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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慧良与天津之五

津 沽 文 丛

“诲人不倦”是京昆艺术
家俞振飞老先生在1992年
赠给厉慧良扇面上的题字。
俞老先生在这个扇面上还写
道：“慧良同志对京昆艺术善
于汲取前人之长，而又勇于
实践，敢于创新，乃当前南北
剧坛之一代宗师也。”厉先生
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如此辉
煌的成绩，但从不保守，更没

有门户之见，对于向他求艺
的青年演员都是倾囊相赠，
毫无保留。

当年，厉慧良先生为天
津青年京剧团优秀武生演员
王立军排练《截江夺斗》一剧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92
年，为参加全国青年团队新
剧目汇演，天津青年团选定
王立军以编剧丁振元改编的
《截江夺斗》为参赛剧目，并
邀请厉先生执导排练。当时
已近古稀之年的厉先生，欣
然接受任务，在排练前与编
剧进行周密、细致的案头工
作，为王立军设计了十个高

难动作。排练开始后，团里
要求演员9点到场，可厉先
生却和王立军每天提前一个
半小时到团里，单独加练。
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多
次，达不到要求决不往下进
行。王立军以前演戏，只注
重一招一式的表演，譬如腿
抬到哪儿，手伸到哪儿等，没
有注意到眼睛和脸上的戏，
有时候也忽略了对人物内心
活动的分析和表达。在厉先
生的指导下，王立军的表演，
特别是在眼神的运用上，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整体表演
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京

剧武生名家张云溪风趣地
说：“这次演出看见王立军的
眼睛了。”

经过紧张的排练，王立
军在全国青年团队新剧目汇
演中获得优秀表演奖。后
来，厉先生又对王立军在表
演《艳阳楼》《一箭仇》时进行
了辅导，使得王立军凭借《艳
阳楼》《一箭仇》和《截江夺
斗》这三出戏夺得梅兰芳京
剧大赛金奖。

诲人不倦
杨士军

油盐大饼是天津传统当
家饭，且说一开年就吃，素有
正月“初四烙饼炒鸡蛋”一
说；盛夏“头伏饺子二伏面，
三伏烙饼炒鸡蛋”也是一大
民俗；寒冬日里盼立春，又要
吃薄饼卷炒合菜，美称“春到
人间一卷之”……

天津人对吃烙饼的食俗
情感很深。津沽物产本就丰
富，加之发达的漕运业又给
城市带来南北物产，都为食
材充裕奠定了基础。早年，
繁忙的水陆码头养活了一大
批劳动者。力工辛劳，需要
高热、高脂、搪饱且吃起来快
捷方便的食物，大饼与各种
卷食应运而生。昔日天津路
边的大饼摊比比皆是，所烙
大饼二斤一个，少盐轻油，内
里多层，有滋有味，不愁销
路【民间戏言：坑人的大饼，
楞（lēng）人的（捞）面，烧饼
馃子也不善。比喻利多钱好
赚】。早饭吃大饼卷馃子、夹
卷圈，午饭、晚饭吃大饼卷熏
肉、酱头肉、肘子肉、羊杂碎、
酱牛肉等，烫手的热饼恰可
半温半融肉汁，配葱丝、黄瓜
条更香。一卷在手，其动作
情态俗称“吹喇叭”。

九河下梢天津卫，小虾、

小鱼、小螃蟹唾手可得。天
刚擦黑，走街串巷、臂挎食盒
的小贩就吆喝起来：“油炸虾
米、油炸鱼、油炸小螃蟹——
夹（家）吃去吧——”这会儿
二奶奶家的大饼刚烙得，出
门花不了仨瓜俩枣儿买一
份，用热饼一卷，再喝碗稀饭
“灌灌缝儿”，当算不错的小
日子。季节不同，炸蚂蚱也
会卷进“卫嘴子”的大饼里。

天津滨海，夏秋之际大
量上市的渤海梭子蟹在人
们眼里不算稀罕，大饼卷蟹
黄、蟹肉、皮皮虾肉格外鲜
美，堪称“肆横不差钱”的吃
法。旧时，为避夏季高温且
省煤，不少主妇一早便烙出
几张饼来，然后将炉火熄
灭。到饭点儿，胡同里有卖
热锅贴的小贩，大嫂子扭身
买半斤进屋，大饼夹锅贴也
讨喜一家人。

老饭食还有脆软、油香
兼备的大饼夹藕夹、茄夹（分
荤素）照样脍炙人口，一般必
配绿豆稀饭，清口解腻。饼
烙吃剩下了也不愁，明天那
凉饼切丝恰好可做炒饼、焖
饼、烩饼、饼汤吃，同炒的配
菜丰俭由己，可谓又一家常
名吃。

说平日小吃更不胜枚
举。大饼素来是早点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热饼夹炸糕
这一吃法流传至今，绝对又
香又甜又酥，笔者曾撰《天津
人吃炸糕》一文，不赘。天津
馄饨铺一般都卖拆骨肉，乃
衡量他家汤好不好的参照。
来碗馄饨，再来份大饼卷拆
骨肉，这一顿下去饱到晌午
都不饿。另有大饼卷江米豆
馅切糕吃的，但小众。

一些人还偏好热饼夹臭
豆腐，臭豆腐里滴几滴香油，
加几丝葱白会更提味，这吃
食像今下吃榴莲，闻着臭，吃
着香，有人垂涎欲滴，也有人
掩鼻而过。还有热饼夹松花
蛋，也需配点儿葱丝。干体
力活的汉子吃大饼卷大葱、
蘸甜面酱，照样津津有味。
没牙老太太爱吃热饼心卷核
桃酥，稍带甜咸口，酥香好
嚼。小孩儿爱吃大饼抹芝麻
酱撒白糖，奇香无比，笑说能
治拉肚子。厨房里的大饼口
味日趋丰富，还有人热衷发
面饼、麻酱饼、红糖饼、葱花
饼、脂油饼、肉（馅）饼，及至
鱼头泡饼等。

上世纪90年代初，卖大
饼（夹）炒鸡蛋（俏韭菜或葱

花）的摊子在天津市面越来
越多，手里攥着一卷大饼鸡
蛋边走边吃，匆匆赶路上学
上班的人随处可见。与此同
时，卖二尺大饼的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直径六寸左右
的小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饼里除了夹鸡蛋，佐海带
丝、土豆丝、豆皮丝等，又陆
续出现夹炸鸡排、鸡柳、火腿
肠的，进而衍生出名吃——
大饼卷（夹）一切。洋快餐、
西餐馆也“入乡随俗”推出鸡
肉卷、薄饼卷菜肉沙拉等。

如今，大饼馃子（馃篦）、
大饼卷圈，大饼酱货、大饼羊
汤仍是津味主打早点，乃至
成为网红，大量外地游客慕
名前来品尝，甚至要排长
队。歌里唱“大饼他卷一切
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
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
百味尽在不言中……”作家
王小柔说：“生活就像烙大饼，
热火朝天地翻腾几下，扔出
来，特香。可要翻腾时间长
了，就该糊了。都是饼，有人
喜欢自己烙家常饼，有人愿意
进有背景音乐的地方吃比萨
饼。”其实我想说，大饼卷一
切，蕴含着天津的包容、宽善
与意趣，有温度，有滋味。

●故事天津

大饼卷一切 包容滋味多
由国庆

坐落在旧城南门里大街
的广东会馆，是天津各会馆
中规模最大、装修最精、保存
最好且独具特色的一处。

大约在300年前，广东
商人就和福建、潮州商人结
成船队来天津经商。他们的
商船船头油成红色，上面画
有大鸡眼，人称“大眼鸡
船”。每年春天，当季风刮起
的时候，他们便满载货物，浩
浩荡荡，顺海河进入天津。
日久天长，这些商人为了营
业、团聚便利，集资兴建了闽
粤会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广东人）
联合英商怡和洋行进口船务
买办、广东籍人梁炎卿等44
人以及粤人在津商号，共筹
资9万两有余，购置城内鼓
楼盐运使署旧址土地，自当
年十二月破土动工，历时四
年，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正月十四日建起新会馆，取

名广东会馆。
广东会馆融合我国北

方和南方两种建筑手法，瓦
顶墙体为北方风格，内檐装
修又具广东潮州建筑特色，
堪称国内会馆建筑的重要
实例。整个会馆建有照壁、
门厅、大殿、配殿、戏楼、跨
院、套房等。最前面是青砖
照壁，面对照壁是一座高大
的门厅，砖石结构，硬山顶，
两端山墙砌成岭南地区常
见的阶梯墙，上下五级，被
称作“五岳朝天”，在北方建
筑群中别具一格。门厅正
中悬“广东会馆”四字匾
额。穿过门厅为一四合院，
正前方为大殿，大殿檐下挂
有“岭渤凝和”木匾，大殿配

殿及门厅皆有卷棚顶前廊，
并环接成回廊。

戏楼是广东会馆的神韵
之笔，它在大殿的后面。其
看台分为楼上楼下两层。坐
席分为开放式、茶座和包厢
三种。舞台为伸出式，不设
天幕和边幕，观众可从正面
和左右两侧观看演出。舞台
吊顶作“鸡笼式”，起“音箱”
的效果。藻井由成百条异形
斗拱榫堆叠而成。戏台后壁
正中镶嵌大幅“天官赐福”镂
空木雕，圆心内天官、仙童立
于祥云之上，群猴嬉戏于松
柏灵芝之间，圆心外四角浮
雕口衔仙桃的蝙蝠。戏楼裙
板和包厢的槅扇门窗亦雕刻
狮子滚绣球、凤穿牡丹、松

鼠、葡萄等图案，栩栩如生。
会馆周围还建造有住房

三百余间，并在会馆东南修
建“南园”，栽花种木；设立医
药站，供乡人休憩养病。当
年，这里还有桃花林、葡萄
架，景致十分美观。

1931年前堪称天津广帮
商人的黄金时代。1915年成
立了广东音乐会。1917年会
馆舞台上名角云集，演出了
粤剧。著名京剧、昆曲表演
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
芳、尚小云、荀慧生、龚云甫
等都曾在此演出。专家评
价，广东会馆的舞台是中国戏
剧发展史上古典剧场的“终
结”。专程来津参观的广东古
建专家则说：“目前在广东还
没有这样景致的会馆舞台，
从全国来讲也是少见的。”

1986年广东会馆修复
后，利用会馆建成了天津戏
剧博物馆，将原有的大殿、配
殿辟为展厅。

●会馆在津门之九

广东会馆“岭渤凝和”
定 轩

天 津 成 为 曲 艺 之
乡，是因为在各方面都
有自己的传统，即便是
“打杵”，即打钱，向观众
收钱的意思，也都有约
定俗成的规矩。如果不
按规矩走，天津观众是
不买账的。有个这方面
的故事。
“打杵”起码有四种

方法：即“仁义杵”“人情
杵”“乞怜杵”和“逼杵”。
天津艺人基本上都看重
“仁义杵”或“人情杵”。
如“仁义杵”，就是“打
杵”时看见有人要走，台
上的艺人马上说：“身上
不方便，没关系，您尽管
在这儿坐着，下次您再
捧我。”如果这位（观众）
没零钱，艺人便说：“下
次您有了零钱，再想着
我。”这叫“仁义杵”。还
有“人情杵”，“打杵”时
艺人会说：“刘大爷、张
大爷、李二爷您们辛苦
了，我们全靠老街四邻
捧 ，我 们 全 家 忘 不 了
您！”相声艺人中，很少
有人用“乞怜杵”，即装
可怜，说什么“您就是养
个小猫小狗不也得赏俩
钱吗？您就拿我当个欢
喜虫”之类的话。另外，
相 声 艺 人 都 慎 用“ 逼
杵”，也就是必须给观众
留 面 子 ，不 可 逼 人 太
甚。即便是遇到观众成
心不给钱，也顶多说一
句：“没有君子就没有艺
人，我们一家老小都等
米下锅呢……”因为如
果相声 艺 人 过 分“ 逼
杵”，观众特别是天津
观众是不会听之任之
的。早年，有外地的相
声艺人在天津六合市
场演出，因过分地使用
了“逼杵”，结果被观众
搅了局。

那天演出，其间外
边阴天了，行话叫“插
棚”。管事的就喊了一
句“插棚”，台上的艺人

知道外面阴天了，一会
儿又喊“撅摆”，意思是
说下小雨了。这时，台
上的艺人暂时不“打杵”
了，而是卖力去“蔓住”
观众，也就是要拢住观
众，不让人走。等到管
事的一喊“嗨摆”，也就
是说下大雨了，观众走
不了啦，台上艺人便开
始了“逼杵”。此时观众
想走也走不了了，只能
留下来继续听相声。可
原来十分钟一打钱，现
在变成三分钟一打钱。

后来又有几次这种
情况，有个观众有能耐，
听明白也看明白了，等
管事的再喊“插棚”，他
起身冲着观众嚷：“哥几
个，‘插棚’就是天阴了，
一会儿‘撅摆’下小雨，
不打钱，到了‘嗨摆’呀，
咱身上的钱全都得让他
们掏光了……”他给搅
局了！

相声艺人之间非常
重视义气，下篇咱讲侯宝
林寻津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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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板凳去学校参
加集体活动的现象，恐怕
已“绝迹”。现在的学校
软硬件设施齐全，不但课
桌、课椅配备齐全，而且
配有功能齐全的礼堂或
阶梯教室，学生还可以
在教室里收听收看学校
直播的各种活动。然
而，棚户区改造前，一些
学校只能在操场上安排

进行集体活动，比如表彰
大会、文艺汇演、毕业典
礼、经验交流、考前动员
等。每到这时，学校都要
事先通知学生自带板凳
到校。再看同学们带来
的板凳，高低不一、样式
各异。其实这种景象在
当时并不稀奇，因为孩子
的家长当初上学时也有
过类似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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