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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敝舍在本市某高楼的15

层，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只要
无云层遮挡，都能见到日出和日
落。天气晴好的傍晚，西下的太
阳，经常会把周边天空染得通
红。夕阳仿若一个周边镶着金
边圆框的光盘，散发出恬静、温
柔、舒适的光辉。晚霞烂漫火
红，蔚为壮观。
一日傍晚，伫立家中北阳

台，观察落日的下行轨迹，判
断：西下的太阳，将与远处某楼
宇露台的栏杆和楼顶屋檐交
织。届时，我若拍摄，就能将处
于“太阳圆”中的景物，拍成美
丽的剪影！于是，我调好相机上

的各档数据，
手捧相机

静心等待。
真叫无巧不成书，就在夕阳

与景物即将交会时，突然，视线
的左下方有一架飞机腾飞而起，
估测其极有可能会进入“太阳
圆”中。“得抓住这个好机会啊！”

我迅疾将相机快门速度调在1/

1600秒档，并改成连拍模式，急
速举起相机朝着太阳对焦。说
时迟那时快，飞机进入了取景屏
幕。我举稳相机，按下快门，并
循着飞机飞行轨迹，匀速移动相
机，直至飞机被建筑物挡住。然
后，急不可待地按动相机回看

键，啊！
十 来 张
飞 机 飞
向太阳的图片，张张清晰，感觉
真爽！我对其中一张最为满意：
飞机喷气清楚地显现在太阳的
金边框上，机身即将抵达“太阳
圆”的正中，飞机之影与楼宇之
影，在“太阳圆”前，形成美妙的
互动剪影。飞机被太阳的金光
染红，色彩与周边天空几近一
致，真可谓与日同辉！
有了这次经历，我一发不可

收拾，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在家
中阳台，或外出时，拍摄到数量
较多的飞机或飞鸟飞入“太阳
圆”的图片。翻看这些图片，遐
想万千。

张彭鑫同 辉

提 及
能够代表
上海特色
的风物，很
多人都会立

即联想到梧桐树。一位移居海外的朋友，漂泊了大半辈
子，魂牵梦萦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童年时代的梧桐街区。
她常常认真地对人讲：“于我而言，世界的尽头不是如来
佛的五指山，不是哥伦布的新大陆，而是小时候居住的
‘巨富长’。”梧桐是她的乡愁，带着忧郁的轻蓝。

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梧桐树的。我曾经携一位
邻居去梧桐街区行走，遍数一排排密集整齐的行道
树，欣赏一座座青苔留痕的老洋房，走着走着，忍不
住一声感叹——好漂亮的树啊。可我的东北芳邻毫
无感觉，在我絮絮叨叨、津津有味、满腹诗情画意的
时候，她冷静的语调浇灭了一切煽情：“你从小在这
样的环境里长大，可我的成长经历并没有这样的氛
围，所以你能感受到的，我完全不能。”我知道，在她
的眼里，梧桐树是灰色的。
梧桐树真实的基底是绿色。生如夏花，树亦同花，

它把最旺盛的生命力都攒到了盛夏时节，舒展，茂盛，
绽放，密密匝匝，层层叠叠，枝叶参天，华阴如盖，隔绝
了暑热，带来了清凉。两边参差交互的叶子沿着街道
无限延伸，仿佛一条条绿色的时光隧道。四下的房屋
建筑，路过的车辆行人，好像都被染上了一层绿意。
也有人偏爱深秋里的梧桐。叶子变成了金黄色，

间或几片枫叶般的嫣红，映着秋日明艳艳的阳光，灿
烂，耀眼，让人着迷，仿佛一年一度的盛宴。城中辟出

数条景观街道，踩在厚厚一层落叶上，
犹如高山积雪一般，发出咔嚓咔嚓的
脆响，奏响一曲人与城市的恋歌。

秋去冬来，梧桐树叶几乎落尽，仅
剩的几片孤零零地吊在枝头，随风摇

摆，像是欧 ·亨利笔下那些带有特殊使命的叶子。有一
年冬天我路过陕西南路永嘉路附近，突然发现干枯的
梧桐树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色彩。我掏出手机拍下
来，更加明显了：它竟然是一种轻柔的粉色，原本属于
樱花的颜色。干枯衰败被赋予了神奇的生命力，显出
一种不真实的浪漫。带着对超自然现象的疑惑再走几
步，我心中顿时豁然开朗。路边的明复图书馆，以前叫
卢湾区图书馆，我曾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高中时期，特别
是临近高考的那些日子，我和同学们几乎每天放学后
泡在图书馆温习功课，争分夺秒，两耳不闻窗外事，山
中不知岁月长。也是在那时，我情窦初开，与“同桌的
你”萌生了纯洁美好的小时光，那个英俊温柔的男孩伴
随我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温暖了我苍白的青葱岁
月。原来，我并未眼花，而是记忆幻成了通感，珍藏在
心底的秘密化作了眼前的轻舞飞扬。
想起国外某地一个奇特的习俗，见面打招呼说：

“今天你是什么颜色？”初听一愣，难道人也跟彩虹似
的，生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变化？后来才明白其中的
奥妙，用的是赋比兴手法，借颜色之名施关怀之心，问
候你今日心情如何。梧桐树也是这般，答案与每个人
的经历和心境有关，一千个人心中自有一千种颜色。
今天的你会是什么颜色呢？就以每日不同的心情，去
解锁这五彩斑斓的城市风景吧。

湘 君

我的梧桐情结
插话不是插花，可是，好的插话肯定

是插花。
别人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打断别

人说话，说上几句话，是为插话。
插话分为好的插话和不好的插话。
不好的插话，弊端很多，很不礼貌，

会打断别人的思路。冷不丁被打断，令
人非常不快。
插话关乎教

养。孩提时代，父
母会教育我们，大
人说话，小孩别乱
插嘴。插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我小
时候也会插话，那真是按捺不住的冲动；
我的一个同学，更是在课堂上插话，被封
为“插话王”。长大以后，学会了倾听，无
论对错，先听完别人说话再说。即使是
吵架，也要耐心等待别人说话，说完了，
再找漏洞，进行反击。听完别人说话，这
是最基本的礼貌和教养。
不好的插话，是对人不尊重。插话

有瘾，有人会忍不住，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非要插一嘴。我有一个同事，口头语是
“不是的”，别人说话时，他会常常以“不
是的”为切入口，插进自己的看法。那是
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有高度和深度，

更有远见，更有水平。其实他的见解也
很陈旧很有限，都是套话空话，只不过因
为他在重要岗位，别人让着他罢了，时间
长了，他真以为自己有水平、有资格呢。
而好的插话，是尊重，是肯定，更是

鼓劲。好的插话，都很简单。非说不可，
但也绝不多说，点到为止，让讲话人心悦

诚服。
好的插话，应

该是尊重。在对的
时机、对的人那里
插话。如一幅图，

补画一笔，让画面更生动，更好看。
好的插话，是插在点子上。插话要

找到一条“插缝”，也就是插话的时机。
要插得恰到好处，所插的话，一定要是讲
话者没有讲深讲透的地方，这样才会有
效果。
好的插话，应该像插在别人话里的

花一样。插花是插上美，是艺术，是魅
力。
听人说话应该注意两方面：不乱插

话，让人说话。听人说完，天塌不下来；
会插话，在合适的时机，插合适的话，提
气鼓劲，生动深化升华。这是修养，是风
度，也是智慧。

周恒祥

好的插话是插花

友人告知宫内大臣剧
团在全英巡演莎剧《皆大
欢喜》，颇觉讶异。此剧团
历史悠久，本成立于1594

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治
下，后于英王詹姆士一世
登基后受新王赞助，荣膺
“国王剧团”之名。莎士比
亚曾为其撰写剧本，也曾
粉墨登场，但不料四百余
年后剧团仍存。查询才知
道，该剧团为本世纪初初
创，标榜为全英首个露天
巡演剧团，演员皆
为男性，每年携一
部莎剧于夏季奔
走南北。本场《皆
大欢喜》宣传语
云：“由英国最佳
巡演剧团出品，一
如莎翁初次品鉴
之模样——场地
开阔，清一色男性
卡司，服饰、音乐
及歌舞均属伊丽
莎白风味”。另有
附注：“自带椅子
与餐点”。心痒难
耐，遂网上预约购
票，携莎剧发烧友
一枚欣然前往。
场地设在利兹基斯利

小镇一处开阔的草地，面
积不亚于一个足球场，距
离久负盛名的勃朗特姐妹
故居不过半小时车程。不
远处一境碧波荡漾，湖面
与草地平齐，又有一排野
鸭安然偃卧，不惧人语。
《皆大欢喜》场景设在亚登
森林，此地一派田园景致，
让人畅想起老公爵无忧无
虑的退休生活，正是表演
的绝佳场所。
表演于下午七点开

始，六点便可入场。一搭
眼就见临时搭建的舞台，
面积不大，稍显简陋。上
有一处假山，嵌有一纵楼
梯与后台相连，方便演员
在紧凑的演出期间换装休
息。我们来得早，可自寻
位置，于是绕到前排取垫
坐下，扭头一看，周边三三
两两都已入座。有自带的
马扎、躺椅，旁边立一个小

桌子，倒上两三杯白红葡
萄酒小酌；有的干脆带来
野餐布，摆满薯片、水果和
饮料，一侧胳膊支起来半
躺在地，翻着四磅一张的
节目单准备功课。英人晚
餐为正餐，因此也有许多
人带饭、三明治和披萨前
来。有趣的是观众几乎全
为中老年，鲜有二十来岁
的学生，更遑论亚洲面
孔。莎翁虽是国民文化的
象征，但年轻人似乎另有

他爱。
莎士比亚时期

女性不得登台演
戏，因此女性角色
均由男性扮演。本
剧的一大噱头就是
清一色的男性演
员，而女主人公罗
瑟琳本为女儿身，
在剧中又要女扮男
装而后恢复真身，
这复杂的来回变装
惹人好奇。演出正
式开始之前，一位
演员上台致歉，因
有演员缺席，会有
一人分饰多角，这
需要超高的演技，

其中一人便是自己，引起
一阵哄笑。接着有演员抚
琴在假山上高歌，乐曲欢
快，应和着喜剧一贯的轻
松氛围。细听歌词，乃是
流亡大臣阿米恩斯等众人
在森林中所唱之歌。朱生
豪先生译文清新雅致，有
陶诗之风，特摘抄如下：
绿树高张翠

幕，谁来偕我偃卧，
翻将欢乐心声，学
唱枝头鸟鸣：盍来
此？盍来此？盍来
此？目之所接，精神契一，
唯忧雨雪之将至；孰能敝
屣尊荣，来沐丽日光风，觅
食自求果腹，一饱欣然意
足：盍来此？盍来此？盍
来此？目之所接，精神契
一，唯忧雨雪之将至。
莎翁喜剧中多穿插捧

哏逗乐的歌舞表演，将其
抽出作为开场和闭幕演出
似乎是一贯的做法。虽有
提醒在前，但一人分饰多
角的情况仍出乎意料。如
高大的摔跤手还饰演被放
逐的威严的公爵和牧羊人
柯林，篡位的公爵兼饰另
一个牧人西尔维斯；罗瑟
琳和西莉娅两人分饰老公
爵的随从。罗瑟琳扮演者
相貌略有棱角，适合在男
女之间自由切换，但演起
公主来不免要靠繁复的头
饰自证女儿身。在和奥兰
多调情期间，其以男儿身

暗自生气，却又不由自主
地向心上人贴近，忸怩作
态之风姿，令人喷饭。西
莉娅则要柔美得多，无论
是姐妹间的斗嘴，还是之
后与奥列佛之间的情感试
探，只要嘴角一撅，两只手
缠在一起，立刻显得千娇
百媚，不禁让人慨叹男扮
女竟然如此贴切，丝毫不
觉怪异。尤其引人注目的
是试金石，头戴传统的小
丑角帽，一会儿俯着身子

踮脚快走，一会儿
扯着腰身大唱大
跳，本就让人忍俊
不禁；当他与由彪
形大汉饰演的牧

羊女奥德蕾打情骂俏时，
纵身一跃到情人的怀里，
台下的笑声再也止不住，
喜剧的氛围达到了高潮。
不觉间夜幕已临，结

束已到晚上九点二十，时
长约两小时。舞台上灯光
亮起，演员们插起一杆花
旗，扯着花花绿绿的丝带
成双成对地载歌载舞。想
起儿时在村子里看露天电
影，热闹的夏夜满天星斗，
微微的热风轻拂，大爷大
妈们带着孙儿们挤在一
处，坐着板凳摇着蒲扇，对
着幕布有说有笑，看的什
么电影都已忘记，只觉得
喧闹温馨。此情此景，不
意又重温。

王

骁

《

皆
大
欢
喜
》
观
摩
记

姜建忠是著名的油
画家，以他在此专项上
的成就，似乎他的时间
和精力必然都放在油画
创作上。然而这些精彩
的中国画小品，令我们看到了他鲜为人
知的另一种精神生活和艺术享受。
和建忠交往多年，深切地感受到他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对中国历史如数
家珍，对明式家具十分痴迷……让人不
可思议的还有他的工作室，窗明几净，一
尘不染，笔墨纸砚井然有序，更像是一位
国画家的画室。
听一下建忠的自我表

述，或许能更准确地了解
他的真实精神世界：“西画
之余，时空切换，聊坐书案
前，菖蒲出香，清茶一壶
……于是砚墨，读画，心
摹。花鸟间得道，心领神
会。纸、墨、线便古今重
叠，身心浑然一体……”
建忠二十岁时就开始

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尤其
喜欢八大、任伯年、倪瓒等
大家的作品。他学习传统
但不为传统约束，注重寻
求新意，在创作中融入现
代元素。他亦是位善于思
考的人，踏实、勤奋，日积
月累，逐渐形成自己的绘
画风格。

建忠的水墨画极
富书写性，轻松洒脱、
妙笔连连。其取材多
喜闻乐见，风趣幽默；
人物夸张变形，衣纹勾

勒流畅。笔墨注重枯湿浓淡，或寥寥数
笔，或交错重叠，尤以淡墨晕化见长。画
面构成或繁或简，或疏或密，往往新奇出
彩，并常以几何图形和直线入画，使作品
别具张力，凸显出现代意韵。
宣纸水墨，总以油画示人的建忠坚

持了四十年，可敬可赞！

韩 硕

油画与水墨

两年前公事出访姑苏一游，与一位苏州大学法语
系的讲师同赴平江路途中，经过一座府邸，居然发现是
一座探花府改建的酒店，名曰“花间堂”。我们在里面
吃了奥灶面、炒鳝糊等本地名菜，但最让我无法忘怀
的，却是那一碗桂花酒酿圆子。
特别喜欢桂花的甜香，比夜来香要淡泊，比起茉莉

更浓烈，而金黄的小粒花朵，在油绿桂叶掩映之下，低
调得近乎看不到，但香气却无法令人忘怀。这让我想
起我最喜欢的童话《小王子》中，被驯养
的狐狸朋友这样告诉小王子：人们只有
用心才能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眼睛是
看不到的。
桂花成为主角的时候，也就离开了

枝头，被风干保存成为作料。也许只有
时间，才是最好的调味剂吧。在杯子里
面捻一小簇干桂花，注入热水，一粒粒如
同小王子发色的金黄花朵渐次打开，静
静向你招手，好像一颗颗小星星笑着向
小王子眨眼说：我多可爱！
桂花糕、桂花糖、桂花冻，这些我都

不算特别着迷，唯独喜欢桂花酒酿圆
子。这是多么感性的复杂搭配，香甜、微
醺、烟轫，味觉触觉嗅觉盛宴狂欢，唇齿
之间缠绵留恋，在萧瑟阴冷时分一碗下
肚，所有的压抑不满都可以抛诸脑后。
当时在花间堂，我一个人足足吃了四碗，
可能是因为实在喜欢姑苏风景人情，也可能是因为岭
南的孩子有点受不住江南岁末的阴寒。
还记得初访苏州，参加学术会议，秋风一夜后，银

杏叶落，满庭铺金，苏州顿时成了姑苏，就好像雪后北
京便成了北平。当时和几位学者同游平江路，桂花浊
酒，瓜子淡茶，谈天说地，浮生六记，也就夜深人静不如
归去。当空一轮明月硕大无伦，清光照拂杨柳依依。
苏州河畔，举手道别，拙政园里，追忆红楼。谁成想，此
间一去，竟然不知何日是归期。
花间饮酒，定当有诗歌月影。世间最孤单，但又不

寂寞的诗人李白，就是这样想吧。想念姑苏风土人情
美景佳肴之际，吃一碗桂
花酒酿圆子，在岭南和煦
秋日的沪菜馆里，用回忆
氤氲出淡淡朦胧的一处游
园惊梦。

黄

峪

花
间
一
壶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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