胖的“8”，横看，它是只小娃
的鞋底样儿，再仔细看，它那鼓腾腾的小样
儿，活脱脱就是吃奶娃儿的小脚丫子。
“三月三，茅芽尖，葫芦汴瓜往地里钻。”
这汴瓜说的就是南瓜。春三月断了霜，

在朝阳的墙根儿、菜园边、水坑沿儿上，随便
找个僻静的地方，刨个水桶大两三尺深的
坑，垫一箩头沤好的家畜粪，掩一层熟土，浇

两盆水洇洇，丢几颗选好的种子，盖上几锨半干的土，
拿刺槐枝儿栅一圈儿，就等它爬龙头结瓜了。南瓜比
萝卜白菜还泼，几根龙头一扑楞，通身上下都是刺儿，
小孩子手狂惹了它，弄不好，就被它在胳膊上、手背上
拉道血口子，管叫你几天不敢沾水。
南瓜是粮食也是菜，种得好，一埯儿能结一百多

斤。半大的嫩瓜切丝儿焯焯，浇上蒜汁儿拌凉面条儿，
垒尖一碗费不了二两面，爽口，耐饿。来了客人，拌面
煎汴瓜饦儿，两面焦黄，中间软脆，比肉还好吃。南瓜
长成个儿还掐得动的时候，切成片儿生炒，多少放点猪
油，放上些花椒面儿青辣椒，炒半锅当饭，一顿一大碗
也吃不坏肠胃。皮儿变黄掐不动的时候，南瓜就老
了。切成块儿搁红薯锅里蒸蒸，或是丢在汤锅里煮煮，
吃了治胃酸。老南瓜和小米一起闷干饭，裹成疙瘩，吃
起来沙棱棱的面甜。南瓜子儿比西瓜子儿厚，一颗瓜
子仁儿顶两三颗葵花子儿。掏出老南瓜的瓤子，抖抖
搦搦，饱盈盈的瓜子扑扑沓沓掉下来，舀两瓢清水淘
淘，搁柴火垛上风刮刮太阳晒晒，一头儿大一头儿小的
瓜子白亮亮的，拿一颗从小头儿掐破，转着圈儿往下
剥，绿莹莹的里儿，绿莹莹的子儿，填嘴里一咬，嗑嘣，
不脆不酥，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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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马飞驰天路上，心情穿越两千年。
屯田戍角怀棠广，出塞论交念泽骞。
雁阵高翔明月照，冰川万里百花鲜。
养蜂俏女伊犁匿，可结羊倌苦恋缘？

彭蠡之子天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