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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曲艺界人士眼中的老艺术家陈希安

并非无中生有
只为百花盛开

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十年摸索

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陈希安先
生追思会昨天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
堂举行。

来自苏浙沪各评弹院团、曲艺家
协会代表，陈希安的弟子、家属等纷纷
发言，共同追思这位对评弹事业呕心
沥血的老艺术家（见左图）。追思会上，
上海评弹团团长、陈希安的弟子高博
文将陈希安亲授的百回《珍珠塔》手写
本，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
人手稿馆。当天下午，这份珍贵的手
稿，即在上海图书馆馆藏名家手稿展
展出（见右图）。

    日前，以“我们在校园写作”为主题的复

旦MFA成立 10周年高峰论坛上，人们更想知

道，在王安忆的带领下，MFA到底学了什么？
有了哪些成果？

“不可思议”的王老师
“当年（王）安忆到复旦教书，我觉得非常

奇怪，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我想她一定是觉
得作家这个行当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按照我

的想法，作家显然是教不出来的。我觉得王安
忆是在做一件蠢事，她不仅想把自己的写作
秘诀无私地奉献出来，而且还想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希望培养出能超过她的人。”论坛

上，作家叶兆言直言不讳。
无论如何，文学写作的教授，开始了。到

底什么是可以教的？这是 MFA需要解决的问
题。王安忆曾在一篇“课程宣言”中提出，故

事、情节和文字，这些是在“人力可为的范
围”。“同学都记得，王（安忆）老师每次开题选

题，上课时的灵魂之问，你为什么这样写？这

个人物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故事的逻辑
是什么？就像苏格拉底式的助产士一样，帮你

把孩子生下来。”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说。
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实践”是 MFA学员

的必修课，这门课的任务是写一个虚构的故
事。开课前的假期，王安忆会先指定一个地

方，要求选课学生实地探访。这些地方大都很

有来历：由厂房改造的“田子坊”、曾为“远东

第一屠宰场”的 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
纺织总厂改建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福州

路旧书店、鲁迅纪念馆⋯⋯她要求学生以当
地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先写出开头，拿到

课上讨论，回去修改和续写，下次课上再讨
论。如此周而复始，尽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

事。讨论环节通常以王安忆的“质疑”开始：这

个开头有没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如果有，

你要怎样选择和利用这些可能？如果没有，可
以增加哪些资源？用王安忆的话说，这叫“无

中生有”“无端生是非”，“就像万花筒，略一转
动，百花盛开；再一转动，千树万树；再再转

动，繁花生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没有经验的学生们
入学面试时，王安忆并不特别在意考生

的创作经验。如今 MFA毕业、在文坛崭露头

角的学员，入学前大都没有真正写过小说。复
旦更关注的是考生是否做好了创作的“准

备”，比如长期的阅读积累，比如对日常生活
的观察。“这是一个全新的写作训练的经历。”

作家、资深编辑金宇澄曾担任复旦 MFA首届

校外兼职导师，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门费心
费神的工作，不同于编辑事后介入作品，而是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大量参与。“这种过程让我
发现了在编辑岗位难以发现的作者。”他至今

记得一位来自温州的学员，“家里是做生意
的，我在其他小说中从没看到过像他所写那

样关于经商温州人如此热闹、丰富的场面。”
除了作家、编辑的教学模式，复旦 MFA

重视跨学科艺术的培训。2010年以来，创意写
作专业先后邀请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编舞家

舒巧、上音音乐剧系主任金复载、书法家刘天
炜、纪录片研究专家林旭东、滑稽表演艺术家

王汝刚等“开课”。青年作家、复旦 MFA教师
张怡微说，尽管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课程

的主体是小说、散文、诗歌，学生经由课程依
然能得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可能。“今天学

习创意写作的同学，如果未来成为作家、大作
家，很可能不是因为你们进了这个专业，学过

创意写作。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如果你们能
够成功，只能说明创意写作课堂更容易让你

们破壳变成小鸡，更有利于你们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复
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陈思和回
忆，当他作为 77 级学生进入复旦中文
系，系主任朱东润在第一堂课上说的
这句话让全班都傻了。但十多年前，时任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想：“既然
MFA 作为美国作家的最高学位，培养出
了白先勇、严歌苓等一批作家，我们为什
么不可以？”经过长时间的努力，2009 年
作为专业学位的创意写作(MFA)在复旦
诞生了，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高校中第
一个以培养文学写作者为宗旨的创意
写作专业硕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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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为自己办过专场
全力把机会让给新人

一生心系评弹
不少嘉宾在发言时语带哽咽，还有不少

陈希安生前好友、评弹老听众从各地赶来，

静静地坐在场内参与这场追思会。作为上海
评弹团建团的“十八艺人”之一，陈希安倾尽

毕生心血，为评弹事业及上海评弹团的建设
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即便是退休后，仍

一如既往心系上海评弹团。陈希安的夫人薛

钟英说，只要团里有通知，他脚踏车一蹬就
出门了，从不计较报酬。只要对评弹有好处

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陈希安自 1983年起作为上海广播“星

期书会”的创始人、主持人之一，坚持录

制节目 35年，共录制 1800期，不遗余力
地在各类媒介平台上持续推广评弹艺

术。老先生喜欢学习新事物，有一次评价

蒋月泉他用的词儿是颜值高。在生命的
最后时光，中国曲协副主席盛小云到病

床边探望陈希安，为他讲述自己亮相国
庆阅兵花车的经历，老先生夸赞她为评

弹“做得好”。高博文也提及，尽管身在
医院，陈希安的心却一直关注着评弹，

躺在病榻上还录了一段视频提点团里的

青年演员，希望年轻人将评弹艺术发扬
传承好。

始终提携后辈
在追思会上，陈希安的弟子郑缨几度哽咽：

“对我而言，上海评弹团是评弹艺术的殿堂，能

跟先生学习是我一生的福气。”每次和陈希安同
台，郑缨总是格外留意，一旦出点差错，先生的

眼睛马上就瞥过来。上海评弹团老艺术家赵开
生也回忆道，自己能拜到周云瑞这么好的一位

老师，正是缘自陈希安的举荐，是他见证了自己

踏进评弹艺术大门，正式成为一名评弹演员。

为了使长篇弹词《珍珠塔》后继有人，陈希安
打破门户之见，将自己珍藏的和评弹老艺人倪萍

倩合作的一百回手抄演出本无偿赠予高博文。但

在此之前，是一段长达数年的考察期。上世纪

90年代正逢评弹的低谷，陈希安担心高博文
思想不坚定，一直到千禧年之际，年过七旬的

陈希安，将刚过 30岁的高博文请到家中，就
像当年师傅将《珍珠塔》交到自己手上一样，

只字不提费用和媒体宣传，郑重赠予高博文。
上海曲协副主席王昕轶提及与陈老相识 20

年来的点滴：“陈希安老师的一生都遵循着一

切为评弹、为青年、为观众的宗旨。他淡泊名
利，相伴评弹，守护‘珠塔’，成为现代作品保

留数量最多的老艺术家，而他自己不曾办过
一次评弹专场，因为他要把机会留给更多青

年人。”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