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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石库门的笑声》坚持线下，并不

意味着黄金搭档毛猛达和沈荣海会“自我
禁锢”。在“艺起前行”登录抖音时，毛猛达

就“紧跟脚步”在抖音注册了自己的账号。
那些关于上海的风俗趣事，都融入看似天

南地北的调侃中，尤其是那碗“没有浇头的
面”，更是勾起无数老上海的温暖回忆。

第一次亮相直播间
昨晚，毛猛达和老搭档沈荣海首度亮

相《戏剧大舞台》的直播间（见左图），为即

将于 12月 17日归来的《石库门的笑声》预
热。虽然前期并没做太多宣传，但口口相传

竟然在开播五分钟内聚集近千观众。他们

大多都是抖音常客，嗅觉敏锐地刷到这个
彩蛋。眼看表演还没开始，弹幕已然“纷飞”

起来，有粉丝问为什么票子那么难买？还有
人问毛猛达做红烧肉哪家强？

面对直播间这种弹幕式问答，自诩也
算靠嘴巴吃饭的两人在散场后感叹：“要

回答完所有弹幕，真是 100 张嘴巴都不

够。”但他们同时也坦言：“网络直播给予

观众和演员最直接的交流方式，要不是弹

幕飞得太快，真希望能和观众们都好好聊
聊。”

昨晚的直播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话题从疫情防护说到疫情带来的生活方式

的改变，从两人的从艺经历说到最喜欢的
滑稽作品。说起《石库门的笑声》专场因疫

情停摆，毛猛达也直言：“真是太想念观

众，想念舞台了。”而对于有粉丝调侃：“就
算不停，也买不到票。”两位演员也给观众

吃了定心丸：“只要中国大戏院还开门，我
们会一直坚持演下去，大家总有一天能买

到票的。”

方亚芬演过滑稽戏
值得一提的是，昨晚越剧中生代表演

艺术家方亚芬、节目主持人朱桢也前来助

阵。别看舞台上，方亚芬演的都是端庄婉约
的大家闺秀，实则在台下，她是连毛猛达都

竖起大拇指直呼“有滑稽细胞”的“潜力
股”。“伊台下老噱额，你们是不知道。”毛猛

达说方亚芬虽然心直口快，但往往话语幽

默，“脑子反应快，出噱头是好手。”

事实上，方亚芬还真的曾经跟毛猛达
学过独脚戏，并在一出都由越剧演员出演

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饰演三六九。
方亚芬演“伪警察”，真是让不少戏迷大跌

眼镜，但看了表演后，又被她对人物特点的
精准把握和生动塑造所折服。“方亚芬很擅

长创新，我演的‘三六九’是说山东话的，她
演起来说宁波话，也是够特别。”

至今，还有不少越剧戏迷保留了方亚

芬饰演三六九时候的剧照，帽子歪戴，俊秀
的脸庞加了两绺小胡子，顿时就有了几分

狡黠。虽然长相上不够“凶”，气势上倒是不
输人。而方亚芬也坦言，从小爱看滑稽戏，

滑稽戏演员尤其擅长塑造人物，每每看他
们的表演，都能获得很多启发。尤其是一些

小动作、小细节的处理，立刻就让人物鲜活
起来。

直播虽然让人感觉不过瘾，但好在一
个月后，《石库门的笑声》即将“回归”。毛猛

达和沈荣海与观众约定：“下月，我们剧场
见！” 本报记者 朱渊

说书小先生现场拜师
上海评弹团梯队培养注重传艺树德

    上海评弹团 00 后说书

小先生， 郑重其事地集体拜
师了； 让观众 2?多小时大

笑 700?的独脚戏 《石库门
的笑声》， 下月就要回归了。

今天的这两条新闻， 与文化
传承有关，颇令人欣慰。

评弹和独脚戏， 是上海
特有的两大曲艺门类， 富有

浓郁的江南文化色彩。 评弹

的丝弦雅韵和独脚戏的说学
做唱， 曾是陪伴一代代上海

人长大的“声音符号”，成为
海派文脉的重要基因。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的巨
变， 这两大曲艺也曾经历过

低谷， 一些艺术工作者靠着
一份情怀在坚守。所幸，近年

来随着传统文化的价值被重
新认识， 社会各方也给予大

力扶持， 评弹和独脚戏翻开
了新的篇章———演出慢慢增

多了， 曾经离开的好演员又
回来了， 一票难求的好作品

也出现了！

评弹团的拜师仪式， 最让人感动的一

点是：前辈收徒，不仅是传艺，更是树德。老

师传授给徒弟的，不仅是一出出评弹，更是
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而为了
让独脚戏重现光彩，同样离不开这种精神，

《石库门的笑声》 的编剧梁定东和毛猛达、

沈荣海两位演员， 以创新手法切入传统形
式，注入接地气的新鲜内容，最终赢得了观

众。 其实，艺术形式没有新旧之分，传统与
现代，也只是相对而言。 传承是一

种自觉， 只要不断推出优秀
作品吸引观众， 便能

发扬光大， 便能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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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预热直播聚集近千观众
《石库门的笑声》下月回归“演艺大世界”

00后
马上评

都知道现象级独脚戏《石
库门的笑声》早在诞生之初就
立下规矩，不对外录像，不电
视转播，不出外巡演，坚持驻
演中国大戏院、牢牢扎根“演
艺大世界”。这样的坚守是为
了保护独脚戏艺术的现场感
染力，也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回
归剧场感受剧场魅力。

在年末举办
青年演员集体拜
师仪式，已经成为
上海评弹团的老
传统。昨天在豫园
海上梨园，邢晏
春、邢晏芝、高博
文、吴新伯、毛新
琳、黄海华等一
批当代名家喜收
爱徒，学生中不乏
最年轻的一代 00
后评弹演员（见右
图）。

拜师现场喜气洋洋
拜师现场布置得喜气洋洋，红色背景板

印着烫金的“拜师会”大字，太师椅摆好，名

家端坐，学生们毕恭毕敬地向先生们鞠躬、
呈上拜师帖、献花。此?参加拜师仪式的共

有 8位青年演员，包括 7位弹词演员和 1位
评话演员，其中年龄最小的黄济璠、林昱辰、

季毅洋均出生于 2000年。值得一提的是，生

于 1999年的张园园将拜吴新伯学习新编长
篇评话《大唐传奇》，成为书坛不可多得“女

大书”。
6位老师中既有上海评弹团的艺术家，

也有来自原苏州评弹学校的著名评弹表演
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8位青年演员

都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评校校长王善春此

番特地赶来祝贺，他感慨，谈到拜师，传统的

师承保留最好的是评弹，借此契机，他也邀
请青年演员们学成之后回母校开专场，给学

弟学妹们展示一番。

不仅传艺更是树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们收徒，不仅

是传艺，更是树德。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

回忆当初跟着先生跑码头，和先生同吃同
住，决不允许自己穿着睡衣拖鞋出门，即使

当天没有演出也不行。因此，收下季毅洋、郑
鸣秋的门生帖，高博文当场送给两位学生两

套长衫、两套旗袍，祝福学生漂漂亮亮在台

上展示风采。
此番是黄海华第一?收徒，开山门的他

笑容满面，坦言蒋派艺术大家庭又多了一位

新成员。学生林昱辰从这个月起就已经每周

三?向黄海华学习《白蛇》，艺术上林昱辰一
遍遍琢磨着老师的唱段、发音、字眼，生活上

也得到了黄海华、吴静慧夫妇的照料，林昱
辰把老师的拿手菜都吃了个遍，“每?去老

师屋里，非要带点东西回去，希望拜师之后
不会让老师和自己失望”。

目前，上海评弹团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

搭建初步完成，老艺术家担任艺术指导，70
后、80后作为中坚力量，90后、00后逐渐崭

露头角登上书台。自 2015年 12月起，上海
评弹团启动“薪火计划”，5年内 3?举办大

规模的集体拜师仪式，共有 29位演员拜师
学习，让长篇弹词《玉蜻蜓》《白蛇》《十美图》

等、长篇评话《隋唐》《英烈》《水浒》等十多部

作品后继有人。 本报记者 赵玥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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