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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养 育

社区守“沪”者 （海派剪纸）李诗忆

前几天，有朋友打电话来，情绪有点
沮丧。原来，是他约好的事情因为我们
北京封控泡汤了，如今在家无所事事非
常难过。怎么会没事情做？我说，我在
家里每天很忙的。
前些天，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没

想到获得很多赞。不但点赞，很多朋友
同事还留言，只因我装了一个太阳能光
伏发电装置。
一个“自娱自乐”的动作，引起好多

朋友好奇。
我这个不是司空见惯的太阳能热水

器，而是光伏发电，听起来高大上的那
种。装好后，我实现了随时为手机充电，
保证笔记本电脑的日常使用，重要的是
从此客厅不再随手关灯，不怕花电费。
光伏发电在西北和一些农村地区不

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不缺电的城市就
不大多见。自己家搞，是我的一个梦
想。只不过过去忙，没有实施。这次疫
情，不再出门乱跑，下决心干起来了。
光伏发电原理很简单，设备电商平台有的是。我

使用了一块100W太阳能板，太阳能板需要阳光，布置
在阳台上。蓄电池连接好带USB接口的控制器，配上
一个车用逆变电器，可以输出220V电源。

连接好电路，检查无误，当清晨的阳光照射在太阳
能电池板上的时候，充电指示液晶标志开始闪动。几
个小时后，打开灯光，成功了。一高兴拍了照片，发了
朋友圈告知亲朋好友，十分欣喜。
下一步准备配上功率足够大的蓄电池，使用电视

机、微波炉、电磁炉也都没有问题了。
自从2020年春节出现新冠疫情，大家都很少出门。我

也同样，工作大多居家。可时间比过去充裕，我也忙多了。
首先是保证工作，接着是整理资料和素材。我过

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电视素材，加上音像店淘来的
宝贝，根本没时间看，也没有时间整理。现在，我终于
有时间了。多年积累下来的书籍有了时间看，特别是
那些带有图片的画册相当珍贵，十分少见。这些，我有
的翻拍，有的扫描，有的细细品读，相当满足。
还有了时间亲自下厨房。念念不忘的东北乱炖、

千层饼、打卤面、酱茄子等现在可以自己亲手制作，调
动了很多童年味觉，分外香甜。
然后，就是我的太阳能梦想了。
我骨子里特别喜欢物理，特别是无线电。小学

的时候花两毛钱买了一块矿石，晾衣服的铁丝做天
线，一根钉子钉到泥土里做地线，用线圈绕起来做成
耳机，安装了矿石收音机。我查找资料，装上可变电
容器，就可选择电台了。以后自己制作单管机、两管
机、三管机，一直装到了四管收音机。失败多次，也
成功过好多次。
参军入伍，但爱好没丢，有点空闲就帮助战友修收

音机，帮助机关部队修录音机、电视机。
后来，工作越来越忙，这些爱好也就丢下了。好在

这些年，我自己收藏了从七八十年代以后有代表性的
摄像机、录像机，一直到最新的数字化的摄像机。时常
摆弄，爱不释手。对那些当年战地采访、九八抗洪、香
港和澳门回归时使用过的家伙，感情很深。如今封闭
管理，居家工作，没了应酬，就把这些器材拿出来擦拭
干净、充充电、保养一下，内心充满回忆和喜爱。
前些日子，我在阳台上种的扁豆、西葫芦已经长了

半尺高。种子是在网上买的，还有芹菜等等，一共十多
种。过几天，我准备给它们换个大的箱子有利生长，我
希望能够收获到果实，万一没有收获也就当养花了。
我跟朋友聊了这些，朋友恍然大悟。他说，怪不

得，原来你有这么多兴趣爱好。那可真是够忙的。
确实，有了爱好，什么情况下都会让自己的生活有滋
有味儿。

翟
树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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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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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清晨
四点,闹钟铃声划破了黑沉沉
的静谧。三个儿子房间的灯唰
地亮起，起床，穿衣，洗漱,下
楼，囫囵吞下早餐，背上30多
斤的冰服包，摇摇晃晃地爬上
汽车。父子四人要飞驰到三十
多公里外的冰场参加强度滑冰
训练。练完后还要赶回来在八
点前上学。
先生凯酷爱冰球。在老大

七岁的时候，凯和同样痴迷冰
球的几个加拿大父亲在百慕大
组建了一个儿童轮滑冰球
队。我们当时工作的百慕大是
热带雨林气候，冰和雪的影儿
都见不到，但这也阻止不了这
些爸爸们的热情。没有真冰，
那就在旱冰上练。十来个七
八岁的孩子们全副行头齐备，
有模有样地在烈日下进行正规

训练，挥汗
如雨。

2014年，我们搬家来到美
国的冰雪运动胜地科罗拉多
州。老大和老二加入了一个附
近的儿童冰球俱乐部。五岁的
老二艾从零学起，适应得快。
老大本从旱冰转型真冰，困难
重重。当时本所在的八至九
年龄组的队友们都有着四五
年的冰龄了，个个在冰上如鱼
得水，他却是磕磕碰碰。第一
年的比赛，本时常坐冷板凳，好
不容易给个上场机会，他紧张
得频频摔跤。一场比赛下来，
其他孩子兴高采烈，本闷闷不
乐，泪眼汪汪。
教练是苏联冰球奥运冠

军，告诉本，要打好冰球，必须
掌握高超的滑冰技能，要做到
滑如行云流水，立如中流砥柱，
练到滑冰成为呼吸一样的本
能，就能打好冰球了。
知难不退才是好男儿，本

在爸爸凯的引导下，憋着一股

劲儿，父子俩几乎把所有的业
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冰场。星流
月转，本突破了滑冰这一关，上
场机会逐渐多了，也开心了。
他也在朦胧中悟到微笑和自信
是要付出代价的。

冰球比赛以快猛著称，训
练的强度可想而知。每次训练
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上冰，后
一个小时体能训练。每次结束
后，孩子们的球衣都浸透了汗
水。几年下来，幼时体形偏胖
的本高大匀称，老二艾也是一
员冰上骁将，小老三维维更是
步哥哥后尘，成为队里的多面
手。三个小子的身体都是棒棒
的，很少生病。
比赛冲撞激烈，孩子们经

常光荣负伤。爸爸说男儿有
泪不轻弹，他们记在心里。一
次本大拇指骨裂，他坚持到比
赛结束才告诉教练。最近一
次比赛，对方球员用球棍击碎
了本右手腕的腕骨。本整条
手臂上了石膏，他上不了冰场
火线，但场场必到，训练更是不
落，他声称，右手断了，但左手
和腿是好的！
去年本被选上代表学区的

全美排名第一的丹佛东高中冰
球队。学区队要求队员德智体
全面，学业必须在“良好”以上，
否则停赛停训。教练一声令下
胜过父母十载唠叨。原先对学
业满不在乎的大男孩们，居然
勤奋起来，优秀的学习成绩在
队里成为荣耀。
冰球是集体性很强的运

动，教练规定迟到一分钟就
不许上场。如若不听指挥，
三次不能上场。在教练的潜

移默化
下 ，孩
子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球队和自己输赢与共，生存
与共。
三个儿子打冰球，分别

在三个冰球队，不同的训练
和比赛场地，重叠交错的时
间安排，我和凯两个人，所有
的空余时间全部用于奔波在
各个冰场之间。到了各州交
流的赛季，更是你飞东，我飞
西，连着几个周末不着家，时
常身心俱疲。但是冰球运动，
强健了他们的体魄，坚定了他
们的意志，教会了他们团队
精神和责任感，使他们学到
了摔倒了必须自己爬起来的
人生真谛。为此我们感到庆
幸和欣慰。
我们的冰球男儿，让冰球

继续伴随你们，坚持，坚强，
成长。

李 晴

冰球男儿

连绵阴雨之中，一代
京剧大家李蔷华奶奶以
93岁高龄辞世，至此，作
为“程派五老”之一的第二
代京剧“程派”艺术传承
人，悉数谢幕，令人为之哀
婉伤心。
作

为京剧
表演艺
术家与
国家级
非遗传
承人，蔷华奶奶一生可谓
功成名就，华彩斐然，在其
一系列代表作《锁麟囊》
《二堂舍子》《春闺梦》《亡
蜀鉴》中，观众得以感受其
受一代宗师程砚秋先生的
深刻影响，可谓得其真
传。在继承“程派”艺术
上，蔷华奶奶用心专注、十
分严谨，特别是在学习“程
派”唱腔延绵不绝、内柔外
刚的艺术特点上，非常注
重原汁原味，注重声音浑
厚与婉转用腔的协调，程
味十足，得到业内行家的
高度认同。
除了唱腔，“程派”艺

术表演对圆场水袖功夫要
求甚高，蔷华奶奶展现得
也十分精彩到位。应该
说，在她身上展现的京剧
“程派”艺术，最大的特点
及优点是规矩、规范、传
统，学程70余年，蔷华奶
奶始终强调：“我从不敢乱
改程砚秋的艺术，哪怕一
点一滴，因为我没有那个
能力和水平。”因此，她的

舞台演出，总是规矩而严
谨，处处见功夫，给人美的
享受。
除了艺术上的出类拔

萃，蔷华奶奶更是生活中
的一位好母亲，好妻子。
在她晚年，另一个引人瞩

目的身份是一代宗师俞振
飞先生的妻子。
众所周知，她对俞振

飞先生有很深的感情。
她曾和我说过，那时有心
人撮合晚年单身的他俩
走在一起，俞老对此颇为
期待，但碍于两人都是梨
园行名人，第一次见面安
排在广州。刚一见面，俞
老腼腆地剥开一颗糖递
过去，笑吟吟地对蔷华奶
奶说：“这事要是成了，委
屈你了。”欢喜之情溢于
言表，眉梢眼角展
现的幸福感，真像
个 热 恋 期 的 少
年。蔷华奶奶则
报之嫣然一笑，轻
轻接过了俞老递过来的
那颗糖……
就这样，两位艺术家

在晚年走进了彼此的生
活，恩恩爱爱。她曾坦诚
地告诉我，一开始，自己
对俞老的感情是同情多
过爱，想着这样一位德高
望重的大艺术家晚年孤

苦伶仃，无人照顾，心里
不忍，于是愿意放下自己
本来在武汉享受的一切
荣誉、地位与待遇，甚至
牺牲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心甘情愿地来到上海，做
起了俞老夫人，在生活中

照顾老
人。没
想到相
处 久
了，两
人之间

的感情越来越好，谁也离
不开谁了。
而俞老晚年，也多亏

了蔷华奶奶的照顾、关心
与呵护，事无巨细，亲力亲
为。俞老生命的最后几年
卧病在床，蔷华奶奶更是
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老人，
茶水不能烫，吃鸡只喝
汤，俞老在病床上犯了
“戏瘾”，一晚上哼曲子影
响了其他病友休息，蔷华
奶奶第二天来探望时轻
轻抚摸俞老的脸庞，笑着

对他说:“想唱戏
了，等我来，唱给
我听，好吗？”望着
爱妻，俞老露出了
笑容。
有一回，蔷华奶奶生

病住院了，俞老执意要去
医院探望爱妻，还为蔷华
奶奶亲手削了一个苹果
……这样的故事很多很
多，两位老人相濡以沫。
而对这些往事，蔷华奶奶
只有一句话：“俞老是那么
了不起的艺术家，这些事，
我不为他做，谁为他做？”
俞老去世后，蔷华奶

奶把家中一大批珍贵资料
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图书
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俞
振飞艺术档案，功莫大
焉。之后，但凡有关俞老
的纪念活动，总能看到她
忙碌的身影，特别对于俞
老最关心的上海昆剧团，
蔷华奶奶更是呵护备
至。2019年，在上昆成立
四十周年的庆祝晚会上，
当老团长蔡正仁推着耄
耋之年的师娘李蔷华出现
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背
景上俞老的巨幅照片笑
意盈盈，这画面，令在场
人动容不已！
有一年，因为《粉墨人

生妆泪尽》一书的某些不

当言论，致使俞老名誉受
损，蔷华奶奶义愤填膺，第
一个站出来，与蔡正仁、岳
美缇等学生们一起，拿起
法律武器为俞老维护名
誉。官司打赢了，她还是
那句话：“不能因为俞老没
有子女，就随意抹黑这样
一位艺术大师。我是他的
妻子，这事情，我不做，谁
来做？”

11年前，俞老109岁
冥寿演出，她与蔡正仁老
师合演《春闺梦》，允为绝
唱。当年，在《春闺梦》
里，程砚秋饰演张氏，俞
振飞饰演王恢，两位艺术
大师旗鼓相当，珠联璧
合。这回由李蔷华、蔡
正仁演来，仍可见程、俞
遗风。
然而，那年她已是83

岁的老人，自己都不免疑
惑：这长达一小时的《春闺
梦》，唱腔、身段繁难，还扛
得下来吗？演出那天，只
见她扮演的张氏一上场，
快步走出，两三步后转身
亮相，底下立即响起掌
声，人们惊叹：李蔷华精
气神犹在。其声高，如霜
天鹤唳；其声幽，如空谷

泉鸣，高低徐疾，操控自
如，更难得的是，对于水
袖、动作甚至表情，蔷华
奶奶演来都一丝不苟，耄
耋之年表现新婚夫妻久
别重逢的欣慰喜悦，依旧
那般小儿女情态，令人叫
绝。我抓拍到一张甩水袖
的照片，蔷华奶奶很是喜
欢，专门要我放大了送她，
放在家中。
台上的神完气足令人

赞叹。然而，一到后台，蔷
华奶奶却忍不住呕吐了，
趴在桌上，久久缓不过
来。整整40分钟后，蔷华
奶奶缓缓抬起头，笑着对
我们说：“我活过来了。”
说这话时，微笑挂在嘴
边，她庆幸，自己终于以
一出她和俞振飞曾经合
作过的《春闺梦》，完成了
对俞老最好的纪念……
事后，我曾问她，那么大
岁数，彩唱全出，值得
吗？她还是那句话：“这
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为他
做，谁为他做？”
今年是俞老120岁诞

辰，蔷华奶奶以93岁高龄
仙逝，那段晚晴岁月的美
好与神仙眷侣般的传奇，
也就随之而去了……愿她
一路走好！我们会永远怀
念她的美丽、温婉、坚强，
以及那“出程入化”、高标
独具的艺术！

王悦阳

——怀念李蔷华奶奶

“我不为他做，谁为他做？”

一张“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
告”，贴在贵州布依寨杨登凤家的板
壁上。
贴于1935年4月16日。这是红三

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红军总政治
部代主任李富春率领的部队，进村时带
来的。
它让杨登凤与布依乡亲，认识了一

支“好人部队”。
杨登凤用米饭粘上布告四角，贴

在大门左边的板壁上，贴在布依人的
心坎上。
红军走了白军来，一次次追查这张

布告。
国民党的连长来了，威逼，唬吓，翻箱倒柜，只得到

一句“不晓得”。
宪兵来了，敲诈勒索，扬言要灭他全家，还是只得

到一句“不晓得”。
土匪来了，杨登凤躲到深山里去，让土匪连人也找

不着。
杨登凤早已把布告揭下，牛皮纸包着，竹筒里装

着，连家里人也不让知道。
先藏在枕边砖墙暗洞里，后移到后缘瓦砾窑窖中，

再移到屋顶梁瓦间，又装在小砂罐藏到树上。
17年里，杨登凤把布告藏到了自己心里，敌人怎

能找得到呢？
1952年，布依寨解放

了。他把布告交给了区政府。
现在，这张布依人用

生命保存的红军布告，就珍
藏在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
复制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这一个黄昏，在布依

寨，我听到了杨登凤的曾
孙讲述这个故事。
整个广场的载歌载舞

停下来，煮着牛肉与鸡块
的火锅停下来，只有一堆
堆炭火在发光发热。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

上，红色的火焰永在传续，
永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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