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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男排十二年后重登全运会冠军领奖

台，昨天本报头版刊发的新华社照片（见上
图），成功捕捉了主教练沈琼带领全队自拍的

动人瞬间。沈琼手机拍下的是怎样一张照片？
今天，我们要来这张自拍照，沈琼笑言：“我站

在第一个，脸很大，不好看，所以没发朋友圈。
但如果报纸要登，就登吧。”沈琼觉得，这张照

片的意义，不在于“脸”，而在于“人”，“这个瞬

间，对上海男排极为鼓舞人心，对广大支持我
们的球迷来说，也极具意义。希望更多人支持

男排，投入排球运动。”
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自进入赛地后，

整整半个月，全队上下几乎都没怎么刮胡子，
一来是没时间，二来也有点“蓄须明志”的意

思。张哲嘉和郭成比较细心，决赛前带上了刮
胡刀，颁奖前在后台，两人忙着刮胡子，沈琼正

好看到，“赶紧让我也刮一个。”所以，比赛时，
沈琼和队员一个个都还胡子拉碴的，等到了领

奖台上，大多数队员脸上基本都刮干净了。
其实，不论有没有胡子，上海男排小伙子，

个个都挺帅，不是吗？
不知从何时起，上海男排每次站上冠军领

奖台，就有了全队自拍的习惯。每一次的自拍，
都是为了留下美好的瞬间，都被大家珍藏着。

而在上海女排，也有这样的自拍传统，虽然无
缘联赛冠军，但也是近几年领奖台上的常客，

是联赛中不容小觑的一支劲旅。沈琼表示，会
组织全队观看上海女排在全运会的比赛，为她

们加油，希望上届夺取亚军的她们，再接再厉。
昨天中午，全队已经马不停蹄回到上海，

在东方绿舟训练基地自我隔离一天，拿到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后，才能回家团聚。不过，假期只

有一周，之后就要重新集结，备战年底的联赛。

据悉，上海男排已经确定引入外援，分别是来
自意大利国家队的接应维托利和主攻兰扎，其

中，维托利前不久刚参加完东京奥运会，意大
利队获得东京奥运第六名。

这么着急集结，不多放几天假?沈琼直言：
“上海男排，从零开始再出发。”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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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次如何在特型上接近陈
毅市长的形象？

答：现在整个妆容要两个小时，
我特地把发际线剃高了，耳朵也用
棉花和胶水粘厚了，嘴角还用黑色

画出了阴影。我在塑造陈毅这一人
物的时候，力求把他豪爽、耿直的性

格和气壮山河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表

现出来。
问：为什么时隔多年愿意再度

回到舞台？

答：陈毅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任
市长，沪剧又是上海的地方戏，我们
又是党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方方面

面的原因促成了我再次回归舞台，
塑造陈毅这一角色，我义不容辞。

问：这个戏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答：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怀。他们
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

付出了太多，生死对

他们来说都是小事
情，很伟大。

    上海博物馆历代名迹如宋代王诜

《烟江叠嶂图》、宋高宗赵构《真草书养

生论卷》、董其昌绘画立轴等都是经她
鉴定后，成为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的；不少收藏家捐赠的藏品包括清初六

大家的《山水》册等上品，都是由她牵线
搭桥，并经她鉴定后入藏上博的。说起

几天前去世的中国古书画鉴定家、上海
博物馆研究馆员钟银兰，上海博物馆馆

长杨志刚表示，她留下的“眼力”和“操
守”值得上博人纪念传承。

钟银兰是在 1952 年上海博物馆

成立之初就进入博物馆从事文物工作

的，见证了上海博物馆近 70年的建设
与发展。在职业生涯中，她为国家、为

上海“捡出”了不少国宝级文物。钟银
兰与很多大藏家也保持联系，不少收

藏家的捐赠藏品都是经她鉴定后入藏

上博，如钱镜塘、孙煜峰等收藏大家的

捐赠书画，丰厚了上博乃至上海的文
物“家底”。收藏家孙煜峰酷嗜书画，数

十年来，不遗余力搜集流散在社会上

的古代书画精品，曾把珍藏的 70余件

宋元明清书画和 20余件陶瓷、青铜器
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钟银兰弟子、上海博物馆书画部
主任凌利中说，钟先生钟银兰熟悉十

几万件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练就了辨
别字画真伪的火眼金睛。她对字画的

鉴定先从整体看作品的气息，再从局
部看画家的笔性，以定真伪；如发现不

确定的疑问，再看题款、印章、材料等

作为参考；最后，再从史料进行核实。

杨志刚表示，博物馆有自己的道
德伦理标准，上博的良好形象离不开

两件法宝：专家业务能力以及专家学
风操守。钟银兰是文物界受到信任与

尊敬的鉴定家，像她这样“德艺双馨”
的老上博人发挥了带头作用。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老博物馆人留下“眼力”和“操守”两件宝

她为上博“捡出”不少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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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银兰工作照

记者对话孙徐春

    坐着吉普、戴着墨镜，由沪剧名角

孙徐春饰演的陈毅元帅给全场观众来
了一次印象深刻的开场亮相。昨晚，上

海沪剧院打造的原创沪剧《陈毅在上
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将连演五场。孙

徐春、茅善玉这对舞台“金童玉女”再度
合作，饰演陈毅、张茜夫妇（见右图）。

听说孙徐春要“二次出道”，这让

《陈毅在上海》未开演就热度噌噌噌往
上涨。开票四场迅速售罄，为此还将在

周五加演一场。孙徐春和茅善玉虽然
说多年未搭档，但那份默契始终在。这

部沪剧生动再现了解放初陈毅在上海
大刀阔斧的开拓性工作。经过特型化

妆，昔日的孙徐春不见了，舞台上，活
脱脱一个形神兼备的陈老总。茅善玉也

穿上军装，和老搭档一起再现这对革命
伉俪。

一位观众看到孙徐春给茅善玉披
上外套时，激动地说：“这样的经典场

面，好久没看到了！”还有观众表示：“我
就是冲着这对‘金童玉女’来的，唱段听

得太过瘾了，一段接着一段，孙徐春和
茅善玉真是好角儿！”

其实，除了孙徐春和茅善玉，舞台
幕后还有一对老乡好友，那就是刀马旦

名角谷好好和舞蹈家黄豆豆。为了剧情
的连贯，也为了给主演留出时

间换装，谷好好和黄

豆豆一起为《陈毅在上海》设计了多段

群舞和群众场面，比如腰鼓舞、沙包舞
和抢银元等场景，两人一起为这部作品

特有的“武打舞蹈”贡献力量。为了展现
作品的历史感和恢弘感，全剧还借调了

20位舞蹈演员加盟剧组。
舞美加入了多媒体影像，在光影色

彩的运用上也颇为用心，当陈毅所代表

的共产党人上场时，红色的光象征着新
中国蓬勃新生的力量，当毛人凤代表的

反动势力想派人暗杀陈毅时，青色的色
彩象征着反动势力暗流涌动。

在音乐上，作曲朱立熹根据陈毅的
人物特点，创作了基于贝多芬第三交响

曲的主题音乐，交响乐和紫竹调在主旋
律里清晰可辨。陈毅、张茜、毛人凤、资

本家、工人等都有独具人物个性标签的
主题音乐和唱腔。躺在沙发上听交响乐

的陈毅，想说服老战友把房子腾给交响
乐团，争执之下他用四川话说：“我看你

的脑壳要敲打咯！”抓住陈毅市长四川
人的特点，川音的语调融入旋律里，塑造

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陈毅市长。
以往，沪剧给人的印象还是小儿小

女小情调，从沪剧《邓世昌》《敦煌女
儿》《一号机密》等原创力作开始，沪剧

逐渐走出了“大海大漠大情怀”的一条
新路，这部《陈毅在上海》便是一部大

情怀、大格局的作品。在谢幕时，所有
演员上台，表达对陈毅同志的缅怀之

情。大屏幕上是立于外滩陈毅广场的
雕像，绿树成荫中，“陈毅”微笑着俯瞰

舞台，牵挂着这座城市，观众也用一波

又一波的掌声回应这份浓烈的情感。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