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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弹词经典《玉蜻
蜓》分金家书与沈家书。金
家书最早称《芙蓉洞》，清
代艺人陈遇乾编，道光十
六年重刊本，今藏于苏州
图书馆。但笔者在上世纪
80年代访谭正璧教授时，
他说《玉蜻蜓》在乾嘉时已
有刊本，详见《弹词
叙录》。
《玉蜻蜓》凄婉

曲折。苏州南濠富
家才子金贵升娶吏
部尚书张国勋之女
张秀英（金大娘娘）
为妻。秀英骄纵任
性，夫妻间不和睦。
一日，贵升郁闷中
离家出走，偶遇法
华庵俏尼姑智贞，
一见倾心。智贞温
婉有风情，贵升留
宿庵中不思回家，致智贞
怀孕。不料贵升缠绵风月，
病死庵中，留下遗物玉蜻
蜓。智贞生下一儿，由老佛
婆送归金府，路遇
惊吓，为豆腐店朱
小溪所拾，抱回抚
养。后豆腐店火灾，
朱小溪无奈将小儿
卖给苏州离任知府徐上
珍，改名徐元宰。元宰勤奋
攻读，出落得一表人才，16
岁考中解元。由于相貌酷
似当年金贵升，金大娘娘
偶见元宰，仿佛丈夫在眼

前。她凭借租房于徐上珍，
硬认元宰为干儿子。后徐
元宰获悉亲生母亲是法华
庵智贞，他思母心切，庵堂
认母，智贞为难中为儿子
深情所动。金大娘娘以生
母要挟，逼迫元宰复姓归
宗。厅堂夺子，元宰左右为

难，一边是亲生母
亲，一边是抚养教
育他长大的养父
母。此书结局有二：
一是元宰兼祧金、
徐两家香火；二是
智贞让儿子元宰逃
出金府，追赶伤心欲
绝的义父徐上珍。
正如蒋月泉大

弟子王柏荫所言：
《玉蜻蜓》妙在不落
俗套。本好琴棋书
画的智贞，无意间

与金贵升相恋，不料这段
风月恋牵出母子情。十六
年后智贞失子见子，让她
欣喜不已。但一个尼姑怎

么敢认亲生儿子？
为儿子前途着想，
她不敢面对，再三
回避。但元宰却不
顾一切，执意要认

亲生母亲。这段情演来动
人心魄。
《玉蜻蜓》有诸多精彩

回目，如“托三桩”“桐桥得
子”“骗上辕门”“问卦”“庵
堂认母”“厅堂夺子”。另

“沈家书”中的“沈方哭更”
“主仆重逢”，亦令人叫绝。
最早让《玉蜻蜓》走红书坛
的，是弹词名家周玉泉。
周玉泉生于 1897年，

以演唱《玉蜻蜓》名闻一
时。隔房师弟蒋月泉因迷
恋周玉泉书艺，自降身份，
拜周玉泉为师。蒋月泉生
于 1917年，仪容端雅，嗓音
别有天赋。他在周调恬静
冷隽的风格上，又吸收京
剧老生、北方曲艺的唱腔，
以飘逸潇洒、韵味醇厚、声
情并茂的“蒋调”在书坛独
占魁首。因其说表细腻、诙
谐风趣，《玉蜻蜓》从此为
“小书”中的大响档。

蒋月泉弹唱《玉蜻
蜓》，先后与王柏荫、朱慧

珍、江文兰搭档。朱慧珍师
从蒋如庭、朱介生，其“俞
调”圆润甜美，婉转纯真，
她起的智贞入木三分，有
“桐桥拾子”“看龙船”“庵
堂认母”等六回，堪称百听
不厌。可惜她去世太早。蒋
月泉后与江文兰合作《玉
蜻蜓》，亦颇为精彩。江文
兰说表清楚，起角色生动
有趣，不媚不俗，在“问卜”
等回目出彩，可称“超级下
手”。王柏荫说《玉蜻蜓》七
十余年，与笔者交往三十
余年，时有微信来往。2016
年春节，他 94岁时还与笔
者互发微信拜年。
上世纪 70年代末，我

去上海评弹团采访蒋月泉
关门弟子秦建国及王惠
凤、黄缅等青年演员。蒋月
泉当时刚复出当学馆老

师。我最早在大华书场听
蒋月泉与江文兰说《玉蜻
蜓》，才 12 岁，后来在 80

年代又听蒋月泉与江文兰
在大华书场说“问卜”，说
表弹唱，妙不可言。

与江文兰见过几面，
还为她润色过一篇稿子发
表在报上。她说书的经验
之谈，一是“人在书里，书
在心里”；二是“放好噱头、
起好角色、唱好篇子”。这
是江文兰书艺的成功经
验。她与苏似荫合演《玉蜻
蜓》也堪称经典。可惜似荫
先生六十余岁去世，而健
在的江文兰早些天还在接
受“雅韵访谈”，让我在《苏
州杂志》上读后回味无穷。

七夕会

健 康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2
2020 年 6月 26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龚建星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馒

头

颜

萍

    我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文化基因里传承的都是江
南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上，最大的区别是南方人喜欢
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

小时候，我傻傻搞不清什么是包子、什么是馒头，
因为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偶尔当早饭吃一次肉馅儿
的或者菜馅儿的馒头，也不觉得怪样。到了上大学那会
儿，食堂要照顾到天南地北的学生，因此总有几个窗口
是专门卖面食的。我也会跟着同学去这些窗口排队，吃
一次馒头或者面条，渐渐搞明白，馒头和包子的区别
了，一般有馅的那种叫包子，例如肉包子、菜包子、豆沙
包子，反之，没有馅儿的就是馒头。如今，经过改良创
新，市面上出现了杂粮馒头、南瓜馒头、紫薯馒头、香芋
馒头等品种。当然，也有紫薯、奶黄各种馅儿的包子。

我毕业后曾在超市工作过，第一次看到高庄馒头。
高庄馒头是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高庄镇的传统名点，
后来，因为高庄镇的一家高庄馒头店做的馒头香软可
口，口口相传，声名鹊起，逐渐演变成一道有名的面食。
当然，蒸馒头也有蒸蒸日上的美好寓意。高庄馒头比普
通馒头要高一点、大一点，摸起来也更结
实一点。这个馒头价格不贵，在超市里卖
得很好。我出于好奇，买过一包回家品
尝，可是，两个馒头蒸了吃、吃了蒸，三天
没吃完，最后还扔了一小坨。原因一是味
道寡淡，寡淡到一点甜味都没有，单纯到
可以闻到老碱的味道；二是口感极干，和
江南的糯米反差极大。许是我长期食用
粳米，喉咙对这馒头难以适应。在我的头脑里，则对馒
头留下了刻板印象，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吃馒头。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负责食堂工作，常常在食堂里
观察早餐的哪些品种更受欢迎，一方面是工作使然，便
于调整方案；另一方面是好奇心使然，我一直在思考南
北文化的差异，饮食习惯必然是其中的一个基因，然而
经过推理演绎，能否得出一些共性的观点呢？单看早
饭，可能有些牵强，但是说句实话，仅对喜欢吃馒头和
喜欢吃包子的人进行观察，还真看出他的个体秉性、内
涵以及生活习惯、文化取向。比如，喜欢吃生煎和肉包
子的人，大多是年轻人和男性。生煎简单说就是肉包子
的升级版，但更为油腻。它是肉与面粉的完美融合、油
和面粉的相互呼应。肉包子既有碳水化合物，又有蛋白
质，还有一定的脂肪，从营养摄取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这年头，人们对油腻的东西总是比较克制，所以，
常食生煎的人，一般是对美食有偏爱，也稍稍有点个
性。而常吃馒头的人，一般以中年人或老年人和养身自
律人群为主，且常常是与一碗清粥相配。我亲见一位同
事，每天只吃一个馒头、一碗清粥，不配任何酱菜，着实
寡淡。我在想，人为什么可以在如此寡淡的食物中找到
每天坚持的理由呢？或许在他只是一种习惯，但是长此
以往，便是一种自律、一种秉性的流露。全民的习惯，是
不是也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呢？

人淡如菊，心如止水，淡泊名利，粗茶淡饭。淡，是
本味、本心、本原。食物，原本都是淡而无味的，是我们
用不同的调味品和烹饪技巧，做出各种美食俘获人心。
情，原本也是平淡的，是我们加之以友情、友善、关怀

等，用不同的方式如谈情、说爱、调解、
调和等制造出不同的“情节”来搅动平
淡的生活。一个“淡”字，道尽人生的最
高境界。其实，做人也应该像馒头那
样，淡而实。

葛朝祉和他的学生
李定国

    葛朝祉教授是我国久负盛名的男中
音歌唱家，同时又是桃李满园的声乐教
育家和颇有建树的合唱指挥家。

葛朝祉年轻时游学于欧洲，深得西
洋唱法之精髓，回国后一直在上海音乐
学院执教并活跃于舞台，参加许多高规
格的音乐会，又举办过多场有影响的独
唱会。在一个甲子多的歌坛生涯中，他培
养了董爱琳、施鸿鄂、刘若娥、陈敏庄、常
留柱、卞敬祖和王克蔚、黄英等几代歌唱
家和声乐教育家。

常留柱是当今
中国著名的声乐教
育家。他 1954年考入
上音声乐系，由于常
留柱从小学习京剧，某些戏曲演唱习惯，
有悖于科学的歌唱方法，一张口，喉位很
高，从而影响腔体的打开和后脑的放松，
这在歌唱中是致命的问题，尤其在唱高
音时，高喉结会直接把声音的通道阻塞，
严重影响学习进程。

葛先生在洞察了常留柱的问题症结
后，采取了许多因人制宜的积极应对举
措：首先深入浅出地点拨他对正确发声、
歌唱的认知；其次，对于他的声音训练重
点放在自然声区，从而帮助他逐步克服、
改正过去的毛病；再次，要求其在生活中
也要时时放低喉结，“拿腔拿调”地讲话，
才能养成有利于歌唱的好习惯。

功夫不负有心人，常留柱潜心揣摩，
体会老师的悉心教诲，终悟心得，从起初
的循序渐进直到能随心所欲地把握、保
持正确的歌唱状态。而且常留柱过去唱

戏时单一的丹田用气法，也被葛先生调
教成能举重若轻地用横膈膜呼吸。
凭着经年累月的不懈努力，常留柱

到大学毕业时已令人瞩目，留校任教。
当今中国歌坛最有影响的女高音歌

唱家之一黄英，是葛先生晚年最成功的
学生。她刚考入上音时，葛朝祉已从声乐
系岗位上退休。此时他的两个儿子葛松、
葛毅都在美国的音乐院校深造，夫人钢
琴家石圣华在那里陪读。按常理，退休的

葛先生也会去美国与
家人团聚，但为了心
中挚爱的歌唱教学，
他不顾年迈体弱，毅
然独自一人留在上海

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
黄英入学时，基本上是一张白纸。那

时，我已与黄英相熟，经常去琴房听她练
声演唱。有一段时间，她有些迷茫彷徨，
曾对我说起：不知自己的声部是女中音
抑或女高音，到底该怎么唱⋯⋯

年近耄耊的葛朝祉，在这张“白纸”
上，描绘出最美的图画。葛先生不仅向黄
英灌输科学的演唱，而且对作品的语言、
音乐的处理极其严格。他常常告诫黄英：
歌唱要用灵魂演唱、用心去表达；歌者要
尊重作品，对每个音符的表情记号都不
能放过，这样才能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
黄英在国际声乐大赛中的参赛曲目

和以后在世界舞台上的演唱作品，基本
都是葛先生帮助她一字一句精心雕琢而
成的。在葛先生的教诲下，黄英一步一个
脚印地前行，为祖国赢得了国际荣誉。

我的睡眠我作主
詹超音

    “还魂法”不是什么仙道。梦
断而醒，不甘心，原状续睡（据说，
变个姿势梦就真的断了）；被尿憋
醒，人还迷糊着，解决了仍然续
睡；电话响了，只得接，对方打错
了，不能骂，一骂真醒，不骂还可
续睡。老家的人说，人睡着的时候
躯体并未真正歇着，翻身，打鼾，
梦呓，放屁，挠痒，甚至手舞足蹈，
只有魂此时是安宁的，所以将复
睡叫作“还魂”。

一夜风雨，倒是好睡。风走
了，雨过了，我却醒了，一看手机，
才五点。

来信息了，陈老师的。他一向
起得很早，但
从不扰我。今

日下午可以出院（他在浦东医院、中
山医院连续住了两个月），按捺不
住，天一亮这就告知。我随即打了个
“V”。他以为是他吵醒了我，让我再
睡。我还真的“还魂”去了。

人们对睡多睡少评说不一，有

说多睡无益，有说必须睡足。不知哪
个对。不如由着习惯，习惯是一个人
的规律，无规律无健康。
活着最大的幸事：吃得下，睡得

着。正好证明：无虑，无恙，才是一切
好着。

陈老
师因为胸
腔积液而无法躺下，睏了只能在病
床上坐着、头垂着，半睡半醒，苦啊！
马可以站着睡，甚至边走边睡。人不
放平不叫睡，只能算打坐。
我父亲动摘肺手术那次，我三

天三夜没合眼，回家照镜子，发现自
己已起了白发。这儿的老人说，“一
夜不睡，十夜不醒”。我用三天印证
了这句话。

婴儿是人体生长最快的阶段，
一天二十几个小时的睡眠给这作了
必要保证。现在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睡眠是最好的补药———吃好不如睡
好———应该没错。补当然不能没节
制，这也是对的。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不要因为幼稚而断送青春，不要因
为无耻而葬送一生。
少惦记让人把事记牢，多顾及自己

把事办好。
人们常为自己的过度聪明付出愚蠢

的代价。
岁数不饶人，饶人

是己心，常因心有余而
力不足。
无精打采地打理时

光，搭理你的是个并不精彩的世界。
融合相聚的自慰，适合孤独的自存。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宁可自己

冒风险而出手相助，一副义不容辞的作
为也是一种大义凛然的表现。
大功即将告成，小功也不放松，终将

功德圆满。
你随心所欲，人有何悦？
百花齐放的大世界，孤芳自赏的小

舞台。
谦卑与敬畏同为，谦虚与进步同步。

我的天，你的地，我们
共有的大世界，人们共享
的天地。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
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也不

要把自己的痛苦发泄到别人的快乐中而
让人痛苦。
拉拉家常而诉衷肠，谈谈过往而向

前方。
安静一种生活，平静几多心灵，宁静

百般境界。

和美田园 （摄影） 沈丹锋

蜜蜂与向日葵
王 海

    一只蜜蜂与向日葵结
缘
一排向日葵
靠春风得力
向上、向上地长
远眺
油菜花绽开了金黄
有成群结队的语言去

了那里
一只蜜蜂去年与向日

葵结缘
就没去花海

真情，心灵的阳光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真情，心灵的阳光。互相的
给予，世间的普照，快乐之时的会
意，寒冷之处的温馨，都是真情对
于心灵最美好的滋养。
真情的缺失，让心灵的每一

片叶子，都走向萎靡。有时，还会
生发邪恶的叶片，伤残自己，贻害
周遭乃至空气。

人心是情感的血肉。真情的
阳光不可或缺。你可以不伸出双臂
拥抱，但不可全面否定。你可以不
予热情表达，但不可单方冷却。
一切怀疑真情的心灵是变态

的。而从不袒露真情的心灵是可
耻的。至于吝于奉献或者惧怕因

为奉献而受害的心灵是与阳光相
悖的。
心灵如果久经虚情假意的熏

陶，是阴晦的锈蚀，也必然沾染了
污浊甚或变形变质。真情阳光一
般的打磨，
会令它显现
本来的光泽
和质地。
温情脉

脉是心灵滋润之必需。视温情为
毒素，就是弃阳光而不顾，心灵自
然坠入病恹恹的迷雾，找不着真
正的出路。
心灵并非拥有天生的鉴别力，

它有时也会视真情为幼稚，视虚
假为成熟。而这一切，阳光，加之时
间的积淀，会让心灵真知感悟。

当虚情假意向我扑来时，我
当紧闭心扉。而当真心实意也热

浪扑面时，
我的心灵早
已打开。也
许它表现得
很矜持，但

它对真情懂得尊重和珍惜。
任何时候不要向心灵玩弄计

谋。玩弄的成本极其高昂，玩弄了
别人，也最终玩弄了自己。而真情
的投入，最终属于一本万利。

心灵面对的从来不会只有阳
光，也一定会遭遇血雨腥风。但如
果珍惜每一丝真情的阳光，那么
在晦暗时那丝阳光依然继续着对
你心灵的慰藉。

良善的心灵应该是这样的，
你赐予别人的心灵多少真情，你
的心灵也会受到多少甚至更多心
灵的反馈。真情在这样的心灵间
是明丽而又欢畅的。
也许你不可能让所有的心灵

都向你捧出真情的阳光，但你却
可以捧出所有的真情，阳光一般
给予别人的心灵。如此，你的心灵
本身就是充满阳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