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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扫 此 二
维码，观看本
期节目视频。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生命的本质是坚韧

刘燕凌 曹宇田

沽上

丛话

这座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如果仔细看它的柱子，

会发现每面有六根，是分成一、二、三这样三组，体现取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一个原理。蕴藏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

兼具中西风格，充满艺术积淀，这座被称为曾氏祠堂的建

筑，生来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气派。（节选，有改动）

曾氏祠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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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区的海河北岸，有一片具有鲜明意大利风格的
庞大的建筑群，人们称之为“意大利风情区”。意风区西侧入
口附近有一幢平面呈长方形，地上一层、半地下一层的建
筑。灰色的外墙庄重而典雅，沿南侧、北侧、西侧三面设有外
廊柱，沿石阶而上，二层四面环廊，均匀分布的欧式廊柱在阳
光下透出婉约之美，凡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那充满艺术积淀
的建筑而赞叹。
这座洋楼的主人曾是近代乐歌作家、音乐教育家、音乐

理论家曾志忞（1879—1929）。今人称这里为“曾氏祠堂”。
曾志忞的父亲曾铸是两次被推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近

代著名爱国企业家。曾铸生于1849年，卒于1908年，字少卿，
同安县城内北镇宫人。年幼时随祖父移居上海，勤学好问，且
善绘画。成年后弃文从商，经营海味品致富。平素乐善好施，
亲友仰仗他维持生活的有数十家之多。光绪十八年（1892），山
东受灾，曾铸捐巨资助赈。山东巡抚详请奖给蓝翎盐运司衔。
又于安徽、山西助赈，奖换花翎。后又在江苏淮州、徐州捐资助
赈，在太仓州、嘉定县建义庄、设学塾。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详
请奖给二品封典，为他立“乐善好施坊”。曾投资镇江造纸厂和
江西瓷业公司，发起组建上海商团公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广州等地为反对美国限制华

工入境、盘剥华人，纷纷抵制美货，呼吁收回苏浙路权。曾铸
是抵制美货、断绝与美国商务往来的组织者，严词声明要“伸
国权而保商利”。两个月后，由于美国政府不肯妥协，抵制美
货运动在曾铸等人的倡导下，以上海为中心，迅速席卷全国，
形成了浩大的声势。美国商人想除掉他。曾铸不避艰险，毅
然表示：“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曾铸病逝后，上海各界
人士两次召开追悼会。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曾铸的一生：
“拼此头颅，尺书惊破美人胆；谁无血气，高唱叫醒中国魂。”

曾铸喜爱艺术，与孙菊仙、潘月樵等京剧演员相友善；还
喜欢西方音乐，曾资助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出国留学。曾志
忞受父亲影响，很小便痴迷于音乐，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
属小学任教。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2年与沈心工
在日本发起组织音乐讲习会。1903年进东京音乐学校，专习
音乐。1904年在东京成立亚雅音乐会，专门研习近代音乐。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他“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

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
队。从现存照片上看，他自任指挥，乐队共39人，比肖友梅创
办的管弦乐队早十多年。在北京，他创办中西音乐会，改良
京剧。他致力于音乐教育，编、著、译十多种音乐理论和乐歌
教材，尤以《乐典教科书》《教育唱歌集》影响最大。他的乐歌
创作，虽逊于沈心工、李叔同，但在20世纪初也曾“家弦户
诵”，他是清末民初学堂乐歌时期重要的音乐教育家、活动
家，热心致力于开展普及音乐的社会活动与学堂乐歌的编
写。作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重要的先驱者，曾志忞为近代音
乐文化的引进与发展作出十分卓越的贡献。
曾铸一生乐善好施，从事过很多慈善事业，临终前一年，

以很大精力筹办一所为贫苦儿童提供受学和就业机会的慈
善教育机构——上海贫儿院。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深厚
人脉，呼吁大家捐资出力，自己则带头捐献了3万元巨款。
1908年6月，曾铸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临终前他希望其子曾
志忞继承遗志，办好贫儿院。曾志忞自日本归国，承接上海
贫儿院工作。1913年，北洋军进攻上海，贫儿院及曾志忞的
住宅被大炮焚毁。曾志忞到了北京，担任大理院特约律师，
并与高寿田、冯亚雄办起了中西音乐会。
曾志忞落籍天津是出于对这里人文环境的钟情。据说，一

次一位朋友约他去天津意租界小住，曾志忞初到天津就领略了
这里的风土人情，特别对租界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态产生了兴
趣。他对朋友说：“这里可以安家呀。”他先在意租界租了三间
房屋，居住大约一年。这期间，他详细考察了意租界的管理章
程。意租界规定：所有房屋建筑格局不能重复，住房不得数宅

毗连，各马路两旁不准开设商店，饮食、杂物出售皆在本界菜
市。曾志忞觉得这样的环境“居家异常清静”。1916年北京中
西音乐会结束后，曾志忞在意租界内盖起一所住宅，在天津安
家。他喜欢种植菊花，想“栽数亩秋菊，大是快事”。不久，又考
虑其父的祠堂该建于何处。此时有朋友建议：“何不即求意界
耶？”他自己也认为“此佳地矣”。他想，父亲生前未曾北游，而
今日在此间供奉，想必九泉之下有知，“得毋掀髯一笑乎”。随
后他与亲戚朋友商量，得到了支持。这座祠堂定名为曾氏寿鱼
祠堂，用以纪念他的父亲曾铸（号寿鱼）。
寿鱼堂于1916年10月动工，1917年9月落成，为中西结合

式建筑，由祠堂、庭院、花房等组成。堂屋外侧有六根廊柱，屋
顶为中式坡顶，祠堂在一层，另有一层为地窨。祠堂正中为大
堂，供曾铸的神龛，岁时致祭。还有很大部分为住宅，其中有书
斋、膳堂、地窨别室、电话室、客卧室、台球房、浴室等。为种花
卉，还在庭园内设立温室。这里原为盐坨所在地，土质含盐分
较多，故院内没有乔木，花卉多为盆栽。曾志忞在庭院的东角
建了一间日式花房，这个花房并非点缀风景，按其说法，“使心
目中朝夕警惕寓东邻可畏，不可一日或忘之意”。庭园内立曾
铸的半身铜像，基座为汉白玉，花纹仿造意大利雕刻艺术，由曾
经学过油画的曾志忞夫人曹汝锦监造。此外，还附立曾志忞之

子曾宏杰的全身铜像。寿鱼堂建成后，由曾铸故交苏绍柄作《寿
鱼堂记》，记录曾铸事迹及祠堂建设经过，由严修先生书写刻成
碑。1920年1月23日的《申报》称，旅津“华人曾君”为上海人，“在
天津置有大地产”；又称，1916年任天津意国花园建造委员会委
员，捐助花木不少。“曾君”当指曾志忞。
值得一提的是，寿鱼堂竣工后，曾志忞又开办了一所石雕工

作室，名为中华美术石工制造所，大力推广汉白玉雕刻艺术。该
所既定制汉白玉半身人像，也雕刻“神仙佛像、房屋石品、坟墓砖
塔、瓦当方砖、庭院装饰”，无像不肖，靡物不精。该所有技师杨
元科（曲阳石匠）、绘师方允常（上海教员）、监督曾志忞（名泽
霖）。墙上悬挂“欲造石像者之照片及已经造成石像之照片”。
时誉“中国破天荒之首创今人造像”。有人说：“曾氏寿鱼祠堂所
在的天津意租界，是西方雕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地之一。”
曾志忞去世后，夫人曹汝锦寄居上海，寿鱼堂的房产一度出

租。新中国成立后，其原址改为光复道幼儿园。上世纪80年
代，该园出了一位市级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
有关部门总结她的事迹，我特去园内看望她，
无意间目睹了这座建筑的状况，觉得这楼虽
已陈旧，但独具特色，颇不寻常。2006年修
复时，有人发现镌有“曾国荃之墓”的石碑，遂
定为“曾氏祠堂”，其实此“曾氏”非彼“曾
氏”。当年寿鱼堂的石雕工作室，数十石工铮
铮工作，所造石刻甚多，亦有尚未完成或未及
运出者，所谓“曾国荃之墓”的石碑很有可能
是遗留在寿鱼堂的。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你当了十多年的副总编、总编，没听谁叫过你
鲁总，年龄大的直呼其名，或者后边再加个同志，晚
辈见面都叫你老鲁，背地里也有叫鲁老头儿的。如
今你走了，请再让我们叫你一声老鲁，宅心仁厚、可
亲可敬的老鲁，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鲁思，本名成吉昌，北大肄业，1949年5月进入

天津日报社，之后当编辑记者，上了二十多年夜班，
历任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直到1992年
离休，四十多年，门进门出，就是天津日报一个门。
《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老鲁接受本报记

者汪宗禧采访时说：我这一生，简单。就是一个单
位，天津日报。就是一个岗位，编辑。就是一件事，
编报办报。文章发表时，记者起的题目也简练：《一
张报，一辈子》。
老鲁的人生经历确实很简单，但当他把简单养

成习性时，便成了一种境界，一种魅力。潜移默化，
影响了天津日报一代人，上上下下，简简单单，同心
协力，目标一致，埋头蔫拱，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简单，是老鲁的生活方式，吃的穿的，都简简单

单，从不讲究。简单，更是老鲁的工作作风。不说
官话套话，不喊空洞口号，不搞形式主义，认定目
标，术业专攻，坚持不懈，必求有成。
我与老鲁共事数十年，没见到过他身着西装

革履是什么样子，常见的是他白发板儿寸，身披一
件劳动布工作服，坐在那间兼做会议室的办公室
里办公，房门洞开，方便大家随便进出；没听见过
他发怒呵斥过哪个下属，常听到的是他循循善诱，
指导编辑记者如何写好稿子编好报；没听到过他
说什么官话套话，喊过什么响亮口号，却见证了他
带领员工埋头苦干，悄无声息地做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在全国省市级报纸中，率先实现出版印刷
激光照排，完成了由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历史性变
革；第二件，完成了《天津日报》扩版（4扩 8），既适
应了助力改革开放伟大社会变革的需要，又为编
辑记者提供了更大的实战成才的平台阵地；第三
件，冲破千难万难，在省市级报纸中率先做成了自
办发行。这三件事，对《天津日报》的发展都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
老鲁最大的优点和贡献，还在于对人才的培养、

使用和爱护。在他主持下，业务研讨，新闻竞赛，兵团
作战，单兵教练，细水长流。人尽其才，根据编辑记者
的特长，为他们在各版开辟专栏，既培养了人才，又增
强了报纸的影响力。重要题材，典型报道，老鲁和编
委会成员都亲自指导记者和编辑去完成。每年从全
国高校选进十来名各种知识结构的大学生，又陆续从
社会上招聘一些青年才俊，如此坚持下来，逐步形成

一支知识结构、年龄梯队比较健全合理的人才队伍。
老鲁和他主持的编委会，又十分爱护人才，有谁编发
了“不合时宜”的文章，老鲁和编委会成员都主动担
责，尽力把当事编辑记者保护起来。这样日积月累，
天津日报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向外输出无数，《今晚
报》创刊时，采编人员几乎成编制地由天津日报支
援。那时鞍山道上的天津日报大楼，人欢马叫，彻夜
灯火通明。时至今日，许多过来人都还念念不忘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和老鲁共事时间虽长，但交际并不多，给我留

下的印象却难以忘怀。印象最深的有三次，都是他把
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次说他最近读了一套讲美国历
史的书，有所启发，让我拿回去读一读，读后咱们交流
一下看法。还有两次是把我叫过去布置“命题作
文”。其中一次说中央领导最近强调用人不可论资排
辈儿，要我写篇评论，配合一下。同时他叫我读一读
龚自珍的《明良论》。另一次是他说上边强调要大胆
提拔使用年轻干部，不要保姆式看护，让我写篇评论
配合，还把他亲笔抄写的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递给
我，让我读一读，看有无启发。我手捧三页三十二开
的手抄纸，字迹工整，秀气养眼，内心感动不已。这点
点滴滴，可见老鲁对后生晚辈的培育，是何等地不惜
心血。我写的一些东西时有“不合时宜”，被“揪住辫
子”，鲁思和编委会成员都主动代我担责，往往外面都
传得沸沸扬扬，我还在那里浑然不知。人生能遇到这
样的好领导，岂不幸哉！
鲁思的一生，宅心仁厚，与人为善，对同事有温

度，被大家公认是好人；他勤于学习，学养深厚，术业
专攻，一辈子，一张报，积累了丰富独到的办报理念和
经验，有厚度和深度，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学习。个
人以为，他是一个学者型的老报人，稳健型的新锐派，
天津新闻界的翘楚。

题图摄影：刘明辉

宅心仁厚 术业专攻
——好人鲁思

张绍祥

油条不少地方都有，在天津叫“馃
子”，从油锅夹出来，吃到嘴里必须“脆
生”。这与津沽大众对早点讲究“香
咸、酥脆、面馅合一”有关。津门工厂
企业林立，码头货栈众多，干活儿的人
比比皆是，出力出汗会多吃点儿盐。
一早起来吃好吃饱，才能有精神。穷

人的“吃好”不是佳肴美酒，而是闻着香咬着脆，饭食简单还
要解饱。追求油条炸出来要香脆可口，还要伴以包子、馄
饨、锅巴菜。天津人的早点不是点到为止，要吃了干活儿，
午饭也不能在量上含糊，需要吃饱还要带点“腥乎”。大饼
卷着头肉，烧饼夹上牛杂。没有肉，有炸蚂蚱也行。晚餐倒
是可以对付一下。但第二天一早，还要“闻着香、咬着脆，简
单解饱”。于是来两根馃子、一角饼、一碗锅巴菜，再喝口豆
浆。这就是天津人的早点，津门饮食习惯的一种。若再简
单点儿，就是吃一套煎饼馃子。
简单快捷，在津门衍成风气，而市井生活又追求简单不

简化，快捷不粗糙，这和津沽颇多水韵，商事讲求细致地道
有关。天津人冬天养蝈蝈，用一个葫芦器装着个鸣虫。葫
芦上面有个盖儿，这个盖儿对养蝈蝈的人来说需要精巧，在
亮出葫芦的时候，相互比一比。而制作这个葫芦盖，就必须
精细。用精细制作满足需求，这也是非遗的一个特点，技艺
过程每每要关注细节。
蔚县剪纸，从描样子开始就比其他地方的剪纸独特。一

沓纸料，把它放在准备刻制的镂空花样的上面，点上一根冒烟
的蜡烛，把花样熏到纸料上。所形成的花样子就有不一样的
感觉，细节决定了蔚县剪纸的风格。非遗工艺的形成源自开
拓与积累，延续发展不能违背自身的独特性，任何手工制作都
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不能随意。因此，坚持自己的工艺很重要。手工技艺一定要扎
实精细，艺术表演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眼下的京剧确实不如以前味儿足，年轻演员多少受到一个时期遗痕的影响，未

能原汁原味地接受传统艺术系统熏陶，和传统科班出身的演员的底蕴有着不同。
如果用现代京剧的发音来唱传统戏，滋味会有差异。现在有些京剧演员额头紧绷，
鼓着青筋，高声大嗓，看着就很累。传统京剧的演出，上场就凝聚气场，举手投足含
韵有致，随着伴奏，体味着角色的个性去唱。推荐读者听听言菊朋老先生的唱片，
唱腔苍劲委婉，余音绕梁，深受戏迷喜爱。艺术表演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要懂得
艺术的着力点。
非遗的着力点着重在技艺过程。一把琴、一粒药、一道菜，不经过制作形不成成品。

即便是表演类，如传统节庆时的风俗表演，看着火爆，但演出时一定要注意内涵。艺术类
的雕塑和面塑涉及历史人物和传统题材时，一定要注意人物的内在刻画和时代印痕。
风俗包含着很多方面的传统意涵，一方面，风俗和我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天津经济倚重码头，过去打短工跑码头的很多。和研究天津文化的一位专家交谈，
他说，天津的菜品外地人总觉得有点咸，颜色比较重，因为很多老天津人干的是卖
力气的活儿，汗流得多，吃饭时菜要咸一些。津沽菜品颜色和味道偏重，也就与清
淡的淮扬菜区分开。另一方面，区域风俗还表现在某些场景上。在海河边码头上
打短工是计件的，怎么计件呢？天津短工使用竹签，背着沉重的货物又用双手向后
托住，竹签就在嘴上叼着，或者插在衣服的脖领子后面，背一趟就把这个竹签放入
有着格子的木框内，每位短工各有一格，卸完了货，数一数格子里的竹签，工钱就算
出来了。那年头的人普遍文化不高，用竹签记数，是天津码头搬运的一个特色。原
天津历史博物馆就有这样一组风俗雕塑。好的非遗艺术品，追求创作的生活化、味
道化，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挂钩是不错的途径。
天津过去的老街老巷，碰到婚丧嫁娶、过生日办寿宴，可以请专门服务的一个行当

来操持，叫酒席处。比如住胡同平房内，在家里举办宴请，还想多办几桌，就跟这个行当
联系，给定金后就来人操办。先在胡同里搭一个凉棚，然后商定摆多少桌，上几道菜，需
要什么食材。酒席处派师傅来专门给你做，做完以后再结账。这是天津城市胡同的人
生画面，属于市井生活的一道风景。

2018年初春，我到波多黎各库莱布拉岛旅游，在海边一家小型
旅店住了几日。这家旅店是由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经营的。她的
名字叫娜塔雅，摩根人，豁达，开朗，热情，大方。
库莱布拉岛地处加勒比海中部，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白天

气温很高，阳光很毒，游客只能在清晨和傍晚时分下海游泳。
娜塔雅老太太介绍说，她家旅店前面的海域就是电影《加勒比

海盗》的拍摄地。那天，导演看上了她，要请她在影片中当一名群众
演员。她跟着摄制组在海浪中颠簸了好几天，胶卷中有她的不少镜
头。可是在电影上映时，却没有她的一丁点儿影子。对此，娜塔雅
想得开，笑着说：“我虽然没有出现在银幕上，但我的形象永远留在
了惊涛骇浪中。”
娜塔雅崇尚绿色环保旅游，提倡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她在

旅店门外两旁各立一块牌子，上面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着：“人
类只有崇尚自
然，才能活得自
然！”“愚弄大自
然，大自然也会
愚弄你！”当地
人称其为“绿色
使者”。
娜 塔 雅 是

一个热心人。为了避免游客被阳光晒伤，她在海边免费为大家
提供遮阳伞。当人多伞少时，游人便选择在海边的树下避阳
光。但树上的海鸟会不合时宜地拉屎撒尿，实在令游人不爽！
此时，游人会看到，娜塔雅手攥一根长杆，杆的顶端绑着红布
条，一边吆喝一边热心为游人驱赶正在树上拉屎撒尿的海鸟。
娜塔雅还养着一条狗。这条狗常在旅店门前卧着。她让狗看

门，但这条狗总爱打着呼噜睡懒觉。
有趣的是，娜塔雅还在门旁的树上养了不少树蛙。
我问她，养树蛙干什么？她回答，养树蛙和养狗一样，看家。
我不解，问，狗可以看家，树蛙何以看家？
答，我家这狗太懒惰，爱睡觉。睡沉了，就会误事。这时，树上

的蛙们就会替狗值班。
我又问，树蛙怎么会替狗值班呢？
娜塔雅进一步解释说，树蛙很喜欢鼓噪，但对外来的动作和

声音格外敏感。一旦察觉到陌生的人影及脚步声时，它们就会停
止鸣叫。狗一旦进入梦乡，对陌生人失去警觉，树蛙却敏感地统
一噤声。主人便会知道有陌生人出现了。这叫：狗吠蛙不鸣，狗
眠蛙噤声。
最后，娜塔雅风趣地说：“不安装摄像头，也不安装报警器，狗蛙

看家，环保最佳。”
世界处处有高人！我对娜塔雅老太太肃然起敬。

阿尔茨海默病也称为老年性痴呆，由德
国医师阿尔茨海默于1906年首先描述。患
者的思维、记忆和独立性会因此受损，影响生
活质量以及威胁生命。很多讲述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的电影，都试图通过独有的方式让人
们对这种病因不详的疾病重视起来。
本周推介的这部佳片展现了一位工程师

退休之后患病的过程，但其最独特的地方，则
是以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带领观众走进一个混乱无助的世界。这就是
2020年上映的影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一位80多岁的父亲，固执又多疑，不仅怀

疑照看自己的护理员偷他手表，甚至指责一
直陪伴自己的女儿试图侵吞他的财产。这就
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讲述的一部分故事。
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父亲这个角色
的演绎。饰演父亲的演员正是曾获金球奖终
身成就奖的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也
凭借此片获得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安东尼·霍普金斯从小患有失读症，课业

成绩并不好，被父亲送到男校学习，结果留级
五次才毕业。1952年，15岁的霍普金斯受到
英国男演员理查德·伯顿的影响，立志要成为
一名演员，通过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刻苦的
训练，终于在28岁时开始在英国国家剧院的
舞台上崭露头角。

1991年，54岁的霍普金斯在影片《沉默
的羔羊》中展现了极致的微表情，凭借仅仅
16分钟的戏份，一举拿下第64届奥斯卡最
佳男主角的殊荣。60岁时，霍普金斯出演了
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勇者无惧》，把一场
法庭戏长达7页纸的台词一字不漏地讲完，
不用提示也没有重来。要知道这对于从小
患有阅读障碍的他来说，是多么艰巨的事
情。然而他每次参演电影，都把每句台词念
到二百次以上，几十年如一日。在《困在时
间里的父亲》里，霍普金斯将他的细致感和
台词功力叠加。要饰演这样一个角色是非
常难的，因为角色本身有一种非常大的不确
定性。上一秒他还在和你欢声笑语，而下一
秒，他就会对至亲之人刀剑相向。
本片导演佛罗莱恩·泽勒15岁时，他的

祖母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女主角的饰演
者奥利维娅·科尔曼，也是看着自己的护士母
亲照料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们长达40余年。
这就是霍普金斯说父亲这个角色让他难以抽
离的原因，因为他们这些演职人员都和这部
电影建立了情感的关联。这是本片得以诞生
的初衷，它也告诉我们，生命的外表固然脆
弱，但在向死而生的人生里，不能忘却生命的
本质依然是坚韧。肉体会衰老，而意志的坚
定却可以一直保持。

就让我们在安东尼·霍普金斯
一张面朝阳光笑容灿烂的照片里，
走进《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记住他
的话：活在当下，一次一天。
11月4日22:22CCTV—6电影

频道与您相约《困在时间里的父

亲》，11月5日15:03“佳片有约”周

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娜塔雅的智慧

武宝生

第五一九七期

秋
日
絮
语
·
天
大
冯
骥
才
文
学
艺
术
研
究
院

（
水
彩
画
）
叶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