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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小时候，我参加区少
年宫业余合唱团，老师教
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游
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
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
敌人……”铿锵有力，朗朗
上口，我很喜欢这首歌，也
记住了词曲作者——贺绿
汀。没想到几十年后，我
与他竟有一面之缘，参与
完成一项他交办的任务。

1992年秋天，我担任
上海市曲艺家协会副主
席。一天，文联领导召集
会议，布置任务：为评弹艺
术家徐丽仙先生塑像，而
提出这建议的，正是贺绿
汀先生。
说起贺绿汀与徐丽仙

的渊源，由来已久，贺先生
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也
是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

他对民族音乐非常关心，
要求音乐家深入生活，关
注民族音乐的研究。在他
的感召下，连波教授到上
海人民评弹团（上海评弹
团的前身）参与音乐整理
工作。在工作中，连波发
现徐丽仙开创的“丽调”很
有发展潜力，就带着徐丽
仙演唱的《新木兰辞》《情
探》等录音，向贺院长推荐
介绍。
贺院长认真聆听用简

陋设备录制的音带，认为
“丽调”突破了评弹唱腔固
定不变的程式伴奏，从按
词行腔的吟唱中塑造了个
性鲜明的音乐形象。他
说：“徐丽仙的唱腔、伴奏
丰富了民族音乐，值得研
究”，因此决定请徐丽仙来
音乐学院录音，用最好的
音响设备，原汁原味保留

“丽调”的精髓。连波兴冲
冲把好消息告诉徐丽仙老
师，却遭到谢绝：“衷心感
谢贺院长的知遇之恩，但
是这个任务，我恐怕难以
完成了。”原来，徐丽仙刚
被医院确诊为“舌底癌”。
贺院长知悉后，不顾

年迈体弱，亲自登门看望
徐丽仙，鼓励她与病魔抗
争。徐丽仙感动得热泪盈
眶，表示一定配合医生治
疗，待病情稳定心甘情愿
参加录音。
治疗过程中，徐丽仙

为了保护嗓音，毅然拒绝
手术，采取保守疗法。一
度病情稳定，征得医生同
意，就争分夺秒参加录音。
贺院长亲临现场指导

工作。他目睹徐丽仙为了
解决疼痛难熬、吐字不清
的困难，硬是含一口冰块，
运一句腔，与病魔顽强抗
争的情景。素有“硬骨头”
之称的贺院长不禁心酸眼
红，再三嘱咐：“不要急，慢
慢来。”最终，徐丽仙以超
强的毅力，圆满完成任务，
为音乐宝库留下了宝贵资
料。
徐丽仙逝世后，贺绿

汀院长痛惜人才，不仅在
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徐
丽仙追思会”，给予高度评
价：“这就是中国的民族音

乐”；同时，他又提出要为
徐丽仙塑像，表彰她为民
族音乐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联领导十分重视，把任
务交给曲艺家协会和音乐
家协会，共同落实完成经
费、择地等问题。
记得那天大家听了两

位艺术家的这段故事非常
感动，决心把感动化为行
动。原以为筹资问题不
大，但是，实际操作过程
中，遇到困难不小，关键在
于，当时对传统文化关注
度不高，以致资金、场地等
都成问题。
正当困惑之际，传来

消息：贺院长要开工作推
进会，商议解决困难的办
法。当时，贺院长正在住
院治疗，因此，会议就安排
在华东医院病房。

1995年6月11日，我
们见到了尊敬的贺院长。
那天，他特地换上灰色茄
克衫，戴上助听器，操着带
湘音的普通话，亲切地说：
“欢迎各位老朋友，欢迎
新朋友王小毛……”我心
头一热，代表曲协向老人
家汇报情况：“您的提议
大家都赞同，但塑像安放
在上海有困难，大家认为
安放在徐丽仙故乡苏州比
较适宜。曲协领导李庆
福、蒋云仙带着我，已经
两次去苏州枫桥落实场
地，当地政府非常支持，
目前资金还有缺口，正在
努力解决。”
贺院长频频点头，表

示理解。我继续汇报：“去
了苏州才知道，徐丽仙有
位姐姐徐新妹，抗战期间，
担任太湖游击队通讯员。
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敌军
逮捕，年仅16岁英勇就
义，牺牲时留下掷地有声
的遗言：‘我投了红旗，不
投白旗’。新中国成立后，

徐新妹追认为革命烈士。”
贺院长听罢颇动感

情：“一个是通讯员，一个
是宣传员，姐妹俩都为党
的事业作贡献，我们不能
忘记她们。如果经费有困
难，让我个人出资吧。”
贺院长的言行推动了

工作的进展。我们拿到了
贺院长的题词“人民音乐

家徐丽仙”，很快解决一切
问题。1996年5月31日，
评弹艺术家徐丽仙的汉白
玉雕像在苏州枫桥公园落
成。当天，上海曲艺家协
会举办文艺晚会，酬谢当
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不少
曲艺家积极参加义演，与
徐丽仙齐名的“江南金嗓
子四姐妹”中，健在的艺术

家戚雅仙、杨飞飞、梅兰珍
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敬意。
贺院长知道这次盛况后，
欣慰地笑了。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贺

绿汀诞辰120周年，我怀
着崇敬的心情，写下这段
亲历，虽然与他只有一面
之缘，但是，我为能参与他
交办的任务而深感荣幸。

王汝刚

贺绿汀先生交办的任务

最近有位年轻博主，发了段自驾
带姥姥去海边吃烧烤的视频。姥姥虽
说生活在沿海地区，但她家离大海还
是挺远的；一辈子勤俭忙碌，她没时
间、也不舍得花钱去海边玩玩：“我
不去，去干什么？” 直到说好当天去
当天回，自带吃的，她才勉强同意。
终于见到大海时，姥姥望着蔚蓝

天际线，久久出神。
外孙问：“海边好不好？”“好！

这辈子八十多岁也
算见着世面看到大海
了……幸亏来了。”
这段感动了无数

人的视频，让我想起
多年前法国老教授拉格利提到的一件
小事。他父母都是土生土长巴黎人，
照理说巴黎也算世界时尚之都了吧，
而且向北向西向南都有海，但两口子
快到50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
大海。原来，在1936年法国推出带薪
假之前，一般人很少舍得去旅游，为
了养家糊口每天得工作12小时，哪
有闲心闲钱去看海？即使在带薪假推
行后的三十多年里，去度假的法国工
薪阶层也不占多数，毕竟花钱又花时

间，人们宁愿
待在家里休息

做家务，借口
是“等退休后
吧”。真正的改变，是平价酒店、淡季
特价票和各种度假特惠包的出现，旅游
不再让人肉疼；加上报纸杂志电影里时
尚休闲方式的影响，比如，碧姬 · 芭铎
等明星身着比基尼、沙滩裙或头戴草帽
的银幕时髦形象，迅速在女性中流行。
可你总不能整天打扮成这样在家里晃来
晃去吧？海边于是成了热门目的地。

我们以前也只有星
期天休息，后来有了双
休日，再后来有了黄金
周。离开自己熟悉的地
方，去欣赏别人的所在

之处，就像姥姥，虽阅遍人事，但见山
见海之时，仍像个孩子，看呆了：是在
凌晨的暹粒，黑暗天际，日出微光点亮
吴哥窟金色的轮廓，仿佛神力；是在奇
琴伊察，路遇帝王斑蝶大迁徙，如万千
彩色精灵起舞；是在大雅台的一个小旅
馆，推开窗户，望见大火山套着小火
山，湖中有山，山中有湖，美到不真
实；是在春天时飞抵成都，一树树的桃
花，是在秋天时降落长春，满眼金黄；
是在陇西的麦积山，湘西的武功山，甘南
的喇嘛崖，胶东的成山头……
相见，欢喜，五感震撼——幸亏来了。

曲玉萍

幸亏来了

教师节过去好多天了，但有个相关
的问题仍旧在脑子里转，那就是——谁
是教师？
大中小学幼儿园的受聘教师当然是

教师，但从事社会教育的，诸如青少年之
家、图书馆、科技馆、展览馆的广大从业
者就不是教师吗？数量不小的补课的、
授技的、辅导的，就不跟教师沾边吗？古
人云：“能者为师”，该怎
么理解呢?

我在中学任教时，
有两位同事，年龄比我
小，传统文化的根底却
比我深得多，后来都成了沪上名师。何
以能如此呢？因为他们在求学时校外都
遇着使他们受益匪浅的“能者”，成了他
们不收学费的老师。一位同事的“先生”
是个“孤老”，旧社会曾担任过高级文书，
新中国成立后在邮局前代人写信，春节
时也替人写些春联，以此谋生。闲空时
他在摊位上写字、画画，吸引着那位同事
“一站就是半天”。熟了以后就跟到他
家，听他讲古文，从诗经讲到明清文学；
听他讲书法、国画，渐渐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但始终不知他的姓名，只是称他“先
生”。另一位同事的“先生”是位普通职
工，但满腹经纶，跟着他，数百篇古文佳
作不知不觉地就倒背如流了，外加也跟
着学到了书法和绘画的一些窍门。从这
两位同事的经历，我体会到了“能者为
师”的含义，这不也是不折不扣的教师
吗？
这两位“能者”或许因为生活在特殊

年代，才华未能被社会调动，但不管什么
时代，总有相当一些“能者”，并不是通过
正规的教育机构，把他们的技能传授给
了子弟、亲朋乃至不相识之人。这在文
化、体育、科技等领域相当普遍。像戏
曲、武术、中医等，有些就是靠这种方式

传承的。这或许也是我们
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吧。
这样“能者为师”，既

充分开掘了社会上的人才
资源，也为受教育者提供
了较为灵活机动各有特色的求学途径，
对社会无疑是有益的。
那么，为什么如今这类情况日渐减

少了呢？我觉得至少有
三个原因:

一是现在的青少年
学生负担太重，没有空
闲接触学业以外的东

西。而且，如今求学的目的似乎也简单
化地成了进大学和找职业，与此关系不
大的事情，家长不允许，孩子们也鼓不起
兴趣。
二是“能者”不被社会承认。教育越

来越“专业化”“正规化”“文凭化”，有些
有特长的“能者”就是教了，也看不出社
会效益，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就拿退休
的知识分子来说吧，内中应有不少“能
者”，但很少主动热心地来教书育人，不
愿再添麻烦了。
三是教育商业化了，为师已与金钱

紧密挂钩。“束脩”也不再是孔夫子时的
几条腊肉，动辄数百上千元的“上课费”，
家长们也不是都付得起的。正直的“能
者”不图这份钱财；一些“半瓶子醋”的人
却找到了招摇撞骗的机会，这类的教学
失去了威信，当然也就兴旺不起来了。
我们的《教育法》中规定，教育是“终

身教育”，不能只把眼光盯在大中小学
校，应调动全社会的资源，让青少年学得
更自由活泼些，让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
也能接触更多的“能者”，更有针对性地
提高自己的聪明才智。
让更多的“能者”为师吧，让我们的

社会充满教育的气息。

过传忠

能者为师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绝句四首》其三
公元759年，杜甫携家带口来

到成都生活。公元762年杜甫故旧
严武入朝，蜀地曾发生动乱，杜甫
一度离开成都。764年严武被重新
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邀杜
甫返归成都。重返故园的杜甫心情
舒畅，他的好朋友高适和严武都在
当地为官，经常到他家里来做客，
从生活上给他一些周济帮助。在两
位朋友的关照下，杜甫“安史之
乱”后的流寓生活中难得出现了片
刻的怡然自得。在这样的心境下，
他一口气写下了四首即景小诗，都
以“绝句”为题。
这首诗一句一景，勾勒出四幅

独立的画面。诗人通篇运用对仗，
上下联之间、每联的两句之中都有
着内在的关联。首句写草堂前黄鹂
鸣于翠柳之间，是近景；次句写白鹭
飞上青天，是远景。“两个黄鹂鸣翠
柳”，鸟儿的成双结对是一派生机勃
勃的活泼图景，“黄”“翠”的色彩是
明快鲜亮的，“翠”，是种青绿的颜
色，那为什么不用“绿”？不用
“碧”？因为“翠”从声音上感觉更响
亮、从色彩上来说更新鲜、从情意上
来讲更珍贵。“一行白鹭上青天”写
白鹭结伴飞翔于青天之上，“白”
“青”的颜色映衬，也是一派欢悦的
动景。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就曾深
受此句影响而写出了“谁似先生高
举，一行白鹭青天”（《清平乐 ·书王
德由主簿扇》）的高致。“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洁净、高
尚，视线由近及远，自下而上，是一
组越来越高、渐行渐远的图景，也寓
示着我们每个人心智的成熟都是一
个自下而上、从近到远的过程。
此诗前两句中的动词是“鸣”

“上”，动态；后两句中的动词则是
“含”“泊”，静态。上联纯写景物，下

联则因为有了“门”、有了“窗”，人物
就出现了，二者都是将读者由内在
的小空间接引到外在大空间的意
象。门窗关闭，则无法发现外面的
世界。只有推开窗、打开门，与外在
的世界沟通，才能领略到高洁的景
物、探寻到高远的目标。
“窗含西岭千秋雪”写凭窗远眺

西岭积雪，是远景。“含”字运用拟
人手法，仿佛一幅镶嵌在窗框中的
图画，如在目前，十分贴切生动。
“西岭”即西山雪岭，在成都府
西，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才积聚了
“千秋雪”，“千秋”点出时间的久
远，更显其静。“岭”象征着高远，
“雪”代表着纯洁，也就是说，我们应
该敞开心扉，推开窗，去为自己找寻
一个高洁、远大的目标和方向，而且
需要付上“千秋”的执着。“门泊东吴
万里船”写门前的船只，是近景。
“泊”，停泊着，但这停泊的是要驶向
东吴的船只，静中就包含着动。“万
里”不但点出空间的辽阔，而且成都
附近确有一座“万里桥”，既是古代

成都水陆交通的一个
重要起点站，又是一
大名胜古迹，唐李吉
甫《元和郡县图志》记
载：“万里桥架大江，
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
吴，诸葛亮祖（饯行）之。祎叹曰‘万
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为名。”也就
是说确立了目标之后，我们还应该
脚踏实地做事情，增强自身行事的
才干和能力。“船”这个意象需要注
意，一方面它可以把人从此岸接引
到彼岸去，另一方面，它又是负重
前行的交通工具，而且是“万里”之
遥，就寓示了任重道远的担当。“千
秋雪”言时间之久远，“万里船”言空
间之广袤，身在草堂的诗人，思接千
载、视通万里，这是何等开阔的胸
襟！“千秋雪”言目标之高洁、坚守之
执着；“万里船”言行动之有力、任重
道远之担当。
如果以绘画构图来审视，“两个

黄鹂”是点，“一行白鹭”是线，“窗含
西岭”是面，“万里船”则是体，一首
二十八字的绝句，点、线、面、体
的结合，蕴蓄了如此丰富的智慧，
韩愈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
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
自古是描写贫穷困苦的文辞易于打
动人心，而描写欢乐愉快的文辞难
以唤起共鸣。杜诗的伟大之处不仅
仅在于有“三吏”“三别”等忧国
忧民的名篇，更在于其轻松欢愉的
诗作中也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引领，
使人获得品格上的熏陶。难怪闻一
多先生曾赞誉杜甫为我们“四千年
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
道光彩！”（《唐诗杂论》）

张 静

窗含西岭千秋雪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十三

“外公、外婆，我闻到房里有桂花香
呢。”早上，我起床打开窗户时，一股桂
花香扑鼻而来，小外孙忍不住感叹。
记得小时候，爸爸常在秋天带我去

桂林公园，当我快步奔入公园，那里的
浓浓桂花香使我心旷神怡。从此以后，
我开始对桂花进行研究。
桂花主要有四个品种，一是金桂品

种群：秋季开花，花色柠檬黄至金黄，有
大花金桂、大叶黄、晚金桂、圆叶金桂、
金球桂等品种。二是银桂品种群：秋季

开花，花色纯白、乳白、黄白、浅黄，有九龙桂、早银桂、
晚银桂等品种。
三是丹桂品种
群：秋季开花，花
色较深，橙黄、橙
红、朱红色，有大
花丹桂、齿丹桂、
朱砂丹桂、宽叶
红等品种。四是
月桂，秋季开花，
月桂小枝绿色，
有香气。雌雄异
株，伞形花序簇
生叶腋间，小花
淡黄色。
俗话说，桂

花性温。有散寒
止痛、温肺化痰
的作用。

陆
伟
俊

桂
花
香

玉兔迎佳节 （剪纸） 奚小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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