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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敏明

宁海黄坛有栋“小姐楼”，建
于清乾隆年间，有浙东第一楼之
美誉。“小姐楼”小巧、精美，其
中最出彩的要数它的门窗格子。
都说门窗是建筑的眼睛，“小姐
楼 ” 的 门 芯 窗 芯 都 用 木 格 子 拷
成，榫卯结构，一根藤缠绕，嵌
在藤中的结子都是红木做的，非
常罕见，可见此楼用材之考究。

对于很多人来讲，“一根藤”
这个名称有些陌生。其实一根藤
工艺就是木工的仿生做法。它的
原型为生于山岳峭壁或缠于古树
上的各种藤蔓。藤蔓在山体上延
绵生长，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
民 间 有 “ 千 年 红 木 万 年 藤 ” 之
说。山野的藤蔓汲取大自然的阳
光雨露，无拘无束地营造出自由
空灵、变化丰富的线条美，古代的
能工巧匠们在文人的参与指导下，
仿照藤蔓的美丽形态，感悟它的顽
强品性 ，创造出一根藤的木作技
艺，广泛应用于建筑门窗和家具构
件中，产生了迷人的艺术效果。

江南自古文气灵动，一根藤
艺 术 同 样 是 江 南 匠 心 文 心 的 体

现。甬上木作建筑门窗和家具构
件中出现的一根藤工艺，图案偏
规整和严谨，一般是小的长方图
案串联成一扇门窗芯，它用材良
好，以榉木、楠木居多，显得空
灵、文气。宁波江北区的慈城、
奉化的西坞、余姚的梁弄、象山
的石浦老街、宁海的箬岙等地旧
宅里，曾经都有一根藤门窗的身
影，它们在日光的照耀下，斑驳
迷 离 ， 安 静 地 呈 现 着 岁 月 的 痕
迹。京上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观
复博物馆，就收藏有甬作一根藤
门窗，它特有的美令观者叹为观
止。一根藤在甬作家具上也有出
色的表现，如宁波七弯凉床、拔

步床、架子床、桌案、椅子等家
具，均有一根藤工艺构件，有的
还粗藤穿细藤，工艺极为精湛 。
一根藤是甬作家具装饰的一个重
要表现形式。

木作仿生一根藤工艺源远流
长，相传最早发源于天台山，天
台山的一根藤木作自由灵动，变
化丰富。天台山钟灵毓秀，儒释
道兴盛，有国清寺，有道教南宗
祖庭桐柏宫，有儒释道文化滋养
才 创 造 出 的 木 作 绝 唱 一 根 藤 艺
术。据说天台山人明代工部侍郎
张文郁，当年是个雅士，他曾在
北京故宫负责三大殿建设，告老
还乡之后，受天台石梁山无边的

藤蔓的启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
文人、工匠一起，创造出这种独
特的木作仿生工艺。画家用笔墨
画 藤 蔓 ， 天 台 人 借 助 锯 子 和 刻
刀 ， 采 用 榫 卯 结 构 ， 把 一 根 藤

“刻画”得多姿多彩——它不断地
卷 曲 、 翻 转 、 缠 绕 、 伸 展 、 回
环、穿插。一根藤首尾相连，起
承转合，变化出无数图案：祥禽
瑞兽、奇花异草、博古花瓶、福
禄寿禧，等等。天台木匠师傅凭
借极富空灵和流动美感的技艺，
创造出被世人尊称为“天台藤”
的一根藤工艺。天台藤又称“软
条”，因为用天台藤打制的建筑门
窗和家具构件，它的木条子都挖

圆 角 ， 形 态 如 舞 动 的 绸 缎 ， 柔
软、舒展。天台山一根藤最著名
的遗存，就是清代地理学家，官
至礼部侍郎的天台五关里齐召南
故居的那套一根藤门窗：堂门一
根藤绘狮子捧绣球、蝙蝠如意、
花瓶插戟等图案，腰板清雕人物
故事，堪称经典之作。

笔 者 收 藏 了 一 些 一 根 藤 门
窗，其中天台东门陈氏四合院的
一根藤堂门，一套六扇，每扇 2.8
米高，0.8 米宽，门芯框是仿竹做
的，内芯仿蝶、狮两种图案，寓
意事事平安。腰板不事雕琢，素
洁大方。我收藏的另一套甬作门
窗也是六片，方格图案一根藤 ，

门芯雕有马、狮子、蝙蝠等动物
图案，极文气。做一根藤对工匠的
技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一位老工匠
曾告诉我 ，一工只能做七个小弯
头，一工就是一天。这样算来，半扇
高 1 米、宽 0.45 米的门窗，大概要
做一个月。

据我所知，现今收藏木作一
根藤最多的收藏家是创建了天台
和合园的沈中明。沈先生年过五
十，为人儒雅，乃性情中人。他
企 业 办 得 好 ， 又 酷 爱 天 台 山 文
化，十分喜欢木作一根藤，为此
专门在和合园中建造了一座明清
一根藤艺术馆，并招募老木匠进
行仿制，让一根藤这一传统非遗
工艺重现江湖，倾注了大量心血。

去年春上，我拜谒天台石梁
山，山峰入云，一硕大石梁横跨
山涧，梁下瀑布飞流，古寺掩映在
树荫中。走进深处，但见山坡、古树
上藤蔓肆意蔓延，它们卷曲、伸展、
扩张，彼此纠缠、缠绵，起承转合，
生机无限，正所谓“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一根藤
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木作手艺，但
骨子里，它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

方其军

如果要从姚剧史上提取一个作
品，参与各类大小剧种的代表作品
陈列，我想，许多人会推荐《强盗
与尼姑》。在 20世纪 80年代，因为
此剧，姚剧受邀赴京演出，使姚剧
的整体声誉得到极大提升。这种效
应 ， 容 易 令 人 想 到 昆 剧 《十 五
贯》。至今仍流传这句话：一个戏
救活一个剧种。在文学创作领域，
有一本书主义或一首诗主义的说
法，意思是依靠一个作品，就可以
促使作者功成名就、颐养天年。我
想，姚剧不主张“一个戏主义”，
每隔几年就能推出精品力作，比如
近年的《王阳明》《浪漫村庄》《童
小姐的战场》，都获得重要奖项且
受邀晋京演出，然而，无可否认，

《强盗与尼姑》 确实是姚剧发展史
上的一个里程碑。

余 姚 在 历 史 上 是 “ 戏 曲 强
县”。不仅曾有颇具盛名的“余姚
腔”，还有明代吕天成、叶宪祖等
业界大师。吕天成的《曲品》是历
代戏曲人士观察经典的一个窗口。
在当代，余姚人余秋雨除文化散文
名家的形象外，另一个主要身份其
实是戏曲理论家。我说这些的用意
是想表明，余姚可以传承戏曲的优
良基因，在当代依然应当出人、出
戏，建立戏曲创作与研究的某种谱
系。而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当
是肩负着接力这把火炬的使命与职
责 。 在 36 年 前 ， 创 作 演 出 姚 剧

《强盗与尼姑》 是一种繁荣表征，
现在，该剧得以复排，再次搬上舞
台，由年轻的第七代、第八代姚剧
传人担当全部角色，该中心那种薪
火相继的决心和信念显而易见。

复 排 后 的 姚 剧 《强 盗 与 尼
姑》，于 2020年 6月 10日至 13日在
余姚龙山剧院公演。6 月 8 日下
午，我去看了半化妆的彩排；6 月
9 日晚，观看了内部汇报演出。此
前，我读过剧本 《强盗与尼姑》，
剧中主要形象是嵊县籍近代人物、
辛亥志士王金发。他一生的事业就
是反清，在日本的体育学校留过
学，在浙东的深山老林聚过义。秋
瑾遇害后，王金发发誓要报仇雪
恨，处决宵小叛徒、暗杀清廷官
吏，一时声名大振。孙中山称他为

“东南一英杰”。在清王朝被摧枯拉
朽之际，他组织敢死队光复杭州、
绍兴，当上“绍兴都督”。在嵊县

一地，着实意味深重。卿卿我我的
越剧出自此地，《禅是一枝花》 的
胡兰成出自此地……

姚剧 《强盗与尼姑》 选取的故
事，就发生在王金发出任“绍兴都
督”前后。编剧黄韶构思精巧，全
剧分为十幕，以“受托”为序幕，
以“血写”为尾声，设有“遇盗”

“逼嫁”“成亲”“求情”“亲离”
“别离”“追捕”“长恨”八幕起承
转合。既有大历史视角，又有小人
物悲喜，叙事行文精练流畅，字里
行间风云际会，可谓上乘之作。剧
中的女一号沈月娥，称为“绣花西
施”。因城里乱纷纷，她与母亲避
于乡间尼姑庵。不料，兵匪来扰，
匪首委琐，自称“王金发”，以

“革命”为幌子敲诈勒索，还想绑
架沈月娥做妾。这时，来了一个年
轻帅气的“夏先生”，武艺高强打
跑兵匪给解了围。沈月娥对“夏先
生”心生爱慕……

一时间，王金发出任“绍兴都
督”的消息遍布全城，乡绅旧吏害
怕被算老账，纷纷考虑巴结计策。
旧吏章介眉联络其表兄乡绅沈介
白，唆使沈介白将侄囡沈月娥嫁给
王金发。沈介白架不住章介眉及其
同类张少爷、钱举人的游说，将这
桩事答应了。张少爷是穿西装的，
可能留过洋，代表新派，而钱举人
是穿长衫的，有过科举功名，代表
旧派。可见，此间多种势力纠集，
世态复杂。编剧的匠心独运可见一
斑。沈月娥母女听闻叔公沈介白拿
定的主意，如晴空惊雷，不由悲愤
交加。她们见识过“王金发”，嫁
给这样的男人简直是羊入虎口。但
是，沈月娥母女胳膊拧不过大腿，
无可奈何。封建残余的可批判性由
此也是一种暴露。

在新婚之夜，正当沈月娥想自
寻了断时，她日思夜想的“夏先
生”一把将她拦住了。沈月娥说：

“夏先生，你来救我了。”夏先生却
说：“我正是王金发。”经过一番解
说，沈月娥知道之前遇到的那个

“王金发”是匪兵为抹黑王金发而
假冒的，而她所爱慕的“夏先生”
才是真正的王金发，这真是喜出望
外，天赐良缘，高高兴兴成了亲。
这是全剧唯一的“喜点”。前来贺
喜的章介眉，以为攀上了亲，王金
发不会为难他。哪知，王金发已查
清他是杀害秋瑾的主办人，当即将
他拿下收监，拟择时处决。面对铁

血都督，乡绅旧吏顿时慌作一团。
戏中，沈介白这个角色的典型在于
称不上大奸大恶，但这种人物的守
旧与中庸仍会酿成历史的错误。

全剧最大的冲突在章介眉的释
放与否上。对立立场的力量都做王
金发的工作。王金发的部下铁队长
等人谏言法办。而沈介白等人劝说
王金发宽大处理，其中一个理由是
革命工作需要财力，而章介眉有能
力运作、筹集田地和银两。据有关
史料称，王金发最终对章介眉网开
一面，是因为黄兴等人的求情。在
戏中，沈介白要求沈月娥向王金发
求情，王金发出于各种考虑，释放
了章介眉，令其居家反省。当时为
王金发操办学校的周树人即鲁迅当

面痛骂“绍兴都督”：“你是拜倒在
石榴裙下的懦夫。”王金发一时失
去武的左膀铁队长、文的右臂周树
人，而时势风起云涌、谲诡不测，
王金发转瞬身处险境。史料称：王
金发督绍仅八个月。

当王金发落入“上岸后的落水
狗”章介眉的手里，沈月娥向这个
表叔公求情，就像之前替他向王金
发求情。章介眉哪里肯手软，只是
哄骗她会手下留情。王金发终究被
谋害，且背负“绍祸”骂名。这其
中，正人君子的磊落与卑鄙小人的
狡诈激荡观众的情感漩涡。沈月娥
的悲剧色彩在于她在那些“叔公”
眼里只是随意使用的棋子，可以随
意摆布和牺牲。王金发的悲剧色彩

在于绿林好汉、革命志士在清末民
初错综复杂的时局中正气有余而谋
略稍逊。沈月娥因为避在庵堂，宛
若尼姑，而王金发山林武装起家，
仿若强盗。若是在太平时日，一个
嵊县后生与绍兴城里姑娘，一见钟
情白头偕老，同样是美好愿景。怎
奈时事风雨飘摇……

我想，如果这个剧创作于当
下，剧名取为“强盗与尼姑”，易
被指为“标题党”。如果不看内
容，还以为是一出诙谐乡俚小戏
哩。我却赞叹黄韶的笔力，如此气
势恢宏的历史题材剧目，却具有纯
厚品质与草根气质，可以充分照顾
到群众的欣赏趣味，殊为不易。这
是对于题材烂熟于心、深入浅出的
结果。毕竟，戏曲需要通向大众，
需要“雅俗共赏”。“强盗与尼姑”
的概括捋去了历史高大的浮云，回
至作为生灵的炎凉关照。王金发可
以被称为大英雄、真豪杰，但处于
一个热血青年的观察海拔，可以看
到其与普通人共通的某些属性。沈
月娥的命运更是作为一个飘萍式的
乱世零余者在谎言、欺凌中浸透血
泪。

三十多年前，姚剧 《强盗与尼
姑》刚搬上舞台，寿建立饰演王金
发，沈守良饰演鲁迅。我只看过剧
照，王金发的草莽气，鲁迅先生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精神气质，从照片中可品一
二。该剧曾在第二届浙江省戏剧节
上，以 13 类奖项 18 个奖次的优异
成绩一举夺冠。如今，复排后，第
七代姚剧传人楼利辉饰演鲁迅。
2015年，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举行拜师仪式，楼利辉拜沈守良为
师。观楼利辉的鲁迅一角演出，举
止言谈间见得到沈守良的痕迹。在
舞台上，鲁迅点燃香烟，楼利辉是
真实地抽烟。这种大胆的设计，更
是演活鲁迅，为剧目添彩。鲁迅抽
了两支烟，一支是在与王金发会谈
时，一支燃于独白鲁迅关于王金发
的文章。烟雾升腾，往事如烟，往
事并不如烟。很有意思，这是真的
鲁迅。

第八代姚剧传人章旺饰演王金
发，第八代姚剧传人陆伊青饰演沈
月娥，形象都能立得住，群众都能
记得住。第七代姚剧传人甘银宝饰
演张殿魁，第七代姚剧传人景洁丰
饰演章介眉，均见火候，惟妙惟
肖。

2019 年 9 月，余姚市姚剧保护
传 承 中 心 决 定 重 排 《强 盗 与 尼
姑》，聘请省戏剧编导名家陈伟龙
担纲导演，所配的副导演是该中心
的冯立波。“所有角色由姚剧团第
七代、第八代传人出演，这是保护
传承姚剧原创经典剧目的关键，也
是我们最大的工作目标。”该中心
主任倪乐辉说，演员既可从录像资
料观摩姚剧前辈艺术家的舞台风
采，又能得到前辈们的具体指导。
为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舞
台样式有全新演绎。我从微信中看
到编剧黄韶的女儿黄丹娃在观后情
难自抑地表示：“新版的演绎不仅
让观众感受到了当年的经典重现，
更是让观众从现代化的舞美设计、
服装、演员造型、音乐和舞蹈、新
颖的唱腔等多种元素中得到了视觉
和听觉上的享受。”

“山门离别情悠悠，我日夜想
你在闺楼……”6 月 9 日 19 时许，
余姚龙山剧院姚韵绵长、丝竹悠
扬，重温经典姚剧 《强盗与尼姑》
内部汇报演出拉开帷幕。台上，所
有角色由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第七
代、第八代传人出演。观众席上就
座的，却是 36 年前演出该剧的老
一辈演员。台上、台下，像是时空
镜子在龙山剧院互为映照。这是一
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当晚，演出结
束后，新老“王金发”“鲁迅”“沈
月娥”“章介眉”“沈介白”等握手
言欢。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玉红上台看望
全体演职员时说：“市姚保中心全
力打磨、精心重排经典姚剧《强盗
与尼姑》，今天成功演出，这既是
前段时间辛勤排练的一次检验，也
是为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送
上贺礼。”

当年，在王金发牺牲后，孙中
山沉痛地说：“天地不仁，歼我良
士。”蔡元培称他“磊落妩媚”，题
写墓词：生死付常，湖山无恙，智
勇俱困，天地不仁……在姚剧《强
盗与尼姑》 暂时关闭灯光的间隙，
历史深处的回声在龙山剧院的幽暗
中震响。

生死付常
湖山无恙

——姚剧《强盗与尼姑》观后

木作木作““一根藤一根藤””

《《强盗与尼姑强盗与尼姑》》剧照剧照

采
用
﹃
一
根
藤
﹄
工
艺
制
作
的
各
式
门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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