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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妹妹宝哥哥隔代相遇
林青霞

    贾宝玉和林黛玉在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相
遇，在《红楼梦》的电影
里相遇，脱下了戏服的林
妹妹和宝哥哥在台下也
相遇了。

1977 年在香港李翰
祥导演家的阁楼上，小小
的电视荧幕放映着 1962

年大陆拍摄的越剧《红楼
梦》，徐玉兰演贾宝玉，王
文娟演林黛玉，导演不停
地赞赏两位演员，说他们
唱得好演得好，观众入了
戏，感觉他们就是宝黛的
化身。当时我和张艾嘉即
将演出《红楼梦》，他拿这
两位杰出的越剧演员给我
们做示范，告诉我们，只要
把戏演好观众就会接受，
以此为我们打气。

看了王文娟演的林
黛玉，有一个镜头深深地
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她
听到傻大姐说贾宝玉要
娶薛宝钗了，在回廊上茫

然无力地来回乱跑，不知
道要往哪里去。王文娟步
履轻盈得像柔弱的柳条
在风中飘过来飘过去，衣
裙随着她的脚步和身段
翩翩扬起。林黛玉体弱多
病，性情孤傲，在王文娟
的演绎下，绛珠仙子“质
本洁来还洁去”的刚烈，

活了！那是王文娟台下数
十年功练就出来的。
李导演非常珍惜和欣

赏他手上这部大陆拍摄的
《红楼梦》，他频频摇头说：
“这部片子没有了！给烧掉
了！”相信他是太惋惜和太
喜欢这部戏了，竟然舍弃
了他拿手的黄梅调，让我
们唱起越剧来，他是想保
留并流传他心目中最倾慕
的画面。后来才知道，原来

这部片子拍摄完成后未在
大陆上映，却在香港上映
了，因此李导演会有拷贝。
大陆首映此片是 1977年，
听说有 12亿人看过，轰动
得不得了，可以说是那一
整代人的记忆，问起生长
在那个年代的人，忆起《红
楼梦》都赞誉有加深受感

动。王文娟和徐玉兰是绝
配，如鱼得水，空前绝后！

谁又会想到，隔代的
林黛玉和贾宝玉会在上
海相遇。2018年，李导演
阁楼上的林黛玉，在我面
前出现了。1962年的林黛
玉和 1977 年的贾宝玉相
会，两人一见如故，我称
她老师，她坚持要我直呼
她的名字文娟。

九十二岁的文娟，身
材修长匀称，腰杆笔直，
灰底粉红花的中
国式上衣配一条
白长裤，脚踩白球
鞋，童颜鹤发，即
使是眼镜镜片也
挡不住她炯炯有神的眼
睛闪着的艳光，我端详她
就像宝哥哥见了林妹妹
那样稀奇，竟然脱口而
出，“你有没有画眼线？”她
微笑着说，“画了。”一切
是那么的自然。

我和文娟刚一坐下
话匣子就不断，我谈她当
年的林妹妹，告诉她我多
么欣赏回廊那段戏，她谈
我当年的宝哥哥，说我演
绎得青春，并且欣赏李导
演设计的服装、布景、道
具和美丽的画面。我问她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说看得出学习借鉴越
剧电影的地方。我问她平
常做些什么？年过九十的
她依然上进，不只喜爱琴
棋书画还研究历史地理，
她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世
界充满了好奇。说了好一
会儿才想起晾在旁边的才
子王悦阳，安排我们见面
的好友贾安宜，还有文娟
的女弟子李旭丹。突然警
觉文娟是上了年纪的人，
腰杆笔直地坐了很久，赶
快拿个椅垫让她靠着。
在静安香格里拉酒店

行政酒廊里，旭丹为我们
清唱了一段“天上掉下个
林妺妹”和“黛玉葬花”助
兴，文娟面带笑容满意地
欣赏她得意门生的表演，
不知不觉已消磨了三个
小时，文娟始终一派优雅
娴静地端坐着，我那递过
去的大红椅垫毫无用武
之地，窗外夕阳的金光斜
斜地照进窗里，文娟起身
告别，虽然意犹未尽，我

也不好让她久留。
临走她送我一本
她写的《天上掉下
个林妹妹》，我送
她我写的《窗里窗

外》和《云去云来》。
2021 年 8 月 6 日凌

晨，王文娟先生仙逝，她
九十五岁的生命，有八十
三年是花在钻研、演绎和
传承越剧上，难怪她会
说，“我的命根子是戏”。
王文娟先生的戏梦人

生，从她十二岁由家乡浙
江省嵊县到上海投奔表姐
竺素娥开始，她跟表姐学
唱小生和花旦。十九岁就
独挑大梁。二十一岁以一
出《礼拜六》在上海滩一炮
而红。二十二岁时就和徐
玉兰搭挡，后来成立红楼

剧团，两人并肩合作超过
了半个世纪，演出了许多
脍炙人口的舞台作品。九
十岁高龄依然继续指导提

携后辈、传承越剧艺术。
很欣赏她的人生哲

学“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可
不是，戏台上她把“质本
洁来还洁去”的诗魂林黛
玉演得丝丝入扣、动人心
魄。戏台下越剧院领导曾
担心地问“你演得好林黛
玉吗？”她回答得简单，
“演不好，头砍下来！”

王文娟先生一生得奖
无数，光是终身成就奖就
拿了几个，我认为最值得
一提和最有意义的一项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越剧’传承人”。
如今天上掉下的林妹

妹又回到天上去了，在云
去云来间。或许哪天我们
不经意地仰望天际，林妹
妹会在云里出现呢！

梅门家风
翁思再

    编者按：“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在进
行中。 这组《十日谈》“学艺先学德”，聚焦老
艺术家的艺德佳话，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
的大师风范。

创立了梅派艺术的梅兰芳，何以成为梨
园行的泰山北斗，进一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
个符号？文艺界历来重视德行，必须德艺双
馨才可能众望所归。梅兰芳的德行可从梅门
家风说起。

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是京剧草创时
期京城“四大徽班”之一四喜班的掌门人。当
时有一位外地的举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失
败，留在北京继续攻读为下次科考作准备。
他是个戏迷，文学功底好，往往在看完戏后
帮助梅巧玲分析、评点，还经常为之修正台
词。然而他在京城住久了，家里带来的钱渐
渐不够用了，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朋友借，于
是就把随身的贵重物品和衣服等陆续拿去
典当。此举被梅巧玲发现后，就去说服了这
位举人的仆人，在其帮助下找到这些当票，
把被典当的物品全部赎出来，物归原主。这
位举人后来科考高中，可惜好景不长，客死
京城，其治丧、买棺材费用也是梅巧玲出的。

先人仗义疏财的事迹被梅兰芳写进了
《舞台生活四十年》，他说，“我祖母和姑母
把我祖父的为人行事讲给我听，我受了感
动，立志要学我祖父和一切好人的样子，要

长进向上，不敢胡来”。
当年在私有体制下，梅剧团里的演职员

报酬主要靠梅兰芳的演出。有时即使外界人
才济济，完全可以再找到更加相称、嗓子也
更好一些的合作者，梅兰芳也尽量起用梅剧
团里合作多年的老人，并不因为他们功夫不
如年轻人而把他们搁在一边，有时即使舞台
上用不上，他也照样“养”着。1949年，梅兰芳

听到老生搭档王琴生讲，上海一位老艺人逝
世了，家里很困难，马上掏出五百万元（注：
此为当时的货币，约相当于后来的 500元），
让王琴生交给这位非亲非故老艺人的家属。
诸如此类为他人雪中送炭的事例，在梅兰芳
身上不胜枚举。

有一位知识分子叫刘仲秋，早年在西安
办了一个名叫“夏声戏校”的民间京剧科班。
1947年时局混乱，这个学校面临解散，刘仲
秋向梅兰芳求助。在梅兰芳的建议下“夏声
戏校”迁来上海，梅兰芳为它找到一个停业
的工厂车间作为校址。不久刘仲秋接到梅兰
芳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道：“梅先生把自己前
天演出的票款全部送给你们学校，账已经结

出来了，请你们马上来拿支票。”对于‘夏声
戏校’来说，这就如同久旱逢甘霖。该校一直
维持到解放初期，师生中一部分参加了解放
军所属的京剧团，另一部分则成为上海京剧
院和上海戏曲学校早期的骨干。
梅兰芳爱好收藏，藏品中有明清家具、古

籍善本、瓷器、手抄的明代传奇剧本等。梅家
的字画除了家传的古代名家如仇英等人的作
品外，还有友人如翁绶祺、齐白石、徐悲鸿、黄
宾虹等人的赠品。据他的外孙范梅强告知，
1959年梅兰芳入党时向组织表示要把所有
藏品捐献给国家。1961年梅兰芳逝世后，梅
夫人福芝芳表示要实现上述遗愿，于是文化
部派专家组进驻梅府，将文物一一查勘，登记
造册。文物总数达到三万多件，由朱家溍、许
姬传、言简斋等人亲笔书写目录及说明，细致
的工作陆续做了几年。1966年动乱的风声开
始袭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肖望东同志及
时来到梅家，亲自主持转移这些文物，整整
装了五卡车，迁藏到部里的一个地下仓库，
终于使它们免遭浩劫。改革开放以后，文化
部将北京护国寺梅兰芳旧居改建为纪念馆，

把梅兰芳所捐献的价值
连城的文物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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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 55年，历史一瞬间。少作留旧
痕，山河换新颜。
近日，在杂乱的文稿中，意外地发现

了 55年前，新民晚报给我寄来的一封邮
件，是本人于 1965年 12月 15日在新民
晚报副刊登载的《兰克和〈教皇史〉》一文
的剪报。细览之后，知贵报责编是 1966

年 1月 2日寄出的，我于次日收到，翔殷
路邮局的邮戳，清晰可见。记忆一下把我
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

55年前，我正在复旦历史系攻读西
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时为研二。
这篇千字不到的短文，类似文史小品的
随笔，不免留有时代的印记，但却是我
的专业：兰克是“近代西方史学之祖”、
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大师，他一生著作
等身，约有 54卷之多，还不包括他晚年
口授的多卷本《世界史》，《教皇史》是他
的代表作。在当今学界称某某为“你真

像兰克”，绝对是个荣耀的褒奖。
小文虽小，于我乃大，自此开启了我与新民晚报近

一个甲子的情谊。改革开放的春风怡和之时，我已是复
旦历史系的一位教师，业余，不时给夜光杯投稿，这些
篇什大体沿袭了《兰克和<教皇史>》的文脉。更为重要
的是，也加深了我与新民晚报的情缘，弥足珍贵。
《兰克和<教皇史>》刊发后不久，晚报给我寄来了

5元钱的稿费。在当时，这 5元钱不是个小数，稍作比
较就可知晓。那时，一碗阳春面，8分；一碗鲜肉小馄
饨，1角；复旦登辉堂的电影票，一张票售 8分，校外电
影院大概也就 1角 5分一张吧。如此推算，这 5元钱真
是一笔不小的钱啊！

此事未了，同门师兄弟见状起哄，说我有钱了，要
我请客吃饭，那就请客吧。在当时，我们一伙小聚，一是
去五角场的淞沪饭店，这要多走几步路，但饭后（或饭
前）可去五角场逛逛，说不定有中意的新影片去翔殷电
影院顺便看场电影（学校登辉堂也放电影，但大多是老
片子），那确是美事一桩；二是去来喜饭店，它位于国权
路北端，与我校老校门近在咫尺，那时一些名教授，如
周谷城、周予同等来校上课或参加活动，在“来喜”都见
有他们的踪影。不过，当时我还不知国权路上的小来喜
饭店，是借鉴位于南京西路大来喜饭店的店号，虽同为
一姓，但却不是一家人，两家饭店现已悄然消失，鲜为
人知了。这是几天前，读史老张告诉我的。
国权路上的来喜饭店，门面不大，确实是个小饭店，

但店堂整洁有序，且菜肴味道不错，也算是当时五角场
地区的“名店”了。话说我们师兄弟三人，步入店内，在一
处火车席餐桌坐下，年代许久，我已记不得点了什么
菜，但从大家饭后的高兴愉悦之情来看，我这次“请客”
是成功了。疫情前，西南大学著名教授、杨群章师兄在
与我电话中还聊起多年前来喜的那次饭事，仍兴致勃
勃地说：“来喜的狮子头、荠菜肉丝豆腐羹，真是味道鲜
美，难以忘怀啊！”师兄年龄比我大好多，读研时就称他
为“老杨”，此刻我夸他：“你记性真好，老了仍是‘少年’！”
此事还未了。几天后，我去四川北路旧书店淘书，

发现了耿淡如师（我研究生时的导师）于 1933年翻译
的海斯和蒙合著的《近世世界史》，民国时期的精装本，
计 894页，售价 8角，我看后如获至宝，当付款后从营
业员手里接过这沉甸甸的译著。其时欢快雀跃之情犹
在眼前，我还真的要感谢 55年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
“少作”，舍此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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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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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不少好朋友都推荐我到江山去
走一走、看一看。七月下旬，我邀了“幸福
四家庭”的四对夫妇专程搭乘高铁 2小
时就从上海到达江山，在江山生活了三
天两宿，深感江山值得一游，不虚此行。

我们幸福四家庭，有许多相似之处，
多是原配的恩爱夫妻，年龄都在 65周岁
上下，政治面貌全是中共党员，性
格脾气、兴趣爱好相当一致。第二
代都是女儿，成了四姐妹，2012
年，我的女儿带头结了婚成了家，
同盟被打破，另外三个女儿纷纷
紧跟结婚成家。我的女儿生了个
女儿，其他三位同一年都生了男
孩。我们幸福四家庭基本上每月
要组织一次集体活动。所以，到江
山一游，心情格外兴奋。

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
是浙江省西南门户和钱江源头
之一。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年)

建县，1987年撤县设市。区域面
积 2019平方公里，总人口 61.3万。江山
拥有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相传，
早年间江郎山地块原本是个海口，从这
里可以一直通到东海龙宫。东海龙宫有
个小女儿叫海公主，海公主善良美丽，
但又调皮任性，时常从这海口出来游
玩。看见凡间男耕女织，夫妻恩
爱，非常羡慕。幻想着自己未来
的生活，也能过这样的日子。有
一次海公主从海口出来游玩，认
识了江姓三兄弟，便对眉清目
秀、温文尔雅的三郎一见钟情，芳心暗
许。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就称这座
山为“江郎山”。

江郎山常常出现云雾缭绕三峰的壮
观景象。当年，启功老先生看到这云雾缭
绕，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波涛暗涌的场
景，即兴在江郎山入口处提了“天半江
郎”四个大字。江郎山的云海与其他不
同，茫茫云海中，群山若隐若现，唯江郎
山三爿石耸立在云海之中，是孤独的、也
是骄傲的。换个角度当你站立在霞客亭

前，壮观的三爿石在云雾飘摇中若隐若
现，显得更加清透与灵气，此时的你仿佛
不小心踏入仙境中，流连其中而忘返。

江山以建设“实力支撑、美丽著称、
活力开放、人民幸福”为目标，深入实施
工业强市、旅游富民“两轮驱动”和“融接
杭”等战略举措，全力打造全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样板区、乡
村振兴先行区、全域旅游示范区。
境内森林覆盖率近 70%，有国家
级森林公园 1个、省级自然保护
区 2 个。城区依山傍水，母亲
河———须江穿城而过，“一江两
带”秀丽动人，城区绿地率也相当
高。江山幸福乡村美丽绽放，是全
国十佳魅力新农村县（市）、浙江省
首批美丽乡示范县。江山区位优势
突出，杭长高铁、京台（黄衢南）高
速、浙赣线铁路贯穿全境，与京、
沪、杭、甬等大都市间交通便捷。

江山历史绵长、人杰地灵，
孕育了清漾毛氏文化、江郎山世遗文
化、仙霞古道文化、廿八都古镇文化以
及村歌文化，是一个值得探寻的人文故
地。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同志祖居
地清漾村，历史上出过 8位尚书、83位
进士，毛泽东同志系清漾毛氏第 56代

嫡孙，毛泽东同志的孙子毛新宇
等毛氏宗亲多次来此寻根问祖，
《清漾毛氏族谱》被国家档案局
列入首批 48件国家级珍贵遗产
档案之一。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

山，自古以来就是白居易、辛弃疾、徐霞
客等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申遗成功后，
江郎山作为“老年期丹霞”地貌的典型
代表，开启了人文业态发展的新篇章。
古道文化飞地———仙霞古驿道，开辟于
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陆上
运输线，廿八都古镇因驿道而商贾云
集、繁华一时，全镇 1万多人口有 142

种姓氏、13种方言，保存有 2公里长的
古街和 36幢明清古民居，被誉为“江南
古塞、寻梦之都”。

玉楼春·咏小七孔古桥 明 德

    响水河兮喧转阒，涵碧潭平摛翠玉。石圯七券韵无
极，尘虑消于深樾处。

霪雨山洪何所惧，甘续桂黔商贾路。斜曛几度映枫
香，桥裹绿蓑接夐古。

海
边

（油
画
）

徐
淑
荣

    程砚秋柔中蓄刚的
艺术品格来自他的崇高
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