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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昨晚，当一群号手，在大剧院二楼包厢吹响《致敬号角》时，一缕

暖色灯光如曙光一般扫到了二楼，映照出爱乐乐团的演奏阵容。这
声声致敬号角，吹响了“为人民讴歌，为时代立传———上海文学艺术

奖颁奖典礼”的序幕，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以来，功勋
卓著的文艺工作者表达了崇高的礼赞。

七十年来，上海孕育和涌现了一大批文艺大家，诞生了众多影
响深远的文艺作品。始创于 1991年的上海文学艺术奖，正是这座城

市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精神标杆，同时，也充分彰显了上海城市

的文化特质、精神品格和胸襟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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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佳音

    颁奖典礼主题突出、节奏凝练。除了《致敬号角》的“序章”，仅有三

个文艺节目，其中两个是朗诵，最后由廖昌永演唱了一曲《再一次出发》
表明文艺征程再出发的理念。

丁建华、康庄以朗诵的形式讲述了文艺大家的工作小事，题为《从
艺做人，以德为先》。他们或叙述或演绎了五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大

家，在工作和生活中朴素但深邃的小事。例如，王文娟争取演林妹妹这
个角色时，曾率真地表示：“演不好，我头砍下来！”例如，当年很多人想

不通为何要让陈少云去演刘罗锅———这其实是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门口

放置了一个票箱，群众票选出来的。

当近 30位青年文艺家一齐登台，集体朗诵《为人民讴歌，为时代立
传》时，仿佛是在台上为自己的人生许下誓言。“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

的剧中人；人民，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作者。”青年文艺家在颁奖典礼
临近尾声时吟诵的这句话，恰到好处地点明了文艺大家与人民大众的

关系。 本报记者 朱光

    第一位获颁“杰出贡献奖”的是舞蹈家辛丽丽。她穿着缀满花朵

的中式服装，款款走上舞台，有着舞者的优雅、名家的沉静。与众不
同的是，为她献花的，是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群众文艺新人新作奖

的舞蹈编导王雯。随后获颁“杰出贡献奖”的是昆曲名家张静娴。为
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献花的，则是全场最小的孩子———曾凭借京

剧《挡马》的精彩表演摘得 2018中国戏曲“小梅花”称号的 8岁小姑
娘汪易楠。她也是张静娴老师的小戏迷。

慢慢观察，会发现颁奖典礼的“献花”环节，没有“套路”，全是

“思路”———为陈燮阳献花的，是上海市群艺馆乐队与合唱指挥赵
兵；为茅善玉献花的，是浦东新区唐镇的沪剧爱好者黄丹⋯⋯献花

者，无一例外，不是在艺坛上刚刚起步就显现天分和技艺的初试啼
声者，就是在群文队伍中小有建树者。他们都是来自人民

之中，对于艺术别有一份深沉情感。

    “做人要简单一点。演戏要复

杂一点。”三周前，第七届上海文学
艺术奖获奖名单揭晓的当天，晚报

用四个整版的特别报道，为获奖的
文艺大家喝彩，也为这座城市文化

的中流砥柱留影。在接受晚报记者
独家专访时，93岁的终身成就奖得

主、越剧“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

用绍兴腔的上海话温柔地这样说。
昨晚，在上海文学艺术奖的颁奖典

礼现场，一头华发的王文娟又一次
动情地说：“台上演戏我是不怕复

杂，台下演戏我只求简单。这是我一
生的信条。”

这句话，王文娟短短一个月里
跟我们讲了两遍。我想，她跟自己

的学生讲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

遍。我想，这也是昨晚获得终身成就
奖的五位文艺大家的共同心声。作

曲家何占豪站在大剧院的舞台中
央，还清楚记得自己 60年前创作

《梁祝》那份初心，他说自己一辈子
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麒派老生陈少云领奖时

也再一次说起了心中的麒派艺术精
神，“真情实感、浑身是戏”。这个总

是豁出命去的“戏疯子”一上台便什

么都不顾了，一心想要把最好的呈
现给观众，69岁那年他在台上一个

“抢背”摔断了三根肋骨，却生生地
撑完了下半场演出。
五年前，同一方舞台上，获得

“杰出贡献奖”时，书法家周慧珺说，

自己的一生很简单，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书法，那是她最大的快乐，她

无怨无悔；五年后，她坐在轮椅上登
台，大屏幕上依旧是她心底的话，

“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选择了书法
作为我终身的职业”。因为身体原

因，没能来到现场的黄宗英也让儿

子带来了自己的感言，她说：“我要
对巴老、佐临和所有的师长们说，学

生没有让你们失望，小妹做到了。”
十六七岁的时候，黄佐临跟“小妹”

说：“有时应当什么都不干，就什么
都不干，可以小做，小做，应该大干，

当然大干。”
走过漫长的艺术人生，94岁的

黄宗英说她要感谢上海的观众和读

者，对她将近一个世纪的厚爱；要感
谢党，对她将近一个世纪的教导；要

感谢这片土地，感谢人民，对她将近

一个世纪的抚养。我想这也许是所
有艺术大家的心里话。儿子赵佐代

读的获奖感言最后的三个字，很动
人，黄宗英说，“我鞠躬”。

这是一位艺术家心底的感激，
作为这座城市的市民，作为她的读

者和观众，我们接受。但我们也想把
最诚挚的敬意，把最真切的感激，回

敬给这些可爱的人，这些一辈子只
做了一件事的人。是他们，用自己的

作品和艺德，用自己几十年如一日
的坚持，为这座城市树立起行业的

标杆和城市的高度。

颁奖典礼，是一次纪念，更是重
新出发。五位“杰出贡献奖”得主里，

最年长的指挥家陈燮阳 80岁了，他
国庆期间还参与了《奋斗吧，中华儿

女》的指挥工作，他说“要继续工作，
到大家满意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

辛丽丽只有 56岁，她说这个奖让她

感受到了责任，“拿到这个奖是新的
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

前面的路还很长。星光熠熠，艺
脉绵延。相信这份来自文艺大家、名

家的执着与纯粹，这份光和亮，也能
照亮我们日常的生活，照亮我们把

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的每一天。

独白 名家心声
    每位获奖者的感言，其实也是

他们在舞台上的心灵独白。除了赵
佐代表母亲黄宗英、学生李静代表

老师周慧珺，其余 8位分获“终身成
就奖”和“杰出贡献奖”的文艺家，都

对观众说了一段知心话。他们的共
性就是谦逊地感激人民。何占豪的

一句“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

奖”，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如此朴实
无华的真理，字字珠玑。

93岁的王文娟走上台前，一头
银发泛着光。她十分谦虚，表示自己“天资平

平，只是肯下笨功夫”，作为有着 62年党龄的党

员，“陪着共和国一起成长，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社会主

义文艺工作者⋯⋯”一口嵊州话，带着越剧腔，委婉、优雅，却

铿锵有力，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6岁的何占豪，西装笔挺，大步流星。从舞台一侧走出来时，如果
主持人不说，没有人猜得准他的年纪。何占豪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老百

姓：“我们这一代音乐人都坚信，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要接地气，老百姓
不夸赞你的作品，得再多奖也没有用。”众人尊称麒派掌门人陈少云为

京剧大师，他说他每次走进京剧院院子里，先向周信芳雕像鞠躬：“这些
年，我只是在继承麒派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

派精神融入到剧目的创排和演出过程中。”

朗诵 再现“小事”

献花 表达敬意

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特别报道

■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入选人登台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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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杰出贡献奖

的茅善玉、 张静娴、

陈燮阳、韩天衡、辛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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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音青年教
师向何占豪献花

■ 王文娟和
戏迷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