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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陆澹安诞辰一
百三十周年。在上海评弹
团团长高博文的办公室，
笔者见到一份珍贵的收
藏：《秋海棠 ·恨不相逢未
嫁时》手稿。“感谢澹安先
生文孙陆康先生的慷慨捐
赠，让我们能一睹大师的
手笔”，高博文如是说。
对评弹稍有了解的朋

友都知道《啼笑因缘》和
《秋海棠》两
部书，自民
国时代开始
传唱，经过
历代评弹艺
术家的演绎
加工，已成为不朽经典。
《啼笑因缘》和《秋海棠》是
张恨水和秦瘦鸥的小说，
但把小说改编成弹词的，
却是另一位大家：上海文
化名人也是国学大家陆澹
安先生。
陆澹安原籍江苏吴县

洞庭后山、出生于上海大
东门外咸瓜街大王庙衖，
他本身就集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家、弹词作家、教育
家、侦探小说家、诗人、书
法家于一身，倘使没有这
两部弹词作品，他在上海
文化史上也有自己独特的
地位。但因为有了这两部
书，“陆澹安”的名字和评
弹牢牢联系在一起，为更
多的听众所知晓。只要这
两部书还在传唱，人们就
会想起“别凤”时的“临岐
话别倍伤心”、想起樊家树
拿到侮辱人的支票时发出
的“世人谁不爱黄金，偏是
你这金钱害煞世间人”，还
有爱海沉浮的痴男怨女，
听到罗湘绮女士唱出的
“恨不相逢未嫁时”，怎能
不一掬同情之泪呢。而这
些经典唱词的作者，正是
陆澹安先生。

三十年代，喜听评弹
的陆澹安先把张恨水的小
说《啼笑因缘》写成弹词，
由沈俭安、薛筱卿双档和
朱耀祥、赵稼秋双档演出，
由此成为民国文人以新小
说改编弹词的“第一人”。
他在《啼笑因缘弹词》序中
曾说：“恨水著《啼笑因
缘》，余读而喜之，谓足乐
我，因制为弹词，播之弦

索，兼欲以是乐天下人
……使弹词之能具有民族
思想，而于娱乐中爱国
……”创作《啼笑因缘》后，
他再接再厉，四十年代又
把秦瘦鸥小说《秋海棠》改
编成弹词，这次表演的工
作交给了范雪君。
“恨不相逢未嫁时，昔

日里罗敷陌上采桑枝”，或
许因为陆和范是苏州同乡
又是民立中学的校友，范
雪君把陆澹安的作品唱得
尤其传神，《秋海棠》这部
书似乎也为范雪君量身定
制的。唱的是京剧
演员的故事，范雪
君标准的国语可以
发挥，且穿插各种
京昆唱段，加以范
雪君独有的表演风格，让
听众如痴如醉。“恨不相逢
未嫁时”“自古红颜多薄
命”“爱女一片慈父心”等
唱段，听来像是范雪君在
唱自己的身世，实是“我见
犹怜”。
“艺术和知音都是需

要传承的”，说起自己和陆
澹安嫡孙陆康先生的交
往，高博文颇有感慨。陆
康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是
上海的书画篆刻大家。一
次偶然的机会，高博文和
陆康先生相识，由此成为
知己。十年前的2014年，
上海举办了陆澹安诞辰一
百二十周年弹词作品演唱
会，高博文弹唱了一曲《寻

凤》，“现在网上能搜到，这
是我很满意的作品”。那
次演唱会的策划者之一陆
祖祺，是陆澹安的公子，也
是评弹界知名的票友。
听众熟知的《啼笑因

缘》弹词，主要是姚荫梅、
蒋云仙、江肇焜等的版
本。其实三十年代最早弹
唱这部书的，是沈俭安、薛
筱卿，后又有朱耀祥、赵稼

秋。姚荫梅
根据朱耀祥
的本子进行
改造，形成
了现在普遍
流传的《啼

笑因缘》版本，但追根溯
源，还是滥觞于陆澹安和
沈俭安、薛筱卿。另外，高
博文老师之一陈希安的太
太张维桢曾向陆澹安学习
评弹创作，如此说来，关系
又近了一层。
机缘巧合，当陆康先

生整理祖父旧物，找出这
份尘封已久的《恨不相逢
未嫁时》手稿，他毫不犹豫
将其捐赠给了上海评弹
团。在自己祖父手稿的末
尾，陆康先生写下了这样
的文字：“先祖澹安公为女

艺人范雪君编此剧
本，时民国三十四
年，演唱红遍江浙
沪，范雪君因此评
为弹词皇后。其中

一曲《恨不相逢未嫁时》成
为评弹之中经典唱段，顷
整理书匮得此段之手写草
稿，弥足珍贵，裱装留念。
匆匆岁月已过七十五载
矣。”落款：辛丑冬月陆康
敬忆往事并记。寥寥数
语，对祖父的情感跃然纸
上。

1949年后，评弹曾有
一次创作的高潮期，陈灵
犀、平襟亚等民国报人甚
至进入上海评弹团专司创
作。陆澹安却是深居简
出，卜居虹口溧阳路，深藏
功与名，应了他的名字“澹
安”，澹泊、安然，1980年
以86岁高龄捐馆。2017

年，陆澹安先生之孙、书法

金石家陆康先生将祖父的
评弹作品整理后结集出
版，书名就用了当年范雪
君所唱《秋海棠》中的经
典：《恨不相逢未嫁时》，可
见他对这段“唱篇”的喜
爱。
太多太多的评弹手

稿、剧本、录音、唱片等等，
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或
许因为这份澹泊和安然，
陆澹安的手稿、书信、剧本

等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
也让喜欢评弹的观众能有
机会看到大师的手迹。“这
是评弹文化传承的幸运，
或者说是奇迹也不妨”，高
博文仔细地摩挲着泛黄的

手稿，如此感叹。
吴侬软语、弦索叮咚，

评弹艺术在江南地区已经
传唱了数百年。人们担心
这门古老的艺术还能生存
多久，但评弹却总是像田

埂陌上的花枝，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
幸运，或者像高博文说的
“奇迹”，却并非偶然。是
惺惺相惜的奔赴，也是薪
火相传的承继。

周 力

陆澹安的评弹手稿

论牙，“一日三遍刷”是受以前
的同事宋元影响。
多年前我们都在文新集团38F

之新民周刊特稿部供职。午饭毕，
总看着他敲着牙刷去盥洗室，人或
背后说他“洁癖”，我倒是大为激赏，
想那口腔晨起盥洗后，直到晚上睡
前才再来一遍，起码十五六个小时
的“藏污纳垢”，残渣加持，胃气熏
蒸，多少缝缝隙隙，多少菌群作祟，
有道是“破山中贼易，除牙中贼难”，
只有一法，刷。
“一日三刷”一晃多年。小宋已

成“老宋”，但牙齿依然雪白坚挺，白
厉厉作噬人状。我可不行，右颊种
了三颗，左颊种了1颗，人或夸我的
牙，算是同龄人的“小康”，才窃喜了
没几天，左颊发难了，左下“第一前
磨牙”近来动辄肿痛。冰敷，无效。
嚼蒜，无效。试试清洗，一碰就疼，
去医院，只一个字：拔！
拔，容易。但尽信医，不如无

医。有的简单事实，还得独自想想。
那“第一前磨牙”，虽然肿痛非

常，但丝毫不晃。坚如磐石。那么
这“肿痛”就不像是牙根处的炎症，
如果是牙尖炎、牙周炎，则除了痛，
还会“摇”。于是为了杀灭一切口腔
害人虫，我每天服用甲硝唑，据云是
所有厌氧杆菌的终结者。
问题是，此药副作用太大，服用不

久就强烈恶心，厌食，口中有金属味。
只好再去医院。已经是第三次

做全牙床CT了，医生仍说看不出任
何异物，就是牙周炎，建议仍然一个
字，拔！
我坚决不从。人牙微毒，烧存

性（碳化），麝香少许，为末吹之，治
乳痈（乳房急性化脓性疾病）如神，
本草纲目尊称为“佛牙散”，还能治
漏疮恶疮痘疮（天花），说明
人牙是有灵性的好东西。不
可轻弃。
一周后，患处肿如花生米，

但仍岿然不动。去医院，又称
他们不引流的，我酒精消毒了，自己
开干，引流后有血水汩汩而出，红肿
立刻消退。
隔几天，它又肿了，大如蚕豆，

感觉就在牙龈表层。我始终不信炎
症在深处。好在我的右颊部早已启
用，所有食品加工统统归右。
继续“一日三遍刷”。甚至漱口水

也加入，一天漱五六遍，使口腔常常接
近无菌状态。一天早起，拿起牙刷又
往患处轻轻拖拉，忽觉有异，第一前
磨牙的牙龈怎么“毛拉拉”的有如“硬
痂”，像装了拉链似的。伤口结痂
了？用手指一拨，居然有小小“骨片”
露出牙龈，一如矿苗。
我大奇。疑心是牙骨碎裂了，

表层的骨组织剥落了。闯祸了。一

天天地拖延，终于拖出了祸祟……
事已如此，索性捏住梢尖，像

拨弄闹钟背后的快门似地用劲一
拨——隐约“橐”的一声，“骨片”颓
然滑出，大量血水涌出，但肿如蚕
豆的患处立刻为之一瘪，一松，牙龈
马上恢复了原状。
放大镜下，“骨片”呈方方的一个

“M”，一面似有珐琅质，一面毛坯状，
但一定不是我的牙组织，因为一夜之
间，患处收口，车钳刨铣，“第一前磨
牙”立马恢复了它强大的碾压力。
作为戏剧性的证物，我把M形

“骨片”标好日期，收进了袖珍收纳
盒。它最初可能是鸡胸骨，也可能
是甲鱼骨，总之，基本是一次饕餮后
的孑遗，悄然深耕，又悄然冒泡，我
拿了它找医生求解。医生照例将我
牙床又CT了一次，说话倒还诚恳，
1，人体有自愈功能，这颗牙，“瞎眼
小鸡天照应”，自救了，祝贺侬！2，

倘若当初拔了，因为肇事者
是隐身的“小骨片”，不是牙
齿，所以牙龈将继续肿如“蚕
豆”，植牙不能，假牙不能，若
强行种牙，不但原来的牙齿

白白牺牲，新种之牙也会失败。多
少冤假错案都是这个理。3，“一日
三刷”希望继续。4，今日全程免单。
我想，牙之医案载入古籍的不

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古人尚未
活到满口闹牙就死去了。几百万年
的进化史里，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就
20来岁，据林万孝的《我国历代人的
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夏商时的
“人均寿”不超过18岁，周、秦时期20

岁，汉代22岁，唐代27岁，宋代30

岁，清代33岁，民国时期约35岁。
好了，按造物主的设计，我的“第

一前磨牙”早就超限服役，过了保质
期了，想想家里的食品、冰箱、手机、
电脑，请问哪一件没有使用年限呢？
超时享用，该感恩才是。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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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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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电视剧《追风者》正在热
播。剧中操着一口浓浓宁波口音上海话
的反派角色大银行家虞世清，引起了人
们极大的兴趣。此人挂着江浙商会会长
的头衔，自己有银行、有工厂等众多产
业，从形式上看很像上世纪二十年
代富甲一方的虞洽卿。因此，不少
观众以为，电视上的虞世清就是以
虞洽卿为蓝本创造的。只是他因
循守旧，不思进取，处处与顺应时
代潮流的银行家们为敌。而且一
有摆不平的事就打电话到南京向
“大姐”（经众多的剧情证实：此大
姐就是宋家的大小姐宋霭龄）请
示，用所谓“大姐”的话来压不同意
见者。这以上种种又与真实的虞
洽卿相差甚远！
虞洽卿，1867年生于浙江慈

溪。他家境贫寒，十多岁就被母亲
送到上海来学生意。学徒当得十
分辛苦，他明白在上海这个地方想
要混出头来，就要和洋人打交道。于是
他将赚得的钱与别人睡觉的时间都用来
自习英文。仅十余年工夫，他已经成为
能熟练地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
在上海，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势力是

很大的。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
正式成立，首任会长由沈仲礼担任，虞洽
卿、朱葆三为副会长，第二年虞洽
卿就被推为会长。以后他一直担
任这一职位。虞洽卿一生的成就
与巨大威望，与他始终承担这一
身份是分不开的。
虞洽卿兴办了四明银行与三北轮船

公司，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虞洽卿与蒋
介石相识于1923年。当时他担任了上
海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长。当时上海交易
所泛滥，市场败坏。一天他的手下告诉
他，当时一个在他的交易所里任经纪人
的累积亏空甚巨，濒临破产……问他怎
么处置？虞洽卿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

人？手下回答他：叫蒋介石，奉化人。虞
洽卿来兴趣了，因为他曾关照过，我是宁
波同乡会会长，做生意起起落落，不要轻
易处置宁波人。于是吩咐手下将蒋介石
带来。虞洽卿见蒋介石一表人才，但又

确实不是一个做经纪人的人才，于
是主动拿出6万大洋，把他的所有
债务都了断了，还给了他一笔盘
缠，送他到广东孙中山的身边参加
革命。虞洽卿这一豪举，让蒋介石
心怀感激，日后把虞洽卿奉为身后
最重要的金主。

1924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
商会的会长。在这十分敏感的时
期，他成了上海乃至全国都十分显
赫的人物之一。因为各方势力都
期待着与他合作，希望得到他代表
的江浙财团的支持。1927年3月
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驻在枫林
桥上海交涉公署。此刻他已不是
当初从交易所落荒而逃的掮客，而

是堂堂北伐军的总司令。最早见他的上
海地方人士便是虞洽卿。蒋介石请他向
上海租界当局表示，决不会用武力收回
租界，改变上海的秩序，同时急切希望虞
洽卿和他代表的财团为他筹措1000万元
的军饷。第二天，虞洽卿就将1000万元
的支票交付到蒋介石手里。4月18日，南

京政府成立。从此起至1930年，
通过募集、发债、搞各种国库劵，虞
洽卿帮助蒋介石搞到的军饷等财
产高达近3亿。同样为上海总商
会头面人物的王晓赖就讲过：北

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
是国库券。虞洽卿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身
后最大的金主。哪里像电视剧《追风者》
里虞世清这种摆摆小架子，掼掼小派头
的所谓银行家可以相提并论的。
顺便说一句，虞洽卿1867年生人。

而宋霭龄为1889年生人。虞比宋足足
要年长20多年，又何来“大姐”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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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看上海文化品牌

责编：朱光 吴南瑶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
展的内在动力，文化品牌建设关乎
城市形象和竞争力。谈及上海文
化品牌，我们不妨从更为宽广的视
角出发，从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史和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寻找灵感
和答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
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
古老文明。可以说，文化的力量在
其间发挥了核心作用。文
化不仅承载了中国历史，
也必将对中国的当下和未
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民
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事民乐事业，我深感责任
重大，更为能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
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贡献力量而
倍感荣幸。
如何使民乐成为上海文化品

牌中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我们
要从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出发。
20世纪初以来民族音乐文化繁荣
发展的历史，孕育了上海民乐具
有江南文化“诗性”气质的艺术风
格。浸润于江南文化的滋养，上
海民族乐团自1952年成立以来，
始终保持着精致典雅、清新自然
的音乐气质，涌现了一批杰出民
乐艺术家，创作演出了一批经典
民乐作品，被誉为“最优美的民族
乐团”，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历程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有责任
传承好这份历史的荣光，让上海
民乐之声在新的时代更好地传播

开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有关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
上海讲话要求，做好民族音乐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出符
合当下的民乐发展路径。近年来，
围绕“民族音乐、当代气质、国际表
达”的创作理念，我们拥抱新的表

达方式、技术手段、观演关系，从观
众的实际需要和审美变化出发，时
刻关注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从书写山河之爱、家国之爱、世界
大同的《海上生民乐》，到聚焦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家园》；从
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魅力的
《共饮江河水》，到致敬五千年中华
文明的《国乐咏中华》，再到跳脱上
海地域维度、呈现六百年紫禁城历
史底蕴和创新发展的《紫禁
城》——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以贴近当下的创作视角赋予传统
民乐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融合国
乐、光影、空间，以“四轮百场”创造
民乐驻演历史的国风音乐现场《海
上生民乐》，到突破舞台形制、构筑
“全息式”听觉空间的《云之
上》——我们不断打破有关民乐的
固有印象，在民乐与不同元素的深

度融合中，拓展民乐的艺术疆界，
回应当代观众对民乐艺术全新的
审美期待。
我们还积极关注民乐与数字

技术的创新融合，期待探索和见证
文化生产力领域的新变化为古老
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带来的新可
能。今年4月，由上海民族乐团携
手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共同打造的

《零 ·壹｜中国色》国乐与
AI音乐会即将于1862时
尚艺术中心首演。音乐会
的所有曲目都由AI创作，
并通过上海民族乐团演奏

家的二度创作和多元演绎，使作品
焕发个性、情感和感染力。音乐会
的创排过程，是一场AI技术与民
乐的创新融合实验，更是一次科技
与艺术的双向赋能。
厚植于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

我们时刻保持着创新意识，去思考
和探索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古老技
艺。未来，我们还将以习近平文化
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做好民族音乐
的传承与创新，为助力提升上海城
市软实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作出
民乐人的贡献。
（上海民乐团团长 古筝演奏

家）

罗小慈

江南文化的创新之路

文化的魅
力，来自于被
人信赖、惠及
长远的文化品
牌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