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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宁

我的父亲孙光炳珍藏着一份近
70 年前的成绩报告单，它几乎与
新中国同龄。在这个夏日的午后，
面对我的一脸好奇，86 岁的父亲
摊开泛黄纸片，缓缓讲述起那些远
去的人和事。

泛黄的成绩单
深厚的同学情

这是一份 1950 年 1 月 28 日发
放的初中学生成绩报告单。报告单
封面以旧式信封格式呈现，上面用
蓝色印章盖着“贵家长”三个大
字，边上一侧印有“成绩报告单”
5个朱红色小字，落款为“上海震
旦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寄”。报告
单封底印着该校地址“重庆南路二
二七号”以及电话号码“八〇一四
七”。

成绩报告单内页表格上列有学
生姓名、学年、学期、学业等内

容，在每一项学业栏内，均有班主
任老师用钢笔工整填写的学生成
绩，还有“操行”情况以及简短评
语。你看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成
绩报告单与今天自然有所不同。比
如当时的语文称为“国语”，包括
作文和平时测验成绩。其他还有政
治、历史、地理、化学、音乐、美
术等课程。

震旦附中、震旦大学以及磐石
小学，新中国成立前都是法国人在
上海开办的私立学校。父亲小学、
中学先后在磐石小学和震旦附中就
读，外语课学的是法文。

父亲说，他当年的小学和初中
同学中有一位叫梅葆玖，没错，他
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先生的儿子。当然梅葆玖后
来也非常有名气，是梅派艺术传
人。

父亲说，梅葆玖的家在上海思
南路上，这是一栋西班牙式的花园
洋房，人称梅公馆。梅公馆与磐石
小学后操场仅一墙之隔，同学们打
篮球时，篮球时常会“飞”入梅家
花园。父亲记得梅家养着一条狗、
一只猴，那猴子非常顽皮，发现篮
球就一把抱住“不还”，把狗吓得

“汪汪”大叫。
小学四年级时，一次学校组织

学生去佘山春游，下午返回时，刚
从第一辆卡车上下来的同学站在学
校操作上，正准备各自返家。这时
候有同学看到梅兰芳先生从自家别
墅二楼的窗户探出头来，询问梅葆
玖回来了没有。有同学回答说：梅
葆玖在第二辆车上呢……梅先生
说，哦，待会儿他要带着儿子一起

去电台录制节目。
既是同学，家又住得近，父亲

和同学们偶尔就会随梅葆玖去梅公
馆玩耍。若是凑巧碰到梅兰芳先
生，梅先生会热情地欢迎儿子的同
学，吩咐下人拿来零食招待。梅葆
玖经常要跟父亲去广播电台录制节
目 ， 父 子 俩 联 袂 演 唱 “ 贵 妃 醉
酒”，一个演杨贵妃，一个演丫
鬟。因为演出，梅葆玖时常要向学
校请假。班上学生对梅同学的缺课
都习以为常，凡是梅同学没来学校
上课，十有八九是去了电台，或者
演出去了。

父亲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刚好
轮到梅葆玖做值日生。中午大家都
回家吃饭了，到了下午，早来的同
学发现教室门还没打开，于是就去
梅家找，结果梅同学说是一时忘记
了。梅葆玖少年成名，经常参加演
出，大场面见多了，举手投足之间
气度不凡。他非常讲究礼仪，待人
接物落落大方。他对同学老师总是
用手势作“请”的动作。父亲说，
梅同学比班上别的同学要年长几

岁。学戏、唱戏难免影响到学业，
因而复读成为常态。

父亲还说到班里另一位叫徐家
璧的同学。徐同学长得白白胖胖，
很是可爱，家人和同学都叫他“胖
胖”。徐同学的父亲徐欣夫是当时
国泰影业公司的导演，母亲名叫顾
梅君，阿姨名叫顾兰君，都是二十
世纪 40 年代上海滩的知名影星。
徐同学和我爸非常要好。徐同学家
里有一辆美国产的宽轮胎自行车，
两人一起“自学”都学会了骑车。
有时候他俩一个骑车，另一个坐在
前面的三角架上去兜风。那款车没
有书包架，系美国伞兵使用的自行
车。他俩偶尔也去地处徐家附近的
沪光电影院看电影，徐同学母亲顾
梅君女士事先会打电话给影院一位
张小姐，请对方预留两个座位，她儿
子和同学一起前来观影。

还有一次，徐家璧邀请我父亲
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参观国泰影业
公司。令我父亲印象深刻的是，当
时正在摄制一部片名为《粉红色的
炸弹》 的电影，由徐家璧担任导
演，顾兰君担任片中女主角。

该片讲述的是抗日题材的故
事，那天拍摄的片段是：对外身份
为交际花的女主角从黄包车上下
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小包

（包里装着手枪） 准备过桥 （进城
执行任务）。当时桥头一侧站着几
个日本兵，对进城人员进行例行检
查，轮到那位漂亮的交际花时，只
见她察言观色，沉着应对日本兵的
盘查……

演职人员在摄影棚里紧张工
作，父亲和同学十分乖巧地坐在不

远的一排长凳上观看。中途休息
时，演员和工作人员看到是导演的
儿子及两个要好的同学，很友好地
喊着“胖胖、胖胖”，一边拿来可
口可乐请他们喝……

1949 年，这位徐同学随家人
去了台湾，从此与我爸断了联系。

回忆学校老师
感怀岁月变迁

父亲还保存着一张 1942 年在
上海市私立磐石小学读四年级时的

《学生手册》。父亲说，旧中国教师
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日子过得很
清苦，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当
小学老师。1944 年期末考试结束
后，班主任老师处理完班级相关事
务后，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下学
期他不再来学校当老师了，要去做
生意，说当一名穷教师不足以养家
糊口……

父亲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中学
读书时，有位年轻音乐老师名叫李

志曙，个头矮矮，身体壮实，说一
口好听的北方话。

李志曙老师会弹一手好钢琴，
平日为人低调。上海解放前夕，每
当同学们在设施较为完备的阶梯教
室上音乐课时，李老师一边教孩子
们学唱进步歌曲，同时还会讲一些
理想信念的道理……同学们后来才
知道，李老师原来是一名中共地下
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我
国第一位在国际美声唱法比赛中获
奖的声乐家，他演唱并录制的《国
际歌》《祖国进行曲》 被认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展示中国
男低音歌唱家艺术魅力的影像制
品。

我爸说，1949年 5月下旬的某
天，李老师照常在阶梯教室给同学
们上音乐课。课间李老师突然说
道：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同学们
要随时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
城的准备。李老师还特别提到，届
时请同学们和家人不要害怕、惊
慌，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
为老百姓打天下的进步力量。

话说 1949 年 5 月 26 日夜间，
当时我父亲的家在康悌路 （今建国
东路） 附近，听到天空中有飞机驶
过的轰鸣声，马路上不时响起零星
的枪声……翌日早上市民们出门发
现，有许多手持步枪、背着行军背
包的军人，井然有序地蹲着或躺在
马路边休息……大家走近一看，原
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了。

这一天，父亲和同学们还是照
常去学校读书，因为前些天李老师
已经给他们讲到过相关事宜，所以
大多数同学能够泰然面对当时的场

景。然而，令同学们感到有点惊讶
的是，李老师为什么老早就知道了
这些消息？还有，就在学校门口的
大街上，有同学看到李志曙老师与
几名军人在亲切地交谈，显然他们
早已互相认识。此番情景令学生们
感到既兴奋又好奇。

据我父亲回忆，除李老师外，
当年在震旦大学附中教过他们的语
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都是地下党
员。为了谨慎起见，这几位老师从
事革命工作时，会有接头暗号。李老
师曾以茶杯放置的位置作为记号，
比方说当某张办公桌的茶杯放在右
边，表示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
在他们学校也有国民党的潜伏人
员。同学们后来才知晓，他们的体育
老师原来就是军统特务……

我问爸爸：你们当时知不知道
这些老师的真实身份呢？父亲说，当
然不知道了，不过后来他们身份暴
露后，大家回想起有关细节，自然也
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那
个体育老师，一次在室内教学课上
提到“梅花”，突然讲起“国军”军衔，

说少校肩佩一颗梅花，中校两颗梅
花，上校三颗梅花，呈品字状……

1950 年 2 月 6 日 ， 上 海 发 生
“二·六大轰炸”，由于震旦大学附
中距离遭破坏的中心地点 （周边有
发电厂、自然水公司以及主要公共
交通设施） 很近，属于敌人袭击的
目标范围。因此学校被迫停课，学
生只能回家。不久，父亲随全家迁
往虹口区生活，父亲转学到其他学
校，从此便与原先中学的老师和同
学没了联系。

1956 年父亲参加了当年的高
考，随后去北方上大学，从此离开
出生地上海。1961年7月父亲从西
安公路学院 （今长安大学） 毕业，
分配到福建省交通厅。刚开始时他
在工业技术材料处担任技术员，努
力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熟悉海上
运输、陆路交通运输以及交通工业
方面的工作。后来他去了建瓯农村

（福建省南平地区的一个比较偏僻
的山村） 锻炼一年，与当地农民兄
弟结下深厚的友情。再后来父亲去
过江苏苏北淮阴地区条件艰苦的一
处名叫“金湖农场”的小岛上，开
展相关政治工作等。以后又上长
春、青岛等地工作……

从年少至年迈，父亲一生辗转
多地，1971 年调到宁波工作，是年
30多岁的他从此扎根宁波，看着这
座城市的点滴变迁，特别是交通的
日新月异，再也没有离开……

多少的人、事、物从他身边远
去、消失。两张泛黄的学生成绩报
告 单 、 一 张 1956 年 的 高 考 准 考
证，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能够保存
下来也是不易，弥足珍贵。

70年前的成绩报告单

楼伟华 陈 青

近日，在宁波举办的中国音
乐小金钟——2019 全国琵琶展
演中，出现了一名 13 岁的特殊
女选手。她上台、找位置、下
台，都由一位中年妇女护着。在
第一轮比赛中，她演奏了 《春
雨》 和 《霸王卸甲》，刚柔相济
的两首琵琶名曲，在她的指尖时
而“小弦切切如私语”，时而

“铁骑突出刀枪鸣”。在镜头拍到
她失焦的双眼时，人们才发现这
位表演投入的选手，根本看不见
眼前的一切，是一名先天性失明
者。在现场，评委们为她的演技
而折服，惊叹于她作为一个盲人
居然能够娴熟地弹奏琵琶名曲，
更惊叹于她真的是用心在弹奏。
最后，王雅祺获得了业余 （少年
B） 组“琵琶新秀”称号。

小姑娘名叫王雅祺，是由内
蒙古音乐家协会从全自治区选拔
出来的选手之一，来宁波参加全
国展演。正好是暑假，做老师的
父母和还在读小学的妹妹，陪着
她来到了宁波镇海。王雅祺说：

“我听老师讲，镇海是中国琵琶
大师王惠然、王范地的故乡，所
以我一定要来参加展演，来感悟
一下大师的灵气，至于是不是获
奖，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2006 年，王雅祺出生在内
蒙古乌拉特前旗，满月时，父母
发现小雅祺不会注视物体，医生
诊断为“由于大脑皮层先天发育
不良造成的双眼全盲”。小雅祺
的父母一边带着她四处求医，一
边悉心呵护她的成长，一直不放
弃对女儿的教育，经常对女儿
说：“我们雅祺没有什么和别人
不一样的。”在父母的陪伴下，
小雅祺成长为一个阳光开朗的小
姑娘。

或许由于眼睛看不见，王雅
祺的听觉特别灵敏。一次，她听
到了电视上的琵琶声，问妈妈这
是什么声音？妈妈告诉她这是琵
琶的声音。没想到，以后每次电
视上出现琵琶声，王雅祺就安静
地竖起耳朵倾听。忽然有一天，
王雅祺对妈妈说：“我要学琵
琶。”听了女儿的话，父母一时
惊呆了：一个失明的孩子怎么学
琵琶啊？但是，父母还是想办法
满足了孩子的要求，给她买来了
一把儿童琵琶，原本想只是作为
一件玩具，让女儿开心开心。几
天后，王雅祺再次说：“我要学
弹琵琶。”父母一时有点为难，
到哪里去找老师？学音乐的费用
一定很贵，之前为女儿治病已经
花费了几十万元。那年，王雅祺
6岁，却说出了一句很是成人化
的话：“爸爸妈妈，你们为我付
出了这么多，我一定不让你们失
望！”

父母商量着，虽然女儿的眼
睛失去了光明，但是我们必须让
她的心充满光明，于是决定送女
儿去北京读书、拜师。妈妈陪女
儿到了北京，租了一间 10 平方
米大的房间，让孩子上了北京盲
人学校。

盲人学习琵琶有很多困难，
正常人只要 10 分钟就能学会的
技艺，王雅祺却要花 10 天时间
才能掌握。王雅祺学习琵琶的头
一个困难就是学指法，学习指法
时，她需要老师手把手带她感

受。等到她自己练习时，常常因
为无法掌握琴弦位置，手指重重
地磕在琵琶面板上。或者因为判
断失误，一下就把琴弦划断了。

由于平均每天要断 2 根弦，
母亲干脆“批发”来一大包琴
弦。因为练习时常常“误伤”琵
琶，现在王雅祺这把用了 5年的
琵琶，已经换了 3次琵琶品，还
修过一次琴头。琵琶面板上明显
发白的划痕，也是她刻苦练习的
记录。学琴 7年来，小雅祺的手
指无数次受伤，妈妈和老师看了
都十分心疼，但她自己却毫不在
意。学习乐理知识，是小雅祺学
习琵琶的另一大困难。别人用眼
睛看书，小雅祺却需要用双手一
个字一个字地在书面上“触摸”
辨认。因为经常双手触摸，乐理
书的四周很快就“卷边”了。为
防损坏，小雅祺请妈妈帮忙，在
书的四周仔仔细细贴了一圈塑料
胶布。

小雅祺现在拜在中央音乐学
院琵琶教育家江洋老师门下。江
洋说：这孩子对音乐的感悟，非
常人可比，非常专注刻苦，说不
定在不久的将来，她会是中国唯
一的优秀盲人琵琶演奏家。王雅
祺也没有让江洋老师失望，2015
年开始，她不断参加全国性的琵
琶赛事，先后获得了燎原杯琵琶
大赛儿童业余组金奖第三名、中
国菁英琵琶展演非职业儿童组金
奖。

小雅祺热爱音乐喜欢琵琶，
尤其喜欢弹琵琶时的心境，有时
甚至觉得琵琶已成了她的“眼
睛”，让她“看”到了多彩的世
界。王雅祺虽然只有 13 岁，但
是其心智很是成熟。问起王雅祺
以后的打算，她很“老到”地
说：“我从听读器上听过中国古
代很多好书，包括 《论语》《三
国志》，也听过莎士比亚、巴尔
扎克的作品。现在我先得把书读
好，只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才
能更好地理解琵琶名曲的意境，
然 后 把 中 国 的 琵 琶 名 曲 都 学
会。”王雅祺多年担任班长和少
先队大队长，还懂得帮助比她还
困难的孩子，热衷于盲人学校的
集体活动。

妈妈经常问她：“想不想成
为江洋老师说的那种演奏家？”
王雅祺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想
啦，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全国巡
演，回报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
让那些身体有残疾的同龄人，看
到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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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祺在比赛中王雅祺在比赛中。。

◀ ▶◀ ▶ 19501950
年震旦大学附年震旦大学附
属中学学生的属中学学生的
成绩报告单成绩报告单。。

父亲父亲 19421942 年在上海市私立磐石小学读书时年在上海市私立磐石小学读书时
的的《《学生手册学生手册》，》，封面印有封面印有““忠诚忠诚 勤勇勤勇””的校训的校训。。父亲父亲19561956年的高考准考证年的高考准考证。。 （（孙建宁孙建宁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