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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张路 秦刚 校审 李勇强 王志洪
谈资

>>

前不久，应朋友之邀登临老君洞。路过致虚阁，见四五位有
点岁数的品茗老翁，为郭沫若是否在自己写的《屈原》一剧中亲
自登台饰演屈原，争得面红耳赤。

有人说，当年不少媒体都报道了1942年4月3日《屈原》一剧
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郭沫若饰演屈原；有人说，郭老日理
万机且患有耳疾听力欠佳，他怎么去对接台词；有人说，戏是他
写的，就像他生的娃儿，台上只要看对方口型节奏，接词连句莫
问题……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我虽知道来龙去脉，但在陌生人面
前，不便贸然出头辨伪。

真没想到80年前的一则失实报道，竟影响如此深远。事情原
委是：《屈原》的轰动效应传到延安，1942年5月7日，《解放日报》收
到一份未经证实的“航讯”，便发表《渝文艺界筹备公演“屈原”，郭沫

若先生自饰主角》，并将演出阵容列出，郭沫若（屈原）、马彦祥(宋
玉）、老舍（子兰）、沈慧（兰后）、于立群（婵娟）、孙伏园(子椒）、曹禺
（靳尚）、张西曼(楚杯王）、邓初民（张仪）、臧远云（卫士）、夏衍（更
夫），陈白尘、常任侠、姚蓬子等文化大家、编导精英各有所饰。

随后，全国不少报刊转载。当郭沫若和老舍、曹禺、夏衍、陈白
尘、孙伏园等文坛名家知晓此事后，无可奈何，面露苦笑。好在当
时重庆的媒体，没有一家转载这一失实报道。郭沫若和导演陈鲤
庭说，无须登报申明解释，让人们在《屈原》演出公告中自行澄清。

在《屈原》一剧中，真正饰屈原的是金山、饰婵娟的是张瑞
芳、饰南后的是白杨、饰楚怀王的是顾而己……尽管事情已经过
去80多年了，但这一失实报道仍在坊间流传。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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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烟火

（一）

“老霍，今天不考大学了呀？”

头一次见老霍，是我结婚“入赘”夫人所在小区的当
天。当我背着铺盖卷，手提网线面盆进入小区大门时，老霍
就坐在大门旁边埋头看书，听到我的脚步声，他“嗖”地一下
站了起来，抢过我的行囊，口中说道：“老师，我来帮你。”

我被他的热情搞蒙了，竟然顺从地把手中的东西交给
了他。他自顾自地走在前面，直奔我们新婚的筒子楼。这
时，我的夫人迎了出来，说道：“老霍，今天不考大学了呀，耽
误你的学业了哟！”他却笑嘻嘻地说：“不耽误不耽误，我现
在不考大学了，升级，改考研究生啰……”

进了屋，老霍放下东西，茶不喝一口，手不洗一把，便自
顾自地离去了。我嗔怪妻子：“啷个搞转去了哟，连句客气
话都没有，一点礼貌都没得。”

夫人笑道：“这个老霍呀，是专门在小区收破烂的，我们
办公室的废旧书报都是卖给他的，有啥子需要动用劳力的
时候，也是请他来帮忙。他这人热情得很，也肯帮忙，谁家
若是有了破烂，都是喊他去收。所以不必客气的，今后有废
旧书报，喊他来收，他就感激不尽了。”

有一次，重庆某家报纸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四处去
报刊亭索买，皆没有，于是想到了老霍，请他帮忙。他知道
后，四处去收购报纸，几乎走遍了夫人所在院校的教研室。
人家告诉他，只有旧报纸才卖掉的，年底来看卖不卖嘛，现
在的新报纸，还要组织职工学习，不得卖。他不死心，找到
医学院退休院长的家里，家中的保姆见报纸可以卖钱，就
高高兴兴把所有的报纸卖给了他。他在报纸堆里居然把
我那篇豆腐块文章找到了。我兴奋异常，决定请他喝一次
酒，他接受了邀请，喝得差点没醉死过去。

此后，我和老霍的关系近了一步，进门出门再也不用
客气寒暄，直接喊一声：“老霍，又在考大学呀？！”他头也
不抬，继续看书，偶尔回应道：“考啥子大学哟，直接考博
士了。”

（二）

娃儿找钱吃饭，莫去惹祸事就好

我上下班，都要从小区大门口经过，每次见到老霍，他
都是在埋头看书，无论天晴天阴、刮风落雨，一年四季都是
这副模样。一来二去，我与老霍熟识起来，大抵是因为我
的工作常常接触文字，所以对书有特别的兴趣。我总在思
索：这位老霍是啥子文化程度哟？为何如此酷爱读书？他
天天在看书，看得懂吗？

有一天，我下班路过大门，便低下头去看老霍读的
是啥子书。打开封面，原来是一本小说，书名《当官是
一门技术活》。这本厚厚的书，有50多万字，600页左
右。我知道，那是一本官场小说，作者是黄晓阳，重庆
出版社的畅销书。但我没有读过，因为太厚，没有时
间去细看。

老霍说：“这书中写得好现实哟！千里来当官，为的
是吃穿，反腐搞得凶，搞钱也有风险哟。我那两个娃儿读
了大学后，千万莫去当个啥子官，当个老师都要得，反正
是找钱吃饭，莫去惹祸事就好。”

我惊异，他的两个娃儿都在上大学？我问他：“老霍，
你是啥子文化哟，这些书你读得懂吗？你是啷个教育娃

儿的哟，教得来两个都上了大学？”他回答说：
“我们这些人，没得机会读书，年轻那阵，学校都
停课了，我是超龄生，小学才上到四年级，我就
没有地方上学了。娃儿们读书，全靠自己，我只
是教育他们，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跟我一样，去
收破烂。”他叹口气又说：“小学都没有毕业，字
也认不全，反正猜意思，猜到一些算一些。”

还有一次，我又见老霍在读书，依旧是一本
大部头，书名叫《高手过招》，还是黄晓阳的作
品。“老霍，你还很喜欢看黄晓阳写的书嘛，他写
得如何？”我问。

老霍笑道：“老师吔，我不晓得啥子黄晓阳，
只知道混时间，你晓得噻，这些书都是收的破烂，
收到哪本是哪本。我看哪本书好看，就看几篇，好
看的，多看几天，不好看的，少看几天，看过了，就
送到收购站去卖了。”

“不过，我晓得这个黄晓阳写了很多本书，还有一
本名叫《潮州商道》，还有本叫《香港廉政公署全传》，另
外还有一本叫《张国荣传》，我都看过，不好看，我都拿
去卖了，几本书才两公斤，卖了不到一块钱。”

（三）

我上过大学，还没收破烂的人懂道理

小区里的住户，常常拿老霍当“坏榜样”教育孩
子。他听见了，还是笑嘻嘻的。

有一次，隔壁杨老师家的小孩中期考试数学不
及格，而他正好是数学老师，面子上过不去，用棍子
追着小孩打。小孩逃到小区门口，正好被杨老师截
住，于是指着老霍咆哮道：“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和
他一样，啥子都不能做，只能去收破烂。”老霍听了，
非但不生气，还帮着说：“对头对头，你不好好学习
嘛，将来就和我一样没有出息。”

还有一回，小区老张的儿子偷了邻居的东西，
儿子虽然才十岁，也不能放任他这样下去，于是想
到了请老霍来帮忙。老张指着老霍腰上的绳子说：

“你若再偷？我喊他把你捆起来送公安局。”哪晓得
娃儿并不害怕，嬉皮笑脸地答道：“我晓得，老霍腰
上的绳子是拿来捆书报破烂的，不是绑我的。”老霍
在一旁陪着笑着道：“你娃要是再不学好，我破烂也
不捆了，专门捆你。”那娃儿依旧嬉皮笑脸：“老霍，你
不考大学了吗？鬼都不信，你还是去考你的研究生
吧，少管些闲事。”

气得老张拿着棍子追着打，老霍连忙去拖开，悄声
对老张说：“说服教育好些哟，书上说的，教育娃儿千万
不要急躁，千万不能用棍棒，欲速则不达……”

事后老张叹气：“我那娃儿是不乖，从小就没有教育
好。可是人家老霍没有文化，一辈子收破烂，还知道‘欲
速则不达’呢。惭愧呀，我上过大学的人，还没有人家收
破烂的人懂道理。老霍是没多大文化，可他的两个小孩，
一个本科毕业，另一个考上了研究生，令人敬佩呀！”

旁边有人路过，接茬道：“嘿，你还莫小看了这个老霍，
他天天读书，读书破万卷，是个没有文凭的研究生哟。”

不紧不慢地生活，一如既往地读书，让内心平静，或
许真的是他打破浮躁和内卷的利器。

（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郭沫若在渝登台饰屈原 乌龙报道至今仍流传
□张川耀

不紧不慢的拾荒人老霍
他的生活才是读书破万“卷”

爱读官场小说

几十年以捡破烂为生

供两个小孩上了大学
□陈显涪

70岁的老霍，还是那
副不紧不慢的性子，我认
识他几十年了，从来都没
见他改变过。他的穿着
依旧邋遢：头上一顶破
帽，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迷
彩服，脚下是双明显不合
脚的破胶鞋，腰上拴根粗
麻绳，还多拴了好几圈，
看得出，那不是为了装饰
或者保暖，那是用于绑破
烂垃圾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