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19Elderly Weekly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童
双
春

“正派小生”学艺

日前，我来到田林社区拜访这位 85

岁的滑稽表演艺术家。在童老的书房，我

望着墙上挂着的一张张剧照，他对艺术

的一生孜孜追求，在我眼前一幕幕映现。

上海观众都知道，“双字辈”是滑稽

大家姚慕双、周柏春两位亲自浇灌和培

养的硕果。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姚周艺技

日精，红遍上海滩。此时有 20多名痴迷

滑稽的学生先后投奔于其门下，他们与

老师当年仰慕先生何双呆取名“姚慕双”

一样，男学生在其取艺名时，在中间镶嵌

一个“双”字，其中有筱慕双、沈双亮、吴

双艺、王双庆、童双春、翁双杰、张双勤、

王双柏等。而女学生则以复姓表达“双

字”，其中有司徒华、欧阳丽、上官芬、诸

葛英、上官静等。在姚周领衔下，“双字

辈”个个身怀绝技，各显神通，可谓“群像

中凸现个性，个性中展示群像”，这是滑

稽界难有的风景，素有“正派小生”之称

的童双春就是其中佼佼者。

童双春，原名童永江。少时一门心思

跟着隔壁拉京胡的阿哥学唱京戏，9 岁

时已经能唱《捉放曹》等几十个京剧名

段。一天，他被大人带到红宝剧场（今新

世界楼上）看“三飞”（滑稽老演员朱翔

飞、唐笑飞、包一飞）表演的滑稽戏，看得

他咧嘴大笑，从此喜欢上了滑稽。

1949年，童双春考进了杨笑峰创办

的滑稽训练班学艺。1950年初开始登台

演出。一天，配角演员没来误了场，管事

的急得把童双春推上了台。没想到一直

“偷戏”的童双春竟不忘台词，还演得不

差。正在该团加盟演出的姚慕双称赞说：

“这小囡蛮好，蛮聪明咯。”听到这句话，

童双春高兴啊。在马秋影引荐下，姚周答

应收童双春为徒。师母在为他起名时十

分巧妙，保留他的姓，又从两位师父的名

字里各取一个字，艺名为童双春。

学艺是艰辛的，但童双春懂得厚积

薄发。1952年，他在《幸福》一剧中出演团

支部书记刘传豪。首次作为主角登台，而

周柏春竟为他配戏，这无疑是对他最大的

信任和支持。童双春外貌英俊，在滑稽戏

中多扮演正派角色。而滑稽戏是笑的艺

术，如何既挖掘人物喜剧因素，又掌握分

寸，不致出格。他攻克了一个个难题。他

塑造的人物包括《满园春色》中的饭店龙

书记，《出色的答案》中的科研人员曾晓

勇，《性命交关》中的“靠边”外科医生常

春来，《GPT不正常》中的新闻记者周忠

发，《路灯下的宝贝》中的待业青年蒋大

毛等，无不入木三分，令人过目不忘。

笑声源自生活

童双春与其搭档李青长期合作，所

演的节目大多为原创作品。善于观察细

节是他的习惯，关注社会热点、捕捉新鲜

事物是他的职业敏感。童双春说，生活是

创作的源泉，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料，充

分挖掘其中的喜剧要素，才能创作出与

时代同步、受观众欢迎的作品。

他创作过不少针砭时弊的讽刺类佳

作，如《一拍即合》《大放血》《真假医生》

等，也有抓住时代脉搏、讴歌真善美的颂

扬类作品，如歌颂祖国的《啊！母亲》，根

据音乐教师成功教学范例创作的《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三角地菜场优秀营

业员的《师徒俩》，弘扬民歌艺术的《唱山

歌》，歌颂军民抗洪救灾的《战洪图》，反

映改革开放的《变》等。这些作品充满正

能量，让观众深受鼓舞。

上海滑稽的“说学做唱”是一种表演

形式。“说”体现了上海话的幽默，“学”体

现了上海话的灵活，“做”以上海生活为

故事背景，夹杂着上海话的元素 ，“唱”

更体现了上海话的美感和韵味。

说玲珑，唱玲珑，玲珑宝塔巧玲珑⋯⋯

风吹玲珑玲珑响，雨打玲珑响玲珑⋯⋯说

唱《玲珑塔》是童双春的代表作之一。谈

到这个作品的诞生，他记忆犹新：“我曾

在农村参加了一年的劳动，比如晒大麦、

种棉花、挑河泥等农活，什么都干过，对

此有生活体验，所以创作时比较顺畅。尽

管这个说唱是在《金陵塔》基础上的丰

富，但跟上时代，我不仅创新了曲调，而

且加大了绕口令的难度———有位农民本

姓陆，名字叫作陆百谷。陆百谷，轧稻谷。

轧稻谷，在北屋。北屋门前轧稻谷，轧出

稻谷堆北屋。稻谷掼勒北屋外面屋壁角

里的壁角落⋯⋯”

富有生活气息的说唱，一气呵成。童

双春表演时，在咬口、喷口、运气、吸气、

运腔诸方面颇见功夫。82岁时，他还曾

现场演绎过《玲珑塔》，依旧吐字清晰，快

而不乱，韵味浓郁。

童梦永远不灭

笑予观众，是童双春的艺术梦。退休

后，他仍追梦不止。1996年创立太平洋

艺术团，继续奉献给观众《步步高》《满园

春色关不住》等大戏。2007年创立童双

春艺术工作室，策划演出了《老介福》《不

要心太软》等滑稽戏，并且在《不要心太

软》中饰演了茶坊小老板一角，一改戏路

获成功。所谓童梦未灭，花开双春。

童双春是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的评审，每年看戏多达 70部。他说，至

今他仍坚持读报读书，不断充电，与时俱

进，才能使自己当评委“不辱使命”。2018

年 5月，童双春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戏和独脚戏代表性

传承人。他深感肩上的重任，弘扬和传承

海派滑稽艺术成为他一直的任务。为此，

他受聘担任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

学院的艺术顾问和上海戏曲学校曲艺班

的老师，而他的家又成了社区小学生学

演上海说唱的课堂。

他告诉我，还有一本与滑稽戏剧本

创作相关的书籍已在筹备中。“我想，我

的曲艺创作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童双春

直言，“滑稽戏剧本中的停格也好，南腔

北调也好，包括怎样起头，如何收尾，我

想将自己的看法一一整理出来。”

文/ 剑 箫

    上回说到老年人要像

儿童那样无忧无虑地去玩，

有人便道：“做不到啊！ ”他举例说，到国

外旅游，你就不惦记家里的水煤电会不

会漏？ 万一来了快递怎么办？ 儿子媳妇

会准时接送孙子吗？ 老伴吃饭能自己解

决吗？ ……即使在本地玩，弄不好也要

担心被子晒在外面下雨怎么办？ 回去晚

了烧饭来不及可怎么办？ 冰冻的蹄髈化

不了晚饭怎么办？…… 操心啊！似乎地

球离开他（她）就转不起来了。

老人之所以有这个那个想法干扰

着他们尽情尽兴地玩乐，归根结底是以

前包揽家庭事务太多，而不是让家庭其

他成员分担，这样就把自己整个儿捆绑

在各种家庭琐事上，没完没了。

对家庭负责，没有错，问题是，把家

里所有事都摆得煞煞平， 不留一点遗

憾，做得到吗？ 做不到，就随它去，不去

想就是了。

人生在世， 要有一点超脱精神，不

该管的坚决不管。 好比自己是个独身主

义者，好比自己是个丁克家庭，好比家

里人都生活在外国外地， 你又会怎么

样？ 应该说，像儿童那样无忧无虑地去

玩，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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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无忧无虑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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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双春的
书橱里， 一个旧
的白纸小本引起
了我的注意，原
来这是童双春的

“阅读摘记”本。他有做笔记的习
惯，每有新知识、新见解，都会一
一摘录下来。

“虚戈作戏，真假宜人，不像
不成戏，是戏又是艺”，黄佐临戏
剧大师以此对他的 “写意戏剧
观”展开论述。 童双春对此思考
的是：如何运用大师的戏剧观来
指导滑稽戏，特别是独脚戏的表演？

科普前辈作家高士其对“笑”作科学
论述。 童双春对其细细研究，用到了自己
的创作中：“嫣然一笑”“爽朗大笑”“笑在胸
腔”“笑在心里”“笑也是一种运动”……

唐诗、宋词，鲁迅语录，贝多芬论音
乐，乃至“健康三字经”“戒烟经”“崇明吃蟹
经”等，一一进了他的摘记本。他的许多创
作,也正是靠着这些，慢慢积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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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双春是滑稽大师姚慕双、周柏春的学生，“双字辈”成员之
一。在他从艺六十多年中，演出独脚戏和滑稽戏剧目近百个，为苏
浙沪观众所熟悉。在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会上，他被授予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这是继滑稽大师周
柏春、杨华生之后，上海又一位获此殊荣的曲艺艺术家。接过奖杯
和证书时，童双春激动不已，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滑稽舞台，但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将一如既往地热情下去，此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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