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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建湖是淮剧的发源地，上

海是淮剧的发祥地，在淮剧老生泰
斗何叫天诞辰 100周年之际，由上

海淮剧团复排的“何派”代表作《三
女抢板》来到何叫天的祖籍建湖上

演，参演首届中国淮剧之乡艺术周。

昨天，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的专家
学者齐聚建湖，就何派艺术在当下

的传承和发扬进行探讨。
淮剧《三女抢板》首演于 1957

年，由一代宗师何叫天、筱文艳携手
合作。60多年来久演不衰，深受广

大观众喜爱，并被全国 30多家不同

剧种的戏曲院团移植。尤其是湖南

省湘剧院移植演出的版本，毛主席
和周总理曾多次观看，并提出修改

意见。1961年，香港影业公司将淮
剧《三女抢板》改编拍摄成电影《生

死牌》，红极一时。
今年，上海淮剧团整理复排了

《三女抢板》，何叫天之子何双林执

导，张华、邢娜两位“白玉兰”戏剧表

演奖得主领衔主演。这次复排精简

了戏剧情节，重新提炼主题，围绕民
女舍身救父、清官除暴安良铺展情

节，故事更加好看，节奏更加紧凑。
《中国戏剧年鉴》主编李小青认为：

“传统戏本身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核
值得重新挖掘，让观众看到。《三女抢

板》的上演弥补了传统戏整理改编方

面的弱项，戏里抢的是生死牌，弘扬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和义。”

上世纪 80年代，江苏省淮剧研
究会秘书长刘正阳看过何叫天的

《秦香莲》，那时候看戏没有字幕机，
何叫天就根据观众的即时反应修改

演出内容，那时何叫天就已经很有
改革创新的意识。刘正阳说：“任何

一个流派不是演员自己创立的，是

演员和观众一起创造的。”何叫天创

造的淮剧曲调“连环句”首演时，他

心里也没底，直到演出结束后观众
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才知道是

成功了。戏曲作品只有获得观众的
喜欢，才能真正传播开来。

前晚的演出现场，剧场罕见地
爆满，甚至有些观众坐轮椅也要来

看戏。刘正阳认为，这恰恰说明了重
新编排后的《三女抢板》符合当代观

众的欣赏习惯，能和他们产生心理
上的共鸣。在戏的尾声，除了主要人

物体现的情感，海瑞的出现恰恰寄

托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让承
载着历史的传统戏与现代社会弘扬

的正能量有了一致性的表达。
特派记者 赵玥 （本报盐城今日电）

    巴金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通

过带有巴老与他的朋友们的遗泽、
闪烁着精神之光的一份份手札，来追

忆并未远离的文学大师们，是对他们
最好的纪念。昨天下午，巴金先生铜

像落成揭幕仪式在巴金故居举行。

无所不谈 真诚温暖
此次展览上，展出巴金与鲁迅、

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叶圣陶、

冰心、沈从文等四十余位友人及其
家属的往来手札，这些友人、作家均

在上海工作或生活过，也可谓是上
海现代文学圈的一次感性的亮相。

从最早的 1936年 2月 4日鲁迅致

巴金书信起，展出手札时间跨度近
六十年。手札涉及的内容，既有创作

编译、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方面
面，又涉及大量的日常生活。相比其

作品，挚友之间的手札往往更直接

地表达了作家们的思想和情感。

这些良师益友之间，无所不谈，
真诚温暖：

鲁迅先生细细指导 《死魂灵一
百图》校样的修改方式：“巴金先生：

校样已看迄，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

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 ”

茅盾先生表达久别的问候：“久
不通信，但知近况佳胜，精神焕发，

甚佩甚慰。 ”

老舍先生留下便条：“巴金兄，

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

冰心大姐耐心开导：“巴金老
弟：……你已经闯出来了，为什么还

总是忧郁？ 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
关，人最怕的是孤独，我以为你应该

多接近年轻人，我和你的身世不同，

从小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就

学时也一帆风顺， 老了仍有许多年

轻朋友。 ……愿你快乐！ ”

沈从文先生夫妇珍惜巴老赠的

书：“过去一些熟人朋友看到我家有

您前面那四本（《随想录》），多来借
阅。 借是借出了，我心里总犯嘀咕，

怕收不回， 因为上面有您亲笔题

字。”张兆和女士更是坦诚地表露对
于友情的珍视：“您在病中寄来的信

和剪报，令我们深深感动，从文看后
哭了。我们万分珍重你的友情，常望

你保重，今年能够见面。 ”

曹禺先生真诚地致谢：“我想起
半个多世纪以来， 你对我极深的帮

助、友谊。 你介绍我入了文艺界，你
不断给我似火的热情， 我有许多缺

点，你总是真诚地指出来。回想许多
事，我能有你这样兄长似的朋友，我

是幸福的。 ”……

作家方令孺给巴金的信上，背
景中淡淡地勾勒着一位抚须的白发

老者，作家、画家凌叔华的信纸上则
点缀着莲花与梅影，信笺的雅致意

味着文人交往之间的郑重。

璀璨星辰 和谐温馨
展览中，现代文坛宿将新秀济

济一堂，交流家长里短生活琐事，讨

论他们共同倾心的文学事业。这些
令人遥不可及的璀璨星辰之间，相

处起来是如此和谐温馨。纸短情长，
或急或缓的笔迹间倾诉着彼此深长

的想念。封封信件更是文化的绵延，

将中国文人交往的传统生生不息地
实践在笔端。

“巴金先生一生重视友情，爱护
朋友，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

之间不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
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

谊，能够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年月，
一言一行总关情，在冷漠的岁月里，

友情温暖了人生，照亮了生命。纸短
情长，岁月流逝，它们又是历史的记

录，珍贵的文献，让我们窥见历史的
背影。”策展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

长周立民说。

铜像揭幕 展品丰富
本次展览的各种设计元素都以

书信为主题：邀请函上的字出自广

东学者戴新伟之手，邀请函的信封上
的地址“武康路 113号”是巴金先生

的手迹，仿佛由巴老亲自发出的邀

请，木质的邀请函背面印制作家们的
书信手迹，极具收藏价值。

上海站巡展独有之处还在于，
主办方在上海文学发展基金收藏的

文人字画中，选择了冰心、张光年、
陈从周、冯牧等人的书画进行展出，

这是这批藏品首次向公众展示。

当天，立于巴金故居前院巴金
铜像揭幕，像高 2.23 米，直立面向

主楼，铜像由中国当代艺术家、鲁迅
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打造。巴金先

生含笑背手，踱步沉思，于院中，望
着往来人。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经过了北京、 大连

站， 巡展到这座巴金先
生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

城市， 他有那么多的知
己， 与这座城市息息相

关。 徐汇艺术馆在进门
处设置了互动留言墙，

参观至此， 可以执笔写

下感言， 重温手写时代
的思绪与笔画齐飞。 留

言墙旁边是巴金先生与
妻子来往书信的片段，

边读边回味， 唤起更多
的灵感和回忆。

当那些灯下握笔说
衷肠的时光， 那些翘首

盼望鸿雁飞来的日子，

都已经成为人们的记

忆， 而这些久违的一笔
一画间或辗转或淋漓之

意， 又把曾经的风华带
回到我们面前。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所

说，“人们有很多理由热爱这座城
市，但对很多人来说，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理由是：这是鲁迅的城市，是巴

金的城市，是文学艺术的城市。 ”

徐翌晟

115周年诞辰，他与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往来信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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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派代表作《三女抢板》回到淮剧发源地上演

有观众坐着轮椅来看戏
我在现场

“温暖的友情———巴
金与友朋往来信札展”昨天

巡展到徐汇艺术馆，当天正是巴
金 115 周年诞辰。中国作家协会主
席铁凝说：“这些天来，这个展览温暖
着我们，当巴金写下那一封一封信札
时，他是写给远方的朋友，但隔着长长
短短的时间，我们大家也都是收信
的人，从那些擦亮心灵的信里，
我们读出了深情厚谊，读出
了风骨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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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家李象

群（左）与巴金女
儿李小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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