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音

上海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青病逝，享年 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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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明布洛芬，
他被评为“最懂女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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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名无“双”字的“双字辈”

“双字辈”师承姚慕双、周柏春两

位大师，也就是说“双字辈”是同时拜

了姚周两位老师的。这些徒弟当中，男

性都有带“双”字的艺名，女性则用“上

官”“欧阳”等双姓做艺名。

姚周两位大师前后共收了 30 位

弟子，但后来真正成名的“双字辈”也

就十几位，其中只有李青这个名字和

别人不同，他没有起带“双”字的艺名。

因为当年李青拜姚周为师比较晚，而

且当时快五十岁的李青在社会上已经

有了点名气。

李青童年时代家境优渥，因一场

大火搬进了弄堂，当初弄堂里的新朋

友见他喜欢戏曲，便引荐他认识滑稽

演员张利音。对于艺名中为什么没有

“双”字，媒体人周力在纪念文字中提

到李青专门作的说明：“我原来的先生

不是姚周，而是张利音”。解放初期，住

在南市小西门少年路（今黄浦区少年

路）的弄堂青年李万松（后写成李方

松）因为喜欢滑稽表演，机缘巧合拜了

当时上海新生通俗话剧团的演员张利

音为师。张利音给他起了艺名：李青，

希望他青出于蓝胜于蓝。李青对老师

非常尊敬，上台表演时难免羞涩。张利

音开导他：观众花钱买票来看戏，是来

看你尊师重道的吗？他们是来看你唱

戏的。你要时时告诫自己：“观众是来

看我的。”这样你才能演出头。张利音

的这些话，李青记了一辈子。

好景不长，滑稽戏很快演不了了，

张利音和李青师徒都不得不自寻出

路。张利音的工作是在五金店，李青则

到位于老城隍庙的梨膏糖商店当起营

业员，后来还担任过经理。艰难的岁月

里，李青没有放弃艺术追求，待到拨乱

反正后，他抓住机遇进入当时的上海

曲艺剧团（今上海滑稽剧团），还拜了

新的老师：姚慕双、周柏春，成为“双字

辈”的一员。而他的老师张利音，决定

留在五金店，原因很有时代特色：他想

在五金店退休，好有一个可以由子女

顶替的名额。

说到自己的老师张利音，李青带

着很多的感情。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他

始终没有在自己的艺名中加上“双”

字，他成了名字中不带“双”的“双字

辈”。

“青春组合”情谊长存

上世纪 80 年代，正值独脚戏、滑

稽戏发展的鼎盛时期。剧团受邀到温

州演出，童双春和李青搭档演出节目

《莺歌燕舞》，原本只是偶然调整，演出

效果却异常轰动。童双春的外表非常

英俊帅气，他比较擅长的是说唱以及

戏剧内容的创作，李青则更偏向于成

为敏捷灵活的百变谐星。这两人的“青

春组合”，一瘦一胖，一正一谐，可谓相

得益彰。而两人也一直秉承着姚周两

位大师的滑稽艺术理念，终身在探索

不为噱头而噱头的“高级滑稽”。

返回上海后，两人合作就越来越

多，舞台上反差极大的两人台下极为

默契。《日本越剧》《师徒俩》《大与小》，

两人推出一系列广受认可的好作品。

童双春曾在《可凡倾听》中评价自己这

位搭档：“李青身上有很多宝，一个宝

是形象可爱；第二个宝，嗓音洪亮；第

三个宝，肌肉丰富；第四个，他表情丰

富，所以他身上的宝贝很多。两个人合

作当中，他自己甘当绿叶，我创作出来

的意图，基本上他都很认可。”

两位艺术家从艺七十余年，搭档

亦有四十余年。两人在台上是一捧一

逗的搭档，在台下也是无话不谈的好

友。而熟悉他们的人还知道，两人一直

是住在田林老公房里的邻居，李青住

在5楼，童双春住在 6楼。平日里，李

青每天总要上楼“望望”好朋友，喝喝

茶、聊聊天、看看电视，更经常在一起

讨论作品。童双春曾笑言：“人家说搭

档是夫妻，确实是这样。大家尊重对

方，平常心去对待名利。李青人嘛相当

实惠，隔三差五要上来一次看看我，在

吗？双春你好吗？三句话不到，人已经

下去了。明天隔一天，第三天又来了，

又是这样，非常热情，到现在为止还是

这样。”

晚年，李青和童双春一直心系舞

台，也参与各种社区舞台。只要上海滑

稽剧团有演出，他们也一直到剧场观看

支持。2021年 5月，88岁的童双春去

世。去年9月 23日至 25日都市喜剧

《宝兴里》在兰心大戏院首演，李青还坐

轮椅到演出现场为后辈加油。近年来，

上海滑稽剧团《弄堂里向》《皇帝勿急急

太监》《哎呦爸爸》首演，李青都第一时

间到场。如今，两位“青春组合”的老伙

伴在天上相聚，给滑稽艺术和观众留下

了经典的作品和永恒的笑声。

综合自上海滑稽剧团微信公众

号、 老周望野眼微信公众号、 澎湃新

闻、新民晚报等

据上海滑稽剧团公众号，上海滑稽剧团著名“双字辈”滑稽表演艺术家、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戏上海市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脚戏

上海市代表性传承人李青，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年 1月 2日 1点 25分逝世，

享年 91岁。

“后来经过协调，我去了江西赣州大余县体验生

活， 在县委大院待了差不多五个月时间……这次通

过几个月体验，了解得多了，基层干部的更多面就出来

了……就像‘万花筒’一样在我面前展开。 这些细节打

破了外界对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让他们更接地气，也

更真实。 ”

———电视剧《县委大院》近日收官。该剧编剧王小枪曾

深入县委大院体验生活近五个月。 “我遵循一个写作原

则，就是最大限度真实呈现当下中国的县域政治生态，让

大家更多地了解无数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 ”

“不过短短六年多的时间，围棋界几乎经历了一场

大革命。职业棋手都在使用 AI训练和备战。解说比赛

都由 AI进行辅助， 传统的围棋知识都要经过 AI的检

验，很多定式或者结论也都逐渐被淘汰了。 ”

———近日， 著名围棋国手古力九段在访谈中谈到

AI带来的围棋革命，以及如何思考围棋作为一种智力

游戏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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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图片来自上海滑稽剧团公众号

2023年1月4日~10日

最近，退烧镇痛的药物布洛芬频繁登上热

搜。不过，这款药物最早是为了治愈类风湿性关

节炎开发的。它的发明者是英国科学家斯图尔

特 ·亚当斯，发明过程也更像是“无心插柳”。

亚当斯 1923 年出生于英国北安普敦郡，16

岁时辍学，前途可谓是一片迷茫。离开学校的亚

当斯来到了Boots 公司的药房当学徒。3年后，

亚当斯在公司的资助下，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

药学专业，并成功拿下学士学位，后来又在利兹

大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1952 年，29 岁的亚

当斯回归Boots 公司，并从事研发相关工作。当

时他被分配的一个任务就是为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找到一种新的非类固醇消炎药。

当时，全世界都在寻找阿司匹林的替代品，

因为阿司匹林早在 1897 年便被用来止痛，但由

于需要服用的剂量很大，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也

是相当明显（过敏、出血、消化不良等）的。为了

能够寻得合适的替代品，亚当斯便找到了两位

得力干将帮忙———化学家约翰 ·尼科尔森博士

和技术员科林 ·伯罗斯。他们合力测试了 600多

种化合物的效果，关键就是要找到一种耐受性

良好的药物。这一找，便是十载光阴。

布洛芬取得成功，离不开亚当斯一次宿醉

的经历。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解释了自己

是如何发现布洛芬的：“有一次我要上台发言，

但因为头天晚上和朋友喝酒了，醒来后宿醉头

痛。于是我服用了 600mg的异丁苯丙酸以确保

万无一失，结果发现它的止痛效果相当不错。”

这次意外的发现让团队兴奋不已，他们立即推

进了对此的研究，不久之后异丁苯丙酸很快便

通过了临床验证，得名“布洛芬”。值得一提的

是，“宿醉风波”并不是亚当斯第一次在自己身

上试药，曾经在接受专访时，亚当斯就表示：“我

从来都认为在他人服用药物之前自己应该是第

一支药物的服用者。我在项目中还服用过很多

其他药物。尝试这些药物很重要，我很高兴能成

为第一个服用布洛芬的人。”

1962 年，Boots 公司为布洛芬申请了专利。

在 7 年之后，也就是在 1969 年，布洛芬作为一

种处方药最终得到了英国的批准，到了 1983

年，被批准成为非处方药。布洛芬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并风靡。随着布洛芬最近的大火，“布

洛芬之父没赚到一分钱”的话题也是格外火热。

毕竟亚当斯本人也开玩笑说过：我可能是唯一

一个因为布洛芬而赔钱的。因为 Boots 公司从

没有支付承诺过的 1英镑专利费。事实上职务

研发专利归公司所有。而且 Boots 公司给主要

研发人员的待遇都很高，并不是真的会赔钱。

1987 年，亚当斯获得英国女王亲授的大英

帝国勋章，以表彰他的成就。2007 年，英国《卫

报》发表“真正理解女性的 50 名男性”榜单，亚

当斯排在了第 26位。同时上榜的还有知名演员

乔治 ·克鲁尼。儿子大卫 ·亚当斯说，父亲上榜的

理由是布洛芬有助于缓解痛经，“母亲总是对此

感到好笑，说你爸应该被列入‘最不懂女人的男

人’榜单。”大卫说。他妈妈玛丽也是个科学家。

斯图尔特 ·亚当斯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在

诺丁汉去世，享年 95岁。大卫说，父亲没有在这

一发明上大做文章，“他恪守规则，从来不提自

己是发明者，当他自己去药店买布洛芬，销售人

员向他介绍服用注意事项时，他都会耐心地听

着。我爸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宗和

著名戏曲音乐家、国家一级

作曲、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原理事

长高鸣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 8 时 18 分在沪逝世，享

年90岁。高鸣曾为近 80个剧目

作曲，代表作有越剧《红楼梦》《盘

妻索妻》《彩楼记》等，并著有《沪

闽耕耘录———高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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