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记记 者 这届观众变了

文体新闻14 文娱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黄 娟2020 年 1月 6日 /星期一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随着金宇澄的艺术

作品越来越多地展示在
大众面前，著名作家在

绘画方面的天赋也开始
显山露水。2020年新年

伊始，金宇澄版画展在
永嘉路上的一栋老洋房

里悄然开张。

展览场地选在“the

paragraph 节选”上海永

嘉路展示空间，颇有海
上韵味。这一栋 113年

历史的老洋房曾是清末
上海禽蛋大王、爱国实

业家阮雯衷的府邸，在
上海核心地段见证着一

百多年的风云际会，和
《繁花》中所描摹的上海

城市背景颇为般配。
洋房内，本来陈列

着来自 6个国家 170家
店的精品家居，在这个

满载历史厚度的老建筑
里，复古和时髦在空间

内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可以说，这是上海知名

的手工版画制作机构
“印物所”和“节选”联

合策划的一次独具空间魅力的沉

浸式艺术展。海报上，上海的街道
被厚厚的白雪素裹，诗意，浪漫，一

个女孩从老虎窗里探出脑袋。上海
非常难得见到这样的雪景，这样求

之不得的景致出现在了金宇澄的
画笔之下。

目前这一栋老洋房由两栋英
式洋房组成，南侧三层建筑为主

楼，东侧两层建筑为副楼，每一间
房间都摆设成各具情调的老上海

居所的场景，金宇澄的作品分布其
中（见下图）。

“有时我即使写了两万字，也难

表现一幢建筑的内部细节，图画是

可以的。”作家金宇澄

说。在读者的认知中，金
宇澄的名字和《繁花》是

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
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

说太过出名，这一次“印
物所”为金宇澄的几十

张版画分别精印，并在

网络上和微店中销售。
有读者评论道，读《繁

花》的时候，脑海中最初
浮现的便是一幅描摹上

海城市的风俗长卷，有
人用不紧不慢的沪语讲

着一个一个上海的小故
事，讲得细致生动，活灵

活现。触手可及的画面
感是金宇澄小说的特

征，让人猜想到作者绘
画方面的造诣。

金宇澄道，“图画是
‘文字所不能达之处’，

在画图过程中，叙事形
成的焦虑，到此安静下

来了，仿佛一切都落定
了，出现了固定的线条，

种种细部晕染，小心翼
翼，大大咧咧，都促使我

一直画下去，直到完成。
这个状态，四周比写作

时间更幽暗，更单纯、平稳，仿佛我

在梦中。”本次展览展出的版画不仅
仅是《繁华》的插图稿本，小猫、盆

栽、钢琴、建筑，这些画中之物都带
着真实又鲜活的气息。就连略微荒

诞的“马”系列是上海这个地方才会
产生的梦境。虽然《繁花》只是金宇

澄作品之一，金宇澄有为这本小说

专作的系列版画，但是他的其他版
画作品，也自然地融入了这场围绕

小说主题的展览。
展览会持续到 2月 29日，春节

期间休假。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聚光灯下的舞台，只属于坚持到最

后的人，戏曲舞台尤其如此。今年是上
海京剧院荀派花旦演员杨扬进团的第

11年，从艺的道路上，她不断看到当年
的同学转行，惋惜之余也让她更加珍惜

现在拥有的一切。去年，杨扬凭《金玉奴》
斩获白玉兰主角奖，又入选上海青年文

艺家培养计划，天上接连掉下两块重量

级“馅饼”，让她对新的一年充满信心：
“当机会来临时，就勇敢地抓住它吧！”

主动请缨
一尊白玉兰的奖杯，解开了杨扬多年

的心结。10多年前，杨扬带着《金玉奴》参

加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拿惯了金
奖和一等奖的她势在必得，结果连初试都

没过。如今她是上京力推的青年花旦演
员，生活里如小女人般娇憨的她，在传统

的花旦戏之外，还塑造了潘金莲、阎惜娇、

《战宛城》邹氏、《八珍汤》常妻等人物。
当杨扬鼓足勇气问领导能不能申

报白玉兰奖时，领导不置可否。不过半
年后，她接到了挑选申报剧目的通知，

于是想到重拾当年折戟的《金玉奴》。在

上海的舞台，演绎上京老前辈童芷苓版

本的《金玉奴》，评委评价杨扬的金玉奴
扮相娇俏可人，把花旦、闺门旦和青衣融

为一体，有层次地演出了金玉奴从纯正
少女、善良少妇到正义复仇女神的心理

和性格变化。
而在另一出新编戏《浴火黎明》中，杨

扬跨行当以青衣的表演诠释了一位狱中

的已孕共产党员，翻看当时的剧照，可以
看到戏服的腰身不太合身，那是导演给假

肚皮预留的空间，可当杨扬站在舞台上
时，导演立刻决定，假肚皮不需要了，杨扬

的神韵足以让人信服，她就是一个孕妇。

用心学戏
杨扬形成如今舞台上生活化、不做

作的艺术风格，要感谢戏校的启蒙老师

李秋萍给她打下扎实的基础；最应该感
谢的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传人宋长荣。

回想起 2006年第一次跟宋长荣学戏时，
杨扬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读大

二。杨扬和另一名同学忐忑地敲开了宋
老师的家门，迎面就是一张笑脸：“哎哟，

两个孩子来了啊，快进来坐。”这让杨扬

感觉就像是到爷爷家串门儿一样，在宋
长荣家里住了 10天，每天吃宋长荣的女

儿和学生烧的苏北菜，杨扬脸吃圆了，也
拿下了第一部戏《勘玉钏》。

宋长荣的教学方法完全颠覆了杨扬
此前的认知。在戏校学习，一折戏一般需

要学一学期，动作位置都要做得分毫不

差，可宋长荣从来不拘泥于这些，总

是带着杨扬先分析人物，再谈演

法，对杨扬提出的问题有求必

应。临走前，宋长荣拍拍杨扬

的肩：“你这孩子跟我性格挺

像，学戏能钻得进去。”
今年，杨扬一个很重

要的计划是复排童芷苓

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

王熙凤这般泼辣旦的演

绎对她来说又是一次新

体验。演过的角色越多，表

现的手段就越丰富，也是

她挖掘不同自己的过程。85

后的杨扬，在一个个经典人

物里体会着人生况味，继续着

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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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周日，杨扬将在周信

芳戏剧空间挑梁演出荀派经

典《霍小玉》，为上京“青春跑
道”计划的汇报演出收尾。 这

出戏是 10 年前宋长荣教她
的， 同样没有多少身段的设

计，但少女的天真烂漫、少妇
的娴静文雅、 弃妇的哀怨悲

痛，都含在让观众回味无穷的

秋波中。 在给自己“京剧跟我
学”班里的学生“安利”这部戏

的时候， 年轻人的关注点在

于：搞笑吗？ 杨扬开始意识到，

观众群体是真的变了。

这样的变化杨扬在两次演
出《柜中缘》中体会更深，下午

场，观众以老戏迷居多，很多人

听的是个感觉， 闭着眼坐在台
下，睡着的也有，常要拿来跟名

家版本比个高下。 夜场，来了不
少年轻人，小花脸一上场，台下

笑声一片。 更年轻的观众，更积

极的反馈， 让杨扬和其他年轻

演员演起来更卖力了。 如今，杨
扬 5岁的女儿朵朵也成了自己

的小戏迷，逢人就能唱一段，也
不怯场。 正如京剧名角王珮瑜

所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
是喜欢京剧的人， 还有一种是

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

当后者喜欢上京剧了， 京剧其
实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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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扬得到宋长荣点拨

■ 杨扬饰演金玉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