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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
春节 ，电
视里重播
了话 剧

《 开 国 大
典》。与
同名 电影
比较 ，不
少情节别
有新意 。
给人印象
最深的 ，
莫过 于

“ 国名争
论”与 “探
病倒药 ”
这紧密相
连的两场
戏。

新中
国诞生的

前夜 ，中 共 中 央 五位常
委开 会 讨论 国 名 问 题 。
毛泽 东 提 议 国 号 为 “中
华人民 民主 共和 国”；
任弼时则主 张 去掉 “民
主”二 字 ，理 由 是 ，
国家 的 民 主 与 否 并 不
取决 于 名 称 如 何 。他
举例 说 ，中 华 民 国 号

称民 国 ，其 实 由 蒋 介
石一 人 独 裁 。两 人 相
持不 下 ，毛 泽 东 发 了
脾气 ，常 委 会 不 欢 而
散。在 朱 德 耐 心 规 劝
委婉批评毛泽 东 之 后 ，
突然 传 来 任 弼 时 心 脏
病发 作 的 消 息 。朱 德
催促 他 乘 探 病 之 机 向
任弼 时 道 歉 ，毛 泽 东
只好 答应 。

在任弼时家里 ，毛
泽东进退两难 ，几次欲
言又止 。当 他终于说 出
“ 我是来给你……”时 ，
朱德迫不及待地替他说
了“道歉”，可他还是
巧借手 中药锅来掩饰 ，
说声 “倒药”了事 。

此处着墨不多 ，寥
寥几笔 ，略加点染 ，就
写活了毛泽东 、任弼时 、
朱德这三个风云人物 ，
使观众对 当 时 中共领袖
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各 自
的思想性格 ，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 。尤为可贵的
是，精彩而又颇具象征
意义 的戏剧情节 ，特别
富于启示性 ，令人含笑

沉思 。
假如 “国名争论 ”

一场戏 ，重要关键情节
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那
未，依笔者愚见 ，在 国
名问题上 ，也许毛泽东
更接近真理 。后来的历
史充分证明，“民主 ”
二字之于共和 国名号 ，
绝非 多余的 “蛇足”。
不妨 设想 ：假如 当初按
照毛泽东 的建议 ，将“民
主”二字嵌入 国名 ，那
未，一旦循名责实 ，能
否对接踵而来的灾难性
的左倾 冒进乃至 “文革 ”
中的 “全面专政”，会
多少产生点遏制效应 ？
果真如此 ，共和国 的历
史，岂不会呈现另一番
面貌 ！

由此可见 ，当 时毛
泽东 的建议 ，确实符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
真理 ，可惜没有被采纳 ，
真乃历史的遗憾 ！

当然 ，历史 从来不
包含 “假如”。正象诗
人绿原在 《胡风与我 》
一文 中所写：“历史是
一些已经发生 的事 ，是
一些似乎不可能发生而
居然发生 的事 ，是一些
作为结果同时又作为原
因发生 的事 ，是一些让
人回顾起来变得聪明 的
事，因此也是一些使人
类在进一步探索 中在新
的挫折面前增加勇气的
事。”

读史使人明智 。非
常感谢话剧 《开 国大典 》
的全体创作人员 ，让广
大观众在历史与现实的
结合部 ，深刻地感受到
顿悟的快乐 ！

七嘴 八 舌

正当 陶 醉 于 名 曲 时
李从真

听到 列 车 广 播 的 音 乐 、歌 曲 ，
通常 能使人 消 乏 、解 闷 ，枯燥 的
旅行 ，甚 至 可 能借助 艺 术 的 润 色 、
点缀 ，而 化 为 美 丽 难 忘 的 印 象 。

不久前 ，我 坐 在 中 原 的 列 车
上，便欣 赏 了 一 系 列 相 当 迷人 的
音乐 ，那 是许 多 名歌名 曲 旋律连
续演 奏 ，似 乎 称 为 “名 曲 集 锦 ”
吧。悠 扬 、醇 郁 的 管 弦 乐 ，把 那
种种 华 彩 乐
段，处理得

妙韵 无 穷 ，

令人心 荡 神
驰……听 着 听 着 忽 然 冒 出 一 首

《 何 日 君 再 来》。嗯 ！这是 可 以
的么 ？是好歌？或 “政 策 允许 ”
的？不 对吧 。从前 它 一 直被视 为
地道 的 靡 靡之音 ，被定论 为 纯粹
的“黄歌 ”呀 ！难道 不 “黄”了 ？
解禁 了 ？或 者 可 以 淡化这 里 的 是
非之分野 的 观念 了 ？“好花 不 常
开，好 景 不 常 在……”故 劝 人 “不

欢更 何 待”？即 及 时 行 乐 。这样 的
歌，难道仅 由 于 不 唱 词 ，就 可 以 放

心大 胆利 用 其 旋律美 了 吗 ？
我们 知道 ，这歌 产 生 和 流行 于

民族忧 患 空 前危 重 、亡 国 之祸迫 在
眉睫 的30年代 ，其 历 史 作 用 已 经很
成问 题 ，现 实 中 又 能 起什 么 好 作 用 ？
就是 在 最好 的 社会 背景 下 ，它 也 只
能是格 调 低 下 、旨 趣 不 佳 的 ，何 以

竟随意 使之
堂皇 地 出 入
于人之心 灵

的殿 堂 ？我
承认 ，这 旋 律 从 生 理 上 对 人 有 好

处。但 是 听 歌 赏 曲 ，似 乎 首 先 总
得考 虑 其 社 会 影 响 与 作 用 ，总 得
首先 要 求 政 治 内
容健 康 向 上 ，起 码
须大 体 过 得 去 。列
车广 播 ，我 想 更 应
注意 这 一 点 。

胡雪 岩 其 人
余瑞 麟

春节期间 ，西安 电
视台播映的台湾 电视剧

《 八月 桂花香 》以其独
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古
城的广大观众 。胡雪岩
的含辛茹苦 ，忍辱负重 ，
肝胆照人，俱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
上是 确 有 胡 雪 岩 其 人
的。他 姓 胡 ，名 光 墉 ，
字雪岩（1823—1885），
安徽绩溪人 。初年在杭
州设银号 ，经理官库银
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
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 ，
被太平军击退 。次年又
为清军勾结法 国侵略军
组织 “常捷军”。1866

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
船政局 ，还为左宗棠办
理采运事务 ，筹供军饷 ，
订购 军 火 ，代 借 内 外
债。正 是 由 于 他 有 此

“殊功”，所以方得左
宗棠在 “收功”之后的
出奏保举 。清廷破格优
奖，赏加布政使衔 ，从
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 ，
赏穿黄马褂 。

胡雪岩凭借其雄厚
的资本和靠捐纳与 “殊
功”所获的高官身分 ，
活动于商界和官场 。由
于他精于谋划 ，手段灵
活，往往一夜之间 ，获
利百万 ，故时称“财神”。

然就在他晋身官场 ，操
纵商场 ，攀上事业巅峰
之际 ，却身陷四伏危机
而不觉 ，终被洋商排挤

而破产 ，次年便猝然死
去。

台湾作家高 阳即 以
胡光墉的坎坷经历及发
家史 为 主 要 题材 ，撰写
了《胡 雪 岩 》、《红 顶 商
人》等 长篇 系 列传 奇 小
说。而 《八 月 桂花香 》即
从《胡雪岩 》改编演绎而
成。

史泰隆雄壮之秘
美国著名影星史泰隆以无敌英雄 出现在银幕

上，他那血脉勃张 ，肌峰叠连 的 “兰博”形象 ，
使美 国 总统里根也十分崇拜 ，竟将 自 己 的头像接
在“兰博”照片的身躯上 以 自 娱 。最近美 国 《国
家询问报》透露 ，史泰性所塑的力 士形象 ，是靠
注射类固醇 “壮”起来的 。史泰隆发迹前 ，就曾
赤身打拳 ，可以看 出他的体格比常人更雄武得多 。
但他与职业拳手相比 ，就不显得那么硬健扎实了 。
也许 出于这个差异 ，他在前年赴以色列拍《第一
滴血》（第三集）时 ，开始注射类固醇 ，以强化

“ 兰博”的力士形象 。他的前妻碧莉姬 目 睹他注
射类固醇不免吃惊、关心 ，他却说 ，所有的健美
先生都注射过此类药品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的。但事实胜于雄辩 。史泰隆拍新片 《逃狱》时 ，
因四肢疼痛难忍 ，一度住院作特殊的外科手术治
疗。而且 ，向来以爱护宠物著称的史泰隆 ，日 前
竟意外地怒踢他的爱犬 。

类固醇是高危险的禁药 ，固然有强化肌 肉 的
功能 ，却会导致肝功异常和高血压 ，甚至猝暴丧
命。

三
月
“
上
影
”
新
影
片

在三 月
份的新 电影
中，有三部
上影故事片
很值一看 。

获第一
届“上海农
民电影节 ”
金穗奖的喜
剧片 《大丈
夫的 私 房
钱》由 “满
身喜 剧 细
胞”的上影
导演于杰执
导，观众熟

悉的影坛笑星毛永明 、

牛犇 等主演 。生活 中 许
多人往往是怕伤害最亲
近的人而向对方隐瞒才
形成隐私的 ，它本身就
蕴藏着有苦难言 的喜剧
成分 。于杰把现实 中普
遍又隐秘的 “私房钱 ”
现象 ，用 “漫画式”的
喜剧手法 ，道 出美好幸
福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坦
诚、理解和信任之上 。
影片展示的知识分子 的
窘境、暴发户 的贪婪 、
教育滑坡等社会现实又
是这几对夫妇产生家庭
纠纷的外在根源 ，使影
片的喜剧色彩有了厚实

的生活基础 。
以当代都市

夜生 活 为 背 景 ，
对那些误入歧途
的青年有警醒忠
告作用 的故事片
《 夜幕 下 的 黄 色
幽灵 》大意如下 ：
女高 中生达丽 因
羡慕豪华的生活
而被犯罪集团一
步步 引入深渊直
到自 绝生命 。她
先是被巧舌如簧
的“白 马王子 ”
诱骗失身 ，后被
“ 见义勇为”的兰凌 “搭
救”，易主后在兰的 “引
荐”下高额陪夜 ，成了
贩黄集 团的摇钱树 。当
她得知 自 己患了严重的
性病后万念俱灰 ，在她
第一次失去 贞操的地方
烧房 自 焚 。达丽的死令
人触 目 惊心 。影片以其
姐欧阳梅化装 “公关小
姐”打入黑巢 内部为线
索，用侦破的形式展开
故事 ，其悬念的设置快
节奏的情节都很有娱乐
性。

《 侠 盗 鲁 平 》，用 导
演沈耀庭 的话说是他的
“ 黄 浦 江 系 列片 ”之一 。

即再 现 旧 上 海 语 言 特
色、风 土人情和人物心
态的 “海 派 ”影片 。它叙
述抗 战胜 利不 久 ，当 年
威震 十 里 洋 场 的 大 盗
鲁平 又 回 到 上 海 ，为惩
罚大 汉奸庄承 一 ，他 意
外地卷进 一起案 中 。他
与老对手大侦探郭京联
手活捉了潜伏的 日 伪特
务头 目 “蓝色 响尾 蛇”。
影片以 中 国 百姓几千年
来敬仰 的 杀 富 济 贫 ，锄
奸除暴的草莽英雄为描
写对 象 ，具 有 较浓 的 民
族意 识和 民族 色 彩 ，是
一般观众乐于接受的娱
乐片 。　（冠 英 ）

刊头设计　于 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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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宫

迷语
1 、过 去 的 事情

难忘怀　（古籍一 ）
2 、婴 儿 呱呱落

地时　（影名二 ）
3 、末 日　（影

名一）
4 、鞋 儿 破 ，帽

儿破 ，身上的袈裟破
（ 象棋用 语一 ）

（ 蔡 芳 ）
诗谜

1 、刘备双 剑 入 古
城，张 飞 怒 吼不 绝
声，孔 明 巧 把 东 风
借，烧掉曹营百万兵 。

（ 农村用具一 ）
2 、黑 水关 扎 下

大营 ，穆桂英领兵前
行，诸葛亮神机妙算 ，
铁里拐收兵回营 。

（ 木 工用具一 ）
（ 宋长禄 ）
（ 谜底见下期 ）

上期谜底 ：小 斤 儿
边禾 夸 男

周末
摄影

夜
泊
嘉
陵
江

蒋
志
芳

摄

因错出巧魅力大
补天

著名 的戏 曲 艺
术家 不 仅 技 艺 超
群，而且还具有临
场救戏的本领 ，这
在戏剧界可谓俯拾
皆是 。

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被人称为 “活材”，
一次 ，他 因赶场匆忙 ，上场后发觉忘了 戴乌 纱 ，
台下观众正感诧异 ，谭便 以 “因事乱如麻 ，忘却
戴乌纱”的 引 子 ，巧妙地补了漏洞 ；另一次 ，他
在《文昭关 》中 饰伍子胥 ，管道具 的慌乱 中误将
宝剑换 了腰 刀 ，谭上台后才发觉 ，便灵机一动 ，
将原来 的 唱 词 “过了 一天又一天 ，心 中 好似滚油
煎，腰 间枉悬三尺剑 ，不能报却父母冤”，换唱
成“过了一朝又一朝 ，心 中好似滚油浇 ，父母冤
仇不能报 ，腰间空挂雁翎刀。”真是天衣无缝 。

有造诣的艺术家 ，往往也是舞台补漏的行家 。
晋剧女老生丁果仙 ，抗
战前带着她从马连 良那
里学来的 《四进士 》进
北平演出 ，亮相时无意
中发现观众席上的马连
良，这不是在关公面前
舞大刀 吗 ？一慌神 ，碰

到办案的班头丁旦 ，
脱口 喊成“刘二混”，

“ 丁旦”傻了 ，观众
也愣了 ，在这紧要关
头，丁果仙急 中 生智 ，

揉了揉双眼 ，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地即兴创作 ：
“ 唷 ，老汉 老眼 昏花，走得匆忙 ，认人不真 ，

原来是丁旦娃娃！”轻巧数语 ，巧补漏洞 ，戏顺
利地演了下去 。演 出 结束后 ，马连 良称赞这个细
节：“宋士杰同丁旦路遇的那个关子 卖得好 ，既
突出了宋士杰的年龄 ，又符合宋 士杰那种心 中有
事、神思恍惚 的 情态。”丁 果仙笑着 讲 出 原委 ，
马连 良倍加赞赏 。

演员一人出错 自 己补漏 尚容易 ，难 的是同台
两个或几个演员 同时补漏 。一次 ，梅兰芳同 肖 长
华演 《贵妃醉酒》，当 贵妃把高 力 士 的帽子戴在
凤冠 上 ，唱 “冠上加冠”时 ，梅兰 芳一不小心 ，
帽子滑落于台 ，如果弯腰去拾 ，势必贻笑大方 。
此时 ，梅兰芳从容不迫地向扮高力士的 肖 长华做
了个手势 ，肖 长华心领神会 ，随机应变道 “娘娘 ，
你的帽子掉到那儿啦！”这时梅兰芳以醉步奔向
帽子 ，高力士捡起帽子 ，呈给娘娘 。两人配合默
契，巧妙地补了漏洞 ，还突 出 了贵妃的醉态 ，得
到观众的喝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