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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公主多情郎
□ 越明

《小先生》：惊喜
从小到大都跟大一点的人混，别

不信，说的就是我。三岁上幼儿园，
除了吃排第一名，其他都不行，尤其
是个位数的分成分不起来，就不得不
在幼儿园留了两级。六岁终于上了
一年级，发现我还是班上最小的。其
实，一个班级就是一群小人儿的小社
会，我就是那个小社会中最小的人
儿，童趣与苦涩同行。

庞余亮的《小先生》，获得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大家都知道了。庞余亮
的传略，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童年里
的小学和小学里的童年大概和庞老
师的第一届学生是重合的，我怀疑庞
老师参与了我的童年成长，他点出一
支一支的兵马让我接应。

家访。书中的“我”去小个子男生
家家访，得知在家里被父亲打，在学校
又被同学欺负，顿时心酸、心痛，18岁
的“我”心里涌动着父亲般的疼爱。

我上一年级时有个陋习，特殊时
间需要脱袜子，袜子经常瞬间丢失。
当老师在讲台上举着我的袜子问谁
的，我只敢看一眼那个偷走我袜子上
交的同学，却不敢向老师承认领回。
回想时，心一痛。幸运的是我的爸爸
开明得不可思议，老师来家访，我连
书包都没带回来。老师千年不变的
教导，又对我说了一遍，我爸爸一边
向老师赔不是，一边承诺好好教育
我，一边感叹也没有哪个孩子每门功
课都第一的哦。想到这点，我又无限
幸福。

抄作业。我经历过一个词被罚
抄 500遍级别的悲惨，于是发明了手
握三支笔，一行写下来就是三遍。作
业当然也抄，我的抄品比较好，既不
造字儿，也不抄与自己情况相悖的部
分，我爸爸认为：会做的题目可以抄，
不会做的，要思考查书自己做，做错
了没关系，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认
真听明白就行。如果在全校大会上，
我说出实情，我爸一定会被道不同的
人打伤。他常常用“神气的孩子飞檐
走壁都是不好带的”安慰我妈。我最
终长成了实力不详的样子，在爸爸第
一次需要我帮忙处理事情后，他评价
我：不差呀。

庞老师把人物真实地一览无余

地表现出来，没有典型化、集中化，不
应该要求他们比现实生活中更雕琢
或更粗糙。他用自然主义手法写人
和人的情感，人和事情的细节。叙述
是一种真情实感的呼唤，时光带走无
尽的缺失和空白，将他自己的柔软、
大爱和悲悯留在校园中回荡。

诸如“一个孩子招风耳涨得通
红，像两朵鲜艳的红蘑菇，正在仔细
聆听着这布谷鸟乱叫的初夏。浑身
是泥的猪闯进了办公室的大门，‘嗯
嗯’地发表意见，两只白鹅在五年级
教室门口一唱一和。打球的我们像
一只只大蜜蜂，学生们则像一只只小
蜜蜂，油菜花的光芒和芳香躲到了我
们额头上的汗珠里……”这些描绘事
物或抒发情怀的比喻、拟人是一种表
达技巧，更是理解世界的方式，本体
和喻体都是我们熟悉的旧事物；把物

“人格化”立即拥有了具象效果，让读
者展开想象的翅膀，捕捉意境，体味
深意。

庞余亮的《小先生》是一扇窗，透
过窗，我的小学时代从某个封存久远
的角落，不管不顾地倾斜出来，一个
被放大了模糊的概念愈发清晰。庞
老师克制而温和的文字漫过我的心
坎，唤醒我的另一种期待，期待重回
小学时代，期待的唯一理由是我们只
要负责上课守纪律就好。没有那么
多课外培训班，没有那么多人生规划
导师，没有那么多疯狂的家长，让我
惊喜且满怀宽容。

《小虫子》：奇妙
日慎一日，是瘪落儿（最小的孩

子）的本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
有句话叫“爷爷奶奶喜欢长头孙，爸
爸妈妈喜欢瘪落儿。”在此不灵验。
不是他的错，可就是偏偏不喜欢他，
可能是一种天命，也可能是投胎技术
不行，不曾投到有鸭蛋的人家去，也
不曾投到用电不必算账的人家去。
人家苦痛，他也苦痛，幸好还有小虫
子们相伴，既来之，则安之。人生，匆
忙行走，孤独行吟。

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在外委屈自
己谋生，回到家，有时有酒喝，睡觉有
瘪落儿赶苍蝇、扇凉风，按说是存在
几分如意的。可恶的苍蝇往往打扰
片刻的幸福，麻苍蝇会不会是丈人变
的？因它被呆女婿误拍至死，不甘
心，转世变得狡猾又自负，而会帮父
亲撩赶苍蝇和鸡会下蛋一样，算得有
用的人。他哪里知道，苍蝇从来就是
坏东西，往往与尸体、垃圾、疾病联系
在一起。就连画家们都不愿意画它，
都是误点。如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
点成蝇。可它却是生物链的一个环
扣，是拍不完的。就算那个夏天，他
几乎把一生要拍打的苍蝇全打死
了。他当了一回王者。

诚然，物资极度匮乏，瘪落儿就
不得不尝试一切可能食用的生物。
这也符合了生物的生存斗争说，它们
为了生存下来，让自己变异，无论如
何微小的变异，只要变得对这个物种

的个体有积极的意义。那么，这个变
异就可以让这些个体在与其他生物
进行的生存斗争以及与自然环境的
斗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这些
变异一般都可以遗传给后代，这样后
代们就得到了较好的生存机会，假设
榆树叶子有剧毒使人丧命，树干稀松
易毁无法打成任何器具，那么，它可
能年复一年地在院子里蓬勃吗？恐
怕早就被砍伐消融了。

不过，自然界中仍然存在很多有
毒的物种，是因为要适应自然界的生
存法则，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生存与繁
衍，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瘪落儿为了生存也在不断地变
异自己。

无论多嘴被骂还是换牙被嘲笑，
甚至被蜜蜂蜇毒，他都不生气，抿着
嘴巴，微微笑。全程好脾气，忍着大
人们的无端，忍着蜂毒的肿胀、刺痛、
灼热和痉挛。他不敢喊痛不是怕被
骂，而是怕一开口蜂蜜就从嘴巴里跑
出去，甜的味道可以抵挡所有的折
磨。变异之前，他本应可以像无法驯
服的野兽，随时爆发，也可以像爆发
的火山，让人无法招架，根本就不要
屈枉自己，照顾芸芸的感受。

两岁扫地、三岁洗碗、四岁烧灶、
五岁刷凳子都不算苦，低血糖被定为

“好吃佬综合征”，嘴巴伤口的血流被要
求咽下去也不算苦，真的，真的，不算
苦。算笑对人生，苦中作乐，适者生存。

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与虫子
这一群邻居的互动就从未停止过，从
威胁到人类的虫子到为人类提供食
物和营养的虫子。在瘪落儿和各种
虫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读者对虫子们
的认识在逐步开眼，他以童性关照虫
性，行文活泼，语调轻松，让读者笑着
笑着，两块肩胛骨之间便微微震颤。

那只在他烧锅时，迎头相遇的屎
壳郎多么像他自己。瘪落儿是个多余
的孩子，是小先生，是庞余亮。他在与
虫子们相伴相随的四季中，为读者展
现了多样、充满生存力的世界。孤独
时，孤独得只剩自己，快乐时，便成为
自己的帝王。他心怀恻隐，与虫为友，
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描写生命的奇妙，
阐述天地间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依存的
生态系统。对自己，尽人事，听天命；
对自然，敬畏、谦卑、感恩！

《小糊涂》：慈悲
据说，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在生命

的早期，那么，它的关键环境也就不
言而喻。可关键环境不能建构满足
温饱的前提条件，那么，家庭中的第
十个孩子心理发展会演变成怎样的
脉络？“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三部《小
糊涂》提供了思考。

哪吒惹祸，为了不连累父母乡亲，
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当场自戕。龙王
走后，太乙真人将哪吒的灵魂带走，用
莲花莲藕给哪吒造了一个新的肉体。

他也是哪吒，和解与放下就是他
的莲花，重塑了肉身。他没有被童年
的苦难打败，当然也未曾战胜。直到

后来他拿到了职业的“硬本子”，在后
天抚养情感力的路途上，边回望、边
自给、边疗愈。

“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他
要么舔碗，要么昏睡。睡觉消耗的体
能是不被认可的。我合上书，好像做
了个梦，梦里有一个巨大的袋子，袋
子上写着“干粮”，压在我胸口，双臂
撑不起又推不开，我一愤怒，醒了。

生麦粒比生蚕豆好吃、生山芋比
生慈姑好吃、青棉桃像水蜜桃、高粱
秆有一点点甜、玉米秆甜、南瓜花丝
瓜花都不甜、芝麻花甜等等，他知道
得太多了。我妒忌。

还有很多真相“他”也许不曾拿
出来说，舍不得伤害到相关的人，而
是小心翼翼地放在心里。

日积月累的委屈情绪活动逼得
他绝地接纳，进而跨越智力活动转化
为善待万物的观念，是一种求生的本
能，更是一种慈悲的情怀，从苦难中
抽象出哲学，从中得到力量，杀不死
他的终将使他更加强大。

黄泥翁就是他的太乙真人，给他
生活感知和情景画面。也是他的母
亲，环抱着他睡觉，挨过寒冷，熬过饥
饿。母亲离世，他便消融。他的四壁
是生土，一定不香，因为他吃土的经
验是所有的土烤过之后都比没有烤
过的土好嚼好咽。饥饿的味道、饥饿
的触觉时而闪现，还好有植物动物们
的陪伴，他总是自我调治。

幼时一路狂奔，长期遭到忽视，
得不到回应。遇到的事件、场景、表
情、声音、气味都会形成一生难忘的
印象。哭也不对，不哭也不对，烧锅
水粘锅，喝水水粘牙，每说一句话，连
标点符号都被认定是错的，外力永远
达不到期待。因此，干脆就把内心隔
离起来以此避免让自己再次受到伤
害，这是我对“犟孩子”的体会。在怎
么难听就怎么说，哪种语气伤得最深
就要用那种语气说的环境中，他始终
释放着所有的善意，如果换个人，恐
怕彼此都会成为对方的刀和伤口。

神奇的第十个孩子，化沧桑为草
药往复循环地舔舐遍体点点滴滴的
伤口，让生命重回饱满和力量。这使
我打开的书上洇润着圆形的潮湿，邵
展图也用他的插画帮助完成了“小先
生三部曲”的愿景。

在我眼中，吃是伴随一生的重要
生活内容，它能给我温暖和幸福。作
为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有
了生命节奏，有了对不同季节情感的
表达和对人情世态、爱恨情仇的情绪
升华。总是吃不饱的人到了终于能
吃饱的那一刻，吃就不是简单的填饱
和美味了，而是与社会、与自然生态
发生的互动。例如：茭白可以生吃、
茄子同样可以生吃，桃树胶、榆树胶、
杨树胶一样都不好吃等等，这个吃的
过程参与社会，参与了历史，也探索
了一条隐秘的生命路径。三十年的
滋味在庞余亮的胸腔里发酵，似岩石
般顽固，又如田野般豁达。

似岩石般顽固，如田野般豁达
—— 读庞余亮“小先生三部曲”

□ 蔡小卫

庞余亮，1967 年 3 月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大学
文学院客座教授。泰州市文
联主席，泰州市作协主席。著
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有
的人》《小不点的大象课》《神
童左右左》三部曲等，散文集

《半个父亲在疼》《小先生》《小
虫子》《小糊涂》，童话集《银镯
子的秘密》，诗集《五种疲倦》
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柔刚诗歌年奖、汉语诗歌双年
奖、万松浦文学奖、孙犁散文
双年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手抚琴儿心悲惨，自己的命
儿我自己算。对面坐着是我心爱
的人，可叹我有目不能看……”很
多人是从“算命”这一唱段中认识
越剧王子赵志刚的。1984年，21
岁的赵志刚参加江浙沪越剧青年
演员电视汇演大奖赛，凭借《沙漠
王子》等作品选段，摘得一等奖，
他也是 10位获奖者中唯一的男
演员。1987年秋，赵志刚主演的
4集越剧电视剧《沙漠王子》由上
海电视台推出，电视剧奔赴新疆
伊犁、吐鲁番拍外景，赵志刚扮演
的罗兰王子身骑白马、肩披红袍、
头戴纱巾，在天山脚下、赛里木湖
边歌唱，为多少少女所追捧。

《沙漠王子》拍成电视连续剧
时的赵志刚，有着和罗兰王子相
似的年纪，但个人经历和心境却
实属不相同，如何诠释出主人公
悲切凄惨的心境，如何体会主人
公失而复得的欣喜，对于年轻的
赵志刚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
先天的基础加上后天的努力，在
恩师的教导，《沙漠王子》在全国
播映之后，赵志刚又一次同靡全
国越剧观众，从此“越剧王子”的
美誉响彻大江南北。

《沙漠王子》取材于《天方夜
谭》中的《越光宝盒》，以辽阔壮美
的西域大漠为衬，展开一段复国
大义与真挚感情相交织的壮美故
事，是越剧尹派代表剧目。说的
是蒙古西萨部落年甫一岁的王子
罗兰，因父王被反叛的酋长安达
杀害，流亡沙漠。十余年后，罗兰
邂逅沙龙酋长的公主伊丽，二人
一见倾心，相约一年后重聚。一
年后，罗兰赴约，知公主已被安达
抢去，乃乔装入宫与公主相会。
安达作妖术使王子双目失明，公
主身藏王子世传玉佩逃离。后王
子得沙龙相助，起兵复国杀安
达。因思念公主，放弃王位，乔装
成算命人抱古琴四处寻访。在
《叹月》中，赵志刚演绎了一个多
情王子对公主的思念之情。

伊丽，你到底在哪里，在哪里
想当初，遇知音，喜诉衷肠，
总以为，大功成，并翅翱翔，
又谁知，风波起，掀卷恶浪，
害得我，眼失明，孤凤折凰，
连日来，理国事，要重振家

邦，
到夜晚，坐深宫，我九转回

肠，
一声声悲笳惊牛羊，
一阵阵寒风送夜凉，
一缕缕愁丝剪不断，
一重重心事添惆怅，
说什么玉盘似镜月儿圆，
为什么不照人间影成双，
说什么银河泻影月皎洁，
为什么不照鹊桥渡牛郎，
说什么碧天如洗月儿明，
为什么不照伊丽在何方？
伊丽啊，我盼不到，
你鸿雁传书留踪影，
到如今海角天涯两茫茫，两

茫茫。
在“叹月”这个选段中，通过

月亮这一意象，寓意着沙漠王子
的孤独、忧郁和无尽的思念。这
段表演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
事，更是在传达一种人生哲理，让
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思考人
生、感悟人生。在这段唱中，赵志
刚以抒情、悠扬的嗓音表现了沙
漠王子的孤独、忧郁和满怀心事，
唱腔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使得
这段表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力。他巧妙地通过眼神、动作、唱

腔等方面的细腻处理，深入地展
现了沙漠王子的内心世界。这些
细腻的表演使得角色形象更加鲜
明，观众能够感同身受。唱词中
的六个“为什么”，表达了罗兰对
团圆的期盼，同时也反映了他对
当前分离状态的无奈和哀伤。这
种情感通过王子的歌声传达出
来，使得听众能够深刻感受到王
子内心的苦闷和寻找爱人的执
着。

伊丽此时已留居霍逊酋长营
中。一天，伊丽听到罗兰的琴声，
便将罗兰召进帐中，请罗兰为王
子算命。在经典小说或戏曲作品
中,“算命”是一种常见的情节之
一。如《何文秀》也有算命这样的
剧情。这通常涉及占卜未来,或
预言某些事件发生,它既能增强
情感纽带,又能够展示人物性格,
为整部作品增添悬疑元素，观众
其实是希望能通过算命，让他们
相认的。

手扶琴儿心悲惨，
自已的命儿我自己算，
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
可叹我有目不能看，
小姐，开言叫声好小姐，
王子的命儿人要听仔细，
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
西萨王宫好子弟，
父母钟爱是珍宝，
亲赐玉佩作标记，
玉佩上沙漠王子四个字，
千载万世永不啊移，
正望日子多欢乐，
谁知平地风波起，
安达叛变遭不幸，
一家骨肉各分离，
乳娘忠心救王子，
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
光阴流水容易过，
一季过去又一季，
王子长成到十七岁，
人海飘航在客地。
无意之中遇公主……
话越说越明，算命间，伊丽公

主认出王子，二人喜极而拥之，王
子复得玉佩双目复明，众望所归，
二人团圆。

罗兰：我的眼睛亮了，
我看见玉佩依然放毫光，
我看见鲜花依然吐芬芳，
我看见草更青来水更绿，
我看见伊丽瘦减旧模样。
伊丽：罗兰两眼重见光，
伊丽病愈神气爽，
却后重逢永不分，
（合）从今后，并翅双飞共翱

翔。
《沙漠王子》这出戏不仅是尹

派宗师尹桂芳创立芳华越剧团后
的第一出新戏，也承载着深厚的
经典文化底蕴，是越剧艺术不断
创新、与时俱进的象征。赵志刚
当年正是因《沙漠王子》一炮而
红，赢得了“越剧王子”的美誉。
今年是赵志刚从艺的第五十个
年头，作为越剧尹派的传承人，
他始终认为只有不断发展，才能
带来更多的生命力，越剧要发
展，就必须从自身出发，对当代
戏曲发展保持高度的敏感。所
以在今年，他推出了新版越剧
《沙漠王子》，老剧新演，在经典
作品的基础上作出改编与创新，
支持优秀的新一代年轻主创，培
养新一代的演员，也让现今新时
代的观众看到越剧艺术的发
展。新版《沙漠王子》不仅承载
了新老两代越剧人的心血与期
盼，更是一次对艺术传统的致敬
与再创造之旅。“当下，越剧更需
要年轻一代从业者的坚守，只有
不断的努力才能让越剧的火爆
不变成昙花一现，从而让更多的
观众热爱上这个传统艺术。”赵
志刚说。

多情公主多情郎
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