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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家长是孩子的镜子与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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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

新中国第一代女魔术师邓凤鸣，
虽已去世一年多，但凡是熟悉她的人，
只要提到魔术表演，就会想到她那飒
爽干练、满台生辉的艺术人生。
邓凤鸣，广东南海人，1933 年

出生，她是一位资深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上海杂技家协会原副主席，曾任上
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1978 年获上
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邓凤鸣出身
在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祖父被日
本鬼子用枪扫射而丧生。小时候跟
随父母逃难到上海。由于生活所迫，
童年时就在上海的药厂、化妆品厂
当童工，终日遭受老板或工头的打
骂，饱尝了食不饱腹、衣不御寒的艰
难生活。17岁时，由于长得身材苗
条、容貌俊秀，有人劝她嫁个豪门，
或送去当舞女，可以广开财路。但是
这一切都被邓凤鸣坚决拒绝了，她

立志要走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18
岁时，她的舅父托人介绍工作，由于
同情她的家境，终于进入到著名魔
术师张慧冲的魔术团做助演工作。
魔术这个行当是保守的，它的“机
密”传子不传婿，但邓凤鸣求知心
切，平时偷学“关子”，仔细看，牢牢
记，暗下功夫，私下练习。在剧团做
了十一个月的助手，由于自己的勤
学苦练，日积月累，竟能熟练地掌握
不少魔术技艺。
1952年初，未满 19岁的邓凤

鸣，靠着平素苦练的本领，参加了张
国梁魔技团，并担任魔术主演。舞台
上表演的“炮打真人”“灯箱换人”
“束指自由”已成为看家节目，外号
“满台飞”的台风，已成为广大观众
称呼她独特表演风格的代名词。邓
凤鸣从此在剧团里挑大梁，并当了
副团长。当邓凤鸣在艺术上有了一
定的成就时，诱惑也随之袭来。当
时，有个戏院老板多次动员她到美

国旧金山去发展，并一再保证说，包
她发大财。邓凤鸣并没有眼红、心
动，因为她有一颗纯朴的心：“我拥
有一点技艺，不能当作个人资本转
卖给外国，应该奉献给国家和人
民。”她毅然地回答：“中国是我生
长的地方，我不会背井离乡、远离父
母，即使有一座金山我也不要。”
1957年的一天，邓凤鸣突然接

到通知，说有一场重要的演出。她匆
匆来到演出大厅，看到大厅里坐着
很多中央首长，毛主席、刘少奇、周
恩来也都在场，她的心里激动不已。
演出结束后，邓凤鸣被领到刘少奇
的座位旁边，刘少奇亲切地对她说：
“你演得很好，动作非常快。”不一
会，毛主席的秘书过来了，向邓凤鸣
招手说：“来、来、来，主席叫你了。”
她赶快过去。毛主席和她握握手，秘
书说：“毛主席看你的演出很高兴，
想知道你的秘密，要你把束指自由
怎么变的告诉他。”邓凤鸣把这个

诀窍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高兴
地说：“你演得很好，你要好好地
演”。（2012年 4月 11日“党史信
息报”刊登“毛泽东拜师学魔术”
一文，简要介绍了邓凤鸣把“束指
自由”魔术的“关子”向毛主席
透露。）毛主席的殷切鼓励，使邓
凤鸣激动得一夜未合眼。有一次，
她和几个知心朋友倾吐说：“我
热爱魔术事业，是党给我发的通
行证，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特别
珍惜党给我的甜。”因此，邓凤鸣
更加刻苦地钻研魔术艺术，决心
要为繁荣祖国的魔术事业作出应
有的贡献。
10 年内乱时期，许多艺术团体

被砸烂，魔术团也不例外，邓凤鸣被
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后转业到
上海一家照相材料商店去修理照相
机。直到 1979年，在上级领导的支
持下，邓凤鸣又重回了上海魔术团，
她倾注了全部身心，创作了不少新

节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0
年，邓凤鸣到北京汇报演出，先后和
美国、德国、意大利的魔术家互相观
摩、交流技艺。邓凤鸣的精彩表演，
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称赞：“你们
的演出是世界第一流的，在国际上
也很少见。”

邓凤鸣几十年的舞台艺术生
涯，淡泊名利、孜孜以求，扎实地耕
耘在魔术这块土壤上，并使之结出
丰硕成果，成为一名国内外同行公
认的女魔术师。邓凤鸣退休离开舞
台后，经常与一些老朋友聚会，以获
得精神上的慰藉。

我与邓凤鸣曾是文化系统工
作的老朋友，也是相互知根知底的
倾诉者，她有时有烦心事，总是愿
意与我沟通交流，我也与其直相言
谈，坦率交换意见。在今年新中国
诞生 70 周年之际，我写这篇回忆
文章，是深深怀念这位新中国第一
代女魔术师。

女魔术师邓凤鸣传奇

【灯下随笔】

【诗意栖居】

端午节
文 龚妙法（虹纺居民区）

五月初五过端阳，
街市门庭粽飘香。
买把艾草门上插，
避邪去毒家安康。
花色香囊买几挂，
宝贝儿孙挂身上。
千年传统应传承，
众说屈原汨罗江。

捣练子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八

周年
文 马导农（天原二村）

烽火起，
映河山，
滚滚申城卷巨澜。
树立红旗鸳水船，
觉醒华夏换新天。
注：鸳水，指浙江嘉兴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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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应佳如（茅台新苑）

我是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
一代人。儿子进幼儿园，我才进了夜
大学。
那时，我每天晚间喝一杯水，清

晨 5 点不到，就会起尿意，于是早
起做功课，练口语，每天保证雷打不
动的一个多小时的学习时光。于我，
是责任使然；于儿，妈妈坐在写字台
前的背影是神秘而又向往的，他从
不打扰。
他进小学后，每天放学，也学我

样，端坐在桌前，做好功课成了第一
要务。但毕竟年幼，自律不易。常常
下面同学一叫唤，好看的电视节目
一勾引，就魂不守舍，粗枝大叶，草
草完成作业，老人根本管不住。因
此，语文作业本上字迹潦草，数学题
目十道有三四道做错。
对于六七岁的孩童，打骂不是

办法，道理说过就忘，只有具体落实
的措施才能奏效。我提出：“凡是作
业本上没有被老师红笔改动超过三
次，你就可以提一个心愿，妈妈帮你
在星期天实现。”于是拉勾约定，写

下条款贴在墙上。
谁知第一次就碰到了个难题。

儿子特别想去外滩看大轮船，坐摆
渡轮。为这个愿望，他作了努力，果
然一星期里作业达到四次无老师改
动痕迹。到了星期天，可天公不作
美，下起了瓢泼大雨。家里长辈都说
别出去了。但我望着儿子渴望的眼
神，觉得奖励自律比淋雨更重要，于
是我俩穿好雨衣就出发。记得那天
大雨中外滩空空荡荡，只有两三拨
人。我抱着他，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轮
船，他也受不了了：“妈妈，我看够

了，我们回家吧！”自此，言而有信
在他心里扎了根。
自律，是自己给的纪律，非他人

可为。那时，小学里老师要求每次作
业后有家长的签名。我是很不赞同
此举。作业是体现学生是否学懂课
业的试金石，而家长纠错后签字，习
惯成自然，他们就有了依赖性，而考
试时未必能行。所以我对儿子说：
“妈妈的责任是上班、上学、做家
务，而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个独
立自律的学生。我的签名只是签名，
表明你做了作业，至于对错，我绝不

负责。”
不多久，老师让儿子传话，叫我

去学校见老师。老师说你儿子这次
错得离谱，你怎么也不查就签名了？
我便婉言怼过去：“他的学习他做
主，我要培养他的自律性，考试才能
显本色。”自这次谈话后，儿子做作
业就认真得多，做完后会自查。成绩
迅速上升，屡屡在市、区级竞赛中得
了奖，还跳了一级，自进了中学后，
就一路保送进了大学。
所以，孩子自律，既需要家长表

率，也需要家长放手因势利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