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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古
代有 位 皇
帝，儿时家
贫，落难 逃
荒路 上 ，偶
受一村妇 恩
施，吃得一
顿饱 饭 。那

饭竟是质量
极其 低劣 的
麸饼。然而
他却 大 口 大
口地吞咽 ，
吃得 很 香
甜。后来 ，
他坐 了 龙
庭，日 日 山

珍海 味。起初 ，倒也觉
得可 口 ，久而 久之 ，便
味同 嚼 蜡 。一天 ，猛然想
起村妇 ，想起那顿饭 ，
算是有恩 必报 吧 ，好不
容易 将那位村妇宣进 了
金銮宝殿 ，令她再 做一
顿麸饼供 自 己 品尝。孰
料麸饼呈上来后 ，居然
噎在喉咙上怎么 也咽不
下去。通过村妇 的一 番
解说 ，这 位尊贵 的皇帝
才终于 明 白 了一个简 单
的道理：“饿 了 糠 也
甜，饱 了 肉 还嫌。”

这是忘 了佳肴忘不
了麸饼 的事 。生 活 中 ，
有时竟还有 这 样 的 奇
迹：大事逐渐 淡漠 ，小
事耿耿于怀 。

十年动乱 中 ，我在
某工厂 当 宣传 干事。刚

走出 学校 门 ，还 是 个
“雏儿”。或许是 出 自

年少气盛 ，涉世 不深 ，
还没学会 明 哲保身 的缘
故吧 ，也或许是受 了 白
居易 “文 章合 为 时 而
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 ”
的蛊惑 吧 ，总 之 ，对 眼
前事往往颇感不平。不
平则鸣 。无杀 鸡之力 的
秀才 ，那鸣便不 过 是有
时和一伙小 青年海 阔 天
空瞎议 论一 番 ，有 时则
凑得几句歪诗 ，明 知 根
本发 表不 了 ，也还 敝帚
自珍 ，认真地抄在 笔 记
本上 。

没料想我 的这些越
规行为 居然被 个别具 有
高度觉 悟 的 “革命造反
派”发 现了 。本来就 是
个“臭老九”，又兼舞文
弄墨 ，反 对 文 化 大 革
命。于是 ，大批判 加身
了，我 成 了一条 “牛”，
一个小 “鬼”。

说实话 ，那批判是
令人毛骨 悚 然 的。但
时至今 日 ，却几乎全忘
了。是不 是 因 为 看 到 别
人——特别 是 我们 的老
一辈 知识分子受 的苦更
多一些呢？我不知道 。

就在厂里为 批判我
而在大批判 专栏里特意
发表我 的反诗反 词后 ，
我在无意 中 发 现 ，公 然
有三三五五的 学徒工、
文学爱 好者在抄这些诗

词。开始 ，我还以 为 他
们在准备 批 判 稿。后
来，才知这些人并非恶
意，竟还是 出 自 喜爱，
抄来 阅读欣 赏。这 也真
是“塞 翁失马 ，安知非
福”了 。虽 然挨 了 批判 ，
作品 却发 表 了 ，又 找
到了 阅读 者 ，找到 了文
友，真令人感动得热泪
盈眶 。

这一幕 ，我记 忆特
别深 。不知为 什么 ，至
今眼前仍能 浮显 出 抄诗
者的形象 。听说尔后 ，他
们中 还有 成 了 作家 的 ，
这更令我万分欣慰。

永生忘 不 了 我 的
友人、我 的知 音 、我 的年
轻工人兄弟们 啊 ，你们
现在正在 干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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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 蓝 布 袋 （小 小 说）
黄河机器厂　胡 刚

她失魂
落魄般地坐
在椅 子上 ，
眼睛时 常溜
着门 口 小小 的蓝布袋 。
描图组八姐妹个个低着
头，描的 描、画 的画 ，
唯独她……

舞厅 内 那扑朔迷 离
的灯光没 了，轻盈的舞
步，欢快的乐 曲 、莲花
似的 吊 灯 没 了，全 没
了。她——舞 会上被小
伙子们 称为 “白 天 鹅 ”的
她，呆 呆地 坐在描 图桌
前，两 眼发 愣 。

她胡 乱地抓起一张
报纸翻弄 着 ，以 掩饰 内
心的不安。目 光透过报
纸的边 沿 ，仍然盯着 门
口的小蓝布袋。旁边墙
上四个粉 红色的 图 钉摁

着一张通知 ：
“ 今后 设计师

可以 自 由 选定
描图 员 ，将要
描的 图 纸放在
标有 描图 员姓
名的 口 袋 中 ，
月底 根据描图
员工 作 量 大

小、质量优 劣 评 定 奖
金……”

报纸上的新 闻 、小
说、诗歌她 横 竖 看 了
好几 遍，内 容一样也
没记 清 ，两只 耳朵分外
仔细地聆听着 走廊上 的
脚步声。两 天 了 ，她 的
小蓝布袋 ，干瘪瘪 的 象
一只 “嗷嗷 ”待 乳 的 雏
鸟，张着 饥饿的 嘴 巴 。

“ 啊 ，来 了！”走
廊远处传来 了 “踢啦 ，
踢啦”的脚 步声。一个

“ 眼 镜”挟 着一 卷 图
纸，正在看那 “讨厌”
的通知 。她 的心又猛地
跳动起来。“这 次我一
定用 最清晰 的线条仔 细
地描 图，保 证不会 出现
千分之一 的差 错。请你
千万……”

她仍然低着 头看报
纸，但却轻 轻 咳 嗽 一
声，以便 引 起来人的 注
意。

“ 哦——天 鹅姑娘

的小蓝布 口
袋怎 么还 是
空的？”走
廊里 传 来

“ 眼镜”戏谑 的 声音 。
她的脸有些发热 ，

还好，他 没 往 里 看 。
“ 踢啦 ，踢啦”，脚步声渐
渐消 失了 。她慢慢地抬
起头 ，用 余光轻轻一扫
那蓝色的小布袋。……
一阵 眩 晕，一 种无形
的东西在啮 咬 着 她 的
心，一个苦涩的 东西在
眼眶 中 滚动，增大 。

那蓝色 的 小 布 袋
中，并没有她 想往的 图
纸……

凤舞　陈 影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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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然 如 一 位 骄 傲 的 将 军 ，
把陈 旧 的 “嘎 斯”甩 在 后 边 ，
我驾 着 崭 新 的 “东 风”，追 赶……

紧紧 地咬住 前 面 ：
——追 绿 色 的 “北 京”，
黑色 的 “上 海”；
追银灰 的 “奔 驰”，
橙黄 的 “丰 田 ”；
甩掉 一 个 多 世 纪 来 落 后 的 耻 辱 ，
奔向 金 碧 辉 煌 的 明 天……
加大 马 力 ，握 正 方 向 盘 ，
让崭 新 的 “东 风”引 擎 飞 旋 ：
撒一 路 思 考——金 色 的 收 获 ，
撒一路 热 汗——闪 光 的 发 现……

报童 成 了 艺 术 家
——记 舞蹈 家 卫 天 西

张静 华

国庆节前 夕 ，陕西
省赴 日 友好 访 问 演 出
团，满 载 日 本人 民 的 深
情厚谊 回 到 西安，我特
意访 问 了 《唐 ·长安乐
舞》剧 组 的 负 责 人 之
一、主要编 导 、
中国 舞 协 常务理
事、省舞协主席
卫天西 同 志 。

卫天西 ，四

十九岁，山 西运
城人。抗战时 随
父逃难来西安 。
幼年 因 家贫 中 途
辍学 ，卖过火 柴 、
香烟 和 当 时 的
《 工商 晚报 》，过着 食
不充饿，衣不遮体的 生
活。但他从 小 酷 爱 文
艺，上小学时，就登过
台。解放后 ，他考入西
北文工团儿童歌舞队 ，
开始 了他 的革命文艺 的
生涯 。

一九五四 年 ，党送
他去北京 舞 蹈 学 校 深
造，因 成绩优异，留 校
教中 国 民 间舞蹈 。五六
年他入了 党，后 又 回 陕
西省歌 舞 团 任编 导 、教
员、演员 。他先后创作
了《边 区 运 盐 队 》、
《 绣花》、《喜开镰 》、
《 风雷 颂 》等 五 十 多
个舞蹈作 品，为大型舞

剧《台 岛 风暴 》、《秦
岭游击队 》编舞 ，又 为
歌剧 《货郎 与 小姐 》，
话剧 《牛虻 》等 设计 了
舞蹈 ，还导演 了 芭蕾舞
剧《白 毛女 》、秧歌剧

《 兄妹开荒 》、《夫妻
识字 》等 。其 中 《风雷
颂》一九六 五年在北京
演出时 ，适逢周 总理访
问非洲归来 ，周 总理观
看后 ，曾 走入乐 池和指
挥握手 ，祝 贺 演 出 成
功。《边 区生产歌 》在
北京 、广州 、深圳 等地
演出 时 ，反 映强烈 ，震
动很大。该舞 已 由 中央
台录音 ，中 央 电视 台 录
像，多次在全国 播放 。

近年来 ，为 学 习 、
研究古典舞蹈 ，他翻 阅
了大量资料 ，虚心 向 专
家学 习 ，向 民 间 艺人求
教。从姊妹艺术 中 汲取
营养 ，寻觅那艺术的珍

珠，发 掘那 民族
的瑰 宝 ，和 大
家一起创 作 了 体
现中 日 友谊的大
型历 史舞剧 《长
相思 》，为 电视
剧《天宝轶事 》
编了 所 有 的 舞
蹈。在 《唐 ·长
安乐舞 》中 ，他

编排的 《霓裳羽 衣舞》、
《 龟兹 舞 》、《胡 腾
舞》等 节 目 ，受 到 中外
专家 的高度赞 赏和观众
的喜爱 。

当我 问 他：“你 是
如何 由 一个卖报的穷孩
子，成为 人 民 艺 术 家
的？”他不胜感慨地说：

“ 如果没有共产 党、新
中国 ，哪还有 今天的卫
天西！”是啊！我们可
爱的祖国 用 她那甘甜 的

乳汁 ，养 育
了多 少 优秀
的儿女 ，卫
天西不就 是
其中 的一个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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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情 并 茂 刻 意 创 新
——看 赵亚 玲 演 出 的 《机房 训 子 》

栗波　刘 宏 超

在省
青年演员
调演 中 ，
渭南市秦
腔剧 团 的
赵亚玲 ，用 她那清澈 圆
润的嗓 音 ，淳朴感人的
唱腔 ，声情 并 茂 的 表
演，把 《机房训 子 》中
的三娘表 现 得细 致 入
微，真切 感人 。

赵亚玲今年只有二
十二岁 ，她九岁 进剧 团
学艺 ，至今已有十三年
舞台实践。为 了 演好三
娘，多年来 她 把 余 巧
云、王玉琴 、郭 明 霞 、
张惠侠等著名 老演员 的

唱腔录音反复聆听 ，细
心琢磨。《机房训 子 》
一场 ，她曾 反 复体会人
物感情 ，捉 摸 角 色 心
理，充分发 挥 自 己嗓 音
的优势 ，紧紧 把握人物
性格 ，找 出 唱腔基调 ，
根据剧情 的发展 ，表现
人物 思想感情 的起伏变
化，把这折戏演得入情
入理 ，波澜 起伏。三娘
是封建社会 中 贤妻 良母
的典范 ，她 忍辱 负 重 ，
苦心操劳 ，织布纺线不
怕累 ，节衣 缩 食 度 生
涯，为 的 是把大娘 留 下
的儿子一薛倚哥抚养成
才，谁知孩 子 逃 学 回
家，不愿背 书。起先 ，
她以 古人 为例 打 比方 ，
细开导。亚玲在这段演
唱上 ，采用 了 柔 腔 细
调。当 一般地说教不仅
没有触动倚 哥 的 思想 ，
反而招来 “不 是 亲 生

娘，打起不 心痛”的 顶
撞，三 娘如 闷 雷轰顶 ，
似滚油 浇 心。她想到 自
己多年 的辛劳 ，到 头来
竟落得如此下场 ，悔恨
之下 ，打断机头 ，任儿
自流。“小奴才一言 问
住我 ，结 舌 闭 口 王 春
娥”。传统唱法是一句
平音 ，亚玲经过多 次揣
摩人物 的心理变化 ，把
它分成两句 唱 ，特别是

“ 鸡抱鸭儿我有错”一
句，她充分发 挥了 自 己
嗓音高亮的特点 ，把人
物的恼 怒悔恨之情 表现
得分外鲜 明 。后来经 薛
保哀劝 ，三娘慈母之心
顿生。此时 ，亚玲采用
中音 ，以 声传情 ，以 情
教子 ，把三 娘这个善 良
贤慧的 慈母形象塑造得
血肉 丰满 ，可亲可敬 ，
给观众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文学 小 辞 典

竟陵 八 友 ·齐 梁 体
竟陵八友 ，齐代 竟 陵王萧 子 良

门下 的八个文学 家 。语 出 《梁 书 ·
武帝本 纪 》：“竟陵王 （萧 ）子良
开西 邸 ，招文学 ，高祖 （萧衍 ）与
沈约 、谢 朓 、王 融 、萧 琛 、范

云、任 昉 、陆倕等 并 游焉 ，号 日八友。”他们 的
诗作 ，大都注 重声律。其 中 ，谢朓 、沈约 ，是新体
诗的代 表作家 。

齐梁体 ，南朝齐梁时代盛行 的一种诗体 。它
的特点 是 ：讲求音律 、对偶 ，追求辞藻的 华美 。
由于作 者对生活 缺乏 真正的 了解 ，所以 ，这一 类
诗歌 ，内 容 贫乏 ，甚至流 于轻薄 、浮靡 ，世 称齐梁
体。齐梁体 的诗风 ，几乎统治 了 南 朝文坛 ，一直沿
续到 初唐 时代 。直 到 初唐 四 杰和 陈子 昂 登上文 坛
之后 ，齐梁体才逐渐退出 了 历 史舞 台。（钟 涵 ）

雍和 宫 中 的 弥 勒 佛 像
柳江 河

雍和 宫是北京 最大 的 喇嘛庙 ，也是全国著名
的喇嘛庙之一。它 建于清康 熙三十三年（1694年），
原为 雍正 即位前 的府邸 。雍 正三年（1725年 ），
改为 行宫名 “雍和 宫”。乾隆九年（1744年 ）改
建为 喇嘛庙 。

雍和 宫 内 有众多 的佛 像 ，造型逼 真 ，栩 栩 如
生。其 中被宫 中 誉为 “三绝”之一 的一尊十八米
高的 迈 达拉佛像 （汉语为 弥勒 佛 ），就立在宫 内
最后 一个大厅万福 阁 内 。不 少 游人为 他那逼真 的
造型 ，精巧 的工艺 ，高大 的 身 躯而 赞叹不 已 。但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的来历 。

相传乾隆年 间 ，西藏发 生 了 叛乱 ，乾隆 皇 帝派
兵入藏很快就将叛 乱平息 ，七世 达赖为 了感谢清
帝，派人从印度运 回 一根长三十多米 ，直径为 十

米的 白 色檀 木 ，并派人从水路运到 了北京 ，献 给
了乾 隆皇 帝 。

乾隆皇 帝见 到 这 根稀世檀木 甚为高兴 ，让能
工巧匠用 了六年 的 时 间 ，花费 了八万 两 白 银 ，把
这根 巨大 的檀 香木雕 刻成一尊高十 八 米 ，基 深
八米 的 弥勒佛像 。

像雕 刻好了 ，放在什 么 地方 ，又有 争 论。因
雍和 宫的后 墙有护 城河，而乾 隆 皇 帝 又最讲风
水，于是 他就让人把这尊佛 像放 在最后 ，其意是
怕邪气从后 门入宫 ，这样做 可 驱邪避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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