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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那天，我的太太好像
又有何特别发现似的，朝
着在房间另一头的我大声
说：“嗨，这个人在作朗诵
的培训讲座，热情洋溢，还
是个哪里的主持。”过去一
听，这位主持大谈特谈如
何使嗓子说得漂亮，如何
把普通话说得标准等等，
至于用心用情这个核心要
旨却给忽略了。我当即和
太太议论开了。我说，不
错，朗诵者要有好的声音
条件，普通话也应尽可能
标准。但试问，光在外在
上下功夫，本末倒置，首先
不强调内在的激情，你自
己在台上不感动，那又如
何去打动和鼓舞底下的观
众呢？
上戏大师哥焦晃曾说

过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
刻：“你不是个演员，你上
台去朗什么诵？”话很简
单，有点不客气，但我以为
说得中肯、精辟。这也意
味着，朗诵者应当尽量朝
表演靠拢。我希望广大朗

诵爱好者，学学表演，千方
百计懂一些。在这里允许
我这个对朗诵也是一知半
解的人，把我的心得给朋
友们摆一摆，希望能起到
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归
纳起来有如下三条。
第一条，诚如前辈演

员李梓老师所说：首先要
抓对群体、对角色的理
解。理解对了，就有了大
的正确的方向。配音如
此，朗诵也是这样，
重在理解。那么，
理解要到何种程度
呢？一句话，就是
要喜爱上这个作
品，喜爱你要塑造的角
色。比方，我配“佐罗”，就
要喜爱上“佐罗”。“佐罗”
奉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理念，与我的向往可谓
不谋而合，我做不了“佐
罗”，但至少我极愿向他学
习。也曾在生活里发生过
“佐罗”救护小师妹的真实
一幕，虽还做不到镇定自
若、心不跳。要达到如下
境界——我就是这个角
色。
第二条，激情，当然是

有分寸的激情。如何获得
激情？一句话，脑子里先
有画面再说你的台词。你
若出不来画面，那么剩下
的只是刻板的外在设计
了，是有模有样地背台词，
这样说出的台词不会有生
命力。必须身心非常投

入，一心一意融入角色去
刻画人物的个性、面貌。
道理也不复杂：你在平时
生活里说起某个人，总是
脑子里会有具体形象，是
一种描绘性的表述，那必
然不会是抽象的、空洞的。
第三条，放松下来。

有的人天生有个好素质，
人越多他越来劲。但大多
数人都要有个克服一些障
碍的过程，包括我也是。

因此得要有针对
性 地 想 办 法 松
弛。你或有过在
私下准备时会痛
哭流涕，到了台

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
在机械地说台词，原因就
是紧张了。这种情况，我
也有过。所以这个问题切
切要当作大事来抓。
下面，我还想具体地

把我一个心爱的朗诵作品
的准备工作拆开来讲给大
家听。
在选择朗诵作品时，

只要适合，我常会提议朗
诵我的心爱之作，就是散
文诗《泥巴》。作者是个农
家子弟，把自己对泥巴、土
地、父亲、故乡的深厚情怀
刻画得淋漓尽致。我觉得
《泥巴》说出了我的心里
话，这篇作品非常契合我
的口味以及我固有的理
念。朗诵《泥巴》，我要求
自己始终要有画面感。《泥
巴》中，除了黑油油可爱的
泥巴，突出的是跟泥巴一
样沉默寡言、朴实无华的
父亲形象，他为了不致影
响“我”的工作，硬是不同

意让“我”即刻赶到弥留之
际的他的身边。而等“我”
来到他身边，他跟我已天
各一方，永远再见不到最
后的一面。这个伟大的父
亲啊。其实，在我脑子里
同时不断出现我自己的父
亲和我的叔叔。他们都老
实巴交，工作认真得要命，
且不惜耽误了自己的病
——患的都是不治之症。
事实上，我是在他们的潜
移默化下一天天长大的。
朗诵过程有必要安排

一些音乐作衬托的渲染。
但我一开始设定要和观众
促膝谈心，拉近距离，因此
都不安排音乐，待到父亲
去世之前的段落，才开始
起音乐。这也正如舞台背
景上始终凸显着的画家罗
中立那幅《父亲》，它们都
无言地看着我们，看着无
垠的土地，看着那又难以
离舍的故乡。
对于朗诵我现在还在

经常思考，或跟自个儿讨
论。我更希望大家一起开
开会，交流、探讨。这种思
考有时会化作一种冲动
——想朗诵。比方我现在
钟情于一个题材：有首歌
好像叫“雪杉树下”，歌词
就是一首好诗，讲一个红
军战士才满十八岁已长眠
在可爱祖国的土地下。朋
友，你有这样的冲动吗？
我们一起把歌词挖掘出
来，一起作个集体朗诵。

童自荣你也可以朗诵好
他是我们去伊朗的领队，微信名为

“小胖”。可到浦东机场见到真人，我笑
了：他也太谦虚了，明明是个“大胖”嘛！
后来得知，他38岁，高1米78，220多斤，
脸圆成了一轮满月，笑起来双眼弯弯像
弥勒佛，倒颇有亲和力。
我疑惑，一个当导游的年轻人，成天

在世界各地“乱窜”（他是五星级导游，主
要走中东、南非线
路），无论如何不应该
胖成这样。那天，几
个走累了的驴友在伊
斯法罕广场坐着休息
聊天，却听到了他的故事。“我这是激素
用多了。”“什么情况要用激素？”“我的脚
受了伤。”原来，他每年都要去一两次阿
里。前年，他突发奇想，驾着载得满满的
摩托过去，谁知冰冻路滑摔倒了，摩托在
冰上滑行了几百米，他摔断了两根脚骨，
当地医院接得不好，疼得只好用激素。
“你去阿里干吗？”“送些孩子们需要

的东西过去。”“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做慈
善？”“说来话长。十五年前，我是导游，
接了个团去西藏，因家里有事，就让我的
好兄弟代我出团。兄弟便带了妻子一起
出发，谁知遇上5.12大地震，在阿里，夫
妻两人……”说到这，小胖哽咽了，眼里
满是泪水，大家沉默了。

那对夫妇留下一个女儿，一双父母，
小胖从此就把那父母当自己的双亲，把
小女孩接到身边：“现在女儿读高一，叫
我小爸，平时我在外，我爸妈照管他们。”
“小胖，你是个男子汉！”一位老先

生说。这时，小胖翻出手机里一张照片
说：“你看，阿里的路实在危险，我有准
备，早已签了遗体捐献证书。但老天爷

留我一条命，就是让
我负责任的。”我怀
疑他是不是吹牛，仔
细一看，真是他的证
书！心里赞：“大胖，

你真Man!”
土耳其大地震时，小胖参加了我国

蓝天救援队去当翻译，“你懂土耳其语？”
这就又引出了他的另一个故事。小胖的
妻子是土耳其人，当年为当导游到中国
来培训中文，两人就认识了，生了两个混
血儿子。谁知疫情把两人隔开；再去土
耳其，大儿子告诉他：有个叔叔和妈妈住
在一起。于是友好分手，小胖带着小儿
子回了中国，每月给2000元人民币作大
儿子的生活费。现在小儿子上幼儿园。
“那再婚吧。”“我这样子谁要？现在这样
也挺好……”
最近小胖正忙着跑非洲，但他的故

事还在继续。愿他一切都好！

赵丽芳

有故事的小胖

读到“夜光杯”上《八月的车前草》一
文，作者动情地回忆记叙那个八月天与
儿时伙伴捕蝉消夏的足迹和友情。在那
个夏天，浅香的叶如莲座的车前草正开
着淡绿色的花，“车前草的花不是那种大
花朵，没有一片片的花瓣，让人想到女孩
子的小辫子。”这样的描写
牵起我的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市井窄

小的弄堂里度过的。弄堂
是石子铺的路，两边是石库
门民居，沿阶石缝泥里总见有杂生的寸
草，顶生花开如辫，不知其名。从儿时到
上学，我一直留着两条粗粗的麻花小辫，
母亲总是细心和耐心地帮我梳洗。记得
在即将上初中的那年夏天，羡慕留短发
的同伴干净爽气，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
自己做主去弄堂边小理发店，把两根长
长的辫子剪掉，换了个游泳头发型。剪
下的辫子被理发店回收，扣除剪发费用，

还额外收入八毛零钱。揣着零钱，在弄
堂口小烟纸店，买个一毛钱三角纸包装
的梅李蜜饯，心满意足地边走边吃。眼
前的石子路弯弯，寸草碎花开得漫漫，听
到母亲在远处唤着我的小名。石库门
外，她在等着我回家吃饭。

那时的弄堂烟火有味，
那时的花开默默无声，虽留
下足迹，却并不在意。如今
都随匆匆时光逝去。母亲不
在了，更懂得简平先生所写

“车前草的足迹便是耐心等候，只是我们
不知道这份等候有时太过艰难和漫长。”
人至中年，怀念之心愈发浓烈，重走儿时
弄，人无再少年，石子路变水泥地，不见
青草色，也听不到母亲在弄口唤我回家
的声音，再也看不见亲人的身影，漫长的
守望。“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那
微弱的寸草心，已不能报答母亲春晖般
的慈爱、耐心和守候。

汪 洁

寸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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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这首绝句，绝妙绝响，“绝”在
超凡脱俗的视野和胸怀。诗人经历丰
富，思绪万千，但是表现方法却简洁明
达。绝句考验概括能力，而这种能力所
表达的内涵，只能来自于眼界和胸怀。
眼界由视点、视角、视线和视野构

成。构成好比画幅式剪裁。视点，黄绿
青白、简洁明快；视角，独立成景、连接
成卷；视野，来自心性，静态是画，动态
是境。视点启动视野，视野聚焦视点，
“两个”“一行”加上天际线，就是视野，
就是画幅式造境。眼界，是看到的，也
是想到的；是曾经的，也是未来的；是可
以收入眼帘，也可以嵌入心坎的、今生
今世难以忘怀的理想境界。是抽象出
来的意境，萃取出来的美妙。好画家不
一定是好诗人，好诗人一定是有眼界的

好“画”家。
视线决定视野，看得远才能见识广，犹如现代人的

摄影取景一般。短焦，眼前、窗前、门前；长焦，青天、山
雪、万里船。在画面独立组成的画卷里，远景中景近
景，变换交替、若隐若现、时静时动、亦真亦幻，让人沉
浸又让人浮想。诗人眼中的审美意趣，通过变焦变幻
的呈现方法使得视线既清晰又朦胧，从而达到视野的
怡神效果。没有视点，一片模糊；仅有视点，一叶障
目。唯有由此及彼不断延长变换的视线，才能产生景
深，变焦的视点，精致的场景，叠映的画面，从窗前延伸
到西岭，从门口延伸到东吴，实现了眼界的升维，达到了
精神上的高瞻远瞩、方法论意义上的致广大而尽精微。
杜甫这首绝句绝妙之处不仅在于眼界高远，视角

独特，更“绝”在胸怀天下、胸襟坦荡、有容乃大。写景
致达胸臆，景是触发和引发，诗人立于天地之间，居长
河上游，遥想当年，纵情天下，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从
窗前到万里之外，从当下到未来之变，“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不只是空间的延伸，而是空间和
时间的交互观照。诗人心胸开阔，容得山，容得水，容
得风云千万里。诗词的美妙与视角有关，诗词的品格
与心胸容度有关，眼光短浅、心胸狭隘的人一定写不出
好诗、画不出好画。
即便我们既不是画家也不是诗家，但是审美意向、

分析问题的方法应该一致，远近高下、精微广大，尽收
眼底胸中。心胸的容度决定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本
面。百川归海，万物共生，崇尚自然，有容乃大。比如
个别不成熟的企业家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容不得不同
意见，容不得同业竞争，容不得试错成本，这都是眼界
与胸怀问题。如果能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的容度，心态好了，生态好了，未来预期好了，经
济活动也活了。窗含千秋雪，就是远见，直面历史包涵
过去；门泊万里船，就是包容，激活预期创造未来。商
贸往来，不可拒人于千里之外，要招引万里船，宰相肚
里能撑船，说的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可能是想当然地揣测诗人诗意，但是“黄鹂”肯定

是视点，“白鹭”无疑是视线，好光景尽收眼底；“千秋
雪”说的是历史积累，“万里船”指代未来预期，新发展
必有天下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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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三林镇有条马路叫懿行
路。近日偶然发现，这条马路的路牌拼
音均标注为“y?h?ng”，顿感十分意外。
第一感觉，是不是标错了？“懿行”不是应
该读“y?x?ng”吗？
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懿行，是一个古文中常见的

词，释义是高尚的行为。如《朱子全书 ·

学五》：“见人嘉言懿行，则敬慕而记录
之。”意思就是当见他人有教育意义的好
言语和好行为，就尊敬仰慕并且记录下
来。再如“嘉言懿行，君子如珩”，也指有教育意义的言
行。这个“行”，当然是读x?ng。
其次，懿行路附近，有懿德社区（小区），懿德城（商

场），懿行、懿德，都和人的品性、言行、修养有关，如果
读作h?ng，那么就不但没有关联性，反而显得有些古怪。

于是我打电话到地名
管理办公室咨询，可惜，工
作人员只告诉我，相关文
件当时批复的时候，路名
文件上拼音标注的就是
“h?ng”，至于具体解释或
含义就不清楚了。为了解
开心中的疑惑，我又通过其
他路径，终于查阅到了这条
道路当初为何被命名为“懿
行路”。原来，最早的时
候，该路段位于懿德村，同
闵行区浦江镇陈行地区相
连，命名的时候，遂懿德村
和陈行镇各取一字。这么
一说，谜底也就揭开了。
解决了这个心头的

“疑云”，颇感欣喜。又想，
虽然这个“懿行”并非来自
古语中的“懿行”，但却又
恰可按文字，兼而有古语
的“懿行”之义，反而是相
当巧妙的。也许当初命名
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一
点吧？这正是汉语的博大
精深之处啊！
这段有趣的经历，分

享给读者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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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吃豆，胜吃肉。”这个
豆，崇明乡下叫毛豆子。
毛豆从“早青”起势，到

“黑壳铃”“稻熟黄”“八月
白”，轮番登场三个多月。秋
风一起，过了“青春期”的鲜
毛豆子，迅速泛黄变老，不能
直接上餐桌了。这时候，轮

到牛踏扁上场了。
牛踏扁是大豆家族中的特

晚熟品种，豆子略长略扁、形似
牛脚掌心，牛踏扁的名字大概就
是这样来的。和久煮不酥、硬啵
啵水叽叽的早毛豆不同，牛踏扁的吃
口又酥又糯，有一股浓郁的豆香味，
是我吃到的味道最好的毛豆子。
在我还小的时候，牛踏扁在崇

明岛上多有种植，母亲种豆的画面
时常浮现在眼前。
牛踏扁播种一定要在六月中下

旬。母亲说，早十天晚十天，豆子收
成是不一样的。播种太早，植株疯
长，容易倒伏；播种太晚，后期气温
低，影响鼓粒。不出一星期，在雨水
滋润下，豆就齐刷刷地发芽生长
了。大豆生长过程中有一件事不可

不做，那就是捉菟丝子。菟丝子是
一种寄生植物，寄生在豆的枝干上
吸取养料而生长，如果不及时清除
菟丝子，植株将被大片大片地缠死。
牛踏扁开白色花，也看到过紫

色的，蝶形花冠在风中摇曳，煞是好
看。到了九月，镰刀状的豆荚挂满
了粗壮的枝茎，豆荚上布满了细密

的灰白色茸毛。临近中秋，早早晚
晚的风有些凉了，豆荚在桂花的香
气中绷鼓胀足了。日落时分，母亲
从地里抱来一大捆毛豆株，坐在板
凳上，不一会儿剥出一碗盏。
上下八沙过八月半的重头戏在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桌子上
摆满了煮好的芋艿、毛豆结、长生果
等节气食物。姗姗来迟的牛踏扁正
逢其时，豆荚剪去尖角，洗干净，连
壳加水，加一点盐用大灶急火烧煮，
十分钟就已熟透。两唇轻轻一抿，
颗粒饱满的牛踏扁豆子即入口，清

香糯酥，略带甜味。
鲜豆子来不及吃，奶奶就制作

一种乡间最普通的小零食——熏青
豆，那是牛踏扁另一种令人怀念的
吃法。在豆子饱满而未老之际，把
剥好的豆粒在清水中沥去豆衣，然
后在镬子里加盐煮熟断生，薄薄地
摊在竹匾或铁丝网上熏制。熏好的
豆子，表皮起皱，牛蹄印犹在，
有香气溢出。熏青豆软韧适
中，初入口时，没有什么滋味，
细嚼之后，越嚼越有味道。
牛踏扁曾是岛上农家必种

的品种，如今难见它的身影。母亲
的说法，牛踏扁茎粗叶大、分枝多，
结荚较稀，产量不高，容易倒伏，比
其他大豆品种难弄。但她还是每年
会在自留地里，种一些牛踏扁，一俟
成熟，平时不大打电话的她就会一
个劲地唠叨：“再不回来，牛踏扁
豆就要老脱了。”
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颊齿间清清豆香仿佛蔓延开
来。
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家

乡的味道。

施 敏

寻味秋豆“牛踏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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