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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7月8日/《纪录片时间》
《神都洛阳》：公元七到八世纪，武周时期的大唐神

都洛阳城中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武则天在人才

选拔和风尚引领方面都做出了哪些改变？不良人在当

时的社会是怎样一种存在？那时集市上的胡椒价格又

为何会比黄金还高？苏州三套7月8日起晚9点，邀您

共赏大唐风华。

★苏州三套7月8日—7月14日20:00播出

/星期二 7月9日/《寰宇地理》
来自澳大利亚的泰勒在潜水时遭遇噬人鲨攻击，

在极度恐惧中，泰勒用鱼枪刺中鲨鱼，绝处逢生。研究

团队分析发现，鲨鱼不仅对气味异常敏感，对声音也是

如此，它们甚至能将特定的声音与食物联系起来。

★苏州二套7月9日7:30播出

/星期三 7月10日/《失控玩家》(美国)
影片讲述了男主在游戏世界中一路打怪升级，在

跑车、繁华的都市街头和摩天大楼中拯救世界的故事。

★央视六套7月10日22:22播出

/星期四 7月11日/《的士速递》(法国)
影片讲述了麻烦警探西尔万(弗兰克·盖思堂彼得饰)

与废柴司机埃迪(马利克·班泽拉饰)阴差阳错下组成乌龙

搭档，迎战跨国犯罪团伙的故事。

★央视六套7月11日22:22播出

/星期五 7月12日/《大湾区会客厅》
节目聚焦调查研究的沉浸式访谈电视栏目，入选

2022年国家广电总局“恢宏新时代，逐梦向未来”重点

节目。

★深圳卫视7月12日21:35播出

/星期六 7月13日/《城市捉迷藏》
节目邀请12名青年代表，赴6座文化名城，开启

12场改编自传统童年游戏的“捉迷藏”，探讨青年社交

的全新形态。

★湖南卫视7月13日22:00播出

/星期日 7月14日/《何以中国》
纪录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

重大研究成果、最新发现，讲述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

成的故事，以影像溯源历史、寻脉中华。

★上海纪实人文频道7月14日20:00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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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该剧讲述了安欣（张译饰演）

2000 年与鱼贩高启强（张颂文饰演）相

识，随着高启强因一桩命案行差踏错并

一步步陷入泥潭，成为京海市最大的黑

恶势力，两人在价值观渐行渐远的同时

也开启了长达 21 年的正邪较量。在

2021 年全国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扫

黑除恶常态化的背景下，安欣协同以徐

忠（吴刚饰演）为代表的省教育整顿指导

组彻查黑恶势力及其背后保护伞，众人

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成功让层层保护伞

关系网浮出水面，还京海市一片海晏河

清。

看张译、张颂文“飙戏”

《狂飙》
主演：张译、张颂文、李一桐、张志坚

时间：苏州一套7月8日—7月14日每

晚19:30播出

/看点/《执行法官》讲述了青港市人

民法院优秀刑庭法官齐麟（罗晋饰演）在

轮岗到执行局支援的过程中，结识了与

自己办案方式截然不同的执行二庭庭长

楚云（杨子姗饰演），二人从矛盾重重、分

歧不断到携手作战、默契配合，带领二庭

执行团队迎难而上，解决一系列棘手案

件的故事。该剧聚焦一群青年执行法官

的成长，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明的真实案

件，全面展现了执行局司法为民、实现公

平正义“最后一公里”的艰辛与不易，将

法院执行这一国家和社会极其关注的落

地民生工作进行深入浅出的演绎，诠释

司法的温度、力度、深度，“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执行法官》
主演：丁嘉丽、赵君、张晞临、萨日娜

时间：央视八套7月8日—7月14日每晚

19:30播出

卫视
[28]江苏卫视

11：00新相亲大会（周一
至周五）；非诚勿扰
（周六、日）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0：30 非诚勿扰（周六）
21：20 一站到底（周一）；

非来不可（周二）；
嘉人自友约（周
四）；音你而来（周
五）；种地吧2（周
日）

22：00 大热门来了（周
六）

[30]天津卫视
08：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9：30 哈尔滨一九四四

（35-40）（周一至
周三）；剧场（周四
至周日）

21:25非你莫属（周一、日）
群英会（周二、三）；
跨时代战书（周四）；
幸福来敲门（周五）；
你看谁来了（周六）

22:00爱情保卫战（周二、
三）

[31]广东卫视
08：0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2：40 剧场（周一至周日）
19：35 哈尔滨1944（17-

30）（周一至周日）
21：20 湾区新财经（周

一）；全球零距离
（周二）；健康有道
（周三）；你会怎么
做（周四）；潮州味
道（周五）；香港味
道（周六）；从农场
到餐桌（周日）

[32]浙江卫视
18：30 浙江新闻联播(周

一至周五)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0：30 综艺（周五、六）
21：30 今日评话（周一至

周四）
22：00 综艺（周一至周四、

日）

[34]北京卫视
09：28 剧场（每天）
12：00 特别关注（每天）
17：23 养生堂(每天)
19：30 剧场（周一至周日）
21：44 为你喝彩（周三）

[35]山东卫视
09：30 大医本草堂（周一

至周日）
18：20 齐鲁先锋（周一至

周日）
19：30 运河风流（周一至

周五）；追光的日子
（周六、日）

21：30 此时此刻（周一）；
五洲四海山东人
（周二）；行进中国
黄河篇（周三）；馆
长来了第二季（周
四）；问政山东（周
五）；晚间新闻（周
六）；穿越时空的美
食（周日）

[38]东方卫视
09：44 玫瑰的故事（25-

38）（周一至周日）
12：35 爱情悠悠药草香

（35-48）（周一、
二）；长相思（第一
季）（1-33）（周三
至周日）

17：31 名医话养生（周一
至周五）

19：34 玫瑰的故事（29-
38）（周一至周六）；
剧场（周日）

20：24 东方综艺大赏（周
六）

21：01《极限挑战》第十季
（周日）

22：02 这就是中国（周
一）；纪录片：前浪
（周二）；承欢记（周
三）；长相思（第二
季）（周四至周六）

一周导视
7月8日—7月14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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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香小暑来 文/星华

东乡调

东乡调？是什么戏？什么

剧？估计100个人中间也不会

有一、两个人回答出来。

但是，只要说起锡剧、苏剧、

沪剧，那十之八九的人大家都会

点头:晓得格，锡剧是无锡格，苏剧是苏州格，沪剧是上

海格！殊不知，这些在长三角江南地区家喻户晓、倍受

欢迎的传统剧种的老祖宗就是——东乡调。

它，最早起源于清乾隆年间江苏常州府东部武进

县的横林，与无锡县的玉祁只有一河之隔，因发源于常

州东部乡下，所以被称为：东乡调。

东乡调的表演内容全部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的故

事为主，如:婆媳不和，妯娌相争，寡妇思嫁，叔接嫂（吴

地俗语:哥哥过世，弟弟娶嫂子）等，极受村民喜欢。这

种表演形式在江南各地流行起来后，又在围座清唱的

曲艺表演形式基础上，发展成集化妆服装、站唱表演一

体的戏曲表演形式——花鼓滩簧。

但是，表演内容因具有反抗封建婚姻和旧礼教的

思想，自道光年间起，政府多次下令禁演滩簧。辛亥革

命后，由于武进县署下令取缔，当地滩簧艺人纷纷奔向

新文化运动中心——上海，从而得以登台演出。

此时，各地的滩簧齐聚上海，为示区别，都以各地

地名来命名。如苏州:苏滩；宁波:甬滩；无锡:锡滩。

而上海本地的则最为简单地称为:本滩。在后来发展

中，上海由本滩成申曲，最后形成沪剧。宁波，由甬滩

而成四明文戏，最后形成甬剧，苏州，由苏滩形成苏剧。

然而，在东乡调的发源地常州，却出现了戏剧性的

结果。进入上海最初，常滩名为“常州古典”，锡滩则称

“无锡小戏”，后来在两滩合班演出过程中，双方商定，

共同将剧种定名为“常锡文戏”，并将此名绣于舞台桌

案。解放后，苏南行署、江苏省文化局先后作出决定，

将“常锡文戏”更名为“常锡剧”。

到了1955年，据说，某一位高层领导，特别喜欢戏

曲，而且是无锡籍人，在一个汇报工作的文件里看到了

“常锡剧”这个名词，很不以为然，对秘书说:“那亨拨度

俚（无锡话:怎么给他们）想得出格，无锡么无锡，常州

么常州，啥格常锡剧，不伦不类，尴里尴尬，拿常拿脱，

就叫锡剧！”

自此，常州人有了一个过不去的梗。就像湖州人，

以太湖命名的城市却没有太湖的管辖权。而在常州发

源的剧种却没有“常”！还好，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常州

人觉得:伲固（常州话:你们）无锡县当年是归偶固（我

们）常州府管格！

言归正传，马如飞去看了东乡调有何感想呢？下

回分解。

【袁来如此】

原创/袁小良这个周六，小暑来了。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之十一，夏季的

第五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称：

“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

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

也。”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节后有连续

的东风，天气开始炎热，俗谚有“小暑东

风十八朝，晒得南山竹也叫。”不过此时

尚未热到极致，因此称为“小暑”。之后

紧接着便是一年最热的“大暑”，民间有

“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的说法。

江南的小暑，出梅入伏，接踵而至，

盛夏就这样要开始了。

苏州人的生活，一向是讲究小情调

的，而四季的划分往往和温度天气无关，

凭着城市里氤氲的花香，便能判断出四

季来。

花在苏州人的生活中，一向占据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本苏州风土的杂

著《清嘉录》里，题词人何桂馨开篇就写

道：“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春天有梅花、蔷薇、玫瑰等13种；夏

天有珠兰、石榴、栀子花等14种；秋天有

凤仙、菊花等5种；冬天有山茶、蜡梅等4

种。

随着小暑而来的，是江南“三白”的香

气。

“栀子花……白兰花……”江南夏

日，卖花阿婆们裹着花布头巾，穿着蓝布

衫，挎着小竹篮，一路叫卖着。明人陈继

儒在《小窗幽记》卷九《集绮》中比较了自

然界各种声音，比如溪声、涧声、竹声、松

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叶声

等，最后说“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

第一”。

小竹篮上常盖着一块毛巾，若掀起

来一瞅，篮子里是白色的花朵、花串，花

香会一下子钻进鼻孔，沁入五脏六腑，充

盈了整个身体。

“夏日三白”，便是三种在小暑前后

进入盛花期的花朵——栀子花、白兰花

和茉莉花。它们通常被卖花阿婆摆在一

起，味香色白，令人想起小时候从阿婆房

里传出的味道。

卖花阿婆爱吆喝“栀子花”，不过篮

子里摆得最多的却不是栀子花，大概是

因为栀子花花期太短，花瓣极易变黄吧!

阿婆们喜欢将小巧如珠的茉莉花用细铁

丝穿起来，以便姑娘们买去佩戴在手腕

上。

人们还会在晚上采下茉莉花，取井

水半杯，用东西把花架在杯上，使花离水

一二分高，用厚纸密封。第二天花可以

簪戴在头上，而水则用来点茶，清香扑

鼻，尤其清雅。

比起茉莉花、栀子花，白兰花的名气

比较小，但花期却最长，它才是卖花阿婆

篮子里的主角。阿婆会用细线将白兰花

单朵或者并蒂穿起来，买花人便将此挂

在衣襟前的纽扣上，或是家中蚊帐的挂

钩上，使得枕席生香，氤氲伴梦。在流行

穿旗袍的年代，穿旗袍、佩戴白兰花，被

视为江南女子最为雅致的装扮。含蓄一

点的女子，则会用手绢包好花朵，藏于衣

襟口袋之中，所谓“闻香不见花”，大概就

是这个意思。

说起花香，不得不提虎丘。

虎丘山塘街有个叫花场的地方。《桐

桥倚棹录》中就有记载，花场一半在半

塘，一半在花园弄口，这是苏州最早的花

卉批发市场。每天一大早，乡间的花农

们都带着自己种的鲜花，肩挑筐负来到

这里，先由流动贩卖的卖花人和花树店

里的人挑选上等的货色，以求获取厚利。

之后，花农们再将挑剩下的次品挑到城

里面去卖。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何滥贱

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

如今，卖花的阿婆渐渐少了，叫卖声

也很难听到，偶尔在街角看见端着白兰

花的阿婆，很多人还是会停下脚步，买上

一串戴在胸前。

一束芬芳，两处闲暇，小暑里的芬

芳，素来是老苏州记忆里最清香扑鼻的

味觉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