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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实质朴铸辉煌
舞台上的一幕幕，令人追忆起金采风的音

容笑貌。“台角看戏是我最好的老师。”“戏曲的

唱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唱腔旋律要优美，要

有变化，还要吸收其他剧种的曲调来丰富自

己。”“我的荣誉是老师们大姐们‘让’出来的。”

一句句肺腑之言，让观众从音频中感受到金采

风与观众和舞台共同走过的一生。

金采风与丈夫黄沙之子黄晓光的登台，让

大家看到金采风生活中的一面。曾经有人问黄

晓光：“爸爸是大导演，妈妈是名演员，在这样一

个‘明星’家庭中成长，生活一定与众不同，时时

充满了艺术气息吧？”其实未必。从小到大，黄

晓光从未觉得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别人有什么

不一样。记忆中，父母的工作都很忙，他们在舞

台上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和形象，而留给孩子

的最宝贵财富，则是他们言传身教的踏踏实实

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以及谦逊、低调的生活态

度和处事方式。

缱绻知音久萦绕
金采风的名字随着她塑造的经典形象深入

人心，众多长三角的观众赶来。昆剧表演艺术

家张静娴（见左图）也是金采风的忠实戏迷，她

隔空再次喊起那位亲切的“大阿姐”，说起电视

里放《碧玉簪》的电影，她是一定不会错过的。

《碧玉簪》“三盖衣”中李秀英的几进几退，将纠

结矛盾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眼神、台步的运

用出神入化，又不失越剧剧种的本体特色。每

次看，张静娴都会有新的体会。

金派传人谢群英从杭州赶来，演起金采风塑

造的最后一个角色杨贵妃，“我收第一个学生的

时候，老师还赶来给我的学生穿衣服，象征衣钵

传承。”而就在去年1月5日，谢群英刚带了自己

第三位学生来沪拜见恩师，却没想到成了最后一

面。金派传人黄美菊演起金派代表作《汉文皇

后》，她去年刚拍完同名越剧电影，以完成老师的

心愿，唯一的遗憾，是老师没能见到电影的诞生。

就在5月2日晚上演的《碧玉簪》中，金派传

人樊婷婷听着“官人好比天上月”的经典旋律，

看到恩师的照片，思念又点点滴滴浮现在眼

前。同为金派传人的史燕彬感慨：“我们庆幸自

己遇到一个比妈妈还要亲的老师时，金老师却

说，她的老师们大姐们，当年也是这样带着她一

路走过来的。”

弦歌不辍人不散
在创作现代戏的过程中，金采风还塑造过

不少名人形象，比如《鲁迅在广州》中的许广

平。那时，越剧名家赵志

刚还只是

一个没有台词的龙套演员，这部戏却成了他和

金采风的第一次“合作”。昨晚以蓄须的鲁迅形

象重新唱起《鲁迅在广州》，赵志刚让戏迷大呼

认不出了。

当年，因为《汉文皇后》，赵志刚多了一个姐

姐。这部戏里，赵志刚演的是皇后的弟弟窦广

平。刚开始排练的时候，赵志刚紧张得连台步

怎么走，手怎么放都不知道，处处感觉手足无

措。那时候，金采风就一句句台词、一个个表情

地教他如何理解窦广平这个人物，如何把角色

内心的挣扎表现出来。

此后40年，赵志刚和采风老师始终以姐弟

相称。生活、工作上相互关心。他看到了姐姐

对于后辈的无私提携，就像当年带着初出茅庐

的他边教边演一样。只要是和越剧有关的，问

到她她都热情点拨，从无保留。每次重逢，不苟

言笑的金采风总会热情地张开双臂，对赵志刚

说：“想煞阿姐了，来，抱一下。”昨晚，几度哽咽

的赵志刚很想再对着姐姐说一句：“阿姐，我老

想侬额，我会永远想侬。” 本报记者 赵玥

岁月留“金”淘不尽
名家荟萃纪念越剧宗师金采风

本报讯（记者 朱渊）2023上

音歌剧院首届歌剧音乐剧节昨天

启幕。由上海音乐学院出品的经

典歌剧《茶花女》、原创歌剧《茶》、

原创音乐剧《春上海1949》、歌剧选

粹系列音乐会以及上海歌剧院出

品的经典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等4

部9场歌剧与音乐剧演出将陆续亮

相申城。

与此同时，6场歌剧学术沙龙、

4场歌剧与音乐剧工作坊也将同步

举行。多元化、高品质的剧目展演

及系列学术活动，将在申城掀起新

一轮观剧潮。

歌剧、音乐剧虽说是舶来品，

但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却正青春。

在首届歌剧音乐剧节的多部重磅

剧目中都可见上音师生的身影。

上海音乐学院、德国基尔歌剧

院联合制作的威尔第歌剧《茶花女》

集结了来自德国的音乐艺术指导和

导演团队、来自意大利的服装舞美团

队以及上音师生。2021年12月，该

剧首演获得广泛认可。此次复排，就

读于上音声乐歌剧系研二的蔡程昱

“接棒”出演剧中男主角阿尔弗莱

德。蔡程昱直言：“最好的课堂就是

舞台。在排练磨合过程中，我的最大

收获就是学会了‘分散注意力’。”

音乐剧《春上海1949》以上海

虹口继光高级中学（原麦伦中学）真

实事件为原型，讲述了学生怀揣着

爱国心和强国梦，为迎向光明的新时

代谱写的英雄故事。这部由上音原

创的作品最早是作为2019级毕业大

戏亮相的，后成为音乐剧学生们常演

常新的保留剧目。此次演出担纲主

角的是音乐剧系教师王梓庭，她感

慨：“我在上音读书时，大四学生的毕

业演出多数是搬演百老汇的音乐剧，

而如今的学生们已能演绎师生们原

创的音乐剧作为毕业戏。”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音歌剧

院院长廖昌永直言：“我们努力为

学生搭建更广阔的创作演出平台，

实则为打通高校教学与演出实践

的最后环节，希望他们能为中国音

乐剧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上海迎来了西方经典艺

术展览的旺季。上海博物馆

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明

闭展，乌菲齐美术馆的“波提

切利与文艺复兴”展不久前

于东一美术馆迎客，“西方人

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

馆藏精品展”也于日前在宝

龙美术馆开幕，加入“回看经

典”的豪华列阵之中。

“西方人物绘画400年：

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

上，美术史中熠熠闪光的名

字，从课本来到展厅——从巴

洛克宫廷画家凡·戴克到新古

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从浪漫主

义大师戈雅到德拉克洛瓦，再

到克利姆特、夏加尔、马格利

特、契里柯等，展览时间跨度

从16世纪至20世纪，以57件

作品讲述了一场西方人物绘

画的发展简史。

上博展览是纵观西方美术的

发展历史；乌菲齐美术馆馆藏是带

领观众穿越回文艺复兴时期，与美

第奇家族的艺术审美神交；

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

的藏品则全部来自日本收

藏，这批映射东方审美的时

代肖像历久弥新，为西方美

术发展增补了东方美学脚

注。

东京富士美术馆馆长

五木田聪介绍，该馆藏品中

有许多杰出的肖像画，从西

方宫廷的皇室贵胄到普通

市民的肖像，能够鉴赏到不

同阶层的人物特征。此外，

在历史画和风俗画领域，也

有着娴熟且多彩的人物描

绘。

东京富士美术馆创办

人是中日友好的使者池田

大作。1983年11月，他在

东京八王子地区创办了东

京富士美术馆，希望给艺术

爱好者们以及担负未来使

命的青年们一个接触艺术

作品的机会，这家非国立的

综合性美术馆收藏了3万

余件作品，收藏种类跨越东西方。

展览将持续至 7月 23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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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课堂是舞台
上音歌剧院歌剧音乐剧节凸显年轻力量

她是熠熠生辉的神秀英、
活兰贞，也是《红楼梦》中八面
玲珑的凤辣子，是命运波折的
祥林嫂，是大家闺秀崔莺莺，
也是深明大义的窦皇后。转
眼越剧宗师金采风已离开深
爱她的观众一年多，昨夜，一
个个熟悉的角色、一段段熟悉
的旋律再次来到观众面前，上
海越剧院携全国优秀“金派”
弟子传人和越剧各流派的名
家名角，以一场“我是风儿你
是沙”专场演出纪念金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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