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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未开创弹词流派，却能将传统流
派唱出新意而别具一格者，朱慧珍也。

朱慧珍 1921年生于苏州艺人之家，
自幼学唱苏滩，15岁学习弹词，私淑前
辈艺人蒋如庭、朱介生弹唱“俞调”，琵琶
师从周云瑞。她唱的“俞调”圆润甜美、缠
绵悱恻，17岁以一曲“俞调”开篇赢得
“金嗓子”美誉。1954年与弹词名家蒋月
泉搭档，以演《玉蜻蜓》《白蛇》红
遍江南。据传，蒋、朱合演的《玉
蜻蜓》有 90回录音，但笔者只听
过蒋、朱的《玉蜻蜓》6 回，两人
合说的《白蛇》则有 18回，由“游
湖”、“说亲”一直至“合钵”、“哭
塔”，蒋、朱档演来声情并茂，白
蛇入世更可人。
《白蛇》亦称《义妖传》，最早

演出者为清嘉庆艺人陈遇乾、俞
秀山。光绪十九年有上海书局石
印本《西湖缘》，讲白蛇修炼成
精，取名白素贞；其婢小青，青蛇
成精。两位丽人在西湖偶遇药店
伙计许仙，同舟生情，由小青做媒，当夜
成亲。白素贞赠银两锭给许仙，不料是钱
塘县失窃库银，许仙因此发配苏州。大生
堂店主王永昌见许仙相貌不凡，技艺高
超，作保留至药店。后由白素贞资
助，许仙另开保和堂药店。端午节
乃驱五毒之日，许仙误以为妻子
患风寒，劝其服雄黄酒，白蛇现
形，吓死许仙。白素贞爱夫心切，
上昆仑山盗仙草，救活许仙，又造假蛇释
疑。茅山道士见许仙，言及他身有妖气，
付诸灵符，白素贞智败茅山道士。许仙迁
保和堂至镇江，金山寺住持法海诱许仙
入寺，告之青、白两丽人为妖。许仙惧而
入寺为僧。白素贞上金山寺恳求法海，法
海不允，白、青施法，水漫金山。后白素
贞、小青败退至西湖断桥，与许仙相遇，
小青怒斥许仙，许仙悔恨不已。因白素贞

已怀身孕，在许仙姐姐家中待产。白素贞
产下梦蛟后，被法海用金钵镇于雷峰塔
下。十九年后，梦蛟中状元后至雷峰塔祭
母，正逢白素贞厄满出塔，父母与子团圆。

剧中有“大生堂”、“端阳”、“盗仙
草”、“断桥”、“合钵”、“哭塔”等精彩书
目。人称“蛇王”的杨仁麟说《白蛇》，后由
陈灵犀整理，以蒋月泉、朱慧珍合说《白

蛇》最为精彩。蒋调的雍容大方、
韵味醇厚配上朱慧珍“俞调”的委
婉清丽、恬淡典雅，可谓珠联璧
合。朱慧珍唱的慢俞调端庄大方，
饱满灵动，婉转时渐放渐收，仿佛
绕过无数个弯，听来舒缓自如、余
音绕梁。朱慧珍唱女蒋调隽永婉
约，如《寿堂唱曲》《刀会》《哭沉
香》，再如她唱的《断桥》，用了几
句小阳调，听来别有一种味道。
《白蛇》通篇写白素贞对许仙

的柔情蜜意，体贴入微，她无意中
吓死许仙，为救郎君一命，舍身上
昆仑盗仙草，以命相搏。白素贞上

金山恳求法海一段，忍辱负重，情真意
切，动人心魄。纵为妖，情深如海更迷人。
朱慧珍还留下脍炙人口的弹词开篇

《宫怨》《思凡》等。《宫怨》又称“唐诗开
篇”，唱者无数，但佼佼者之首，非
朱慧珍莫属。其唱词空寂哀怨，起
首两句是王昌龄的句子“西宫夜
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百
般无奈，跃然纸上。后写高力士起

奏唐明皇下榻昭阳宫，杨贵妃自叹：“竟
把奴奴撇一旁”，“短叹长吁泪两行”。转
而弹唱“衾儿冷，枕儿凉，一轮明月上宫
墙”，寂寞悲哀交融于词里行间。直唱至
“君王原是薄情郎，倒不如嫁个风流子”，
让人叹惜不已。落句回到白居易的诗句：
“紫薇花对紫薇郎”，真是余味无穷。如此
精美之词，经朱慧珍轻吟弹唱，岂不令人
沉湎其中，思绪万千。

小笼有点甜
冯 强

    去无锡必吃小笼。这就像苏
州美食家陆文夫所言，不仅吃得
好，还要“吃得到，吃得起”。

两年前去无锡，特地到王兴
记吃小笼，这里小笼曾首屈一指。
见过美食家沈嘉禄先生笔下上海
豫园排队等吃南翔小笼的盛况，
随身带了本书，做好排长队准备。
想不到，那儿是立等可取，只用几
分钟，就笃笃定定坐享其成了。

无锡小笼精工细作，有不破
皮、不漏底，一吮满齿、味鲜不腻
的特点；它的个头比南翔小笼、苏
州汤包大，可以论只买。与南翔小
笼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肉馅有
点甜。近年来，可能王兴记的小笼
风格在往北靠，甜度降低，此举有

点“添堵”。
好在我的吃

口比较“混乱”，甜也行，不甜、
偏咸也可以。
今年 9月，又去无锡吃小

笼，不仅事先问清借住的太湖
饭店早餐有小笼可吃，还特地
跑到附近街上，在名不见经传
的锡品记买小笼吃。相比太湖
饭店的小笼，这
儿的甜度略低，
余味大致相同。
当场尝了一只，
感觉不错，就想
买两盒半熟的带回上海。在等
小笼出屉时，与店老板聊天，他
说，小笼包与北宋时期的梅花
包和灌汤包有传承上的渊源，
靖康之变后，北宋皇室南迁，将
其带入南方。现代的小笼包起
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常州府，

又各自形成特色，常州味鲜，无锡
味甜，上海味或介于两者之间。听
其一席话，十分长知识。
对无锡小笼情有独钟，与小

时候住我家隔壁的无锡裁缝有些
关系。裁缝的阿姐常来小住，她曾
在无锡餐饮店做过点心师，做包

子的功夫，时不时
用某种方式显摆一
下。有次，帮我家做
了整整两大笼外观
很美、甜味十足的

包子。我们全家一起夸奖，她却谦
虚地说，比起我们无锡王兴记的
小笼包，味道还差了点。那时，饥
不择食的日子尚未完全过去，虽
然嘴馋，却只能让耳朵过把瘾。很
多年后，我家附近出现过一家店
名就冠以“无锡小笼包”的餐饮

店，店里
不仅堂吃
无锡小笼，而且有成叠的带竹编
包装的小笼外卖，可惜生意不怎
样，最后这家店还是关门了。有意
思的是，隔了没几年，在原地居然
开起了老盛昌，其汤包虽是苏州
口味，但对像我这样的菜鸟来说，
有点甜，味道就差不多。
听说现在无锡人大多上煕盛

源吃小笼，而上海那几家专卖无
锡小笼的饮食店，冠名锡缘的小
笼，网上评价还行。当然，更多的
解馋者，或许就直接从网上挑挑
拣拣地购买小笼包了。那种饥不
择食的日子，已一去不返，我更喜
欢在中式的餐厅里堂吃小笼，附
带一碗清清爽爽的蛋皮汤，大热
天附带一杯冰冻的酸梅汤……

俏眉眼，说副刊
?大伟

    我旧得有点发霉，至今还在订
阅纸质报刊，晨报、晚报，日报、周
报，每天厚厚一叠。派送报纸的物业
很惊讶，以为有收废纸破烂癖的；年
长的有些阅历，纠正道：“这家可能
是机关租赁户。”不得已，我院墙外
挂着的报箱很高很厚，下雨天要在
院墙上撑把伞，如同给大头鬼戴顶
太阳帽，说句江湖行话：罩着。
我还有个怪癖，订报纸不看新

闻。不管晨报、晚报，周刊、月刊，我
都积攒在晚上翻阅，至此新闻都泛
黄了馊掉了，老得起皱，老菜皮一
叶，才恍然大悟西谚说得妙：“太阳
下无新鲜事。”其实，每天的新闻都
一样，自然新闻纸的新闻也是雷同。
于是，报纸的面目就是副刊了。
副刊文章，在一堆新闻纸里，鹤

立鸡群。《中国经营报》纯粹“老板
报”，居然每期有好几页文化性副
刊，多历史，与经济不搭，与经营不
搭，与金融不搭。报纸的新闻，如同
饭馆的米饭，消费者不是冲着米饭
去饭店的。米饭是主食，千篇一律；
千差万别的是菜肴，如同副刊，才见
眉目。但电视台不能不播新闻，仿佛
饭店不能没有饭。没新闻的电视台
就是录像厅，电视剧、纪录片扎堆。
而报纸副刊最大的特点，是各有各
的特色。
我喜欢“夜光杯”，因为像菜场，

从葱姜到海鲜，从死货到活物，荤腥
搭配，应有尽有，高雅的如陈鹏举谈
诗，而且是古诗，有点青铜器锈；也
有谈茶的，也是连篇累牍，有点神神
叨叨、飘飘欲仙，尽管我是开茶馆
的，尽管我看不懂，聊备一格，这就
是“夜光杯”的包容性。它更多地偏

于市俗，毕竟市民多、俗人多，如我
辈，过去养花谈戏文章抢眼，今天美
食辣眼，十年前的江礼旸，如今的沈
嘉禄，馋痨坯有感而发。有定
期露脸的，如陈钰鹏，知识小
品，一以贯之；也有久不见面
的吴凤珍，她的家长里短，善
良而温暖，将无聊变有趣，可
惜久不见文章，一打听，入养
老院了，可惜了，夜老酒少了有嚼头
的卤汁鸭翅膀。再早的，有聊养花
的，有侃戏曲的，有谈书法的，有评
绘画的；也有的，好比弄堂口乘风凉、
听人嘎山湖，充满了烟火气。
“夜光杯”最大的吸引力：不装！

即便很装的作家，到了“夜光杯”，话
锋一转，接地气啦！“夜光杯”往低里
说，就是一个大拼盘，五花八门；往
高里说，就是一罐佛跳墙，山八珍、

地八鲜，一锅乱炖。
出差到外地，我喜欢到县城的

报摊买一叠报纸，了解当地风俗，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
乎？”翻开报纸先看广告，可一眼判
断编辑方针、文章趣味、读者群，王
八眼找绿豆釉，简单粗暴。广告商
投放的是真金白银，始终研究读者
群，顺便免费为你指明方向。汽车
类多的，财经类报纸；化妆品多的，
家庭类的；保健品多的，往往是老年
报；只剩下上市公司年报公告，那是
证券报；只有书刊广告，如同文学
报。广告越少，读者越少，不买！没有
广告的，意味着没有读者，不买！求

诊问药多的，不买，看多了，
烧香引出鬼来。

每天晚上，灯下一叠报
纸，一张张翻，如护肤霜，由
外而内，看到副刊，抽出，搁
在一旁准备精读，其他呢，像

外文系的阅读课，分精读、泛读。我
呢，中文系毕业，做些差异化竞
争———新闻版面：翻读，一翻而过，
合辙北方人一句话：看书看个皮儿，
看报看个题儿。大菜总在殿军，最后
看副刊，一定放上一柄放大镜，有时
免不了查地图，这叫精读。

又到了报纸杂志征订季了，邮
局会寄来一本目录。我呢，没有副刊
的，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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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讨论的是《黄帝
内经》中关于治疗力度控
制的另一段经文。其在《素
问·五常政大论篇》（简称
“五常”， 后同）中的原文
是：“帝曰：有毒无毒，服有
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
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
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
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
小毒治病，十去其
八；无毒治病，十去
其九。谷肉果菜，食
养尽之。无使过之，
伤其正也。不尽，行
复如法。”

古代中医用
“毒”字表述药物时
常有两个含义，一
个是相当于现在的
概念，指对人体具有
危害作用的毒性；
另一个是指药物的
偏性，好比人体不
同的性格。上文中
“毒”字的含义属于
后者，是指不具毒
性但药性或强烈或
偏强的一类药物，据其程
度而又分为多个等次；所谓
无毒，是指药性相对平正
而作用和缓的一类药物。
上文的大意是：黄帝

问道：药物有性烈与性平
的区别，使用时有一定的
规则吗？岐伯答道：患病的
时间有久有新，处方的形
式有大有小，药物的偏性
有强有弱，使用时确实有

着通常的规则。用性力峻
猛的药物治病，在病去除
了十分之六时即应停药；
用性力一般的药物治病，
在病去除了十分之七时即
应停药；用性力偏弱的药
物治病，在病去除了十分
之八时即应停药；用性力
平和的药物治病，在病去
除了十分之九时也应停

药。此后再用谷类、
肉类、水果、蔬菜等
食物调养，以将剩
余邪气全部去尽。
不要过度治疗，以免
伤及正气。如果使
用食养之法后邪气
还是未能去尽，那就
再按前面的方法相
宜处理。

五常中的内容
跟我上篇文章中所
引《素问·六元正纪
大论篇》（简称 “六
元”，后同）中的经
文相比后可以看到
两者存在明显不
同。相同的是，六元

所指的是大病之治，即依
据所病的程度来确定治疗
尺度。五常所指的则是大
毒治病，即依据所用药物
的偏性强弱来确定治疗尺
度。因为大病之治通常多
用性力偏强或强烈之药，
所以两者表述虽然不同，
但实际上的意思还是相同
的，即所谓“衰其大半而
止”与“无使过之”的目的

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防止
治疗过度而伤及正气。相
异之处是五常提出了六元
中没有或与其不同的四个
观点：一、明确提出了治病
尺度的把握以药物偏性的
强弱为依据。这与六元中
“大积大聚之病，其可犯
也”以及“有故无殒，亦无
殒也”之论所持的依据完
全不同。二、六元中所提出
的治疗停止与否的尺度是
以大病为前提而设定的，
故其范围因此单一且又是
约略的“大半”，而五常中
却依据药物偏性“大毒”至
“无毒”四个等次而分别提
出了明确的“其六”至“其
九”的多个治疗尺度。三、
提出了实际上的食疗的概
念。四、主张药食相兼的治
养方法，即当食疗不能使
得药物治剩之病全部去除
时，仍可再用药物治疗。
我对五常中治病尺度

以药物偏性强弱作为依据
的理解将在后面再作总结
性完整讨论，这里先就这
段经文中关于治病尺度的
本义予以明确。其在“无毒

治病，十去其九”之后说了
“食养尽之”。“尽”，使病全
部去除之义。为何要尽呢？
因为药物所治之病还有剩
余下来的十分之一没有彻
底去除。此时如果继续使
用即使性平之药也有可能
会伤及正气，所以换用习
惯上不作药用而对人体有
益的食物疗法以去尽剩余
之病。但如果用食疗后余
病仍然“不尽”，那就“行复
如法”，即仍然可以再用药
物治疗。这又是为
什么呢？其目的还
是为了要去除尚剩
之余病。由此可见，
治病十去其十其实
原本就是经文所追求的。
既然如此，那在前面用药
治病已经十去其九之际
为何不再继续用药物以
直接解除所剩已少的尾
病，却要换成食疗之法来
完成，但在食疗无效时却
又可换成药疗呢？我理解
这应该说明了这样三点：
一、体现了对保护机体正
气的高度重视。凡能不用
药物者，则尽最大可能不
用。二、之所以在用性平之
药治病十去其九时才用食
疗而不是在十去其六至八
间就用，说明食疗的去病
作用毕竟有限。如果过早

使用去病作用显著弱于药
物的食疗之法，就会因为
食疗之力不胜病力而使药
物治剩的余病部分偏多，
不利人体康复。三、在重视
并强调了药勿伤正的观点
时，同样肯定药物治疗作
用的重要性。明确了这些，
对于正确解读原文本义是
重要的。

综合前引两段经文，
从治疗力度如何控制这一
角度而可引出的另外的重

要问题是，大病在
“衰其大半”后所剩
的部分病情能否借
助食疗等非药物疗
法或借助正气自身

而获得全部去除呢？既然
“无毒”之药治病可以一直
治到病情的十分之九，那
么用“大毒”之药治病时是
否也可以一直用到这一尺
度，甚至达到十分之十呢？
如果可以，那么治疗尺度
的把握究竟是以病因的完
全去除，还是以所用药物
的偏性强弱作为依据呢？

（待续）

铸 铁
魏鸣放

    只有重量，没有固形。一
个尊字，应该是它最好的量
词。比如，一尊佛像，五十尊
巨炮。那是铸铁，又叫生铁。

铁链，护拦了波涛千里
的大堤；铁柱，并排于烈士陵园的青松；铁门，隔空着秋
风黄叶的庭园；铁炮，在城墙之上，默对了寂寞长空的
大雁。

铁锚，定位大船。大风来了，不动；如动，将会吊动
海底，连带地球，一起进入茫茫的宇宙。

总是幻觉，有一只硕大的铁轮，在大漠的风沙上独
自行走。总是抚摸，以双手沉重，抚摸一切沉重。总是回
想，非洲的马赛人。夕阳晨曦下，远远地，一个人形，不，
一尊铁像，像是稀树草原上的孤树，一身格子红布，一
杆细长木棍，直立，像是一万年一动不动。信箱里的小广告

陈祖龙

    时下虽是太平盛世，然而毋庸讳言，伺机上门行窃
的宵小仍未绝迹。正因如此，倘若有人将某户人家阖家
外出、家中正唱“空城计”的情况随便告知外人，会引起
该户人家全家老小何等的不安、不快与愤慨！

然而小区里偏偏有人愿意一而再、 再而三地贴上
钱财精力，干这等引人不快与愤慨的傻事。 前些日子，

我与老伴外出旅
游半月，归家之日
不禁倒吸一口冷
气：信箱口沿处足
足塞有数十张壮

阳、疏通下水道、家教、商家盛大开业之类的广告宣传
纸。 这分明在广而告之：“窃贼，我家无人！ ”

忍无可忍， 禁不住想对那些贴上钱财精力干此等
傻事的家伙说几句———

你们的广告宣传纸效果如何？ 老实说， 我从来不
信！ 你们根本不用指望我读了那些广告宣传纸后会买
你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你们真的有强大的经
济实力，有良好的产品信誉，又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那么，请正儿八经在媒体上做广
告。至于其他住户对你们广告宣传纸
的评价如何？早有定论：环境污染品、

信箱垃圾！ 辛辛苦苦换得如此结果，

你们说冤不冤？

托孩邻家好婆 (?影) ?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