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刘 芳 视觉设计∶竹建英

记忆  

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山那边哟好地

方》这首歌，一问世即被广泛传唱，歌词通俗

易懂，曲调优美，常常在歌咏大会，或者同学

聚会上被演唱，有不少人唱着这首歌走上了

革命道路。这首歌最早刊于1947年《时代日

报》上。1956年柯灵编剧的电影《为了和平》

中，赵丹演的江浩在河边唱起了这首歌。黄

宗英的文章和王蒙的小说里都提到过这首

歌，说明此歌流传甚广。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知道这首歌的词作

者就是我早已认识的吴宗锡先生。我认识他

的时候，他正担任上海评弹团的团长。

我父亲丁景唐是1938年入党的，1945年

10月我父亲指导帮助袁援、成幼殊、潘惠慈等

创办《时代学生》，吴宗锡也参加了，我因为要

给父亲丁景唐写传，去华东医院采访吴宗锡

时，才得知他曾写过这么有名的歌。

吴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严格

的传统教育，后在上海就读格致公学，毕业后

考入圣约翰大学，在大学时，因为写诗而认识

了诗人屠岸，和一些青年诗人成立“野火诗歌

会”，办起了《野火》诗刊，他们曾将新出版的

诗刊寄给郭沫若。郭沫若在写给他们的信

中，赞扬了吴先生的诗作《我写诗》。

1947年夏天，屠岸来找吴宗锡，说有几个

音专的朋友，需要歌词，问能不能写几首，吴

宗锡满口答应，回家一下子写了三四首。当

时吴宗锡刚在上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心中

充满着热情，向往解放区，所以写得很快，让

我们来听听吧：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

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

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

歌词有了，谁来谱曲呢？起先是一个女

同学，大家听后，觉得不满意，于是罗忠镕主

动请缨，没过多少时间，曲子出来，大家一唱，

蛮好听的，就这么定了。

吴宗锡先生告诉我：“罗忠镕是个老好

人，大家都叫他菩萨，后来他干脆起了个笔名

‘普萨’。现在已不用了。”

后来罗忠镕可不得了，是中央音乐学院

的教授，后来一些中国著名的音乐家都是他

的学生，如陈其钢、瞿小松、叶小钢、刘索拉、

苏聪等。他自己也是佳作频频，有《第一交响

乐》《管乐五重奏》《广东民间乐曲三首》等。

当时，《山那边哟好地方》与《跌倒算什

么》《茶馆小调》《民主是那样》等一批歌，成为

家喻户晓的好歌，后来收入革命群众歌曲集

等一些书中。

我问：“你怎么会写这首歌的？”

“我讲不出创作经验，就是一个青年，一股

热情，向往解放区。”吴宗锡先生很平静地说。

虽然他后来没有再写歌词，而是专心研

究评弹艺术，但他还是上海音协的音乐文学

分会成员呢！

吴宗锡先生生于1925年，作为诗人、

作家、戏曲曲艺理论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

专家学者型的老领导，于2023年2月11日

去世。斯人去矣，但是那首《山那边哟好地

方》将长存我们心间。

晚风拂柳笛声残
◆ 刘心武

北京东四邮电局是我的福地。1958年我

第一次投稿命中，稿子是在那里投寄的，过些

时在邮电局陈放新杂志的架子上，发现当年

第13期《读书》杂志的封面提要，赫然出现我

的名字，立即买下5本，好高兴！现在总有年

轻人问我：《读书》杂志不是

1979年才创刊的吗？我不清

楚1958年的《读书》与21年后

的《读书》有怎样的渊源，反正

那时候确确实实有《读书》杂

志，我最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

购得1958年《读书》的合订本，

抚摸着刊发我文章那期的封

面，犹如抚摸着少年时代我的

旧照。1977年我投寄《班主

任》给《人民文学》杂志，起初是

在东单邮电局，柜台里的工作

人员检验后，非要我把稿子和

给编辑部的信函分开投寄，我

赌气没寄，数天后到东四邮电

局去寄，没有再被那样要求，顺

利寄出，后来《班主任》刊发了出来。

但我现在要回忆的是，我经常去东四邮

电局期刊售卖的货架前观望，1962年，我20

岁了，发现最上一格放着新的《人民画报》，好

宽阔的封面，上面印着一个古装大美人的特

写，呀，认出来，是中央实验话剧院郑振瑶扮

演的，话剧《桃花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毫

不犹豫，立即买回一册。这期画报我当然从

封面一直看到封底，但最让我动心的，还是封

面上郑振瑶饰演的李香君。或许有人会问：

是你那时的梦中情人吧？还真不是。那时我

已经历了初恋，牵动我情愫的，是她赠我的一

套铜版画，画上是欧洲古典建筑。几年以后，

这本《人民画报》和那套进口铜版画，连同其

他一些印刷品，都只好割舍。但青春期对美

的追求，对爱的向往，那内心的火焰，是不会

熄灭的。

美的追求，爱的向往，是跟阅读文学作

品、观剧、看电影、看美展紧密相连的。郑振

瑶比我大六岁，是当年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台

柱子，她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到剧院就

担纲了俄罗斯古典名剧《大雷雨》中卡捷琳娜

一角，接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文成公

主》，田汉编剧，金山执导，资深演员吴雪饰演

松赞干布，特邀她去扮演文成公主，她不负众

望，演得栩栩如生。接着就又在本院的重点

戏《桃花扇》里，出演李香君。这几个剧我都

看过。那时没有粉丝一说，但我实质上就是

她的骨灰级粉丝。她大红大紫的时候，不过

二十四五岁。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杨沫的《青春

之歌》搬上银幕，我听到消息，总觉得应该找

郑振瑶出演林道静，相貌、气质都契合，而且，

后来成功出演林道静的谢芳，还比她大一

岁。但她整个青春期，都未能登上银幕。记

得1963年我在人民剧场观看中央实验话剧院

演出的，阳翰笙编剧、舒群执导的话剧《三人

行》，其中青年女性石晓芬，是她扮演的，至今

那阳光靓丽的形象还宛在眼前，但最近在孔

夫子旧书网上查到，有当年演出的说明书在

卖，那上面石晓芬一角的扮演者只有一个名

字：肖驰。是我记忆有误吗？说到肖驰，当年

我也是她的粉丝，她在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女

店主》、欧阳予倩的《黑奴恨》中都演女一号，

非常出彩。肖驰比郑振瑶略大。记得1958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过一部农村题材喜剧片

《金铃传》，里面的女一号兰英就是肖驰扮

演。现在从网络上查《金铃传》，出现一大溜

演员头像，却偏偏没有肖驰。这说明光凭互

联网上杂驳的信息，是很难厘清历史真相

的。我想，应该是《三人行》中石晓芬一角，本

来只由肖驰扮演，但我看的那一轮演出，改由

郑振瑶扮演。而互联网上关于《金铃传》的资

料，忽略肖驰，大概与肖驰后来无论在舞台上

还是银幕上都相对沉寂有关吧。

人各有命。戏也各有其运。1963年西安

电影制片厂孙敬执导《桃花扇》，李香君的不

二人选，是郑振瑶，那年她二十七岁。但片方

联系到她，她却身怀六甲，结果请王丹凤来

演，演技没得说，形象也颇艳丽，但王比郑大

十二岁，已经逼近四十岁了。后来电影《桃花

扇》作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倒亏得郑振瑶没

去演。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电影《艳阳天》《第

二个春天》《南海长城》都翻来覆去折腾了许

久，才艰难面世，演员换来换去，成为常态。下

放劳动的郑振瑶终于得到在《闪闪的红星》中

出演冬子妈的机会，她好珍视，去革命老根据

地体验生活，努力进入角色的内心，斟酌每一

场戏的呈现，但是，第一批样片出来，她就被否

定掉了，说她形象缺乏应有的斗争性。后来那

一角换成李雪红扮演。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郑振瑶才终于登上

银幕。她第一部片子《飞行交响乐》没有打

响。但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吴贻弓执导

改编自林海音同名小说的《城南旧事》，请她

出演宋妈一角，她以精湛的演技，夺得国内金

鸡奖和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配角奖。

《城南旧事》1982年拍成，年底先赴马尼拉参

赛，影片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导演吴贻弓和郑

振瑶都去马尼拉参加了电影节活动。到1983

年，该片才在国内公映，好评如潮。

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我中篇小说

《如意》搬上银幕，黄健中执导，厂里本来想让

谢芳饰演其中格格一角，上海电影制片厂的

李纬正好在北影演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想演其中石大爷一角，黄健中坚持要李仁堂

演石大爷，要郑振瑶演金绮纹即格格一角。

我这才和1962年《人民画报》第3期的封面女

郎谋面，并且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那期间

我家电话铃响，常会是乐呵呵的声音：“我是

格格……”《如意》是一部典型的文艺片，慢节

奏，缓抒情，唯美，深沉，但多有人认为是黄健

中的杰作，而郑振瑶饰演的格格，被众多评论

赞叹，有篇评论说，当她道出离不了故土那段

台词时，脸上的毛细血管渐次泛红，体现出从

内心呈现到外表的高超演技，那特写镜头令

人终生难忘。那一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

节”来北京选片，选中《如意》作为那一届电影

节开幕式放映片，并在电影节举办谢晋电影

回顾展，电影局组成一个中国代表团赴法，谢

晋为团长顺理成章，但《如意》的男一号女一

号演员，李仁堂和郑振瑶，竟都未派，派我去，

说是主办方看了片子觉得文学基础甚好，点

名邀我，另外又派《如意》中饰演格格丫头秋

芸的陶玉玲去，说是郑振瑶刚去过马尼拉，已

用过一次出国机会，我很为郑振瑶遗憾，当

然，后来在法国，我跟陶玉玲相处得很好。

郑振瑶登上银幕，已经四十多岁，只能扮

演中年妇女，甚至宋妈那样偏老的角色。她

那如花似玉的青春美貌，定格在1962年的《人

民画报》封面上。真个是晚风拂柳笛声残。

但她的演技愈加炉火纯青，2004年，她凭借

《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女主角奖。

她晚年因病被女儿接到澳大利亚照顾，

2023年5月22日在那里仙去。我已在孔夫子

旧书网购得1962年《人民画报》第3期，在网

上重看了《如意》，格格啊，你在天堂一定依然

静美如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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