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剧团都有看家戏，每个剧种都有压
箱宝，它们既是堪称票房号召力的“爆款”，
也是经受舞台磨砺后拿到观众“口碑认证”
勋章的经典。在滑稽舞台上，年逾 60岁的大
型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就是上海滩家喻
户晓的一台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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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坐落于黄浦区古城公园内的胡问

遂艺术馆昨天开馆，“濯古来新———胡问遂书法作品展”同时揭
幕（见题图）。

胡问遂艺术馆所在的建筑是一幢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三
进院落。被学界概括为一派“正大气象”的胡问遂众多书法作

品，悬挂在两大间厅堂的白墙上。其中，展厅中央四个草书榜书
大字“濯古来新”，浑厚苍茫、饱满劲健，格外具有分量。

胡问遂先生是中国当代书法史中海派书法的代表性大

家，作为沈尹默先生的入室弟子，胡问遂被视为一位具有经典
构建能力与谱系传承的艺术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

书法理论家和早期书法活动的组织家。他协助沈尹默先生在
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书法家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

究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前身）。同时，他受委派主持筹备了在
上海青年宫举办的大型书法学习班，前后三年共办了七八期，

学员达 4000余人，培养出大批书法艺术家，为海派书法辉煌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周慧珺、周志高、丁申阳、刘小晴等当今一

批书坛名家都是他的弟子。当年学习班里的诸多学员后成长
为海派书坛和中国书法的中坚，他们受惠于胡问遂先生当年

主持的书法学习班。
2017年，“正大气象———胡问遂诞辰一百周年书法大展”在

中华艺术宫成功举办，引发深远影响，相关领导发出倡议，希望
这些代表中国书法正脉的作品被保留下来，长期向社会展出。
2019年，胡问遂家属响应号召，将所藏胡问遂经典作品

近 1000件捐赠给黄浦区政府，希望通过此举，进一步发

扬光大海派书法，传承中国书法艺术。艺术馆选址黄浦
区古城公园内的沪南钱业公所，专门展示胡问遂先生的

书法艺术精品，开展书法艺术研究交流和教育普及活
动。在开馆仪式上，胡问遂艺术馆被市教委授予“上海文

化艺术场馆教学实践基地”。

据悉将以胡问遂艺术馆为主体，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携手上海市教委将开展《胡

问遂杯上海市学生书法大赛》，合

力为更多的青少年学生搭建

书法展示平台和书法教

学实践契机，进一

步把书法艺

术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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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由人民滑稽剧团原创于 1958

年的作品，时逾一甲子仍历久弥新。时
隔 4年，《七十二家房客》将于 3月 24

日-26日再度亮相申城，并成为百年天
蟾逸夫舞台修葺一新再开台后迎来的首

部大型滑稽戏。据悉，三场演出开票当
日就售出 3/4，有年轻戏迷笑言：“这也

算是滑稽界的顶流了。”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系列演出
活动，此次演出班底汇聚了人滑老中青

三代共 10位国家一级演员，既有滑稽表
演艺术家王汝刚、毛猛达、张小玲、沈荣

海、陶德兴，知名笑星张定国、曹雄等，亦
有中生代主力钱懿、陈靓、潘前卫等，此

外，已然崭露头角的 90后滑稽新秀们也
组成最强“龙套”班底，参演的同时观摩

学习。

一封来信
恐怕戏迷们不知道，能够在时隔四

年后，再看豪华班底上演经典滑稽戏《七

十二家房客》，还得感谢一封观众来信。
正月初五，王汝刚在春节假期里提

前上班头一天，就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看
到一封信。信封上的蝇头小楷雅正端方，

居然是一位 93岁高龄老戏迷寄来的心

声。老先生看如今孙辈甚至是重孙辈说
不好上海话，很是着急，“现在小朋友不

但说不准、甚至听不懂家乡话，让人心
急。你们要多演滑稽戏，如《七十二家房

客》这样的经典，是传播本土方言很好的
途径。”

老先生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王

汝刚，他快速调集队伍，还将已退休的毛
猛达、沈荣海、张小玲、陶德兴等“老法

师”召回，再度将这台经典搬上舞台。王
汝刚坦言：“滑稽戏的表演特色是以上海

话为基本语言，保护方言已经成了刻不
容缓的大事。看滑稽戏，给予的是全上

海话语境，可谓是浸入式体验，让人们在
笑的同时感受沪语的魅力。”

老先生的这封信证明滑稽戏在当下
依然拥有极大的观众群，也体现了普通

上海市民想要留住“上海声音”的迫切。
“我们希望通过传承滑稽艺术等方法，让

年轻一代领略方言的魅力，在社会发展
和保护方言相结合的课题上做些有益尝

试。”王汝刚如是说。

一声叫卖
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的上演，不

仅是戏迷的福音，也是剧团九零后“小

花”们“零距离学艺”的绝佳时机。

“栀子花，白兰花，3分洋钿买一枝”
“削刀……磨剪刀”“火腿粽子茶叶蛋……

猪油夹沙八宝饭”……最近几日，人滑的
排练厅都会传出叫卖声，那是久违的上

海弄堂里的市井烟火气，就连路过的行
人也忍不住驻足张望。虽说小年轻们叫

得卖力，可王汝刚对孩子们“用力过猛”

的叫卖声却不甚满意，逐一指导：“卖栀

子花通常在清早，小姑娘的声音清亮悦
耳，再想做生意也不能急吼吼。还有侬，

磨剪刀的人通常是挑着担子弄堂里兜生
意，侬跑得比快递还快，人家要磨剪刀追

出来人影子也看不见了。卖茶叶蛋、粽
子、八宝饭的通常是卖给搓麻将的人当

夜点心，侬扯着嗓子哇啦哇啦，人家不要
骂山门啊？”

经过王汝刚一番细细分析和讲解以

及生动示范，年轻人逐渐摸到了“门道”，
卖花姑娘的叫卖带了几分羞怯，磨剪刀的

小伙知道一步三回头了……临近中午，王
汝刚一开嗓那句“猪油夹沙八宝饭”把大

家都叫饿了。在“赶”大家去吃饭的当
口，王汝刚告诉记者：“现在年轻人没有

经历过那个年代，缺乏生活体验，开始

找不到感觉很正常。希望他们能通过我
们的讲戏，来体会那时的生活，也能够

深入人物去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叫
卖，不同行当叫法不同，为什么越是‘歌

女’越不会满头插花。”

一支队伍
在上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首度公

开招聘考试时，王汝刚曾经说过，《七十

二家房客》犹如滑稽戏“百科全书”，说、
学、演、唱的法门尽在其中，而它也是独

脚戏传承成功与否的标杆，若有一天这
部戏里统统换成了新面孔，那独脚戏的

传承才算是有了成果。

因而此次《七十二家房客》的再度上
演，也被视作为新队伍准备的又一次操

练。“所有的传帮带都是在对经典的一再
演绎中完成的，老带新一次次在舞台上

打磨，老面孔逐渐被新面孔取代，最终年
轻力量撑起青春版《七十二家房客》，这

就是我们的目标。”在王汝刚看来，每次
排演经典，都是锤炼演员、壮大队伍的绝

佳机会。事实上，他的目光并不局限在团
内，也正放眼全社会。王汝刚告诉记者：

“此前，大世界举行过多次面向全社会年
轻人的脱口秀比赛。今年，我们还会在大

世界举办业余滑稽大奖赛，吸引更多热
爱‘笑的艺术’的年轻人。”当然，和脱口

秀相比，滑稽演员需要掌握的才能更多，
王汝刚也表示，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入

团接受全方面的“培训”，希望能够进一
步壮大滑稽戏年轻力量。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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