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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底的时候，我接
下了一个写作项目———长
篇报告文学《和平方舟的
孩子》，写海军和平方舟
医院船的故事。我选取从
孩子的视角来展现这艘得
到世界称誉的生命之舟、
友谊之舟、和平之舟，并
揭示和平方舟及其
官兵对孩子的生命
和精神成长的楷模
意义。
我拉了一个需

要采访的名单，提
交东部战区海军政
治工作部，请他们
帮我联系我要采访
的对象，其他的创
作准备也在有条不
紊地进行中，我甚
至开始去海军上海某基地
深入生活。但没想到，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一
切都中断了。
我想推迟这本书的写

作，何况疫情当前，心事
沉重，确实也静不下来。
可是，当我知道我想采访
的几位军医正义无反顾地
逆向出征，奔赴湖北，驰
援武汉时，我感受到一种
勇气和力量。我想，我必
须写下去，不仅写他们随
和平方舟出征，还写他们
在武汉冲锋陷阵，尽管地
点不同，却是同样的战
场。
我和海军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的女军医郭妍
保持联系。她参加过和平
方舟“和谐使命—2017”
任务，是这艘医院船上的
第一位内分泌科医生。和
平方舟在塞拉利昂开展免
费义诊时，当地民众蜂拥
而来，每天接诊数千人，

医院船除了船上主
平台，还在陆地上
开辟野战诊所。由
于塞拉利昂是埃博
拉疫情的发源地和
重灾区，而刚刚发
生的泥石流灾害又
导致传染病及消化
系统疾病高发，所
以，指挥官要求所
有医护人员必须做
好个人防护。虽然

天气炎热，但郭妍从头到
脚穿着全套迷彩服，戴着
口罩和手套，冒着被感染
的危险，在野战诊所出
诊。那天，一个年轻的妈
妈带着两个儿子来看病，
那小儿子躺在她身上背着
的布兜里。郭妍忽然就想
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他
们都还小，女儿 6岁，儿
子才 2 岁，她很想念他
们，但此刻，她把这份深
厚的母爱给到了前来就诊
的非洲孩子们。
郭妍抵达武汉后，直

奔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的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
院区。郭妍在感染一科，

那真的就是与病毒激烈交
锋的战区了。在她负责的
危重患者中有一位 72 岁
的吴老伯，她第一次穿着
写有长海医院和自己姓名
的防护服进入病房时，躺
在床上的吴老伯就挣扎着
欠起身来，向她敬了个
礼。她强烈地感受到病人
对自己的信赖和托付，她
想，一定要竭尽全力，把
病人从死神的手里抢夺回
来。
吴老伯病情很

重，发烧，干咳，
气喘，乏力，血氧
饱和度只有 88%；
更要命的是，他还患有多
种基础疾病，不仅有高血
压，心脏也不好，装有心
脏起搏器。郭妍和她的团
队悉心为吴老伯治疗，上
高流量吸氧仪以提高血氧
饱和度，使用托珠单抗疗
法抑制炎症风暴，同时控
制血压，跟进营养支持。
吴老伯的病情一点一点地
有了起色。那天，郭妍问
吴老伯，为什么第一次看
到她时会向她敬礼。吴老
伯说，那是一个军礼，原
来，他也曾是一名脑外科
军医，而他的女儿受他影
响，也做了医生，现在与

郭妍一样，同样奋战在武
汉抗疫一线。郭妍肃然起
敬。

吴老伯终于击退病
毒，挣脱了死神。经 CT

复查，他的肺部炎症已经
吸收，血氧饱和指数正
常，核酸检测三次均为阴
性。出院的时候，吴老伯
很激动，郭妍紧紧地握住
他的手。忽然，吴老伯指
着郭妍穿着的防护服问：

“你今天防护服上
写的是什么呀？”
郭妍这下笑了，她
的防护服上写着：
“安心妈妈”“宝荻

妈妈”。安心是她的女儿，
宝荻是她的儿子。

这几天，“武汉保卫
战”捷报频传，但郭妍还
没踏上返程，她告诉我
说，她将继续留在这个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我问她，你
以后是否还会去和平方舟
执行任务。她回答道，作
为一名军人，她随时听从
召唤。其实，在我看来，
像郭妍这样的军医，本身
就是一艘和平方舟，自带
着仁爱、光明和希望。如
今，受着这样的感召，我
也写完了我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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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几枝
张为民

    陕西路、永嘉路⋯⋯文化
广场周边的几条老马路，绿荫
蔽日，人流稀疏，老洋房、老
公寓错落其间，几家小小的服
饰店杂货铺，多是一开间的门
面，却布局得精巧雅致。门前
垂着吊兰、绿萝，或者摆放着
几盆盛开的月季，沐着和煦日
光，并不张扬地显露着各自的
靓丽，将路人的目光由花卉带
入店堂，比起日式招财猫揽客
的憨态直接，似更彰显店主声
色不动的巧思。

花，可以是引子，让人心
有所念。在曾经盛极一时的花
市周边，花的气息总若有若无
地弥漫着，昔日的花团锦簇，
姹紫嫣红似乎依旧伸手可及。
经过，有时或会想起多年前那
个冬日的清晨，因着一个特殊
的日子，和朋友一起驱车赶到
这里，在堆满鲜花逼仄拥挤的
过道里寻到熟悉的花铺老板，
从他手里接过预订的十多把刚
从产地运抵的鲜花，就着晨曦
的微光，一朵朵、一枝枝粘贴

到清洗得明净锃亮的轿车上。
许久之后，终于将那束心形玫
瑰在车头安放妥帖。太阳渐渐
升上来，金色的光线柔和地移
到跟前，一路的旧楼、高树及
至近前的人影和鲜花均被镀上
了一层浅浅的暖色。擦了擦额
头渗出的微汗，坐进被花卉点
缀得明媚靓丽的轿车，待正离
去，花铺老板忽而叫住我，转
身匆匆跑回铺子，取出一捧开
得正艳的粉红百合：“放在房
间里，添点喜气。”鲜花的香
氛丝丝缕缕渗出，空气渐渐温
润起来。
花，也可以是梦想，让人

心有所恃。文化广场附近还零
星地散布着几家小小的花店，
多是以前花市的遗存，是为一
份喜好，或更是一种眷恋，十
几年，坚持了下来。明净的玻
璃橱窗里，精巧地摆放着蝴蝶
兰、香水百合、金丝玫瑰等几
十样花材，小店里灯光晕黄，
迎合着鲜艳的花卉散发出一丝
朦胧的气息。花店主人修剪花

枝，端详造型，调整花器，眼
中闪着晶亮清澈的光芒。叮叮
当当，挂在门框上的铃铛伴着
门儿吱呀地推开响起，店主用
眼角的余光扫了下刚踏进门的
顾客，并不主动招呼。有门有
面，沿街花店大都有固定的主
顾，一来二去彼此熟悉了，寒

暄变成了多余，看时令，观时
辰，便知道顾客想要何种花
材，只一个微笑，递上一捧或
清淡素雅的雏菊，或明媚灿烂
的跳舞兰，顾客多没有犹豫，
欣然而受。这是店客之间的信
任，更是同好之间的默契。
花，更可以是寄托，让人心

有所系。玫瑰象征爱情，百合
寓意美满，茶梅隐含清雅⋯⋯
花有花语，聪明的店主懂得如
何释放花意，契合顾客的心
思。一丛萱草、几株多肉，当

下流行的案头绿植，密密匝匝
地堆放在一辆小推车里，横亘
在弄堂口，陕西路上的这家弄
堂花店拗了个博眼球的姿势。
春节前，想着购几盆当令花卉
点缀家居的我，被吸引了过
去。绕过“花车”，眼见得所
谓的弄堂其实只是个门面，曲
里拐弯不过二十来米长，依墙
层层叠叠的花架上布满了花花
草草，每样却只一盆，寻思店
主许是不想冷落了任何一株花
草，在有限的空间里，让每株
花草都有一次缘分的邂逅。跃
入眼帘的是那盆精巧的建兰，
四条缀满花苞的花枝从深绿的
叶片中蹿出，微风中轻轻摇
曳，似凌波仙子，亭亭玉立；
又似莺吟燕舞，灵动活泼。想
象着书案前兰蕊初绽，幽香清
淡，心不由一动。“放到春节，
正好开放的”，店主的推波助
澜恰到好处。

依着店主“少浇水，多通
风”的叮嘱，白天窗台，晚上书
案，搬上搬下，关心备至。春节

一天天临近，建兰花蕾累累，如
一串串风铃悬在细细长长的枝条
上，却不见得有绽放的迹象，又
逢疫情肆虐，闭门锁步，心沉甸
甸。读报、看电视，一批批抗疫
斗士英勇逆行；社区居民、志愿
者同仇“疫”忾，严防死守⋯⋯
对于建兰，盛花应节而至的期许
渐渐转为花开疫消的盼望。期待
的时光总是走得特别的漫长，一
天天，建兰细微地，不露痕迹地
悄悄变化着。渐渐花蕾渐渐膨大
起来，渐渐花瓣微微张开一线，渐
渐看得见纤细的花蕊影影绰绰，
好消息也渐渐传来，方舱医院撤
了，援鄂医疗队开始返回⋯⋯
一种幽芳，自有先春意。建

兰终于绽开了青绿的花骨朵，馨
香盈盈，鹅黄的花蕊像极了春的
笑脸，似有欢声顺着花枝攀上云
霄，春天并没有爽约，如期而

至。
迎春花开

了， 我们也会
一路向阳， 快
乐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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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杨振雄弹词艺术

秦来来

“武”“长”“西”书坛独步

    杨振雄先生是评弹历
史长河中大才、奇才。

他受教于父亲杨斌奎
先生传承的《大红袍》《描
金凤》，却又独辟蹊径，
自创 《长生殿》《西厢》
《武松》三部题材、人物、
风格迥异的作品，书坛独
步。他自创脱胎于夏（荷
生）调、俞（秀
山）调，时而委
婉柔和、时而刚
劲高亢、时而平
直质朴却又昆腔
味浓郁的杨（振
雄）调；他立足评弹，把
京剧、昆剧的表演技巧糅
于评弹艺术的表现中，融
为一炉。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上海滩上评弹响档比比皆
是，杨振雄要想突出重围，
就要另辟蹊径，走别人没
有走过的路，走自己父辈
没有走过的路：创新。

创新，书目要创新，
演出风格要创新，唱腔要
创新，一句话，要弹唱别
人没有的新书，要开创与
别人不一样的演出风格，
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也就
是属于书中人物的、与众
不同的唱腔。

为了编写《长生殿》，
在上个世纪 40年代中期，
杨振雄沉浸到图书馆里，
足足有三四年的工夫，翻
阅唐书、唐诗，研究杜
甫、李白，了解唐明皇、
杨贵妃。要知道，那几年
的工夫，杨振雄是停掉了
自己的业务，埋头故纸
堆，不仅辛苦，而且还要
挑战生活上的艰苦，可见
他的决心有多大。

以往很多长篇弹词，
像 《描金凤》《珍珠塔》
等，讲的是“落难公子中
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
好比《描金凤》中的徐蕙
兰，《珍珠塔》中的小方
卿。但 《长生殿》不同，

其中的人物跟过去书中的
人物大不一样。对此，杨
振雄先生是这样讲的：
“人物的身份不同，内容
不同，思想不同，如果我
还是用过去的书当中的人
物来套到这部书当中，格
格不入。千人一面，没有
个性。徐蕙兰是穷苦书

生，唐明皇是一代君王，人
物气质完全不一样。勿动
一番脑筋，勿下一番苦
功，勿多看一眼书，对格个
人物勿了解，起出来的脚
色就勿生动。”即便是
《长生殿》中唐明皇的形
象，前后也诸多不同，后
来的“埋玉”“闻铃”的
唐明皇，与“絮阁争宠”
时候，人物形象来了个颠
覆性的变化，内心思想的
斗争更为激烈，人物情感
的表现更为复杂。后来，
杨振雄还曾经到陕西兴平
市的马嵬坡，专门凭吊了
杨贵妃的墓园。
新中国成立之

初，很多评弹艺人
主动改弦更辙，编
写新书。杨振雄也
一样，他放下了描写帝王
的 《长生殿》，从表现古
代农民起义的 《水浒》
中，汲取创作素材，把其
中有关武松的回目，改编
成为长篇弹词，在书坛演
出。武松跟唐明皇，虽然
讲的也是古代的故事，但
是题材、内容、人物早就
不是一回事了。特别是如
何塑造武松，这个家喻户
晓的英雄人物，他要闯出
一条自己的路来。
人物不一样了，行当

也就不一样了。按京昆的
行当来说，武松是以武生
应工的。“打虎”“斗杀西
门庆”“醉打蒋门神”“血
溅都监府”⋯⋯这是“大
书”（评话）的活，小书
（弹词）没有这类书。

没有，杨振雄说了，
就有了。
据说，当年评话名家

韩士良曾经与杨振雄在亚
美麟记电台合说过“武松
打虎”。可见，“小书大
说”，杨振雄早就有了

“童子功”。他借鉴京昆中
武生角色的劲头，特别是
学习“江南活武松”盖叫
天先生的舞台形象，手
面、台步、眼神、亮相⋯⋯
一部崭新的长篇新作，一
个新的艺术形象，一种新
的表现样式，又一次通过
杨振雄，树立在书坛上。

《长生殿》停
说了，帝王嫔妃
情爱故事不讲
了；改说 《武
松》了，英雄侠
义、梁山好汉的

武松的形象成了杨振雄的
又一部创新长篇。但是，
杨振雄编说古典名著的意
愿还是非常强烈。
长篇弹词《西厢记》，

传承、演唱了半个多世
纪，历经代代传承，迭经
层层加工，文本和说表都
有加工，但不重角色表
演。杨振雄说唱 《西厢
记》时，既传承了前辈的
艺术，更由于其演唱《长
生殿》《武松》时积累的
经验和形成的说唱兼重角
色表演的独有风格，大大
地提高了《西厢记》的表

演性和雅俗共赏的
感染力。
他充分调动自

己单档演出的优
势，以丰富的手

段，通过对不同人物采用
不同的表现手法，莺莺小
姐着重在内心的细腻刻
画，张生则以儒雅优美的
外放着墨，红娘完全是人
小心大、急公好义，敢担
当、有作为。不同的角
度，丰富的层次，抒发刻
画人物，甚至还浓墨重彩
地创造了一个小和尚法聪
的人物形象，让人过
“耳”不忘。

他运用学习积累的昆
曲小生艺术，乃至手上的
一柄扇子、一方手帕，都
成为了他表现人物情感的
道具。即以“回柬”这回
书来说，杨振雄先生自己
说：“有 8个字可以表现
张生的思想情绪变化，大
哭大笑，大起大伏。”

这三部长篇的编写、
演唱，贯穿于杨振雄的一
生；这三部长篇的成功编
写，也应该刻写上一位女
先生的名字：费一苇；这
位传奇女性，为杨振雄的
功成名就，自有“军功章
的一半”。当年杨振雄跟
上形势，创作《武松》可
以讲是“急就章”，常常
是今天夜场演出结束，回
家赶写明天上台的内容，
而费一苇先生则是帮着写
其中的唱词。《打虎》 中
“星儿俏，月儿皎，良夜
迢迢；透瓶香，出门倒，
心底火烧；挺胸膛，提棍
棒，怕什么虎豹⋯⋯”这
样情景交融的唱词都是由
费一苇当堂交卷。

1983 年，50 万字的
杨振雄演出本《西厢记》出
版时，费一苇先生已经仙
去，杨振雄遂以七绝悼之：
三十二年共一灯，夜深旧
曲谱新声。南窗切磋西厢
事，付刊今朝告慰君。

十日谈
春日花事
责编：徐婉青

感谢吕叔湘前辈（外一篇）

任溶溶

    我是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吕叔湘前辈是拉丁化
新文字前辈。他要在开明书店传授拉丁化新文字，真
是轻而易举。可是他鼓励我到开明书店教同仁拉丁化
新文字，他只当一位顾问。许多语文专家反而成了我
的学生。吕叔湘前辈这样培养年轻人，真是可敬。他
还把我写的拉丁化新文字稿子 （给 《中学生》杂志
的）印成单张发给同仁和读者。我作为后来者，能不
感谢他吗？

幸遇金焰
有一次我到过去在静安寺路平安电影

院隔壁的珠江酒家买叉烧，正好遇到金焰
也来买叉烧。他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我
跟珠江职工很熟，问他们知道这位顾客是
谁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这就是大名鼎
鼎的电影明星金焰啊。他们说这位顾客常
来买叉烧的。

金焰广州话流利，又爱吃叉烧，大概
是从电影搭档阮玲玉那里学到的啰！在我
脑海中，金焰真是一位美男子。

孔雀红高粱 （中国画） 梁文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