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莫嫌微不足道，积有大而论道。
走进小圈子，走不出大世界。
仓促上阵常失措下退，有备总会无患。
一个人最大之敌在于自以为大、自以为是的自己。
无论小本或是大本经营，不亏本才是可行。

得体，心有得而现
有体，心有得而体到位。

见不得人坏，许是
一种自爱；容不得人好，
则是一种自坏和自害。

都有关键的少数，关键是少数能够代表多数的根
本利益，集中多数的智慧和才智，赢得多数的支持、称
赞与拥护。
自己不识好歹，少说人家这也不好，那也坏。
准确定位，合适定向，坚持定行，圆满定夺。
多为事成，少以人烦。
少点消极被人摆布，而多些积极左右自己。
官僚主义与不学无术，是故弄玄虚者的“最佳”搭档。
一分价钱一分货，一般情况下不会错。
看淡一切名与利，独享几分情与趣。
高不怕而攀，低不嫌能就，如此高攀低就，运游自

如，运遇左右。

七夕会

雅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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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正文

传统弹词的第一噱书

    我童年的一段岁月，在苏州小巷中
度过。家居肖家巷巷尾，老宅沿河而筑，
窗下是小桥流水，此桥唤雪糕桥。从巷尾
（平江路）走到巷口（临顿路），约五分钟，
当时家家户户都装有线广播，我牙牙学
语时，从家中到巷口正好听一曲悠扬的
弹词开篇。幼小的心灵在软糯的吴语中
滋养长大，丝弦之声便在心中深深扎下
了根。

记得听的第一部小书，便是徐云志
与王鹰合说的《三笑》。《三笑》中没有悲
情离苦，“老鼠不死一只，才子佳人终成
眷属”，是很有喜剧
色彩的有趣书目。
《三笑》取材于

冯梦龙话本“唐伯
虎一笑姻缘”，由玉
遮山人改为《三笑缘》，至清乾隆五十五
年又重新改编，清嘉庆五年有了抄录本，
转眼至上世纪 30年代，大小书场已有三
百余人争说《三笑》。徐云志年少英俊，横
空出世，他天生一条金嗓子，他 14岁师
从夏荷生，16岁在唯亭书场亮相，一曲
《点秋香》，轰动评弹界，从此成响档。

《三笑》故事很讨巧，讲姑苏才子唐
寅偶在庙中见到华相府丫环秋
香，一见钟情。秋香见其痴态，不
由一笑；唐寅误以佳人有情，便雇
小舟追去，秋香在船头泼水，水正
打在唐寅身上，唐寅痴痴呆望，引
得秋香二笑；唐寅跟随到无锡，在
月下又见秋香，秋香见其傻样，又一笑。
秋香无意中三笑，引得唐寅卖身为僮，到
华相府中服侍两位公子（大喥、二刁），闹
出许多笑话，经过“追舟”、“三笑”、“备弄
相会”、“面试文章”、“姜拜”、“画观音”、
“点秋香”，直至“载美回苏”，笑波迭起，
令人捧腹。
《三笑》的成功，归功于弹词艺术家

徐云志的精心编演。徐云志生于 1901

年，我见他时年逾花甲，他原名徐燮贤，
艺名徐韵芝，19岁自改为云志（壮志凌
云之意）。他说《三笑》，首先得益于他独
创的徐调，徐调唱来笃悠悠、慢腾腾，真
假嗓子并用，形成了圆润软糯、委婉徐
缓、百转千回、珠落玉盘的“糯米腔”，又
称“迷魂调”。

细品徐云志独创的唱腔，几乎找不
到马调、俞调、陈调的余韵。他将民间小
调、山歌、小贩叫卖声、道士通疏、寺庙诵
经与京剧露兰春唱腔融合在一起，终于
摸索出一种新的、最适合表演《三笑》的
徐调，他将短腔、低音短腔、高音长腔、变
腔，还有新腔等九种基本唱腔交替运用，
极为罕见。
弹词讲究说、噱、弹、唱，噱为书中之

宝，这在《三笑》中尤为成功。徐云志的
《三笑》中，有许多噱的人物，如两位公子
大喥、二刁，一个瘸子，一个口吃，大喥走

路要叫：“合，吼呀。”
面似“灶界老爷”；二
刁则是要打号子，自
称“青肚皮猢狲”。两
人读起书来，摇头晃

脑，仿佛念经，其中一回讲师爷布置大喥
二刁做文章，两人怎么做得出来，幸亏书
僮华安（唐寅）代为完卷。师爷回来见两
篇佳作，大为惊诧，问起怎么会做出来，
两人争相吹牛，大喥说：“先生你刚出书
房时，我文章已做好了。”二刁说：“先生
你刚写好题目，我文章已做好了。”大喥
又说：“先生，你刚正准备写题目，我文章

已做好了。”二刁则说：“先生你题
目还未想出来，我文章已做出来
了。”弄得师爷啼笑皆非。
唐寅追舟，身无分文，后又以

赏金让船家唱山歌，下船时无资
可付，唐寅画了一幅扇面充资，船

家大为不信，认定唐寅是痴子，不料去典
当后，一把扇子竟当了四两银子，当时战
战兢兢的船家惊喜倍加。这些细节都有
噱的成分。
为了制造喜剧效果，《三笑》中还运

用俏皮话、顺口溜、歇后语、绕口令、缩脚
韵来描述，书中有“肉里噱”，也用“外插
噱”，除了赞美正面人物唐寅、秋香、祝枝
山等，还讽刺了吹牛拍马、贪婪说谎、爱
戴高帽等封建官场习俗。

由于徐云志的《三笑》响遍书坛，当
时同样说《三笑》的刘天韵与徐门大弟子
严雪亭只能另改书目，揖别《三笑》哉。苏
州四大弹词小书（另三部是《玉蜻蜓》《珍
珠塔》《描金凤》）各有其妙，《三笑》以噱
见胜，享誉“小书之王”。

动物和人
童孟侯

    除了宠物狗、迷你猪、挤奶牛、
赛跑马⋯⋯人和动物的关系普遍有
些紧张，尤其是眼下，人和蝙蝠，人
和果子狸，人和刺猬等等。本文暂且
不说那些剑拔弩张的关系，说点有
意思的———
苏北溱湖有八鲜，我受邀前去

享受美食，顺便做档视频节目。溱湖
负责人介绍说：你到这里来一定要
品尝我们的簖蟹，全国所有的蟹要
数簖蟹智商最高，体力最强。
一盆簖蟹端上来，果然是腿硬

膏肥。我问：为什么叫簖蟹？以前从
来没见过这个簖字。负责人解释：簖
是一种把竹子或者芦苇秆编织成的
栅栏，把它直立插到水中，用来截断
蟹的去路。越是身强力壮的蟹越能
爬到簖的上面，捕蟹人看到它露出
水面，就很轻松地抓住，不用下水去
捕捉了。
我顿时觉得这簖蟹的智商恰恰

是最有问题的，越是抢先爬上来，就
越让人早一点吃掉，而那些腿软体
弱的蟹却躲在水下，活得好好的。看
来簖蟹还不如猪聪明。成年的猪，主
人要抓它去屠宰场，它才不让你抓
呢，四处乱跑；即使抓住了，两个人
都难以把它按住。只有笨笨的小猪
才以为主人抓它是想和它亲热。
广西有句俗话道：蟹挖窟窿蟾

蜍住。
张老伯不喜欢吃鸡蛋，说胆固

醇太高。可是老伴说从保健的角度
讲一天至少吃一个，我每天早上煮
个鸡蛋给你吃。张老伯摇头婉拒。

有一天老伯到花鸟市场闲逛，

鸟店老板说：老爷叔，带一只鸟回去
吧？只要喂它一点水，喂它一点蛋黄，
就可以了，很好养的。张老伯顿时高
兴了，买了一只鸟回家，还带回一只
鸟笼。从此，老伯开始吃鸡蛋了，他
吃蛋白，它吃蛋黄。老伯的
事就这样轻轻松松解决了。
彝族有句俗话道：鸡样

大的事，说成牛样大。
什么大衣最暖和？当然

是貂皮大衣和狗皮大衣，狗在北极
都不怕冷，半夜都不钻到窝棚里去。
于是，人们就用狗皮做大衣。然而，
爱狗人士对此非常不满！
冬天到了，爱狗的李大妈为自

家小狗狗做了件特别保暖的狗皮马
甲，出门就让它穿上。啊呀，小狗本
来长着狗皮，再穿狗皮干嘛？难道是
表示一种对狗的歉意，还是对狗的

一种威胁？
上海有个叫张玥演的人养了一

条狗叫妮妮，去年妮妮 18岁高龄
了，无疾而终。张女士悲痛欲绝，于
是出了 38万元让科研部门克隆一
只妮妮。果然，到了年底，新妮妮被
克隆出来了，长相还真的和老妮妮
有点相像。
壮族有句俗话道：狗找狗，人找

人，纸钱爱鬼神。
珠江源头的南盘江地区有十

万亩原始森林，海拔高达 1800米，
护林工孙应祥就在这里工作，护林
护了整整 15年，那里山高林密，与
世隔绝，谁都不愿意去，只有他一
个人坚守。他要观察森林中的火

情，要制止农民盗伐和采
挖，一天不知要跑多少路爬
多少山。

孙应祥在他住的小屋周
围种了很多苞谷。他把苞谷

当粮食吃吗？不不。这个森林有三群
猕猴，他种的苞谷是专给猴子吃的。
吃着吃着猴子的嘴吃刁了，专挑嫩
的吃，才不吃老的呢。于是，剩下的
老玉米就孙应祥吃。为什么这样“舍
己救猴”？老孙回应说：感谢这些猴
子陪伴我呀，要不然只有我一个人！
俗话道：猴子掰玉米，始终得一

个。南盘江的猴子掰一个是一个。

狗
狗
的
时
间
嗅
觉

陈
钰
鹏

    养狗的人都说狗聪明，狗狗不仅是人类最忠诚的
朋友，它们对主人的意图具有超强的领悟能力，其原因
是人类对狗的长期驯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类对
狼的长期驯化”），根据对狗、狼、豺等动物的线粒体
DNA研究分析，发现狗与灰狼的亲缘关系最密切，所
以说狗是从灰狼进化而来的，对这一观点的意见比较
统一；狗与人类有着一万多年的相伴历史，狗狗是人类
最亲密的动物朋友。
尽管如此，有的养狗主人却嫌狗还不够聪明，他们

希望狗狗能进一步人性化。也许很多狗
的主人都不知道，狗具有一种功能：它们
能嗅觉时间。狗狗长着一个令人羡慕的
敏感鼻子，狗狗们用这个鼻子来获取我
们周围空间里的气味和其中的各种信
息。凡是人待过的每个空间里，都飘荡着
由各种气味分子组成的组合气味；在这些
分子中包含着我们自身的气味以及我们
从外界带回来的气味。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的气味便减弱，气味痕迹会慢慢消散
掉，所以空间里会产生气味微粒的变化。
早上，狗的主人去上班了，狗留在家

里，成了气味微粒变化整个过程的感觉
者，并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始终跟踪着。具体地说，狗狗
会跟踪室内人体气味（主要是主人的气味）的逐步苍白
（消退），它能从“尚留存”的气味“浓烈度”知道，主人什
么时候该回家了；或者换句话说，狗狗是在嗅觉时间的

“流逝”。此外，狗狗同时也在感觉其他
因素的变化，比如白天温度的升高如
何在加热空间，并由此而使气味分子
发生变化，换言之，狗狗也知道一清早
的气味和下午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只

要没有特殊情况，狗狗的估计及所做的准备工作（比如
把主人的拖鞋事先去衔来放在门背后、做几下前腿向
上的准备动作等）。

可以说，如果带着“狗狗的时间嗅觉”去和养狗主
人聊天，多数人会说：“不会吧，狗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狗能嗅觉时间”是一年多前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的研究
结果，这一发现曾生动地演示过。狗是人类驯化最早的
野生动物，一万多年的朝夕
相处，形成了诸多正能量的
行为，实属不易。再说啦，驯
化与被驯化是很多互动行
为组成的，被驯化者和驯
化者是需要协同努力的。

武
汉
鹤
翔

黄
栋
华

    2月 10日星期二，正
月十七，已宅在葛洲坝旁
18天、驻地在宜昌的交通
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局
长刘亮，与我通话时讲：我
原本 1 月 23 日小年夜回
上海聚家过春节，
不料当天 10点钟，
湖北省与武汉市宣
布关闭武汉市与外
界的所有通道。这
一措施也波及宜
昌，所以我回不了
上海，至今宅在局
机关。他还说：“现
在武汉及宜昌乃至湖北省
的疫情严重，省外援鄂医
疗队，急速驰援武汉及湖
北各市州。这些白衣天使
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病人，
已与湖北人民结下生死情
谊，等春暖花开时他们返

回各自医院，湖北人民必
将满含热泪相送。”

刘亮在电话中建议：
“老黄，你应该为这一惊天
大事做把紫砂壶，把这一
历史凝固起来。而湖北人

民若用这把壶赠送
给白衣天使，那是
非常有意义的。”

我也宅家 18

天了，正无所事事，
刘局长的建议，驱使
我当天晚上就进入
了创意状态。古诗
云：“鹤鸣于九皋，

声闻于天。”意为这鸟飞得
高，能达九天，这不
就是湖北人的吉
祥图腾吗？
为体现壶的美

观及实用功能，整
把壶的器型为高空
飞翔的仙鹤，嘴及
壶身与把处于一个
水平上，看起来似
一只飞翔中的大
鹤，给人一种动态
美的视觉享受。壶
正面刻我创作的一
首诗:“龟山蛇山看
南山，一株兰花锁江汉。黄
石黄冈黄鹤楼，万众遥望
金银潭。白云朵朵征疆场，
千湖春水浪拍岸。华夏悲
歌同唱响，江城此事泪潺
潺。”壶背面刻明代书画
家文征明的兰花图，“鹤
翔”壶名则请湖北著名画
家喻建华题写。这把彰显
湖北时代特征及历史底蕴

的紫砂壶，在疫情最重时
由宜兴丁山镇烧制，是疫
中第一把出窑的紫砂壶。

3 月下旬，宜昌、武
汉、十堰武当山、神农架、
恩施等各地有关部门和朋
友收到我赠壶后，我最大
的感受是：这飞翔的大鹤，
不就是大难过后的湖北展
现出积极向上的风貌吗！

仙 枕 宓重行

    儿时对古代传说中的仙
枕，羡慕得要死要活；后来还弄
到自己梦获仙枕，醒来“得而复
失”，怅然良久的地步。

今见有“乐枕”网购，系连
接 mp3的电子“高端”产品。出
于渴慕，得其启发，我就 DIY

自己的“仙枕”。其法甚简：以平
板或手机连接蓝牙或插上耳
机，埋长线于枕巾下，置声筒于
贴耳处即成。无论是渐近入寐
或是清夜梦回，在暗夜恍惚中，
日间经历每纷至沓来，人事烦
琐常挥之不去，而种种期望若
隐若现，有时连陷入码字困境
的尴尬也一直霸屏脑膜，令人
辗转反侧⋯⋯此时，悠然飘至

的韶乐轻
抚耳膜，其

声清逸、其情怡然，不禁悄然潜入
太虚幻境，登临黄粱仙界。
故白天时履“阿基米德”、“喜

马拉雅”诸平台，凡遇所爱，无论
中华丝竹、西域管弦、诗赋文章、
名家吟诵，必逐一收录，宝存备
用。若缀联得当或可得异趣———

至夜阑更深，
辄将芜杂心绪打包
发付黑夜，关灯瞑
目侧面就枕，无穷
“备存”悉数在机呼之即出。只待
稍加调谐，音乐、文学、杂谈众议，
无不从枕上冉冉而起；华章妙韵
不绝于耳；携我徘徊于幽明，出入
于梦乡。一向无憾于失眠如我者，
反以为生命长度和宽度借以拓
展，岂非大乐———

反复品味卡拉斯的《卡门·哈

巴涅拉》与陈力的《红楼梦·题帕
三绝》：卡门和黛玉两位情爱观
截然不同的女子，凭借梅里美、比
才和曹雪芹、王立平赋予的永恒生
命，让人感觉到了她们的心率⋯⋯
凝神聆听嵇康古琴曲《广陵

散》与贝多芬钢琴《葬礼进行曲》，
时空各异的人生理
解，诠释了罗曼·罗
兰所言：英雄都是
“站着而死的”。以

旋律抑扬顿挫的哲人乐思，导我
渐次经历了一段憬悟过程。
老眼昏花、以耳代目的“读

书”自然要拥抱功德无量的朗读
元件。从短小网帖到鸿篇巨制，凡
欲近之则可无不亲炙：不仅“微信
读书”有声频版，不少公号皆可点
开“听书”：试读、初读、重读、深

读，古今
兼备而新
旧皆在，绝对“耳”福不浅！在“智
能”终端中享受中外巨匠笔下的
饕餮盛宴：时或跟随梭罗去《瓦尔
登湖》徜徉；时或细听史铁生说
《我与地坛》；时或在薄伽丘《十日
谈》故事背后看出庄严的“高大
上”身后滑稽的隐形“低小下”；时
或在自读自录的鲁迅《阿 Q 正
传》中看到自己和别人熟悉的身
影、《夜颂》中知“夜”之真爱者必
爱夜之真也！

至于思路阻塞小文难成，可
闭目聚神、四肢放松，于枕上一遍
复一遍细听之，凡文理不通、遣词
失当处自当毕现，可曰“耳校”。不
才似我只是个借“仙枕”而眠、获
得夜间另类生存感受的老头罢了。

说说“奇葩”

费 平

 
 
 
 不
知
从
何
时
起
，
“奇
葩
”一
词
风
靡
于
我
们
的
口
头

语
。
某
人
做
了
一
件
独
立
特
行
的
事
或
者
有
跟
别
人
不
同

的
思
维
，就
被
说
成
“很
奇
葩
”
。
媒
体
上
也
经
常
看
到
有

关
“奇
葩
”的
字
眼
，什
么
“奇
葩
证
明
”
“奇
葩
考
卷
”
“奇

葩
课
本
”
“奇
葩
合
同
”
“奇
葩
发
票
”
“奇
葩
医
疗
”
“奇
葩

施
工
”等
。
这
些
社
会
活
动
中
的
诸
多
事
，因
与
事
件
的
初

衷
不
符
，抑
或
与
事
件
本
身
达
到
的
结
果
相
反
，甚
至
冲

破
了
法
律
法
规
的
底
线
，统
统
被
冠
之
于
“奇
葩
”
。

其
实
，
“奇
葩
”的
原
意
是
指
“
奇
特
而

美
丽
的
花
朵
”
，
后
常
用
来
比
喻
不
同
寻
常

的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和
出
类
拔
萃
的
人
物
以

及
个
性
强
烈
、不
落
俗
套
的
事
物
，
如
某
个

建
筑
是
本
地
同
一
建
筑
群
中
的
佼
佼
者
，人

们
就
称
之
为
“建
筑
园
地
里
的
奇
葩
”
…
…

网
络
语
言
以
惊
人
速
度
传
播
的
同
时
，

有
些
词
语
居
然
产
生
了
负
面
影
响
，
如
“
奇

葩
”
。
当
一
件
事
物
跟
人
们
正
常
的
思
维
难

以
对
应
时
，
就
被
当
成
“
奇
葩
”
，
比
如
，
当

一
个
人
的
言
行
、
举
动
非
常
态
时
，就
被
人

说
：
“你
真
是
一
朵
奇
葩
！
”

网
络
词
语
是
新
的
文
化
现
象
，也
是
新
词
新
语
的
组

成
部
分
或
延
伸
，我
们
既
要
对
其
正
确
引
导
，又
要
做
到

使
用
规
范
、
严
谨
。
中
国
汉
字
丰
富
多

彩
，每
个
词
语
又
有
它
的
专
门
内
涵
。
因

此
，为
不
误
人
子
弟
，为
保
持
祖
国
语
言

文
字
的
纯
洁
，应
该
为
“奇
葩
”正
名
，还

原
其
本
来
的
含
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