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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北京小事记”创作的数百幅作品，在丁聪的艺术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
他将过去擅长的漫画、速写、封面设计等形式加以灵活运用，生动描绘出当年的北京风俗、社会场景
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
四十年前做的所谓“小事”，对丁聪却又不能不说是他漫长艺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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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书诗修房屋第一代苍蝇一个星期日农民听诗朗诵北京的儿童京剧新血“京师春蔬”新农民三轮车受
奖展览会换房新“客店”寻人游船班新树十七万株烤鸭上门新当选的人民代表金山与张正宇冰棍旺季
山乡巨变教师之家前门大街毕业生畅销、降价及其他西医学习中医新学年京白梨欢呼新一代袁世海与
冯志孝塑料凉鞋观众休息室多角换房看毕业创作外省剧团从“洋葡萄”说起坚持流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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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以袁世海、杜近芳、李金鸿(李已由武旦改演小生)为主要演员的中国京剧院一团，目前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作旅行演出。
此行带去了三个新角，一是冯志孝，马连良的得意门生；一是钱浩梁，被公认是新生一代中的武生佳
才，靠把功夫极深，《伐子都》一剧誉满京华；另一是吴钰璋，袁派花脸。
这三人都是从戏校毕业不久，出台后崭露头角。
这是一团的新血液，也是生力军。
    京剧院四团的前身是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因为它拍摄过电影《杨门女将》，引起观众注意。
四团的杨秋玲、王晶华、李嘉林、毕英琦等都已成了全国和海外观众所熟知的人物了。
其实四团里应行青衣花旦的就有五人，学程十分成功的张曼玲和荀派花旦刘长瑜尤其出色。
孙岳学余、李长春学裘、萧润增学麒和潇洒英俊的小生、现在经常和杨秋玲配戏的夏永泉，不但观众
有好评，内行也个个赞许。
    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一方面支援京剧院成立四团，有十六名“新秀”离开了他们；一方面又因
为每年都有成批的毕业生，其中不乏佳才，陆续为实验京剧团增强阵容，所以目前他们还是人才济济
，叫座力不弱。
他们的当家青衣是沙淑英和刘秀荣，沙是梅派，张君秋的徒弟，刘有许多戏得尚小云亲授，都是名师
的高徒。
老生朱秉谦、王荣增，老旦王梦云，武生李光，花脸许德福、袁国林，武丑刘习中，尤其像刀马旦谢
锐青；早在多年以前就享有国际声誉；这些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像熠熠之星，有逼人的光芒。
    由马连良在那里当校长的北京市戏曲学校，也有一个实验京剧团“挑班”演出。
老生张学津和李崇善在马连良亲授的全本《群英会》中，分饰鲁肃、孔明二角，张学津又常《清官册
》和《审头刺汤》二剧，不但有唱，还有极见功力的大段念白。
李崇善常演谭富英亲授的全本《空城计》，现在，张学津、李崇善和四团的孙岳、一团的冯志孝、中
国戏校实验京剧团的朱秉谦被认作是属望最高的我国京剧老生行传统的“继承者”，这点在观众的心
眼里也早已没有疑问了。
该团有青衣李雅兰，花旦岳惠玲，刀马旦李翔，小生林懋荣，老旦王晓临，花脸孟永安、孟俊泉、贾
士铭，俱是上驷之材。
    上面举了一连串陌生的名字。
的确，这些年轻人的名字还不是人人知道。
可是，我们认为大大高兴的，就是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陌生名字。
陌生的名字越多，越能够说明今天我国京剧艺术的兴旺。
何况，对北京来说，他们的每一台戏都能号召大量的观众所谓陌生，这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吃北京的烤鸭?回国观光的侨胞和外国贵宾们，一到北京，总是首先要尝尝
北京烤鸭的味道。
这首先因为北京鸭特别肥嫩，不是其他鸭种可比；再加上传统的“炉烤”手艺，像北京全聚德的老师
傅们都是精湛非凡，使发脆的鸭皮、肥嫩的鸭肉和清香的鸭骨头，三者都成异味，这就成了颇有特色
的中国名菜。
    北京鸭是一种生长快、成熟早的水禽。
小鸭子初生体重只一两重，都是黄色的，十天后变白色，经过饲养、填喂，一般到八十天就可以出售
了。
如果能长到六个月，体重可达六七斤。
它在体重三斤以上的所谓“中雏期”，发育最快。
北京的养鸭专家大多在中雏期采取填喂法，就是用富于营养的“剂子”(约长五六厘米、粗一厘米半)
往鸭子食道里填塞，连填半个月，鸭子便迅速地肥起来。
如果没有这样的肥鸭，即使“炉烤”的本领了不起，也是无济于事的；反过来，好品种的鸭子没有高
明的“炉烤”技术，也同样达不到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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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的外国人吃中国烤鸭是作为冷菜的，这当然失去了“炉烤”的作用和特色了。
“炉烤”可以使鸭皮发脆，但是发脆只保持在下炉以后的极短时间以内，所以烤鸭都是现烤现吃。
老师傅从鸭身上第一道用刀批下来的就是发脆的鸭皮，这是吃“烤鸭”的不二法门，离开这个，那就
何必一定要吃北京的烤鸭呢!    北京以烤鸭出名的全聚德，目前有一个总店和两个分店同时在营业，又
接受顾客电话订鸭并送鸭上门。
有人要问：既然吃“烤鸭”要吃它在高热情况下发脆的鸭皮，“送鸭上门”不是将变为和某些外国人
相同的吃冷菜了吗?就是这个缘故，全聚德设计了一个保暖的铝皮箱子，鸭子下炉以后立即装入保暖箱
，由擅长用刀批肉的老师傅亲自随去，到了顾客家里打开保暖箱来，这鸭子的高热程度和下炉时所差
无几，鸭皮发脆可保无虞。
    全聚德送鸭上门，现在已成为这一家老店颇为兴旺的外卖生意了。
    我住的胡同里，有好几家是三轮车工人，因离得近，早晚见面，都已认识，碰到了总是点头招呼。
有一位五十来岁我们都叫他“老白”的，是个好棋手，胡同内有名，我因和他下过几次棋，更似乎熟
一些。
一天，他坐在自己车上，把腿跷得老高的，正在看报。
我经过那里，他忽然将我叫住，说了声：“您瞧!”我还以为他叫我一起看报，其实不然，他要我“瞧
”的是他今天脚上穿了一双“塑料凉鞋”。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应该说是的。
     北京的塑料制品，以今年为最多。
王府井百货大楼把出售的塑料制品汇集在一起，在二楼开了个塑料制品展览会，真叫人看了眼花缭乱
。
这些塑料制品的销路奇畅，因为销路好，制品的“出厂成本”大大降低，成本直接关系到售价，今年
市上的塑料制品，因之已三次降价。
据北京商业部门透露的数字，今年一个夏季，塑料凉鞋共售出了八十万双。
这可以说明大众购买力的情况，但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售价大众化问题。
    显然，售价大众化才使得有八十万个主顾，其中包括老白这样一个三轮车工人也穿上了在他一直认
为是“稀罕之物”的塑料凉鞋了。
    我对此深有感触，却是老白的一席话引起的。
他对我说：    “这种向来归老爷们穿着的东西，想不到有一天也到了我老白的脚上来了。
”        他又说：    “从前老听人说，一件外国货玻璃雨衣要卖十担白面；昨天我去商场瞧了瞧，啐!四
块钱就行了。
没有问题，我老白早晚要把它穿上!”    我本来对于北京一个夏天畅销八十万双凉鞋的事情有些奇怪，
如今从老白那里得到了答案。
如果老白和老白的同行以及跟老白同样在旧社会吃苦受难的人今后都穿上塑料凉鞋的话，那么下一个
夏季塑料凉鞋的销路，就远远不是八十万双的数字了。
    老白脚上的一双塑料凉鞋，确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大堆问题，并因之在我们面前展现一幅幅未来的
图景，这怎么能叫人不为之兴奋呢!    话剧是一个外来的戏剧形式，在我国比起其他剧种来还是比较年
轻的。
不过，话剧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它在任何时期，都保持着一种战斗姿态，即使在春柳社初期也是这样(
当新剧沦为庸俗的文明戏以后便谈不上了)；后来的南国社、艺术剧社举起进步的旗帜就更突出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一些话剧团体，始终是进步文化人用话剧演出作为武器，宣传爱国抗日和坚
决跟反动势力斗争的；当然更不用说在延安的许多话剧活动了。
    话剧运动的几十年，是轰轰烈烈的，曾经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它的中心活动在上海。
现在，我们回忆一下，话剧在最旺盛的时期，上演话剧的场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或两个。
记得那时上海的“辣斐”和“卡尔登”两个戏剧院有过几年算是话剧的演出基地，另外有少数几个戏
院，只能偶尔租用几天而已。
这个情况是全盛时代的情况，有时候被反动势力压迫得厉害，还有过十分沉寂的日子。
    因之，我们想拿今天北京的话剧上演情况介绍一下，看看这个剧种在解放后的土壤里的那种生气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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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长势”。
随便举十一月一日作一个实例。
    十一月一日有七个话剧团体同时上演陈耘编剧的一个四幕话剧《年青的一代》。
这七个话剧团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战友文工团话剧
团、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团。
几个话剧团同时上演一个优秀的剧本，在北京是常有的事。
这里要附带告诉读者的是这七个剧场在广告上一律写了“全满”两字，这意思是说，在规定演、出的
时期内，所有戏票都已售出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盛况!    此外，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那天正在上演河南方言话剧《李双双》和历史剧
《文成公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喜剧《李国瑞》，中国实验话剧院上演老剧作家阳翰笙的新作
《三人行》，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上演以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剧本《汾水长流》。
    同一天内，竟有十二个场子演出话剧。
    和过去一样，话剧的战斗姿态十分昂扬。
《年青的一代》、《三人行》、《李国瑞》是写青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和部队战士的思想改造的；《
文成公主》是田汉所写富有民族历史意义的古装剧；《李双双》和《汾水长流》是以农村阶级斗争为
题材的。
过去话剧是以年轻人作为主要观众对象，现在仍然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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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北京小事记”是我和老友龚之方合作，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从“北大荒”回来，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但仍无工作，整天呆在家里很烦闷，
经济上也很拮据。
那时，之方是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邀我和他合作写“北京小事记”。
当时在国内还不允许我发表作品，有此机会，我高兴地答应了。
每幅画虽只给三元稿费，但对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来说，也像是天上掉了馅饼。
这样，我们合作了一两年之久，画了几百幅插图。
    之后，我又被分配去各地干校劳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被允许再度发表漫画；对这批画
，我早巳忘得一千二净了。
    不久前，李辉同志来家闲聊，提起我60年代曾画过一批反映北京小事的画，他认为应该拿出来出版
。
这批画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免不了有回避缺点之嫌，但毕竟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我就
同意了。
    龚之方是个老报人，终身从事报业工作，很有才干，办过杂志、报纸，写过无数文章，而自己却从
未出版过一本书。
所以，今天能出版这本书，虽然他在几年前于90多岁高龄去世，看不见了，但也总算是个安慰，我也
算为朋友做了件好事。
    这里，我要感谢李辉同志，没有他的积极建议和推动，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也要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更要感谢责任编辑张采鑫，他为此书投入了大量
的烦琐的劳动，很是令人感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小事>>

编辑推荐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改革开放，在喜爱丁聪漫画的人的心目中，这段不算短的时间似乎是
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空白。
《北京小事》的出版，修补了丁聪不为世人所知的这段“创作空白”，使人们对他漫画艺术发展过程
的历史性了解完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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