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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

誉主席宋庆龄逝世 40周年，上
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与上影演员剧

团于故居草坪联合举办《声·影———致敬

国之瑰宝》名家诵读会。演员们用精选自宋

庆龄的书信和文稿，讲述发生在峥嵘岁月里的家

国故事，以声动人，以情感人。

无间伴侣
“当我从学院毕业回国时，正处于国内二次

革命的初期。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

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
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我想起国

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
作。”赵静朗诵的《自述》，讲述了宋庆龄与孙中山

精诚无间的交往经历。

1918年，孙中山在上海致函他的师母康德黎
夫人，在信中描述了他和宋庆龄幸福的婚后生活。

现场，梁波罗动情地诵读了这封《致康德黎夫人》。
“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

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
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

侣兼助手。”言辞恳切，声音里透着平和的幸福。

同心共赴
1949年 6月，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亲

笔写信给宋庆龄，至诚邀请她北上共商建国大

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王诗槐诵读了
这封信函。“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

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
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

生！”伴随着奚美娟温婉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宋庆

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穿过历史，重新回荡在故居上空。

30年后的 1979年，宋庆龄又在《人民日报》
发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这是耄耋老

人历经风雨的感悟，也是对祖国由衷的祝愿。“我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

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
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

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

明。”当同样年逾 80岁的达式常念出这一份骄傲

与激动时，现场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党员庆龄
早在 1952年，宋庆龄就曾表达自己想要入

党的心愿，5年后，她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莫斯

科国际会议，1981年，88岁高龄的宋庆龄被吸收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宋庆龄的一生与共产党结缘。早在共产党成
立 28年之际，她就写下了饱含着真挚的情感、凝

聚着毕生信仰和奋斗沉淀的《向中国共产党致

敬》。“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
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

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佟瑞欣带着敬意，念完了最

后一句。然后，他与 83岁入党的“新”党员牛犇一
起，在宋庆龄先生雕像面前，恭敬地献上了鲜花。

走下台来，佟瑞欣依旧带着虔诚：“1986年，
剧团前辈孙道临导演的《非常大总统》中，中山先

生与庆龄先生肝胆相照、共同进退；2001年，在
《风雨十二年》中，她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出了大家

闺秀的风范和人格……我们与先生的缘分，似乎
怎么也诉说不尽。”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换一个身份
走近《哈姆雷特》

濮存昕执导上戏首届西藏本科班毕业大戏

    本报讯（记者 吴翔）2021上海·静

安现代戏剧谷昨天落下帷幕，“壹戏剧大
赏”颁奖典礼举行。徐晓钟获“中国话剧杰

出贡献奖”，“云戏剧”则成为媒体最关注
的话题。

在昨晚的舞台上，方旭导演的老舍名
篇《牛天赐》获得“年度大戏”与“最佳舞

美”两项大奖。香港著名导演毛俊辉凭借

他在《父亲》中的表演，与在图米纳斯执导
的话剧《浮士德》中出演“魔鬼”墨菲斯特

的廖凡，共同获得最佳男演员的称号。女
演员江珊和张露分别以在《德龄与慈禧》

和《深渊》中的表现，共同摘得“最佳女演
员”的桂冠。“年度最佳导演”的称号，由

《深渊》导演何念摘得。
无论是初评还是终评，评委高度关注

以网络连线方式“排演”的“云戏剧”，这也

是疫情以来中国戏剧行业对于“演出线上

化”的探索和实践。第一个颁发的奖项，就
是“值得关注云戏剧奖”的《等待戈多》和

《热干面之味》。
回顾 2021静安现代戏剧谷，除了优

秀剧目带领观众们领略不同风格的多样
舞台世界之外，还有 20场“不止在剧场”

活动，让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之上。新策

划的“戏剧谷大本营”，让八部小剧场作品
在戏剧谷大本营中连台演出，观众可以在

同一个空间里，一天内看到不同风格的新
创作品。“光影车间咖啡厅”也成为了演艺

新空间。在演出之余的“咖啡闲话”“戏剧
人夜话”“剧本朗读”和“戏剧游戏”等活

动，让爱好戏剧的观众不仅可以抒发自己
对于戏剧的热情，更有机会结识到志趣相

投的朋友。

“云戏剧”成为最关注话题
“壹戏剧大赏”颁奖典礼昨晚举行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被誉为“中国出演莎士比
亚戏剧最多的男演员”之一的濮存昕，应上海戏剧学院之邀，第
一次以莎剧导演的身份亮相，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首届西藏
本科班与舞美系的毕业大戏《哈姆雷特》排戏。他说：“30年前，
我曾因林兆华先生导演的《哈姆雷特》成了好演员。”

“上海宋庆龄
故居是宋庆龄先
生居住时间最长
的地方，这里的一
草一木、这里曾经
开过的鲜花、栖息
的鸽子，还有孩子
们的欢笑，无不浸
透着庆龄先生对
生活、对理想、对
事 业 的 热 情 和
爱。”昨天下午，伴
着孙中山先生和
宋庆龄先生生前
最喜欢的音乐《人
人 都 有 所 爱 的
人》，上影演员剧
团团长佟瑞欣站
在宋庆龄先生的
汉白玉雕像身边
深情地说道，“今
天，让我们，一起
感受致敬人对您
的怀念，一起来聆
听，您这传奇动
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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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标准高
自 1959年开始，上戏开设藏族话剧

表演班，每十年一招生，此次参演《哈姆雷

特》的班级，是上戏建校以来第一个四年
学制的本科表演西藏班。本次演出分为

“普通话”与“藏语”两个版本，5月 7日至
14日在上戏剧院上演。据说濮存昕在排

演藏语版时即便不拿剧本，听不懂台词，

也能准确把握演员表演的进程，足见这部
戏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排练前，濮存昕为

同学们定下了标准：“我总在想，艺术标准
是什么？话剧有没有标准？最终想到基本

功，比如台词基本功，还真是有标准。我
想到标准以后，得在咱们这个班实验一

下。”在剧中，濮存昕还加入了锅庄舞、仓
央嘉措的天籁……藏文化元素为全剧增

色不少。
当大幕拉开，看着同学们在舞台上的

精彩演绎，濮存昕毫不吝啬自己对这群来
自雪域高原热爱戏剧的孩子们的夸奖，

“你们不知道自己今天有多么精彩，然而
这个精彩才刚刚开始……”要知道，4年

前，这 22个少年入校时还不知戏剧为何
物，普通话尚不流利，有的暑假回家还要

放牛放羊、搬砖、当服务员。经过四年训
练，如今他们已经可以为观众演绎莎翁的

经典了。

关爱像父亲
早在 2018年，濮存昕就已经和这群

藏族孩子相识了，当时他以特聘教授的身

份来到上戏，第一次看他们排演小品，濮
存昕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么质朴的表演？

而带西藏班四年的老师杨佳告诉濮存昕，

这些孩子来自西藏不同地区，讲着包括那
曲、山南、拉萨等不同方言，“刚刚进学校

的时候，无论是普通话或藏语的拉萨话，
对他们都是很大的考验。”

在教学中，“濮老师”对艺术要求相当
高，排练时要非常用心才能过关。不过，

生活中，濮存昕对同学们总是非常关心，
还会买小零食分给同学们，让大家不要紧

张。排练毕业大戏的那些天，濮存昕一边

帮同学们排戏，另一边，他几乎每天都在

为即将面临毕业的孩子寻求出路。就在该
剧首演的当晚，22名学生同时被西藏话

剧团录取的消息传来，让濮存昕长舒了一
口气。

毕业演出大戏最终呈上了舞台。“看

到藏族班的演出，带着雪域高原的气质。
濮存昕像父亲一样慈祥充满爱意的目光，

从舞台上‘抚摸’过去，从每个孩子的脸上

‘抚摸’过去。”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这
一次演出对于西藏孩子来说，也许是翻过

了艺术当中第一座高耸的雪山，当爬过这
座山以后就知道了艺术是怎么回事。”也

有专家建议濮存昕可以带着同学们藏语
版的《哈姆雷特》去世界演出，在更大的范

围内去推广西藏文化建设的成果。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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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同学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