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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王汝刚：南京东路流着泪走两遍
2008年 5 月，奥运火炬传递到上海。传递当天，火炬手王汝刚按照安排，到南京东路上等

待上一棒火炬手跑来。

就在王汝刚接到火炬跑起来的一瞬，他忽然意识到，这段路———从朵云轩到张小泉刀剪
店，正是 1969 年他站在卡车上，醒悟自己要离开上海的地点。从小到大，王汝刚到过南京东路
无数次，但时隔近 40 年，这两次经过南京东路的经历里，蕴藏了种种人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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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人的元宵节
■ 柴焘熊

老底子，崇明人过年是一直要热闹
到元宵节的。

到了正月半。此时，家家户户过年
时蒸的糕已吃完，民间又开始用米粉做
茧团、银子。所谓茧团，即用米粉做的粉
团，长圆形，两头大，中间细。所谓银子，

有点类似于烧饼，中间用小碗的底压上
一个浅印。

正月半中午时，崇明人家还要裹馄
饨吃，意为“兜财”，并将茧团、银子等糕
点穿在竹枝或筷子上，置于田头，并点
燃香烛，焚化纸锭，祈求丰收，俗称“斋
田头”；还用米粉做成猪、羊、鸡、鸭等形
状置于祖宗的坟头祭祀， 希冀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

旧时崇明闹元宵活动多多，热闹异
常。除了和别处一样放烟火、舞龙，杂以
丝竹锣鼓外， 家家户户门前都会张灯，

并为小孩制作兔子灯、六角灯、枣形灯
等提着、拖着游玩。

元宵期间，一些富裕的农家，会在
门前竖起高高的木杆，到晚间在上面升
挂起大红灯笼， 以盼全年阖家兴旺，此
民俗为“拔红灯”。活动一般从正月十四
起，到二十止。正月半夜晚，成人们在田
间点燃并舞动用秸秆扎成的柴把，喊
“田财田财，我家发财。花好稻好，虫口
别来”等祈请语，以盼风调雨顺，名为
“掼田财”。儿童则在小洋铁筒上敲上一
排排小洞，装上铁丝作拎攀，然后再拴
长绳，筒内置硬木柴火，点燃后舞动。玩
时有各种舞动程式。

元宵夜农家会将竹编花篮隔屋而
掷。花篮如掷得过屋，则预示今年种植
棉花会获得丰收，如掷不过，从屋顶上
滚下来，则棉花要歉收。对于这一民俗，

农家十分看重。 为防止花篮丢不过屋，

人们不但要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丢
花篮， 而且所丢的篮子要用新编的竹
篮。大人小孩在丢时要屏声息气，不能
有丝毫喧哗。 花篮丢过后才能欢呼雀
跃。

农家新春还有诸如请“灰堆姑娘”、

“门臼娘娘”“灰堆婆婆”掇“炕三姑娘”

（又名紫姑）等活动。此类活动都用来求
问年成好坏及其他家事。走三桥也是元
宵民间习俗，据说元宵节晚上妇女要走
过三座桥才能全年身体安康。

一般在元宵至正月二十期间，有民
间艺人拿着春牛图向富户人家送。他们
有的吹唢呐，有的打鼓，有的敲钹，在主
家门口吹打，并有艺人演唱祝词，主人
会给红包。正月十五那天，人们还会用
土制成一头牛，由长者用牛鞭先抽第一
鞭，然后按照长幼顺序，依次鞭打。最终
将一头土牛打得稀巴烂后，围观者一拥
而上，争抢碎土，扔进自己田里可作丰
收吉兆。此外也可用纸扎春牛，并在“牛
肚子”里装满五谷，待纸牛被鞭打破后，

五谷流出，亦是丰收的象征。

元宵一过完，“吃了两头大 （茧团、

银子），各人寻投路”，吃罢茧团、银子的
崇明人又将开始新一年的劳作。

2008年 5月 23日，火炬手郭蓓(右)与火炬手王汝刚交接。

当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上海传递。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南京东路（从朵云轩到张小泉刀
剪店）位置图

1969年 3月 5日， 南京东路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一群上海青年坐在大卡车上，车
沿着道路慢慢开。人们夹道送别这些半大的
孩子，送他们奔赴边疆、农村。

车上的王汝刚当时刚过 16岁。 人生第
一次要出远门，兴奋还来不及，哪里晓得离
愁别绪。 他要去的地方是江西宜丰县芳溪
镇， 他告诉父母这一定是个芬芳美丽的地
方。他穿一身复员亲戚送的旧军装，胸口戴
着大红花出门，自觉无比神气，更何况站在
卡车上，缓缓而行，微风扑面，视野宽阔，恍
惚昔日在大世界戏台上， 看过的新科状元
骑马游行场景。

做男人， 就是要到外面世界去闯一闯，

有啥伤心？胸前大红花映衬着他，更显得意
气风发，满脸通红。

卡车这天是从人民广场出发的，经过福
州路开到外滩， 然后转到南京东路往西开。

车子经过朵云轩，近福建中路口的张小泉刀
剪店门时，王汝刚看见相熟的脸一张一张出
现。这是他的邻居、同学、居委干部阿姨，他
们是特地来送他的。街面上，锣鼓声、口号声
此起彼伏。邻居和同学凑上来说：“路上当心
点哦，注意身体。”王汝刚点点头。大家又说：

“放心，你父母我们会照顾的。”王汝刚脸色
一变。

刹那间，好似大梦初醒。就这一句话，像
忽然剪断一根弦。王汝刚眼泪决堤。

这一年，王汝刚的父亲已经 65岁了，母
亲 55 岁。王汝刚是独子。他一走，白发父母
会如何生活？为避免骨肉分离的刺激，父母
这天甚至都没有来送他。一直到此刻，王汝
刚才意识到，自己将要去一个从未踏足的地
方，去开始一种完全未知的生活。他开始哭
起来。卡车开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在西
藏中路拐弯，直接开赴火车站，带着哭泣的
王汝刚离开上海。

等到王汝刚再回来时，已经是 1973年。

他后来才知道，离别这天，母亲虽然没去南京
路送他，但在家里一直盯着桌上的台钟。到了
火车出发的时刻，母亲在家一下子哭昏过去。

十里一梦

王汝刚的家谱里， 往上推 24代都是上
海人。他的祖辈本来世代生活在杨浦区引翔
港，祖父与父亲都是勤奋的木匠，两人合力
用辛苦数年积攒下的钱翻新了房子，却不料
被日军炸弹一把火烧尽。王汝刚的父亲无奈
离开祖居之地，到市区生活。王汝刚小时候，

生活和读书都在十里南京路附近。

南京东路的热闹，来自商业的繁盛。南京
东路上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引
领了当时百货业的新模式。除四大公司外，南
京东路上还有“惠罗”“福利”，“丽华”“国货”，

人称四小公司。 小时候， 王汝刚最喜欢逛商
店。从南京东路山东路口的新华书店开始逛，

看书、 看文具， 然后到朵云轩看工艺美术作
品。后来新华书店变成友谊商店，只对外籍人
士开放， 嘴巴甜的王汝刚常常哄着门卫叫叔
叔伯伯，好溜进去看各地、各国的奇珍异宝和
工艺品。南京东路近福建中路口的真老大房，

常年卖各种好吃的， 其中的熏鱼和熏蛋最让
王汝刚流连再三。

老来得子，王汝刚是父母心中珍爱。由于
出生时母亲已不年轻， 身体虚弱的她没有奶
水，因此为王汝刚前后雇用了 7 个奶妈，有时
也抱着他喝过邻居、姑妈的奶水。结果是，王汝
刚从小对各地方言特别敏感。 苏北、 苏州、常
熟、无锡、宁波和浦东地区方言，他一听就懂，

一学就会。到了王汝刚 6岁时，祖父去世，家里
请来道士做道场。几天下来，小王汝刚在一边
看着，竟把道士们的调门和程序学得八九不离
十。一次，道士们中午脱了法袍去吃饭，王汝刚
偷偷到灵台前穿上大袍模仿道士们的样子拜
忏。因为不会念经，就用道士的调门学着弄堂
里听到叫卖声念“修———阳伞，修———套鞋”。

正念得起劲，被用完斋饭的道士看到，一声大
喝，王汝刚吓得扔下法器就跑。后来一位老道
士打量了王汝刚一番，意味深长地说：“小阿弟
倒是唱戏的料。”

石库门里常有走街串巷跑江湖的，王汝刚
总是对他们流露出兴趣。日常听戏、看表演，逛
街后，他总能惟妙惟肖模仿出来。到了报童小
学读书后，王汝刚对声乐敏感的特点进一步冒
尖，他做过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参加过故事
小组，在学校的联欢会上总是那个自告奋勇要
表演的小孩。1964年， 王汝刚表演 《小淘气捉
鬼》获得黄浦区少儿故事大赛一等奖。不久，又
在班里演《三毛学生意》里的老板娘，因为演出
效果很好，附近不少厂矿企业也常常邀请他们
去表演。

演戏，真的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祥云火炬

对王汝刚来说，十里南京路代表着上海的
核心。16岁离开这里，等再回来时如故人相会。

1975年， 在里弄生产组工作的王汝刚得
到去上海金属表带厂工作的机会。一年后，又被
厂里安排去接受培训，回厂担任厂医。虽然能为
人治愈伤口还能开药，但生性更喜欢说说笑笑的
王汝刚，在医务室坐不住，一有机会就去和厂里
的文体爱好者偷偷排练节目。有一天，工厂对面
的虹口区文化馆曲艺队招收业余曲艺爱好者，王
汝刚和朋友立即报名，通过考试后被录取“唱滑
稽”。这一去，小厂医在一场又一场业余表演中，

过足戏瘾。

也在这样一场又一场表演中，王汝刚发现台
下总是坐着一位老人，高高的前额，大大的眼睛，

戴着口罩，看戏极为认真。后来同伴告诉王汝刚，

这位神秘的老人就是滑稽界赫赫有名的杨华生。

不久后，滑稽大师们陆续得到平反。南市区
准备恢复剧团。一天，王汝刚回到医务室，同事们
告诉他：“杨华生、笑嘻嘻来过了，专程请你去演
戏的。”下班后，王汝刚兴奋地去笑嘻嘻家，杨华
生、笑嘻嘻笑眯眯地告诉他，剧团要恢复上演《七
十二家房客》，希望他扮演小皮匠。但当王汝刚开
开心心回到家告诉父亲后，父亲断然拒绝儿子要
当滑稽演员的想法。王汝刚不敢违抗父命，只能
打电话给笑嘻嘻老师谢绝提携。没过几天，王汝
刚下班回家，左邻右舍激动地告诉他：“杨华生、笑

嘻嘻下午光顾了你们家的小阁楼。” 到了屋里，只
见平素严肃的父亲露出笑容说：“你就去吧， 但一
定要演得有出息。”原来两位老人用自己的“文革”

经历和劫后余生对艺术的追求说通了父亲。

1987年 5月， 电波里出现了一位 “王小
毛”，他操着一口苏北上海话亮嗓：“啊哟喂，我
是滑稽王小毛。” 节目开播不出三个月，“王小
毛”就成了上海滩家喻户晓的明星，这年夏天，

剧组决定请王开照相馆的著名摄影师屠铭慈
为四位“王小毛”拍摄彩色照片，公开签名发
售。消息传出后反响强烈，签名活动的当天，人
们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王开照相馆门口
人山人海，排起长龙，南京路车辆堵塞，人满为
患。最后，只得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2008年，作为上海文化界代表，王汝刚通过
选拔，成为一名奥运火炬手。5月，奥运火炬传递
到上海。传递当天，王汝刚按照要求，根据工作人
员安排， 到南京东路上等待上一棒火炬手跑来。

就在王汝刚接到火炬跑起来的一瞬，他忽然意识
到，这段他负责护送火炬的距离———从朵云轩到
张小泉刀剪店，正是 1969年他站在卡车上，醒悟
到自己要离开上海的地点。

这条著名的商业街， 王汝刚曾无数次走
过。但近 40年过去，这两次流着泪经过南京东
路的经历， 寓意了他一生的轨迹———一次，他
是奔赴未知命运的半大孩子，因为要离开白发
双亲而号啕大哭；一次，他是上海无人不知的
滑稽演员，身边，是太太和儿子陪伴护送祥云
火炬，他望着妻儿，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王汝刚 ，1952

年出生 ，上海市文
联副主席 、上海市
曲艺家协会主席。

苏眇公：闽南革命的先觉者
（上）

苏眇公，乳名维桢，字郁文，号监亭，

笔名小阮。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农历
九月二十三日寅时出生于福建省海澄县
(今龙海县）港尾格林村。其父苏陶甫，清
末秀才， 为人忠实俭朴， 执教于乡里塾
斋，亦善医道。苏眇公在其父影响下，6岁
启蒙，受学于其父所办私塾。苏眇公秉性
刚直，聪慧超凡，又勤奋于学业，每每为
师辈所称许。

当时漳州设立漳州府中学堂， 招收
漳州附属各县的生童、生员入学就读。后
还选送一部分生员到全闽师范学堂读
书。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苏眇公被
选送到福州， 入全闽师范学堂深造。据
《福建编年史》记载，苏眇公就在全闽师
范学堂简易科就读， 是陈宝琛的学生。

1907年， 苏眇公曾跟随陈宝琛到南洋群
岛募集漳嵩公路股金。陈宝琛的《沧趣楼
诗文集》曾收录一首《舟中示林鸿懋苏郁
文二生从往爪哇视学》， 诗中对林鸿懋、

苏郁文二人充满殷切期待。

苏眇公在校期间， 目睹帝国主义列
强践踏中华而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状况，

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愤慨， 遂响应孙中山
的革命号召，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振兴
华夏的革命活动。他与宋子靖、林寄南等
同窗友好倡办“阅报书社”，以此为阵地
遍购各地出版的进步报刊， 介绍给同学
们阅读，广泛联络同志，秘密地展开反清
革命活动， 从此开始革命生涯。1908年，

他就为自己起了个号叫作“监亭”。他公
开宣称“监亭，即监‘廷’”，也就是要监督
朝廷。

他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并

决定缉捕他， 得到风声的苏眇公随即前往
日本避难。在东京，苏眇公结识了孙中山并
参加同盟会。不久，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谋
生，曾任中华学校校长，后任《爪哇公报》主
编。苏眇公在《爪哇公报》上撰文，宣传和阐
发孙中山的主张，竭力扩大影响，与《民报》

遥相呼应。他的革命行为激怒了当地政府，

被荷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

苏眇公由爪哇回国途经汕头时， 各种
反清斗争风起云涌， 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
春笋般诞生。 时值国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为革命殉难， 大江南北的革命怒涛汹涌澎
湃， 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席卷神州大
地。

苏眇公由汕头奉命星夜兼程赶回福
州， 和福建同盟会会员秘密策划八闽光复
大计，联络归侨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武昌起义取得
胜利，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各省先后光复，

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1月9日， 福州
光复，消息传到漳州，群情振奋，大有“万木
无声待雨来”之势。10日，陈兆龙、朱润卿、

林者仁、 施荫棠等与龙溪县商会副会长陈
智君、哥老会首领张仪密谋趁机举事，苏眇
公、邱曾三、颜太恨、黄顺昌等同盟会会员

也从厦门赶回共图光复事宜， 当即令陈兆
龙、施荫棠分头组织武装农民进城，另派人
赶制独立旗帜，草拟安民告示。

11月11日清晨， 光复农民武装队伍分
水陆两路进逼漳州，一路由施荫棠、郑绍
三组织的农民武装200余人，各带刀棍、鸟
枪、藤盾、单响毛瑟枪，浩浩荡荡从浦头港
乘篷船登岸入城。另一批从陆路进入漳州
城内，会同进驻漳州东门浦头大庙、周爷
庙、文昌大帝宫、蔡妈庙、后港大庙、凤霞
宫及附近一带， 作为光复起义的后盾。同
日，林者仁、陈兆龙、宋善庆与张仪等赶到
道尹公署———明伦堂卸下清王朝黄龙旗，

升起第一面辛亥革命旗帜， 宣告漳州光
复。

时值漳州镇总兵马金叙在北京， 漳州
守城清军在护理漳州镇总兵刘勋带领下，

也宣布响应革命。随后，光复团体迅速成立
中华民国漳州府，颁发漳州府安民文告。

12月13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中华
民国漳州府临时参议会成立， 宣布废除清
制，推荐苏眇公为参事会临时会长，徐丙森
为书记长，陈兆龙、颜太恨、杨慕震、苏眇
公、郑步云等8人为参事员，郑张星（即郑斗
南）、孙宗蔡（即孙次典）、 陈庆馀、郑样瑞

（即郑太奇）等4人候补参事员。众人还推举
苏眇公起草“府、县编制章程草议”。

不久，苏眇公到福州任《群报》编辑，再
握铁笔。其时福建都督孙道仁、参事会长彭
寿松，在辛亥革命后恃功争权夺利，称霸一
方，摧残民意，指使策划其党徒暗杀同盟会
会员蒋筠。由于彭寿松“恃权暴恣”，引起社
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省内许多报纸群起而
攻之， 更有福州的新闻记者与其他社会人
士，每夜入公共场所发表演说，鼓动迫使彭
氏下台，彭寿松恼羞成怒，伺机对报刊业进
行报复。《民心报》经理黄家宸，因指责彭寿
松暗杀同盟会成员蒋筠，在1912年5月亦遭
彭氏暗杀身亡。7月31日，《群报》 揭露暗杀
一事，苏眇公不畏权势，毅然在报上发表文
章，以犀利的笔锋猛加抨击，结合插图，画
一只螃蟹，题曰：“杀螃妙在无形，看你横行
到几时！”（螃为彭谐音字）直指彭寿松。

是年8月19日,北洋政府政务院密电福
建都督孙道仁， 要求封禁 《福建民报》《群
报》《共和》等“乱党”报刊。

孙道仁随即于次日密令守城驻军及福
州警察厅，派出军警，查封国民党方面主办
的《群报》《福建民报》《共和》等三份报刊，

三报的陈群、黄展云、祝茂村等3人被捕。时
任《群报》总编辑的苏眇公则先行逃脱。

最终， 作为主笔的苏眇公未能逃出魔
掌，被捕受刑。《群报》是民国成立后第一份
招致政府当局迫害的报刊，“是为福建报界
文字狱之始”。

面对强权，苏眇公毫不畏惧，仍以厉词
相向，孙道仁、彭寿松用刑杖的淫威胁迫他
写供词时，苏眇公索来纸笔，挥毫直书：“孙
策独霸江东，孙中山先生为民族起义革命，

出了你这个不道不仁的猢狲。”孙、彭阅后
暴跳如雷，怒不可遏，苏眇公却视死如归，

安然自若。

（十七）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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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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