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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夏至节气，鹿角会脱落。古人认为，鹿属阳性动物。而夏至是

阴阳转换的节点，此时阳气盛极而衰，阴气始生，鹿角感阴气开始脱

落，这也是自然界万物随季节更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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鵙，即伯劳鸟。伯劳以各种小动物为食，有“屠夫鸟”之称。古人认为芒

种时节阳气旺盛、阴气初生，喜阴的伯劳鸟感知到阴气，开始在枝头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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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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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一般在上一年的深秋产卵，到了芒种时节，气温不断升高，湿度

相应变化，螳螂开始破囊而生。

夏
至
三
候
之
：
三
候
半
夏
生

半夏是一种生长在沼泽地或水田中的喜阴药草，因其在夏天过了

一半的时候生长，所以被叫作半夏。到了夏至节气十日后，一些喜阴

的生物开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开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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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候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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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
始
鸣

夏至过后五天，雄性的蝉感知到阴气的生长而开始鸣叫，树上就

会传来“知了—知了”的叫声，所以蝉又叫知了。蝉的鸣叫成了盛夏开

启的声音标志。

芒
种
三
候
之
：
三
候
反
舌
无
声

反舌，指反舌鸟，它不仅自己鸣叫得很动听，还擅长模仿其它鸟类

的叫声，到了芒种时节，阴气初生，感阳而鸣的反舌鸟便不再鸣叫了。

88版版 ■版式设计：王烁辉 责任编辑：王烁辉

■邮箱：tsldrbyy@163.com ■2024年 6月 24日 ■星期一
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副刊································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文史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在“二十四节气”中，“五天为

一候，三候为一气”，即半个月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分三候，一年共“二十

四节气”“七十二候”，古人将各“候”均与一种物候现象相对应。这是古人独

有的关于时令、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我们祖先的时间哲

学，至今仍然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韦远东 文/绘）

圆荷散芳盛夏至

有收有种芒种忙

众所周知，赵丽蓉是著名的评剧表

演艺术家，她出演的剧目大家耳熟能

详，她在晚年演出的一系列小品，更加

脍炙人口。虽然一些相声段子有时拿

唐山话倒口，但使唐山话真正让全国观

众熟悉的，还得归功于赵丽蓉的小品，

是她让大家了解了唐山话，也让唐山话

继东北话、天津话之后，成了喜剧语言。

可能有人会说，赵丽蓉就是唐山人

啊，说唐山方言并不奇怪。其实赵丽蓉

是宝坻人，生于 1928 年，那时宝坻属于

直隶省（后来改为河北省）。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宝坻曾属唐山专区，20 世纪

70 年代划归天津，所以说赵丽蓉老师

是唐山人或天津人都不严谨，确切的说

法，是生于原直隶宝坻县，今属天津宝

坻区。

但是宝坻的民俗和方言与天津差

别很大，却和唐山如出一辙，都是京东

的风土人情，方言同属于冀鲁官话保唐

片蓟遵小片，和蓟县、宁河一样，所以一

样 也 被 天 津 老 市 区 的 人 称 为“ 老 呔

儿”。宝坻县剃头的多，赵丽蓉的父亲

就是剃头的，后来在东北搭上了评剧名

伶芙蓉花的班社，负责演员的妆容。赵

丽蓉刚一岁多就被芙蓉花抱上了舞台

当“彩娃子”，不哭不闹。赵丽蓉在家排

行老末，家人称其“老爱”，方言说成“老

耐”（nài）。芙蓉花很喜欢“老爱”，让她

学了评戏，并给她取名赵丽蓉。后来芙

蓉花的哥哥娶了赵丽蓉的大姐，两家成

为至亲。

赵丽蓉唱评剧先唱花旦，后来唱彩

旦、老旦，长期和评剧皇后新凤霞及著

名小生张德福合作。她虽然比新凤霞

还小一岁，但多在剧中饰演新凤霞母亲

或其他老年妇女的角色，出演过《刘巧

儿》《花为媒》《小二黑结婚》《会计姑娘》

《春香传》《杨三姐告状》等剧目，后来新

凤霞被迫害致残，赵丽蓉又和新凤霞的

弟子谷文月合作，演出了戏曲电影《杨

三姐告状》。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赵丽

蓉厚积薄发，开始登上春晚舞台，陆续

给大家献上了一场场小品盛宴。

赵丽蓉上春晚的第一个小品，是

和游本昌、王丽云合作的《急诊》，这是

由祖辈（爷爷和姥姥）对孩子的溺爱而

引发的一系列冲突。里面游本昌饰演

的爷爷一口南方普通话，和赵丽蓉饰

演的一口唐山话的姥姥引爆了一个又

一 个 笑 点 。 赵 丽 蓉 一 出 场 就 狂 飙 唐

山 话 ：“ 干 啥 呢 这 是 ？ 孩 子 有 病 了 这

还 有 心 思 玩 儿 呢 ？”让 人 忍 俊 不 禁 。

虽然赵丽蓉说的是唐山话，但偶尔却

带 出 一 股 滦 县 味 儿 ，如 对 亲 家 的 一

句 ：“ 你 老 又 是 飞 着 来 的 ？”简 直 就 是

杨三姐她妈。

赵丽蓉的第二个春晚小品是《英雄

母亲的一天》，饰演英雄的母亲赵大娘，

一个平凡的家庭老太太。遇到上门采

访的导演（侯耀文饰）见面就一句“来就

来吧还给我买东西”，说着就要夺下导

演肩上的摄像机，台下满堂喝彩，这是

唐山老太太常用的客套话。里面大量

的谐音梗和串调多为相声技巧，如赵大

娘将“导演”听成“倒爷”，在学唱《昨夜

星辰》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拐到本行评

剧《花为媒》上去了。这种串调，常被相

声用作包袱，马三立、侯宝林、王志涛、

刘俊杰都使过。

这个小品中的台词，如：“一天可不

中啊”、“三口人有六块就够咧”、“奏迈

右腿咧”、“停了奏堵车”、“年轻的时候

啊 唱 的 还 傻 好 儿 的 ”，里 面 的“ 不 中 ”

“奏”“咧”“傻好儿的”都是唐山特有的

方言词，唐山话特点是读“了”为“咧”，

读“就”为“奏”，“不行”叫“不中”，“傻好

儿的”就是“挺好的”。不仅如此，其他

小品里的“我不搽少女我搽啥”（shá）

“好学（xiáo）哇？”“这闺女长得真俊

（zùn）呢”“好好教给（jiáo gèi）她”

等等，也都是地道的唐山话发音。如前

所说的串调，在小品《如此包装》中恰恰

相反，由于自己本工是唱评剧的，对所

谓“总监”让她把评剧“报花名”改唱，她

却不由自主的屡屡往评剧上串，面对自

己最钟爱的评剧被糟蹋，最后摊开手报

复性的一声“完咧？嗯哼？嗨！”……潜

台词就是“活该”。

赵丽蓉老师唱评剧出身，小品当中

必然会带入评剧，如《英雄母亲的一天》

和《如此包装》中的“报花名”，又如《打

工奇遇》中的“报菜名”一段：“我做的

是：爆肚儿炒肉熘鱼片，醋熘腰子炸排

骨，松花变蛋白菱藕，海蜇拌肚儿滋味

足，四凉四热八碟菜，白干老酒哇——

烫一壶”，则是根据成兆才创作的评剧

《马寡妇开店》中的唱段改编的。可贵

的是，赵丽蓉并不是逮住本工戏就死

乞白赖的“使活”，那样观众就会觉得

乏然无味。赵丽蓉老师的小品是与时

俱进、永远新奇的，绝不全是评剧的所

谓“老腔老调”，她和编导擅长加入一

些 流 行 元 素 ，如 大 量 的 流 行 歌 曲 ，像

《急诊》中的《一见你就笑》；《英雄母亲

的一天》中的《昨夜星辰》；《打工奇遇》

中 的《走 四 方》；《功 夫 令》中 的《心 太

软》和《中国功夫》；《老将出马》中的英

文歌曲《我心永恒》。甚至《如此包装》

中还来上一段街舞加 rap 说唱，《妈妈

的 今 天》中 的 一 段 探 戈 舞 姿 ，《追 星

族》中的民歌“正月里来正月正”，《吃

饺子》的结尾干脆唱了一段唐山影调

剧 …… 这 些 舞 台 功 底 和 艺 术 才 华 一

般演员是不具备的。

赵丽蓉打小唱评戏，而评剧又诞生

在唐山，道白和曲调里有唐山皮影和乐

亭大鼓的味儿，最早的评剧道白就是唐

山话，赵丽蓉又多次在唐山小山儿作

艺，老唐山话说得比很多唐山人还正

宗。正如相声里的“倒口”一样，赵丽

蓉 老 师 所 有 的 小 品 全 部 采 用 唐 山 方

言 ，而 且 一 倒 到 底 ，甚 至 说“Welcome

to China”的“ 正 宗 伦 敦 音 ”听 着 也 是

“离唐山不远儿”。

其实，老唐山人听得真切，赵老师

为了达到舞台效果和观众的艺术需求，

说的台词并不完全是唐山土话，很有些

“唐普”的味道，如果全部用唐山土话观

众会坠入五里雾中，如唐山方言将“窝

头”叫作“饽饽头儿”，如果在小品《吃饺

子》中一口一个“饽饽头儿”，再把结尾

的唐山影调剧中的衬字拖腔“去把那窝

头找啊…啊…啊…”，也改成“去把那饽

饽头儿找啊…啊…啊…”，艺术效果将

会大打折扣。

赵丽蓉小品里的唐山元素
□ 唐瓦当

2008 年 7 月，收到一封来自非洲苏

丹的精美信札，是中国赴苏丹搞石油工

程建设的郁民华先生写来的。当他从

网上得知我正在编辑《唐人百味札》时，

便写了这件信札，并委托朋友把信札带

回北京，再用快件辗转寄来唐山，令我

十分感动。

信札是用遒劲秀美的小草书写就，

倾诉了他在异国他乡的一些感受。他

说，工作之余，有笔墨相伴，在习书中寻

找乐趣，因而从未感到寂寞。此时，民

华已从行楷、隶书转攻草书。远离喧闹

环境，静下心来，由原来的明清调，上溯

至晋唐，用心临习“二王”手札、《十七

帖》、孙过庭《书谱》等，潜心修炼，很有

成就。他的草书作品先后入选全国首

届草书展、九届国展。在苏丹四年，是

他书法实践的一次转折。

自那次通信后，民华先后转战乍得

等地工作，但我们从未间断书信往来。

他回国休假时，我们又多次在北京、唐

山叙谈，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其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他的书法从“职

业”到“事业”的华丽转身。

民华出生在滦县韩家哨村。上中

学时，做完功课，练习十几分钟毛笔字，

便从枯燥乏味的数理化中暂时解脱出

来。在河北矿冶学院（华北理工大学前

身）读书时，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友组织

了业余书法美术社。一次，老中医兼书

画家索又靖先生来校授课时说：“医生

仅是我的职业，书法才是我的事业”，对

他启发很大。从此书法渐渐从业余爱

好，升华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因

而习书更加勤奋。民华道：“曾有朋友

说我选错了专业，应当学文科、搞书法，

而不是学理工科、搞工业自动化。但我

觉得，搞工程技术和学书法并不矛盾。

工作中遇到技术难题，静下心，拿起笔，

写上一会儿，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没准

柳暗花明又一村，脑海里产生解决问题

的灵感。”

令我感兴趣的，还是他在异国他乡

是如何做到笔耕不辍的。

民华很善解人意，他向我讲了这样

一段往事：2004 年第一次出国，准备不

够充分，加上乘飞机行李重量有限制，

只带了少量宣纸和墨汁，时时不敢浪

费，令他尝到了洛阳纸贵的滋味。宣

纸不够，他就在废报纸上写，墨汁少了

就多放些水，有颜色就行，以不至于弹

尽粮绝。因为写大幅草书需要表现一

种奔放的气势，纸小难以奏效。于是

他就把工地设备包装箱收集起来，以

备急需。民华说：“在非洲，白天忙工

作，业余时间练练字也很惬意。我和

亲朋好友联系不便，书法就成了最佳

的交流工具，也为我的艺术实践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

闲聊中，我曾大胆地向民华提出了

一个问题：非洲也有书法吗？

民华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向我展示

了他珍藏的一位苏丹朋友送给他的一

封信。信是一个男孩写给女朋友的，用

阿拉伯文写得很美，周边还画满了花

朵，这同中国书画很契合。民华介绍

说，他工作过的苏丹、乍得都讲阿拉伯

语。早在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凭着对

伊斯兰教虔诚而坚定的信仰，以辛勤的

耕耘和精湛的技艺，把阿拉伯书法推向

了高峰。如今，阿拉伯书法以层出不穷

的造型艺术、多彩多姿的流派闻名遐

迩，成为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一盏艺术明

灯。他接触的苏丹、乍得朋友，有的字

写得很工整，犹如中国书法中的楷书；

有的则写得轻灵洒脱，似中国的行书、

草书，同中国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民华说“阿拉伯书法由来已久，聪明的

阿拉伯人总会在几个字母中突出一个

特殊的笔画，以起到装饰作用，看上去

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我的印象里，在国外搞工程是件

很乏味的事情。民华却说：“刘兄您有

所不知，除书法之外，我的兴趣爱好还

是比较广泛的。我喜欢体育锻炼，各种

球类，包括大球小球都能玩，尤其是足

球和排球。在苏丹，我和同事经常一起

到首都喀土穆的草坪球场去踢足球，还

和中方其他单位员工举行友谊比赛。

在乍得受场地限制，则打排球比较多，

还有就是打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我

尤其喜欢摄影，总是相机不离手，拍摄

了许多国外风情照。我觉得摄影和书

法是紧密相连的，摄影讲究构图、造型、

用光、抓拍等技术；书法创作同样要有

章法、结构、墨色变化和运笔节奏等技

法。主次分明、计白当黑是可互为所用

的。行千里路，摄天下美景；读万卷书，

抒书法豪情，就是我的座右铭。”

谈 到 习 书 ，民 华 有 许 多 独 到 的

见 解 ：

“在国外工作紧张，少有机会参加

国内书法大展，此时没有具体任务要

求，正可以踏踏实实写字。现今社会

各种诱惑很多，坚持得好方向又对，不

容易。”

“书法日课就像一日三餐，缺一顿

不可；临帖，不可无想法，亦不可想法太

多。事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临

古帖，学前人，融百家之长，煮成一锅

粥，才有营养。”

“时间都是挤出来的，要利用好时

间碎片。笔墨纸砚提前置于书案，午

饭后写张字，消食解暑，提笔即写，意

在笔先，一气呵成，作品完工再去安心

休息。”

“我的一大兴趣是抄书创作。这是

挖掘宝藏最好的方法，而坚持则是开启

宝藏的钥匙。不临帖抄书，那是方法不

当；没有坚持下去，那是决心不够，功力

不到。”

如今，一封 16 年前从非洲寄来的

信札，不仅成为我和民华之间友谊的见

证，也是一份值得纪念的收藏珍品。也

许从那时起，最能表达人的心性、代表

中国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信札，开始成

为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制，并在不断回

归传统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骄

人的成就。幸甚至哉！

来自非洲苏丹的信札
□刘士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