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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人物

自神农尝百草始，中国人的
生活一刻也未离开过草木，不管
是喝茶还是喝药，皆从草木中
来。而诗经、楚辞、汉赋、唐
诗、宋词、元曲中对花花草草的
吟诵早已超越了草木本身。儿时
看到外婆在天井种了许多月季、
凤仙、一串红、茶梅，生在残砖
断瓦搭建的花坛里，满院灿烂芬
芳，而虎耳草攀爬在斑斑苔痕的
瓦爿墙上，又是多么的宁静幽
远。后来经常徒步上班，途经公
园总要为一路上的花花草草驻
足，城市里的草木虽比不得深山
幽谷，却也春华秋实，呈现着四

季更迭。喜欢崔白的野逸，赵佶
的精到，李迪的雅致，陈淳的洒
脱，徐渭的狂，醉心于朱耷的奇
趣，石涛的自在，蒲华的落拓，
而对钱选、恽寿平、任颐等更是
心摹手追，又从潘天寿、陈之
佛、林风眠、常玉、吴冠中诸
先生的作品中，感悟到现代人
对草木的真挚情感，他们无论
用传统笔墨还是西方技法，画
面中始终透露出浓浓的东方美学
意境。

拿起画笔，从水彩、丙烯到
彩墨、水墨，无论门派画种的界
限，从册页到八尺整张，戏笔游

走 ， 无 问东西，
或密或疏，色墨交
融，存水墨之趣又
不 想 被 笔 墨 所
累，表达内心景
像，不被具体的
形象所表，在虚
与实，显与隐，有
限与无限的对冲
中，寻求率真的诗
性意境。

一门心思为
花忙，用一支拙
笔为草木立传。
因为，世间美物
太多，而拥有的
时间太少。

为草木立传
范江

传奇，在唐宋指小说，明清
时代则是对戏曲文学的一种称
呼。同为戏剧，传奇又不同于杂
剧。余姚人吕天成《曲品》：“杂
剧北音，传奇南调；杂剧折惟
四，唱惟一人；传奇折数多，唱
必匀派。”无论是音乐、戏剧结
构、表演形式，两者都有一定差
异，明清传奇盛行的时候，杂剧
相对衰弱了。

吕天成的《曲品》是对传奇
的一部评论集，自序中说仿钟嵘
《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
《画品》，涉及戏剧作家122人，
作品226种。他在《曲品》卷下
中引用了孙月峰的一段话：“凡
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
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
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
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
衍，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
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第
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
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
当矣。”孙月峰是吕天成的舅
祖，就是我们俗称的舅公。

我们常说戏要好看，如何好
看，如何精彩，这传奇“十要”
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第一要事佳，对故事的选题
上要求故事好。戏材的选择至关
重要，前些时候听一位老师说，现
在的戏为什么不受百姓欢迎，因
为许多戏的题材，并非真正戏材。
李渔说“非奇不传”，事奇而真，
合乎情理。没有戏剧核
心可以提炼的故事，
写文章、报告文学
则都可以，上了
舞台，则不好
看。

第二要关
目 好 。 关 目
指 戏 曲 情 节
的 安 排 和 构
思。同样的故
事，有各种版
本的演绎，为什
么同一个故事有
人讲出来很精彩，
有人讲来则索然无味，
这就是关目没排好。

第三要搬出来好。许多戏剧
本很好看，但在舞台上演出则不
好看，所以要考虑舞台表演。

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常
说各剧种的区别就在于戏曲音
乐，表演、服装则大同小异，唯
独音乐让人一听便明白是什么剧
种。宫调，音律，是古代填曲子
必须掌握的。

第五要使人易晓。毕竟戏曲
属通俗文学，李渔说，书是写给
识字的人看的，戏则是写给不识
字的人看的。所以要求通俗易
懂。这一点，现在许多戏曲演出
也做不到，没有准确定位戏曲的
观众，时常听许多老年人走出剧
场时说：“这搞得是什么？”白易
居写诗要求“老妪能解”，许多
新编戏曲故作高深，不光老妪不
能解，读书人也不能解。

第六要词采，即强调文学
性。关汉卿有关汉卿的风格，王
实甫有王实甫的笔法。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词采风格，但要在通俗
浅显中出词采，也是难事一桩。

第七要善敷衍，就是要把戏
做足。比如京剧 《锁麟囊》 有

“三让椅”，故事讲述女主人公薛
湘灵诉说赠囊经过，本来十分简

单，把前场的戏剧包袱解开就
是。但程砚秋动了许多脑筋，采
取一段一段述说，吊足观众胃
口，因为有“三让椅”，也让舞
台表演更具动感。

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旧
时传统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都有
主要的剧目，因此戏曲剧目也十
分丰富，同一本戏也一样，各脚
色匀妥，则大家都有戏。像越剧
《五女拜寿》就是一则群戏，久
演不衰，几乎每个越剧团都搬
演。现在越剧，为了突出小生

花旦，很少给小花脸安
排脚色，以致行当

萎缩。以前常说
的 行 当 “ 四 柱
头 ”， 小 生 、
花旦、老生、
小丑。因为丑
行 的 缺 失 ，
导 致 无 法 搬
演 许 多 喜 闻
乐见的喜剧。

“ 花 脸 不 上
台 ， 戏 文 做 不

来”，没有小花脸
的插科打诨，也让

舞台艺术失色不少。
第九要脱套，脱套就是

要脱俗套。其实俗套有一定的规
范性，套路的存在有一定道理。
比如以前经常说越剧演的戏多数
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
中状元”。如果英雄救美是俗
套，那换成美人救英雄就可以，
比如白蛇昆仑盗草救许仙。如果
驸马是男的没戏可言，那么《女
驸马》就有意思了。这种简单的
翻一翻并不是很难，但要翻到脑
洞大开，确定有一些难度。

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戏
曲除了娱乐功能外，还有教化功
能，旧时代受教育程度普遍低
下，而年复一年的乡村社戏，也
是最好的社会教育。舞台上好人
经历磨难，总会出人头地。坏人
都是恶人恶报，忠良总有贵人相
救，乱臣贼子基本砍头结束。
《琵琶记》的题词中说“不关风
化体，纵好也枉然”，历来都十
分强调教化作用。不过传奇十
要，放在最后一条，意思也可以
明白，不能只是“宣教”，艺术
品有宣教作用，但并不是广告宣
传品，不然效果也会适得其反。

现在传统戏曲的困境非常
多，对比传奇“十要”，多数的
病征可以找到答案。

传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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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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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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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胡惠昌先生差不多有 50
年了。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读高
中时，经常去解放北路体育场玩
耍，有时能看到有趣的一幕：一群
聋哑人在那里训练跑步，领头的是
一位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 30 来
岁男子。他不时比划着用手语和学
生们交流，当他以惊人的速度给学
生作示范时，就像在跑道上飞，那
一身肌肉漂亮极了。

说来也巧，我与胡惠昌后来成
为宁波水表厂的同事。记得第一次
在食堂碰到他，我兴奋地迎上去打
招呼，他却摇摇头愣在那里。我用
笨拙的手势示意他：我在体育场看
过你跑步。他忽地明白了，笑着竖
起了大拇指。当时，他在水表厂设
计科工作，主要绘制大大小小的广
告牌，制作产品说明书。同一单位
上班，我偶尔也去他的工作室串
门。他工作时全神贯注，对我的存
在似乎毫无知觉。我结婚前，想在
客厅挂一幅画，就向他求画。他一
口答应，然后在纸条上写道：“你
得请我喝喜酒。”没多久，他就交
稿了，那是一幅油画，茂密的森
林，弯曲的小路，浓郁的俄罗斯风
格。喝喜酒那天，他又特意送我一
幅绢画“仕女图”。我感动于他的
情义。当时他给各大报刊设计刊
头，每录用一幅有 5 元钱的稿费，
这也算一笔不小收入。

随着交往深入，我慢慢了解到
胡惠昌坎坷的经历。3 岁那年，他
因病失聪，从此步入无声世界。性
格倔强的他并没有被击倒。1961
年他凭借良好的绘画天分，考入上
海聋哑青年技术学院美术系。正当
他全力以赴苦练绘画基本功时，又

一场大病将他
打回宁波。临
别时，老师拉
着这个颇有灵
性的学生，希
望他病愈后继
续学业。病情
稍有好转，胡
惠昌索性在宁
波开了一家个
体画像店，一
方 面 维 持 生
计，一方面自
学绘画。开店
期 间 ， 他 走
访 各 地 老 艺
人 ， 不 断 完

善 自 己 的 绘 画 技 能 ， 油 画 、 国
画、水彩画均有涉及，但最喜欢
的 还 是 碳 粉 画 。 他 的 碳 粉 肖 像
画，栩栩如生，形神皆备，为他带
来了不少生意。

除了画画，胡惠昌另有一项过
人天赋：短跑。在 1959 年全省聋
人运动会上，他独得 3 枚金牌，第
二年又蝉联 3 项冠军。胡惠昌人生
一大遗憾是，未能参加 1957 年在
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八届夏季聋奥
会。当年未满 20 岁的他正摩拳擦
掌欲冲击世界冠军，我国因种种原
因取消了这一参赛计划。遗憾归遗
憾，田径运动终究让他难以割舍。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体育运动步
入正轨，胡惠昌又钻研起人体构造
理论、田径科学训练方法，并担任
省、市田径教练，培养出一大批优
秀聋哑人运动员。

1978 年胡惠昌调入宁波水表
厂任美术设计后，厂领导知道他心
里藏着体育情结，在不影响工作的
前提下，尽量满足他的兴趣爱好。
其间，胡惠昌在美术和体育两方面
均有建树：1989 年，他获得宁波
市 政 府 颁 发 的 工 艺 美 术 师 称 号 ；
1991 年 他 随 中 国 代 表 团 赴 香 港 ，
参加第三届国际残疾人技能竞赛，
在 83 个国家 （地区） 2000 多名选
手中脱颖而出，夺得铜牌。2014
年，“无声胜有声”——聋人胡惠
昌碳粉画展，先后在鼓楼和市图书
馆成功展出，作品中除了传统的人
物肖像，也有一些表现速度的体育
创新题材。今年他自费印制 《胡惠
昌碳粉画作品及碳粉画技法》 一
书，圆了他的一个梦——这是他习
画 60 载的硕果。胡惠昌捧着书，

犹如怀抱新生的婴儿，一本本送到
亲朋好友手里，脸上露出半是满
足、半是羞涩的笑容。

俗话说：文体不分家。这个现
象在胡惠昌身上得到了特别充分的
体现。2009 年由宁波市体育局编
写的 《宁波体育 60 年》 一书，有
专门章节介绍胡惠昌作为运动员、
教练员的出色成绩。2011 年，宁
波市残联、宁波市体育局联合授予
胡惠昌“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浙江省体育赛
事立下的汗马功劳。之后，他又以
教练员的身份，带领学生参加全
国、亚太地区的聋人田径比赛，他
的学生马宝宝、胡海鹤、袁迎春、

胡趟趟、汪江慧、李君等，先后获
得省级以上金牌 40 多枚，银牌、
铜牌不计其数，有 5 名学生共 6 次
打破全国纪录。现在他的爱徒马宝
宝已接过接力棒，成为全国第二位
聋人田径教练。

胡惠昌如今已是一位 82 岁老
人了。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得满满当
当，主题则为“动”与“静”两
类。在健身房里，论力量训练许多
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静就是画
画，他还有许多好的构思和想法，
想一一实现。作为他的老同事，笔
者还想透露一个小秘密：胡惠昌有
位漂亮的太太，当年就是他的模特
儿。

无声世界的力与美
——记胡惠昌先生

傅红兵

招宝山是宁波甬江入海口北岸
陆地上的一座小山，原名候涛山，
又名鳌柱山，由于它地处海口，历
来国内外的商船往来频繁，商业繁
荣，百轸交集，招财进宝，故称

“招宝山”。招宝山与南岸金鸡山两
山对峙，形成天险，海防上素有

“两浙咽喉，浙东门户”之称。虽
然其山高不足百米，但人文景观丰
富。山上有威远城、鳌柱塔、宝陀
寺，以及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处
海防工事。

进入招宝山景区，由山麓上行
百步，即可见陡坡山岩上立有“第
一山”石碑。碑下有一小平台，可
供游人驻足。此碑高 1.85 米，宽 1
米 ， 为 招 宝 山 景 点 之 一 。“ 第 一
山”三字，书法浑厚有力，落款为

“庐陵萧天荫书”，下镌石印两颗，
分别为“臣天荫印”“介亭”。遗憾
的是，落款没有写下具体日期，于
是也就无从知晓此碑立于何时。据
民国 《镇海县志・金石》 篇记载：
此碑刻收入于明代碑刻条目中，故
而认为它系明代碑刻，但具体为明
代哪朝，不得而知。

抗 倭 名 将 、 明 代 都 督 卢 镗 曾
在招宝山下的潮音洞 （已毁） 两
侧书联云：“六国来王处，平倭第
一关”，用十个大字来阐明招宝山

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作用。明
末 清 初 诗 人 邵 似 雍 诗 咏 招 宝 山 ：

“莫小候涛山，东来第一关。风号
连地震，潮涌啮城还。海阔奔难
入 ， 江 流 到 此 湾 。 蛟 门 天 设 险 ，
领袖众峰环。”可见，高不足百米
的招宝山被誉为“第一山”，自有
其理。

那么“庐陵萧天荫”究竟是何
人呢？通过网络搜索，笔者发现明
代万历 《吉安府志》 卷三 （第 45
页） 上有相关记载：萧天荫，庐陵
县人，万历年间授试百户；《庐陵
县 志》 卷 十 一 （第 57 页） 记 载 ：
萧天荫，湖陂人，指挥佥事。

在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十三年
(1585 年)刻本影印本 《吉安府志》
上，笔者还惊喜地发现了萧天荫绘
制的“吉安郡治图”，此图因志书
版面关系分为三幅，在第一幅郡治
图下角，注有“署指挥佥事萧天荫

写”。方志地图由一位武职官员绘
制，这在古代方志中比较少见。也
许可以推测，萧天荫本身是一名武
职中的文官。

至此，“第一山”的碑刻时间
基 本 可 以 确 定 ， 在 明 万 历 年 间

（1573 年-1620 年）。如果再要确切
些，书写时间在萧天荫任指挥佥事
后可能性较大，毕竟萧天荫之前的
百户官职太低。万历十三年 （1585
年），绘制“吉安郡治图”时，他
是指挥佥事，但府志中记载他为

“授试百户”，可见他是在 1585 年
左右升职为指挥佥事的，故此，招
宝山“第一山”石碑的立碑时间应
该在 1585 年至 1620 年之间。

据 《明史·职官志》 载：“武
官世官九等：指挥使及同知，佥
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
户，试百户。”试百户相当于见习
百户，不是必设职位，比百户低一

级，从六品。萧天荫从“授试百
户”到“指挥佥事”，连升三级，
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史料无从查
考。

据 《明史·兵志二》 载：“天
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
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
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
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
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每卫设指挥使 1 人，正三品，
是卫的最高统领；指挥同知 2 人，
从三品；指挥佥事 4 人，正四品；
卫镇抚 2 人，从五品。每卫通常统
辖 5 个千户所，千户所分布在卫城
周边，每个千户所军士编制 1120
人，每卫军士编制 5600 人，这个
编制未包含居于卫所的军士家属，
所以卫的编制可以视作 5600 户军
户家庭。

明万历时期，镇海县城为定海
卫指挥使司驻地，下辖五个所城，
即舟山中中千户所、舟山中左千户
所、穿山后千户所、霩衢守御千户
所、大嵩守御千户所。萧天荫这个
人物在历代 《镇海县志》 上均无记
载。笔者猜测他于万历年间调防到
定海卫任指挥佥事。一位四品官员
为招宝山题写“第一山”碑文，当
属合情合理。

招宝山“第一山”碑刻年代之谜
陈一鸣

﹃
第
一
山
﹄
碑
（
陈
一
鸣供图

）

范江水墨作品

碳粉画《钱学森》 碳粉画《苏炳添》 碳粉画《爱因斯坦》

胡惠昌创作照（傅红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