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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霞

浙东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嵊州、
余姚、上虞、慈溪一带，是中国传
统越剧的流行地区，在浙东当地习
惯 称 其 为 “ 的 笃 戏 ”。 因 “ 的 笃
戏”最初不使用特定的乐器，只有
一个皮做的“笃鼓”和两片木板做
的“拆板”，唱戏时“的笃的笃”
地敲打拍子，故得名“的笃戏”。

■改革根植于浙东文
化土壤

在浙东地区，不但人人爱看
“的笃戏”，不少人还会唱能演，有
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面抗战时
期，改革和利用民间艺术的力量，
尤其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
曲，以此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
战，是党对群众社会教育工作中非
常重要的抓手，也是重要的时代命
题。

浙东根据地老百姓对“的笃
戏”的喜爱，在一次群众聚会活动
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给当时根据地
的领导者极大地震撼。1943 年 7 月
7 日，根据地军民在余姚陆埠镇的
袁马村，隆重举行庆祝抗战六周年
群众集会，由于突降大雨，集会被
迫中断。但是“的笃戏”的锣鼓一
响，马上就聚集了许多老百姓，尽
管雨时下时停，他们还是津津有味
地观看。“的笃戏”吸引力之大，
群众面之广，引起了根据地负责人
的重视。

据粗略估计，浙东游击区有两
三万艺人在流动演出。这些民间戏
班子演出的内容，大多是没有经过
整理的传统老戏，上演的剧目无非
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
状元”此类俗套的内容，里面甚至
还包含许多封建迷信、悲观消极甚
至黄色庸俗的成分。群众为了娱
乐，只好欣赏这些旧戏，与当时的
抗战形势相去甚远，不能发挥对抗
战的宣传动员作用。根据地对传统

“的笃戏”进行改革，使其为抗日
救亡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必然
选择。

■组建社教队，创作
群众喜闻乐见的越剧作品

要对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群众基
础、历史悠久、演员队伍庞大且流
动性强的传统戏剧进行革新，必须
要有一支戏剧改革的专业队伍。根
据地成立了由伊兵 （周丹虹） 任党
支部书记兼指导员、高岗 （韩秉
三） 任队长的社教队。社教队成员
由会唱家乡戏、有一定的表演才能
的南方籍战士作为基干力量，抽调
鲁迅艺术学院一些学员作为艺术骨

干。此外，伊兵秘密回老家嵊县
动员了一批艺人如金桂芳、竺方
森、钱天红、邢菊香等及几位乐
队师到根据地，吸收并改造一个
常年在根据地演出、有较强演员
阵容的旧戏班“高升舞台”，以其
职业演员作为主体力量充实到社
教队。

根 据 地 对 旧 戏 班 “ 高 升 舞
台”的成功改造，开了新中国华
东地区民营戏曲团体改制为国有
剧团的先河，意义重大。1944 年
11 月，文教处从社教队把高岗和
鲁艺华中分院音乐系毕业的王斯
苇调去“高升舞台”，从事时事、
政策教育和教唱新歌、指导编排
新剧的工作。

在浙东革命根据地众多优秀
的“的笃戏”作品中，除少数是
由文艺工作者独立创作之外，大
量剧作品是由文艺工作者、民间
艺 人 、 革 命 战 士 、 当 地 老 百 姓 、
地方士绅等集体编创出来的。往
往是在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下，先
由旧剧艺人、战士、群众集体讨
论剧本，再由文艺工作者执笔编
创 。 在 编 创 结 束 之 后 的 巡 演 中 ，
又会及时根据观众的意见进行修
改润色。

社教队的演员和剧艺人通力
合作，凝聚群众的力量，创作了
一 系 列 优 秀 的 “ 的 笃 戏 ” 作 品 。
根据地“的笃戏”剧目，主要分
为新创作的剧目和改编的旧题材
剧目这两类。第一类是紧扣社会
现实，反映抗战风采，为工农兵
服务的新现代剧作品。代表性的
剧 目 有 ：《桥 头 烽 火》《义 薄 云
天》《龙 溪 风 云》《大 义 灭 亲》

《血 钟 记》《生 死 路》《北 撤 余
音》《赤胆忠心》《陈晓云》《竹
岙 血 案》《反 清 乡》《筋 竹 岙 之
战》《扩大解放区》《保卫秋收》
等 。 第 二 类 是 改 编 旧 题 材 剧 作
品。如传统越剧 《双看相》，原本
讲述的是两名女子因家贫进城来
看 相 ， 遇 两 名 男 子 ， 以 看 相 为
名，意欲调戏她们，遭到两名看
相妇女的拒绝。经过社教队的再
创作，《双看相》 剧情被改写成：
一个伪军与一个国民党顽固派士兵
互相看相，你数落我，我讥讽你，
其实两人的末日都快到了，极具讽
刺和教育意义。

■戏剧表演形式改革
与演员队伍改造并举

成功的一部戏剧作品，除了好
的剧本，还离不开适宜的表演形式
和演员的精彩演绎。因而“的笃
戏”的表演形式与演员队伍的改造
也是改革的重点，主要进行了四个
方面的革新。

开 男 女 合 演 的 先 河 。“ 的 笃
戏”原是“女子绍兴文戏”，为清
一色的女演员。社教队认为，这是
在“艺术功能上的欠缺”，新剧中
的革命英雄因之而少了“阳刚之
气”。因此大胆地废弃了清一色女
演员粉墨登场的女班传统，实行男
女合演。

改变传统的音乐唱腔。社教队
在排演新戏时，从绍兴大班的武林
戏中吸收了部分曲调，还吸收了一
些民歌小调，及男班早期比较质朴
的音调。在表达革命激情时，也常
插入革命歌曲。这些尝试在当时基
本能为观众所接受，使人耳目一
新。

改革表演形式。社教队大胆进
行越剧表演新尝试，向话剧、歌
剧 等 艺 术 形 式 学 习 ， 打 破 幕 表
戏，实行剧本制，创造了“幕间
戏”的方式。对表演中的技术方
面有所革新，剧情、任务、剧词
等更紧凑、简洁、经济，主题明
确 ， 更 多 采 用 现 代 人 民 的 口 语 ，
适当掺入新名词；多采纳话剧的
优 点 ， 包 括 剧 词 与 表 情 严 格 一
致 、 服 装 和 道 具 必 须 认 真 处 理 、
乐器的配奏尤其是大锣大鼓适当
运用等。这样，既兼顾群众的艺
术 欣 赏 习 惯 和 水 平 ， 又 保 障 了

“的笃戏”的艺术水准和效果。
改造演员队伍。文教处多次举

办民间艺人训练班，鼓励他们参加
革命实践，陶冶革命情操，提高斗
争觉悟。同时，为了培养戏剧改革
的过硬队伍，文教处要求知识青
年、话剧演员要多向民间艺人拜师
学艺，扎实提升表演技能；民间艺
人则要学政治、学文化，学习新知
识。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笃戏”改
革，是在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
旧戏班、旧艺人进行了彻底改造，
将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与现代新戏
创作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起到了服
务抗战大局、启发教育群众的功
能，对推动“的笃戏”向现代越剧
转型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宁波市红色文化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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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十几年前，我买了一部入门版
的单反机，闲时拍点游客照自娱。
前段时间，儿子说我的单反机太老
旧了，要送我一台无人机，我谢绝
了。

这倒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不
会操控先进的无人机。科技越进
步，操作越智能，或者说越傻瓜。
用无人机拍照，肯定不会比用单反
机难。但我不想用“好高骛远”的
无人机，更喜欢用单反机表达一点
个人的感悟。

实际上，在“银发一族”摄影
爱好者中，用单反机的比例要大大
多于用无人机。这与年轻人中的摄
影爱好者刚好相反，年轻人似乎更
喜欢玩无人机。

单反机与无人机，拍摄时机
位、视角、构图技巧、影像品格和
表达的意境都不同。这背后，可能
是老年人与年轻人看世界的角度不

同。
无人机，一般是高机位俯拍，

能表现出深远的空间感，容纳更多
的景物。因而，俯拍的高机位，被
摄影界称为“上帝的视角”。

这正是年轻人观照世界的方
式。年轻人多以天下为己任，对世
界抱着好奇的心态，愿意尝试各种
没有经历过的事物。同时，年轻人
又普遍怀着睥睨一切的心理，喜欢
高瞻，指点江山。对年轻人而言，
无际无涯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寰球”，我自己就是宇宙。
这不就是无人机俯拍表现出的“深
远”与“平远”意境吗？

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看多了
花开花落，经历了风风雨雨，有一
种对得失的看淡、人世的洒脱和看
万物的豁达。老年人知道，有很多
时刻，自己惊心动魄，而世界一无
所知；自己翻山越岭，而大地寂静

无声。于是谦卑低调，沉稳内敛，
放慢脚步，品味细节。正如杨绛先
生说的：“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
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
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这样的阅历与人生态度，只有
单反机的低机位，才是最适配的视
角。蹲或趴在地上，以仰拍来突出对
象，使得被摄主体更加高大伟岸；一
些背景杂乱的题材，采用低机位仰
拍，则能规避其他因素的影响，消除
地面上的杂物，以天空作为背景，简
洁干净。这正是老年人那种心灵安
宁而又素净远阔的写照。

当年我学单反机摄影时，老师
就一再强调，要用单反机拍出好照
片，摄影者应该“隐藏”自己，离
对象近些再近些，机位低些再低
些。这样一来，拍摄者既能发现细
小、幽微、稀缺的美，也能从中体
会到越是低调的人生越是蕴含丰

厚。正所谓“老人别有超然处，一
首清诗信笔成”。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佳作 《猛虎
和蔷薇》 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人
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
立 定 脚 跟 ⋯⋯ 同 时 人 生 又 是 幽
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
入微⋯⋯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
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
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
分地尊敬猛虎⋯⋯完整的人生应该
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句话，
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我想，如果做一个“替换练
习”，把喜欢用无人机俯拍的年轻
人，比作余先生诗文中的猛虎，把
喜欢低机位单反机的老年人，比作
余先生诗文里的蔷薇，也是贴切
的。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
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值得人们
享受爱好的事物。

单反机与无人机

辛红娟

随着宋韵文化的不断挖掘、保
护和传承，千年宋韵今天在宁波大
地上更加鲜活起来，并被更多人所
熟知。

如何讲好宁波宋韵故事，拓展
宁波宋韵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穿透
力，既是对当下共同富裕时代命题
的回答，也是浙江参与东西文明互
鉴的学术呼应。

早在十六世纪中后期，历史上
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意大利
传教士罗明坚，就将南宋大儒、教
育 家 、 政 治 家 王 应 麟 （1223 年 -
1296 年 ， 庆 元 府 鄞 县 人） 所 著

《三字经》，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
利，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
化的珍贵资料。

此后，作为域外学者学习汉
语 、 了 解 中 华 文 化 的 重 要 媒 介 ，

《三字经》 得到广泛译介，被翻译
成拉丁文、英语、法语、德语、俄
语、阿拉伯语、老挝语、泰语、越
南语等十多种语言，通过 Worldcat
可检索到的 《三字经》 独立英语译
本有三十多种。我国近代藏书家潘
世兹的英译本 《三字经》，1990 年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
界儿童道德读物丛书”，成为一本
世界著名的启蒙读物。

与 《三字经》 的“世界价值”
被关注不相匹配的是，国内外学者
鲜少有人将这一智慧放置在宋韵文
化的历史场景中解读，更遑论将其
文化特质剖析与宁波文化、浙东思

想等“阐释域境”关联起来。
清末民初之际，王安石的改革

思想传播到西方国家。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列宁
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
革家”，担任过美国农业部长和副总
统的亨利·华莱士，曾深入研究王
安石变法，在大会发言、广播讲
话、著作和信件中，多次宣传、肯
定“常平仓”制度及其对美国农业
改革的必要性。

我们在推崇、发扬王安石的为
政举措和改革智慧时，应当重建历
史的在场性，将他具有当世价值的
治理经验放置在治鄞的历史场域

中，将之打造为宁波宋韵文化的独
特先发优势。

助力国际学界揭开宁波宋韵文
化的真正面纱，推动宁波宋韵文化
的国际交流与对话，有必要系统整
理宁波宋韵文化学术论著、体现宁
波宋韵文化的诗歌，将宁波宋韵文
化深化成有价值、多元化的精神内
核，活化成记得住、忘不了的文化烙
印，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硕果，
联合社会力量与海外汉学家群体，
多方协同擦亮宁波宋韵文化国际金
名片，在国内外唱响宁波宋韵之声。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东海战
略研究院）

打造宁波宋韵文化国际名片

桂晓燕

小暑大暑，是一年二十四节气
中的两个节气。暑是炎热的意思。小
暑为小热，天气开始越来越热；接下
来就是大热的大暑。这段时间通常
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用传统气象
谚语来形容，就是“小暑大暑，上蒸
下煮”；用宁波人新创段子来调侃，
就是“头发冒烟，脚底脱皮”；用尹相
杰唱的歌来烘托，就是“天不下雨，
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既然小暑大暑这么热，那为什
么宁波老话说“小暑大暑不算暑”
呢？因为“还有一只秋老虎”。大
暑后的一个节气是立秋。如果立秋
之后天气仍然酷热难耐，就将其比
喻为“秋老虎”。为了突出秋老虎
的厉害，把小暑大暑也比下去了。
秋老虎持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左
右，也有一个多月的。

民间还根据立秋这天的农历日
期等元素，将立秋分为“公母”。今年
的立秋在公历 8 月 7 日，农历七月初
十，属于“母秋”，是一只十足的“雌

老虎”。都说雌老虎特别凶，又遇到
今年的天气特别热，可谓是热上加
热，凶上加凶。眼下，正是这只雌老
虎大发威风的时候。

现在许多小宁波、新宁波，一
回家就打开空调吹习习凉风，打开
冰箱吃各种冷饮，没觉得这有什么
稀奇。而老宁波个个心里明白，老
底子哪里能有这样的享受。不要说
空调，绝大多数人家连电扇也没
有，防暑降温的法宝，就是一把扇
子。谁家要是有一台小小的电扇，
那就是大大的土豪！

当年开明街上的民光电影院，
是宁波最闹猛的老牌电影院。因为
放电影不能在明亮的环境里，剧场
内的每扇窗户，都必须拉上厚厚的
窗帘遮光。每到夏天，便分外闷
热。偌大的剧场，只能靠几台吊
扇，带来一点风。由于剧场的屋身
非常高，吊扇的吊杆特别长，吊扇
一边转，一边晃。正好坐在下方的
观众，既庆幸自己能吹到风，又担
心吊扇会不会掉下来。于是两只眼
睛看一会银幕，瞟一眼吊扇⋯⋯要
想冷冷阴阴、舒舒服服地看电影，
除非跑到上海去。那时候，上海也
不是每家电影院都有空调，开了空

调的也不叫“内有空调”，而是叫
“冷气开放”。有机会在“冷气开
放”的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是那
个年代老百姓最开心的事情。

那时候的夏天，上海不但有“冷
气开放”的电影院，还有宁波买不到
的奶油大冰砖和裹着一层巧克力的
紫雪糕。当时在阿拉宁波，4 分钱一
支的白糖棒冰，能够让小顽（小男
孩）小娘（小女孩）凉在嘴里，甜在心
里，回味无穷，乐上半天；7 分钱一
支的雪糕棒冰，那是最高级的了，小
孩子要额角头锃亮，大人这天特别
慷慨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笔者小时
候居住的老墙门，每天有一位背着
棒冰箱的大爷进来兜售棒冰。那时
候没有冰箱，棒冰箱是木制的，里面
的棒冰穿着厚厚的“棉袄”隔热。大
爷看看小孩子聚拢来了，就唱将起
来：“冷藏公司冰雪糕，七分洋钿买
一条。今朝质量特别好，明朝恐怕拕
勿到！”当然啦。他明天肯定还再来，
还唱这几句。哈哈！

现在呢，您到超市里看一看，
各地生产的形形色色的棒冰、雪
糕、冰砖、酸奶、冰淇淋⋯⋯琳琅
满目，应有尽有。不是买不到的问
题，也不是吃不起的问题，而是为

了身体健康，要控制数量、少吃慎
吃的问题。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在许
多方面已经超过古代的帝王将相、
皇亲国戚了。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以窥一斑。大家知道，唐代的杨贵妃
比较胖，所以特别怕热。每到盛夏酷
暑，或者秋老虎袭来，怎么办呢？一
个办法是利用冬天储存的冰块降
温。也就是说，在寒冬冰雪封江之
时，将江河里的冰块凿下来，储存在
地窖里密闭，这样能保存很长时间。
到了夏天再挖出来，放置在宫殿的
各个角落，起到降温的作用。可是杨
贵妃仍感到热，就命宫女不停地为
她打扇子，这是她的第二个办法。这
样，杨贵妃的香汗少了，宫女却一定
累得满头大汗。但杨贵妃还是感到
暑热燥渴，唐玄宗就让她在口中含
一块玉，用来生津祛暑，滋肺润喉。
到底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设想一
下，一天到晚在嘴巴里含一块异物，
能舒服吗？

总而言之，“三千宠爱在一身”、
尽享特权的杨贵妃度夏天，也不如
现在家有空调的平民百姓呢。愿社
会的进步和科技发展的成果，让人
人都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小暑大暑不算暑，还有一只秋老虎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