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从艺先从德

责编：殷健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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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21 年 9月 2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徐婉青 编辑邮箱：xwq@xmwb.com.cn

艺风艺德重践行
赵松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幸福的人，因为我把
我的爱好，干成了职业，熬成了事业，未来还
想成就丰功伟业。

开篇这段话，是我从 1994年当兵来到
上海服役，至 1999年退伍后留在上海创业，
在上海生活工作 27年的自我总结。这段话
里，有我当年学艺的初心，也有我对未来从
艺的期许。
艺风艺德，这四个字说说很容易。作为从

事语言艺术的曲艺演员，谈一谈这四个字的
学习感悟和心得体会，也不是难事。关键是如
何做到“学而时习之”，如何做到“知行合一”。

形成良好的正向的有积极引领作用的
艺风，需要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能够具备
有觉悟有担当有水平有作为的艺德。艺风是
整个行业形成的群体性的风气，艺德是从艺
者每个个体必须具备的修为。只有每一个个
体都具备德艺双馨，文娱行业才会具有引领
社会风尚、服务人民大众的风清气朗、润物
无声的艺风。

今年七一，作为文艺工作者这个群体
中的自由职业代表人士，我有幸在天安门
广场观礼台聆听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一直在回顾自己
过去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

从 3 月 23 日至 7 月 23 日，我带领团
队，和长宁区委统战部联合制作了 100回党
史故事短视频《党史故事每日一则》，共计时
长 716分钟。由我执笔创作并演出的相声《我
是党史宣传员》《辛丑两甲子》，快板《伟大开
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不仅下社区走基
层进机关演出，还被“学习强国”平台收录。
接受《人民政协报》采访的时候，曾被记

者问道：作为相声演员，如何看待曲艺艺术
讲党史故事，其优势又有哪些？至今我依然

会这样回答：曲艺艺术是来自民间，扎根基
层的艺术，或说或唱，或有说有唱，最大的优
势是运用了受众最容易听懂，最易于理解，
最便于传播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学术就在
于，学术更需要针对一个领域进行纵向的高
精尖的研究和探索，而艺术更擅长面对受众
围绕一个话题进行横向解读演艺和传播。

我是一名曲艺演员，从事相声、快板书
的创作和表演，讲好党史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曲艺艺术具备极强的优势。

作为一名扎根上海成长起来的共产党
员文艺工作者，我坚信，在上海这片有着浓
重红色基因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创作更多富有正能量的，体现上海城市
品质和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以最大的努

力，树立新形象，引领新
风尚，担当新使命，有所
新作为。

书法艺术讲求文以
载道，弘道养正。

“去库存”
邵 宁

    “姐姐，好久不见了。”昨天下午，微
信上突然跳出一句话。“我由于疫情，把
虹口大宁两家店暂时关闭下，只留楼上
会所，以求平稳度过艰难期。今年生意真
的难做。因为几家店合并，库存一下大了
许多，所以准备抛掉一点，我发几款给你
看看，可有需要的，没有需要也没事，你
就看看好了，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说话的是 L妈妈，女儿小学同学的
妈妈。一个传奇女子，10年
前为了女儿上学，在学校
附近买了套房子，为了有
事做，又开了家专做珍珠
的珠宝店。很多珍珠饰品
都是她自己设计的，款式漂亮，价格适
中，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从办公楼的一
间展示厅开始，很快在下面开出门店，几
年后又在大宁开了一家，开一家成一家。
珠宝生意比较小众，而且又是专做珍珠，
蕾蕾妈妈的商业才能令人称奇，我一直
把她作为“财商高”的典型向别人介绍。
没想到，疫情一来，生意一落千
丈，大半年都无人问津。现在两家
门店都关了。

L妈妈热情开朗，笑嘻嘻的，
像个大阿福。小朋友小的时候，我
们经常见面。她家在海宁，两年前为了帮
我爸买件合适的皮衣，曾去了皮革城两
次。看到多年的朋友碰到困难，我便去答
应看看，力所能及帮她“去库存”。

晚上见面，两年不见的 L妈妈又发
福了，还是压力大。她说这次对她打击很
大。不但两家门店关了，会所也被迫搬
家，原来在 A 座有 400 多平方米，现在
合同到期，搬到了 B 楼，只有 200 多平
方米了。员工从十六七个减到 6个。她家
在其他地方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原来无

忧无虑的“大阿福”，这次也显得低落了
不少，说感觉快撑不下去了。“做了十年，
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她眼圈红了。
疫情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改变

了很多事情，很多人莫名其妙就受到了
打击。就拿“弄堂馄饨”来说，以前是网
红，天天大排长龙，工作日早上至少 20

分钟，双休日 40分钟。疫情以来，排队
的人一下子少了。现在，店里的位子减

少了，显得宽敞了，中午也
卖小馄饨了，原来坚持只
收现金的老板也拿出了微
信二维码……我不明白，
一碗小馄饨，原来那么多

人喜欢吃，疫情后难道就不喜欢了吗？
珍珠饰品店也是如此。原来需要的，

喜欢的，因为一场疫情，就改变了喜好，
就不需要了吗？“消费降级呀！”她说，原
来消费水平 1 万多元的人，现在只买
3000多元的。而且感觉，现在的商业中
心，除了饭店，生意都不行。“疫情期间你

有没有享受到政府补贴，房租减
免？”“减免了 15天。”

她的珍珠还是一如既往的
美丽，在灯光下绽放着柔和的光
泽。今年海珠少，进不来，有的颜

色几乎没有了；淡水珠还是数量充足；
这是几种颜色串成的糖果色项链，年轻
人喜欢……说起珍珠来，她还是滔滔不
绝。我挑了几件，有项链，有挂件，有手
链，款式都偏简洁。她帮我细心包装好，
装在袋子里。我安慰她：尽管我能力有
限，但会发动更多的人来帮她，只要熬
过这段时间，一定会好起来的。随后我
们一起关了店门，她顺路把我送回家。
小小珠宝店，好像是风雨中一片叶子。
商海无情，生存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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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从黄兴路上钢
二厂原址出来，往北走，走
到控江路转角，就看到一
幢熟悉的老式工房大楼。
这大楼，我一直不知它有
没有名字（门牌分别为黄
兴路 601-603 号、
控江路 1434-1444

号），姑且称它“转角
大楼”吧。它高五层，
楼面朝东、东南、南
三个方向，呈八字
型。猛然觉得，它跟
1989年竣工的五角
场朝阳百货大楼很
像。不，应该是“朝
阳”像它。“朝阳”虽
然楼高九层，但早
已拆除。而转角大楼，要比
“朝阳”年长近 30岁，今天
依然矗立在控江路上。
控江路，横亘在杨浦

区中部，筑于 1926年。它
的路名，不是以地名人名
命名，而是出自宋代《云间
志》，“负海控江”。与周边
马路比，控江路有古韵，也
就有点沉雄孤傲，建成后，
除了在 1935 年成为首届
“半程马拉松”折返段外，
一直冰清水冷。它的突然
“红火”，始于上世纪 50年

代末。那时，上海在市郊打
造卫星城，新式工人生活
社区流行。这种社区，将居
民住宅与商店、学校、医
院、公园、文化馆等一字排
开，统称“一条街”，深得各

界好评。在“闵行一
条街”“张庙一条
街”等的垂范下，
“控江一条街”应运
而生。上述转角大
楼，就是“一条街”
的样板：上层为住
宅，底楼是百货商
场。那商场，名字叫
“凤翔”，五金鞋帽
文具日用品，应有
尽有，顾客盈门。
在我童年记忆里，这

幢转角大楼的三个朝向，
各有风景。东面，走过控江
路 1200弄，就到了靖宇南
路，那里有一所靖南中学。
陈思和老师在《暗淡岁月》
一书中回忆，1967 年，他
曾入读靖南中学，“这所学
校实在是没有什么地位和
影响，也被人看不大起
的”。不过，与靖南中学一
墙之隔，倒是有一所“名
校”，控江二村小学。小学
内附设的幼儿园，是我开

蒙的地方。依稀记得，每天
上午，靖南中学的广播喇
叭里，就会响起雄壮、高亢
的乐曲。有一次，幼儿园上
图画课，老师用沪语说，今
朝要画“控江一条街”。此
时，我正被隔壁中学里的
乐曲声分心，没听明白，以
为是“控江一调羹”。待老
师展开样画，我才看清，

“一调羹”原来是一幢楼！
对，就是转角大楼。
东南面，正对着控江

文化馆。在“控江一条街”
上，它既是圣殿，也是方
舟。文化馆内放电影，生意
特别好。一到节假日，朝北
的售票窗口，就是一扇金
拱门，门一开，一只只攥着
钞票的手，拼命往里伸。陈
思和说，他在那里看过苏
联电影《列宁在 1918》。而
我印象深的，是看朝鲜电
影《摘苹果的时候》。里面
的男女主人公，碰碰就要
流眼泪，涕泗横流，这让我
看不懂。到了傍晚，文化馆
门前广场，就变身为“民间
房屋交换中心”，人头攒
动，气氛热烈。那时没有房
产中介，人们要换房，就自
发齐聚这里，碰碰运气。换
房者手拿纸片，上写：“两
万户”，二楼朝南，14 平
方，煤卫公用；或是：“石库
门”，客堂间带天井，25平
方，有煤无卫……
南面，是凤南一村。新

村路口，原有一棵银杏树，
树龄百年，叶如伞盖，三人
合围也抱不过来。这棵树，
后来被“搬”进了上海人艺
排演的话剧《一家人》中。
这部戏，舞台背景是“一
条街”，故事情节就发生
在一棵百年银杏树下。该
剧编剧之一的胡万春先
生，是从上钢二厂走出来
的工人作家，当年就住在
“控江一条街”。据他描述，
站在他家阳台，就能看到
这棵古树……很遗憾，从
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它。
我只记得，路口五层工房
底楼，有一家新华书店，
店堂很小，我放学后常
去。柜台边，常年端坐着
一位营业员阿姨。她的样

貌，很像《摘苹果的时候》
里的人物，眉眼细细的，脸
盘大大的。也许是寂寞，每
次见到我，她就喊：小胖
子，侬来啦？大概当年我跟
她很像。记得有一次，我用
零花钱 2角 9分，买了一
册京剧连环画《智取威虎
山》。几天后再去，她告诉
我，上级通知，那连环画价
格定得太高了，不利于“普
及样板戏”，改售价为 2

角。第二天，我拿着原书去
退款，她利索地在封底敲
章，退给我 9分钱。临出
门，她大声喊道：小胖子，
侬今朝发财嘞！

这一声喊，穿越时空，
音犹在耳。现在，我就站在
书店原址旁。抬头四望，内
环高架凌空而过，凤翔百
货、控江文化馆等，连同小
书店，都没了踪影。惟有转
角大楼，依然朝向三个方
向，默默守候，深情款款。
它似乎在告诉我，“控江一
条街”嘛，早已成为过往。
今日之“大杨浦”，北有五
角场，南有杨浦滨江……
此刻，我心里忽然涌上一
句“繁花”式的话：控江路
看在眼里，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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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在家偷懒不想做饭，便到居
家附近新开的一家社区食堂吃饭。进到
食堂内，看到菜牌上写着有乳腐肉供应，
便想也没想，点了乳腐肉。色泽红亮，肥
而不腻的乳腐肉是我的最爱，虽然现在
的乳腐肉比起当年熟食店里的乳腐肉味
道还是差了不少，但夏秋时节，能吃上一
块，怀怀旧还是蛮开心的。
说起乳腐肉，还要追溯到上世纪那

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吃肉要凭票，肚子里
没什么油水，家里人便想到了去熟食店
买乳腐肉吃。
乳腐肉是浙江嘉兴传统名菜，取夹心

猪肉，配以冰糖、乳腐卤、红曲粉等烧煮，
再放入蒸笼蒸，其肉质酥糯，香味浓郁，
江南一带的百姓喜爱这道菜。虽然我不
是嘉兴人，对乳腐肉却有着特别的情结。
小时候居家虹口吴淞路附近，斜对面有家金来熟

食店，因为紧挨着虹口百货商店，所以顾客比较多。又
因为这家熟食店经营的品种丰富，乳腐肉、肉汁百叶结
等受到食客喜爱，店门口常常排起长队，去晚了还买不
上。久而久之，金来熟食店的名气在吴淞路海宁路这一
带响了起来，许多不居住在此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购买，到了中午 12点过后，热门品种早已卖光，这其中
乳腐肉是最热门的熟食品。
那时大凡家里有客人来，大人便叫我去金来熟食

店买熟食待客。而每次去买熟食，必买乳腐肉，以至于
后来客人们来我家，也就冲着乳腐肉而来，都说金来熟
食店的乳腐肉好吃。
有一次，排队买熟食，快排到了却眼睁睁地看着别

人把最后几块乳腐肉给买走了，便哭丧着脸空手回家，
大人说，哎你这小孩怎么空手回家？乳腐肉没了，就买
些叉烧什么回来呀。你这空手回来，怎么招待客人？我
至今还记得大人当时跟客人打招呼的情景。
读中学时，去崇明八一农场学农，自己鬼使神差被

安排到了炊事班，当了一名“厨师”。有一次，吃了多日
蔬菜的同学，纷纷向我提出，应该改善下伙食了，搞点
肉吃吃。于是，我斗胆地向带我们学农的老师提出，烧
一顿乳腐肉给大家吃。老师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似
乎在问：你会烧乳腐肉？当我把烧乳腐肉的过程跟老师
说了一遍后，带队老师半信半疑地说，那就试试吧！说
真心话，当时自己还真没把握，只是年少气盛，想为大
家改善下伙食而已。
为了能烧好乳腐肉，我骑着黄鱼车去镇上集市买

肉和乳腐汁。回来的时候，为了抄近路，便从一条羊肠
小道骑行，然公路到这条羊肠小道有个下坡路，刚骑着
往下坡路时，黄鱼车突然一个俯冲，连人带车滚落到小
道旁的水沟里，好在水沟里水不深，慢慢地爬了起来，
看着车上的肉和乳腐汁翻落一地，真是欲哭无泪，第一
次尝试做乳腐肉便以这样的失败而告终。
往后几十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居住地动迁

了，金来熟食店也因道路拓宽消失了，但依然对乳腐肉
情有独钟，每次路过吴淞路时，都会朝金来熟食店的旧
址方向看上一眼，怀念小时候熟食店里的乳腐肉。

鱼的江南
曹伟明

    江南水乡，江河湖荡密布，昔日往来
皆是舟楫，享受的是稻饭鱼羹，而鱼是江
南之鲜，水乡之魂。

从崧泽古文化遗址的考古中发现，
上海先民的断发文身，就是为了在江河
湖海的捕鱼中不受伤害而形成的特殊习
俗。上海六千年最早的文化图腾是鱼类。
那遗址中出土的鱼头形陶
土网坠等文物，证明了在
新石器时代，上海先民已
从徒手捕鱼发展到“竭泽
而渔”，用渔具捕捞。而
“簖”的发明，列竹片于江河，鱼虾只能
进，而不能复出，让捕渔业有了创新性的
进步，不仅成为一种先进的捕渔工具，更
是成为了上海地名“沪”的简称。
渔樵耕读，渔为先。江南的鱼文化，

创造了水乡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清晨的
雾霭里，四乡八邻的渔民满载着鲜活的
鱼虾，悠悠地蹚过江河湖泊，伴随着似水
的渔歌，让古镇在这喧闹声中慢慢地苏
醒。喝完早茶的人们则慢悠悠地在临水
的街巷里闲逛，甚至径直跳到渔船上，在
船舱里随意地挑拣鱼虾。至于临河人家
就方便多了，只须在楼上吊下一只竹篮，
喊一声“白丝鱼一条”便成交了。
鱼的江南，让江南人智慧勇敢，书写

了豪放婉约，诗性且奔放的生命诗史，融
进了“追求卓越”、“厚德载物”等江南品
格。在古代江南，男女以鱼传书，鱼成为
了男女青年爱情的信物。后来，男女定亲
要送鱼，寓意婚姻美满，早生贵子。新春
拜年要送鱼，寓意年年有余。在水乡，过
去的男女青年，连恋爱都离不开鱼。青浦
田歌中有，“结识私情隔条河，手攀杨柳
望情哥，娘问小女望个啥？我望水面穿条
多”，这“穿条鱼”，便是水乡常见的鱼类。

江南的“渔家处处舟为业”。在水乡
青浦等地区还出现了专业渔民，且善经
商。“渔者以船为家，率能致富”。“一网拖
来数万钱”。当地有“农民牵三日三夜砻，
不及渔船一枷风”的谚语。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捕鱼和吃鱼，
是人们生活一个永恒的主题，形成了许

多与鱼有关的民俗。诸如
放养鱼苗时，要“请财神”；
夏末秋初鱼病多发时，要
“祭塘”；到中秋时，还要进
行“发塘”的仪式；到了收

获季节，渔民不仅要请亲朋好友吃“鱼汤
饭”，以示庆贺，还会用自己喜爱的食物，
猪头、猪肝、猪肚，雄麻鸭、童子鸡、青鱼、
粽子、米糕等，祭祀湖神。用文艺表演载
歌载舞，表达对大自然的馈赠。这祭湖的
仪式，与古代渔民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主
要目的不像过去，为了祈求平安捕鱼或
四海承平，而是以渔民特有的文化方式，
去感恩江河湖海，弘扬人和自然和谐相
处的精神，它们是水乡渔民集体创作的
生活抒情诗和风俗田山歌。

江南不仅捕鱼的历史悠久，“一斗霜
鳞一尺形，钓车窄似小蜻蜓。橹声一歇鼓
声起，满市齐闻水气腥”，而且“家家坐舟
买鲜去，尺半银鲈论斗量”。江河海鲜，在
江南人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
是江南美味佳肴的主要食材。“夜半酣酒
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是江南人悠
闲自得的生活方式。

一叶扁舟贴浪飞，一曲渔歌伴清溪。
鱼的江南，反映了江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希
冀，体现了江南人尊重绿色生态的秉性和
拥有“金山银山”富饶资源的自豪。是鱼给
江南赋予了剑胆琴心的灵性，成就了鱼之
江南“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旺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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