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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底，原创海派话剧《金家花园》将

要走出上海，在长三角 11个城市开启巡演。
巡演前，这段发生在老洋房里的悲欢离合重

新排练。剧中的三位女主角，无论是土生土长
还是新上海人，都已融于戏中。

80后的赵雨程扮演的女主角是剧中金家
花园的小姐———金婉莹。金家小姐命运多舛，

小时候生活得花团锦簇，从高处跌落后，她也

要咬紧牙关扛过去。赵雨程说，“她的身上有
一种傲骨，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最让观众

印象深刻的是，落魄日子里，“金小姐”哪怕用
刷牙的搪瓷缸喝咖啡，也要把咖啡品出香味。

赵雨程说，“我是一个对味道特别敏感的人，
我也是一个新上海人，06年来上海戏剧学院

念大学，我每次走进学校，闻到大学的味道，

10年前的所有就在眼前。”

剧中，另一个主角名叫“卢水娟”，是金家
花园的工人，她的一辈子就是一个信念：滴水

之恩，涌泉相报。和赵雨程一样，扮演“卢水娟”
的温阳也是一位新上海人，二十多年了，她在

上海的时间已经超过人生的一半。初来乍到，
温阳还是一位湖南花鼓戏演员，那一天，她坐

车从延安路高架上看下去，“好像和上海就有

着冥冥中的缘?。”温阳说，“到底什么是上

海的感觉？可能说出来就不对了。”于是，她
工作了9年后，毅然辞掉工作，考进了上海戏

剧学院。
那个告诉“金小姐”生活要优雅的妈妈，

由黄丽娅饰演。她差不多也只有那一场戏，但
她告诉了金小姐，也告诉了观众，上海女人对

生活的态度，而黄丽娅正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我是沪剧演员出身。”黄丽娅说，“我自

己都不觉得，也许很多是骨子里东西，演了很
多戏，导演一看我就说我身上有上海的味

道。”在戏外，传承给黄丽娅优雅的是她的妈
妈，“要说上海女性有什么特质，用一个词总

结，可能是‘精致’。就像我妈妈，70多岁了，有
时我还叫她‘小姐’。她们经过了沧桑的岁月，

保留着对生活的追求与热爱。”

如今，黄丽娅的儿子都已经到了高考的
年纪，她还可以连续 5?钟平板支撑，“女性

的每个阶段要活出每个阶段的样子。”就像金
家花园里，金家妈妈种的玫瑰花一直在，年复

一年骄傲地盛开着，这可能就是《金家花园》
想讲的属于上海女性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翔

纵使跌倒 也不低头
《金家花园》女演员带着上海味道开启长三角巡演

    汤木八九岁的时候随家人从南汇搬

到了北外滩的老弄堂居住。清晨，他推开
窗就见邻居小姐姐端着“钢宗镬子”，去

买豆浆油条。再向楼下张望，来来往往的
自行车，行色匆匆的路人，朦朦胧胧的雾

气，隐隐约约透着说不完的故事。
每每走过愚园路，他都将所见所闻

进行记录，比如“今天有只猫伴我一起回

家”，故事商店也成为他挖掘和沉淀的另
一窗口。5月，他发布了为愚园路写的歌

《此地是愚园路》。曲中穿插了许多愚园
路弄堂里的经典声音，来自他跨时 3年

收录的 2000多小时的素材。有一段几秒
钟的音频，混杂着老式收音机声、小区狗

吠声、自行车叮当声，整整花费了他十多

个小时。寒冬天未亮，汤木冻得直流鼻

涕，只能录一段再去车里取暖，即便这样

他依然觉得那些琐碎的声音极富意义。
曾经有人把汤木的故事门市部比作

第 8号当铺，他觉得太俗，“我不会魔法，
我只想要有趣的灵魂”。在这里，只收故

事，不收费。他计划着以唱片发行的标准
做一张音乐专辑：“等到歇业的那一天，

我想把最后一首歌送给我自己。”

本报记者 赵玥

愚园路的这家门市部，深夜十点
起倾听倾诉，谱以新曲———

你的故事我的歌

    汤木其实是他的艺名，本名姓汤，爱制作木吉他，朋友

们喊英文名 Tom喊多了，就有了这个中文名汤木。 曾在英
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进修、 拥有十?吉他教学经验的他，

身体里一直住着一位摇滚少?。

为实现带着吉他去摇滚圣地北京朝圣的梦想，6?前，

他带着自己的学生梅子，从上海出发，带着 100块钱一路卖
唱到北京，完成了这趟不寻常的旅程。

热爱音乐，热爱上海；喜欢烟火气，喜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汤木找寻街道上独有的声音，为普通人写歌，治愈一个个心灵
……他其实也是在用艺术的形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同时也

见证自己的成长。 让我们期待他独一无二的音乐专辑的诞生。

上海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有梦想、有追求、有才

华的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舞台。 或许，是在

星光熠熠的剧院，或许，是在永

不拓宽的马路一角。

转角有梦

“你好，这里是故事门市部！”如果你走至愚园路 1112
号，好奇地朝这间 9 平方米的玻璃小屋里张望，编着一头
“脏辫”的店主汤木会推开窗，热情地向你打招呼。

什么是故事门市部？每个人都会这么问他。简单说来，
你送来一个自己的故事，汤木会送你一首即兴创作的歌。

你的故事究竟会变成民谣还是摇滚，那就要看他的灵
感迸发了。要是聊得投机，他还能陪你喝一杯，运气好，他
会下厨房为你做一份深夜馄饨，或是葱油拌面。故事门市
部，限时开放至 10月，只在晚间 10点以后收故事。

有意趣的遇见有意趣的遇见

老底子的故事
去年夏天，在故事门市部还叫故事

商店的时候，同样的位置，来了一位住在
愚园路多年的老居民。他扶着自行车，向

当时的一日店长汤木回忆起了当年住在
这里的日子。

老人出生在原来的公安宿舍，也就

是现在的愚园公馆。上世纪 60年代有一

年春节前后，愚园路修路，车子没有办

法走，慢慢地就有各种各样的小摊贩来
这里摆摊。他那时在读小学五、六年级，

经常来街上玩，真的热闹得很———拉洋
片的、卖年画的、看手相的、打麻雀的、

变魔术的……“以前还有人会牵一匹白
马来卖马奶，马上系着铃铛，听到叮叮

当当的声音就知道他们来了。”

就这样，汤木听了几百个故事，当

故事商店在秋天歇业后，汤木又回到愚园

路上的音乐工作室，成了淹没在人海里的
上班族。好几次，他都听到路人谈论起故

事商店：“哪能勿开啦？”汤木觉得，有些东
西丢了挺可惜，于是故事商店有了续集。

怀旧情怀作祟，故事商店改名为故
事门市部。汤木的爷爷一度误以为，他真

的开了一间门市部，经常问他：门市部生

意怎么样？忙不忙？

烟火气的新歌
57岁的弄堂阿姨，顶着包租婆式的

鬈发，身着真丝睡裙，叼着烟卷在故事门
市部窗外驻足。30年前，她从昌里路嫁

到愚园路，还与丈夫一起在此开了小店
做起了小买卖，“我现在的梦想就想潇潇

洒洒当个包租婆，人在任何时候还是要

有梦想。”
看到这位活得洒脱不羁的阿姨，汤

木把她的故事写成了摇滚：“街角处有位

阿姨，有一把竹制的藤椅……整天笑嘻
嘻，偶尔也会有点小脾气。”门市部开业

以来，汤木已经数不清送出了多少歌，听

了他的吉他弹唱，有人喜笑颜开，也有人

泪流满面。
每一次结束时的仪式感，是他把手写

的歌词折进信封，封口处点几滴火漆，盖
上故事门市部的戳。收到这枚信封的讲述

人，或许就将心底的秘密永远留在这里，
轻装上阵，鼓起勇气继续笑对人生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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