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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风物语·歇后语
中国电影史上“津星”闪烁

许新复

析字歇后语

猜闷还解闷
谷正义

马三立开始学艺时，常
受地痞流氓、把头恶霸的欺
辱。有一次，混混头子王金
才给马三立下寿帖，让他随
礼。马三立历来不惹事，可
这次竟然犯了倔脾气，给混
混头来了个“剃头的关门
——不理”。结果三天后，
马三立说相声时，被王金才
手下砸了场子。马三立被
打得鼻青脸肿。师傅见状
叹息不已，只说了一句：“心
字头上一把刀——忍！”这
条歇后语用“心”和“刀”两
字组合阐明道理，指面对痛
苦、不幸和屈辱时选择克制
和忍耐。

这类歇后语是根据汉
字可合可拆的特点，采用析
字修辞法，巧妙设计而成。
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
两个字合拢，或增加某个字
的笔画，如：“奴字下面添个
心——怒了”“尸字底下加
个出——屈呀”“两个山搁
一块儿——请出”“自大加
一点儿——臭”“王字加一
点儿——做的了主”“月字
旁边添个永——摸着脉了”
“火字加页字——一看就
烦”“大字底下加个可——
奇了”“不字底下加个正
——歪样儿”“宝盖底下加
个辛——非宰不可”“玉字
加宝盖——真是个宝”等。

另一种形式是把一个
字拆开，或把某个字笔画减
少，如：“王字少一横——有
点儿土”“师字去了横——
真帅”“王奶奶比玉奶奶
——差一点儿”“大字去了
一横——装起人来了”“金
字去两点——全来了”“牢
字去了宝盖——牛上了”等
等。这类歇后语往往先启
发人们思索，再去领悟它真
正的寓意。

第一代导演沈浮
沈浮，生于 1905年。出

生于天津码头工人家庭，家
境贫寒，没读完中学便辍学
了。他在照相馆学徒时偷学
摄影，到部队军乐队当兵时
学会了乐器演奏。他喜欢新
兴的电影艺术，在天津几家
影 片 公 司 当 过 演 员 。 1926
年，沈浮自编自导自演喜剧
短片《大皮包》，为天津电影
首创。

1933年，沈浮考进上海
联华影片公司。先是编辑
《联 华 画 报》，创 作 电 影 剧
本。1935年开始连续执导了
《三人行》等 6部影片均获成
功 ，打 出 了 自 己 的 导 演 品
牌。1940年，沈浮编导了反
映西北人民英勇抗敌的影
片《老百姓万岁》。沈浮熟
悉底层劳动人民生活，他的
影片倾听民声，反映民生艰
难，抨击黑暗丑恶，歌颂进
步美好，形成“以光影追寻
光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 ，他 编 导 的
《万家灯火》揭示了国统区
民 众 水 深 火 热 的 悲 惨 境
遇。另一部电影《希望在人
间》，塑造了具有革命理想
和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形
象，均为经典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沈浮执
导《李时珍》《老兵新传》《北
国江南》等影片，先后获得莫
斯科国际电影节银质奖、文
化部优秀影片奖。沈浮从艺
后久居上海，尽管离津数十
年，依然说话爽朗且乡音不
改，对家乡感情深厚。1994
年，沈浮荣获首届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年会终身成就奖。
同年4月27日，因病去世。

“小人物”魏鹤龄
比沈浮小两岁的魏鹤龄

出生于天津东郊赤碱滩（现
赤土村）。他从小过继给二
叔，在村里拾柴下田，捉鱼
摸蟹。长大后被父亲接到
紫 竹 林 一 所 教 会 学 校 上
学。因离劝业场近，常溜进
戏园子看戏，回家偷偷模仿
竟着了迷。中学毕业后，魏
鹤龄回村务农，但割舍不下
戏剧爱好，又重返天津独自
谋生。他当过货郎、店铺学
徒、码头装卸工，劳累一天
后还要看书学艺。艰难坎
坷的经历使魏鹤龄接触了
大量社会底层群众，丰厚的
生活积淀为电影表演储备
了丰富营养。

1928年初，魏鹤龄在电
线杆上看到山东省立实验剧
院招生广告，立即去应考，以
优异成绩被录取。一年后，
他在田汉的名剧《名优之死》
中扮演名伶刘振声，一举成
名。1932年，魏鹤龄出演了
第一部电影《泪痕》，饰演青
年矿工。后进入艺华影业公
司 ，拍 摄 了《人 之 初》等 影
片。1937年，魏鹤龄在赵丹、
周璇主演的电影《马路天使》
中饰演老实善良的老王，赢
得电影界广泛赞誉，也开启
了他与赵丹合作当配角数十
年的历史。

自 1949年至 1966年，魏
鹤龄先后参演了《家》《祝福》
《北国江南》等 24部电影，可
谓高产演员。影片《祝福》
中，他饰演的贺老六塑造了
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形象，
先后荣获第十届卡罗维·发
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墨西
哥国际电影节银狮奖。近四

十年演艺生涯中，魏鹤龄扮
演过工人、猎户、教师、长工、
小职员、老太爷等形形色色
的角色，塑造了许多活生生
的人物形象。1979年，魏鹤
龄病逝于上海。

才华横溢的石挥
1915年，石挥出生于津

郊杨柳青大户石家。此时，
其家已败落，后迁居北京。
因生活困难，石挥刚读完初
中就外出打工谋生。他做
过茶房、牙医学徒、车站售
票 员 等 ，屡 受 艰 辛 磨 难 。
1935年，他加入北京某话剧
团首次客串出演的角色就
是茶房，获得好评。这使他
有了做演员的自信，并开始
认 真 学 习 和 钻 研 表 演 艺
术。在以后的 10年间，他演
出《日出》《雷雨》《正气歌》
《秋海棠》等话剧近 30部，塑
造 了《日 出》中 的 李 石 清 、
《飘》中的白瑞德、《正气歌》
中 的 文 天 祥 等 人 物 形 象 。
其表演风格颇受上海人喜
欢，被誉为“话剧皇帝”。

石挥虽没有学过表演艺
术，但有先天的艺术禀赋。
1940年，他第一次主演的《乱
世风光》获得成功。后又主
演了《假凤虚凰》《太太万岁》
等一批有影响的影片，扮演
了善良英俊的理发师、贪婪
愚蠢的父亲、老谋深算的野
心家等角色，无不打动人心。

1950年，石挥自编自导
并 主 演 了 影 片《我 这 一 辈
子》，表现旧社会一个京城巡
警不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
现了他全面而独特的电影艺
术才能。之后，他执导的《鸡
毛信》获英国爱丁堡国际电
影节奖，开创了儿童片获国
际大奖的先河。石挥戏路宽
广，感情真挚，适应不同题材
风格的电影，追求质朴自然、
富于个性的表演风格。1957
年，石挥不幸英年早逝。

乐观多产的谢添
与石挥同一年代的谢

添，从小喜欢看电影，迷上了
卓别林。1932年，他从天津
英文商务专修中学毕业，工
作之余参加话剧演出活动，
出 演 田 汉 、曹 禺 等 人 的 剧
作。1935年，积累了话剧表
演经验的谢添来到上海从
艺。经影后胡蝶（胡蝶小时
曾在天津生活，就读于天津
教会圣功女学）推荐，在影片
《夜会》中饰演一名花花公
子，首次亮相得到导演洪深
赏识，从此步入影坛。之后，
谢添参演了《马路天使》《生
死同心》《风雪太行山》等 10
几部影片，曾与赵丹、白杨、
孙道临等许多名演员搭戏合
作。1946年，在沈浮导演的
抗日大剧《圣城记》中，魏鹤

龄、谢添、吴茵、牛犇等天津
籍演员齐聚一堂。

1949年，谢添进入北京
电影制片厂，参演《新儿女英
雄传》《六号门》《林家铺子》
等影片。作为演员，谢添文
武皆能，正反两派俱佳，遂有
“银幕千面人”之称。1955
年，谢添参加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专修班学习，开始走上
电影导演之路。上世纪60年
代，他根据歌剧改编导演的
电影《洪湖赤卫队》，让“洪湖
水 浪 打 浪 ”的 歌 声 响 遍 全
国。上世纪 80年代，他执导
喜剧片《甜蜜的事业》，用青
年男女追逐的镜头展现爱情
的甜蜜。执导电影《茶馆》，
使这部经典舞台话剧更加生
动感人。因这两部影片，谢
添荣获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
奖、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谢添最钟爱的电影是喜
剧片和儿童片，寄托着他小
时候对卓别林的崇拜。他
用爱心和童心执导了《花儿
朵朵》《小铃铛》等多部儿童
影片。《小铃铛》获得全国少
年 儿 童 文 艺 创 作 一 等 奖 。
谢添有着天津人的豁达、乐
天和幽默，总是乐呵呵的。
作为艺术家，他用影片的欢
笑 给 人 们 带 来 快 乐 和 美
好。2003年12月13日，谢添
在北京病逝，享年 89岁，遗
嘱将骨灰撒到天津附近的
渤海湾。

19世纪末，电影从欧洲传入中国。1905年，诞生了第

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影片《定军山》。上世纪三十年代

后，我国电影事业进入发展的成熟期。领开放风气之先

的天津人选择去上海发展，以鲜明的个性与才华取得不

凡成就。比如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沈浮、擅长演小人物

的演员魏鹤龄、导演兼演员的石挥和谢添，还有影剧两栖

导演黄佐临、被誉为“东方老太婆”的吴茵、以胖著称的喜

剧电影演员殷秀岑等等，可谓“津星”闪烁。

谭鑫培在《定军山》中的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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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滑鱼
陆文郁所著《津门食

单》记载，烩滑鱼属天津八
大碗菜系中粗八大碗的范
畴。1977年出版的《天津
菜谱》对这道菜的制作技法
有详细介绍。其浓浓的天
津风味，一是体现在鱼条要
裹喇嘛糊炸制。二是调味
过程加入酱豆腐汁，用春天
的韭菜头作俏头撒在汤上，
让整道菜品不仅口味复合，
而且视觉上给人春意盎然
的享受。是道
时令菜。
（朱振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