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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汇文 体

    昨天，是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

明 63岁的生日，不习惯穿正装的他打上了领带。因
为也正是在昨天，国内首个以当代作家名字命名的

文学学术研究机构———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上海
揭牌成立。

作家王蒙在为研究院成立发来的贺信中评价
道：“何建明先生在报告文学写作上的成绩非常突

出。他选题的敏锐，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与了解，时
代性、开拓性、鲜明性与高瞻远瞩都给读者以深刻

的感受与思想的充实。”
何建明 4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文学创作第一线，

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广泛的优秀作品，是
继徐迟之后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他在长

篇报告文学创作和报章体报告文学的创作中，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开创了“国家叙述”的先
河，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作出有益实践和可贵探索，

同时也传帮带了一批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
近年来，何建明把眼光聚焦于上海，接连写出长

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革命者》。继《浦东史诗》后，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革命者》近期再度入选中

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就在昨天上午，
中国作家协会首次向社会发布的“记录小康”主题创

作推荐书单中，《浦东史诗》成为 8部获推荐的报告
文学作品之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何建明滞留

上海，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特
殊感悟，写出了《第一时间》和《上海表情》两部长篇

报告文学，大视野、大容量而又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上
海成功抗疫的历程和成就。这些作品推出后，在全国

甚至海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认为，何建明文学研究

院的成立，有着特殊的价值，“何建明数十年的创作

实践，蕴含着诸多鲜明的特点，比如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现实的深度贴近和高度

敏感、对于历史的深刻透析和准确把握，以及宏大的观察视野、充沛的创作动力和热情、娴熟而又创
新的写作技巧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系统而深入地总结、研究，并形成指导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创作

实践的有益经验和指引。”
何建明曾说过：“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个冲锋的战士，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拿笔去记录历史

和重大事件时，甚至需要我们去投入战斗的时刻，就应该像一个战士那样无条件地出发，甚至需要
时用牺牲生命去完成任务。”文学理论家、上海何建明文学研究院首任院长何向阳表示：“何建明是

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何建明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报告文学大家，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博，创

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他的系列作品有对共和国发展的珍贵记录，有对改革开放的深情讴歌，更有
对新时代的一份深情记录。《革命者》《浦东史诗》《第一时间》《上海表情》四部作品，正体现了上海不

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感谢上海，作为有底蕴有血气的一座伟大的城市，它是具
备了识英雄的慧眼的。”

据悉，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外，还将致力于培养创作力量、组织创作活动等，这
些功能的发挥可以和上海文学界组织重大纪实题材创作的努力相衔接，为上海培养纪实文学、报告

文学的创作力量以及规划创作项目、组织创作行动并最终推出优秀作品，提供有力的指导和帮助。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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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在自己的生日
许下三个愿望：“我既然到
了上海，我这片小小的叶
子想留在这个地方，让我
的生命和这片土地融化在
一块儿。总有一天，在我有
限的生命和时间，为这片
土地写下如《浦东史诗》
《革命者》这样的书，写上
十本；第二个愿望，尽我的
绵薄之力，能带上八个十
个上海的年轻作家，走入
中国文学的第一阵营；第
三个愿望，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成立，此后开创了中
国革命文学的高峰，我和
我的朋友们能否在这座城
市继续把革命文化、革
命文学的旗帜高高
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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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会举行前一日，和李九松合作将
近 40 年的老搭档王汝刚写下这样一段文
字———李九松曾经问我：“我死后，大家会哭
吗?”这个问题，我难以回答。原因在于，他终
身从事滑稽艺术，在舞台和荧屏塑造了很多
令人捧腹的艺术形象，如老娘舅、小三毛等
等，这些都是拨动老百姓笑神经的经典人物，
想到这些，谁会泪如雨下？但是，生离死别，毕
竟是悲伤的时刻，谁能笑得出来？这难题一直
困扰着我，如今，我自认为找到了答案：就是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那句话———悲欣交集。

    若有一日不得不离开，那么对于一个

滑稽表演艺术家而言，最好的结局莫过于
“人随风去，笑留人间”。昨日，上海人民滑

稽剧团在文联会议室为已经离开将近一
年的“老娘舅”李九松举行《艺坛不老松》

艺术研讨会，李九松对独脚戏表演的独到
见解以及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让同行和后

辈肃然起敬。同时，大器晚成的李九松走

过的艺术之路，也给某些急于求成的晚辈
一种启示：“艺术需要时间的沉淀，艺术家

需要岁月的磨练，欲速则不达，出人出戏
都不能太着急！”

大器晚成
认真算起来，李九松的艺术巅峰路从

60岁起步。他遇到“老娘舅”这个角色正是

60岁，而他的舞台光彩被越来越多人看
见，也是在 60岁。此前他走过的漫长而艰

难的前半生，却是后来能够厚积薄发的关
键。很多人不知道，李九松的演艺之路走

得极为艰难和不易。李九松是半路出家，

却很有天赋也好学，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已经在滑稽界崭露头角。他当时最拿手

的就是《三毛学生意》。可后来因艺术生涯
遭受波折，曾一度被“贬”去南市影剧场当

勤杂工，扫垃圾、检票、领位，样样要做。
所幸，李九松没有因一时境遇放弃对

滑稽艺术的探索，他努力观察、体验生活、
积累素材，终于有机会回到人滑后，才又

创造了艺术高峰。大器晚成的李九松给到
王汝刚最大的启示是坚持不懈、持之以

恒，而他的经历也告诉更多年轻人：“不要
急于求成，人生是一

条漫长的跑道，坚持
下去，必有收获。”

技艺精湛
李九松刻画人物

细腻入里。王汝刚记

得一次两人同去香港
演出，在罗湖口岸过

关，等候队伍超长，王
汝刚看一旁有给老弱

病残及 70 岁以上老

人通行的快捷道，故
意不告诉李九松，推

来一把轮椅寻他开

心。没想到李九松瞬
间入戏，一时间眼也

斜了、嘴也歪了。王汝
刚惊叹搭档演技，李

九松一个回神，笑骂道：“好来，你真当我

老年痴呆啊，我老早看到前面牌子写了超
过 70岁人的快速通道。”

虽然李九松永远地离开了，可是王汝
刚每每想起亦师亦友的他，那些朝夕相处

的点滴却更为清晰。“李九松曾问我，能否
数清他有多少面部表情？”王汝刚无法回

答：“九松大智若愚，心明如镜，脸部表情

丰富多彩，绝非喜怒哀乐四个字可以概
括。我曾亲眼目睹他的不少表情，印象深

刻。”

德艺双馨
心中始终装着集体，人生无论高潮与

低谷，都不忘本，同样也是很多生前同事

和好友钦佩李九松的原因。人滑前副团长

张定国，一直是管剧团营销和推广的。滑
稽戏曾走过很长一段落寞之路，市场萧

条，推票困难。他回忆，李九松当时已然是
上海滩家喻户晓的“老娘舅”了，但他从没

忘记过剧团，再忙碌的拍摄档期，但凡是
剧场大小演出，他从未缺席，总当头等大

事要剧组空出他的档期。剧团生存不易，

出外巡演总是一辆冬天不出暖气、夏天没
有凉风的“老坦克”，李九松却和同事们一

年又一年坐着这辆大巴颠呀颠呀走基层、
到郊县、下农村，为人们带去欢声笑语。

张定国的一番话也勾起了人滑中青年

演员的集体回忆：“对任何剧团而言，像李

九松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存在都是最为
珍贵的，真正是‘团有一老，如有一宝’！”

本报记者 朱渊
■ 报告文

学作家 、中
国作协副主

席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