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光璀璨
1937年，日军侵华，南开大学遭受空袭，清华、

北大也危在旦夕。三校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

合大学”。一时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一段传奇历
史，由此展开……这所传奇大学仅存续 8年，却影

响中国长达 80?年。先后培养出 2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

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 100多位人文大师……

纪录电影《九零后》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演员
表”：98 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99

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刚刚度过
100?岁生日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

冲；101 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106岁
的《让子弹飞》原著者、作家马识途……16 位“90

后”国宝级大师联袂“出演”。
相比起更偏向文献式的《西南联大》，《九零后》

更聚焦于“人”，它把镜头完全对准 16位老人，在他
们鲜活、质朴而泛着金光的回忆里，那段岁月再不

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变得真实可感：它艰
苦而残酷，浪漫又恣意，迷人而恢弘。

鲜活明亮
大多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或者电影，都

是深厚、沉重的，但《九零后》里大师们回忆起往

昔岁月，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却有着蓬勃昂扬
的朝气，透着明亮的青春光彩。联大最负盛名的

国文课，当年的学子是穿过一座城去听闻一多、
朱自清、沈从文、罗庸等教授轮流讲授，但关于大

一的通史教育，杨振宁却说：“这样的方式不好，
不够系统。”镜头一切，跟他同班的翻译家许渊冲

斩钉截铁地说：“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国文课！”

这位刚满百岁的翻译大家，哪怕提起故去的老同
学巫宁坤，依然充满孩子气的胜负欲，“他英语挺
好，法文不行，才考 70多，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一

考就是 99”。还有同学揭短汪曾祺替学弟考试，写出
来的文章被老师表扬“比汪曾祺写得还好”；101岁

的杨苡先生回忆和同窗赵瑞蕻在联大如何相识相
爱，“他的追法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样的赤诚、鲜活，一直延续到了 80年后。《了
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在采访当天，因为太

激动记错了采访时间，凌晨就起来坐等好几个小

时。《人类的故事》的译者刘缘子在接受采访之前，
让女儿递来口红郑重其事擦上才开始讲述。《呼啸

山庄》的译者杨苡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一个小小随身
听，听着英文歌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徐蓓从听到

传来的歌声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当
我们年轻时），当即决定，这该成为电影的英文名。

致敬传承
徐蓓坦言在 2019年开始策划电影《九零后》时，

自己一度“野心勃勃”，“想要把他们讲述的生活以电

影方式再拍一遍”，但再次探访，一些老人已经离开，
一些在医院神智也不如之前清醒。“策划一圈后回到

纪录片的原点，我意识到很多老人是把他们人生中最
后一次采访给了我们。当最后 16份授权书拿到手，我

觉得自己的责任无比重。”
5月 8日影片在北京举办首映礼，观众中还包

括西南联大 44级土木工程系 102岁高龄的王文俊
先生，老先生精神熠熠地看完整场放映，眼里含着

泪光。那一天，也有年轻观众提问，《九零后》要与当
下的 90后、00后如何“对话”，徐蓓导演替她的采访

对象们这样回答：“这个片子当中，每一个人呈现出
来的那种青春的狂狷，还有他们当时的迷茫，他们

的爱情，我觉得跟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有投射，他们

就是我们的镜像。”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我们评弹最大的优势就

是可以化整为零、化繁为简，上
海评弹团新创评弹剧《医圣》已

经安排了多场进校园、医院、社
区的演出，以文艺轻骑兵的小

分队形式弘扬中国传统的中医
药文化。”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

文表示，昨天看到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医圣祠，了解医圣张仲
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

的贡献，全团很受鼓舞，重演
《医圣》，也是一次向中华传统

医学的致敬。
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在

暴发大灾疫时，中医始终站在
抗疫的最前线。1800多年前，面

对殃及一时、害人无数的烈性
传染病“伤寒”，张仲景选择“留

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
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勤求

古训，博采众方，最终成为一代
“医圣”。

“杏林春暖沐孤苦，黄叶扶
疏育百花”，中医扶正祛邪、阴

阳混元，护佑了一代代炎黄子
孙的繁衍发展，其中的理法方

药和疗效，即使在日益发达的
现代社会，仍然是值得不断探

索的重大命题。
2020年，在上海首批援鄂

医疗队出发后，上海评弹团老
中青三代演员合力创作了一批

有筋骨、有温度的抗疫主题作

品。与此同时，评弹人还在舞台
艺术创作上按下“加速键”。去

年 8月，历时半年精心打造、聚
焦传统中医药文化题材的评弹

新作《医圣》在上海大剧院别克
中剧场与观众见面。

这部上海评弹团携手上海

中医药学会推出的评弹剧，既
是缅怀古代抗疫英雄的一部

全新力作，也是献给逆行抗疫
的白衣天使们的作品。该剧书

写了张仲景临危受命，任长沙
郡太守，利用自己的医学专长

组织民众一同驱瘟祛病的非

凡之举，以评弹剧的舞台形式
向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崇

高敬意。
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

化一样，评弹艺术也是传统

文化中的江南瑰宝，在进

入上海后，其兼收并蓄、

广纳博采的潜质得到生

发，很快成为海派文化

精神的代表艺术之一。

《医圣》作为评弹

剧，在艺术样式上有别于

传统的评弹作品，但它仍

传承和体现了评弹艺术的本

真，地道的苏州方言在整台说
唱表演中基本做到了“全覆

盖”。在评弹音乐的展现上，各
种原汁原味、脍炙人口的大段

流派唱腔，使浓浓的传统评弹
味蒸腾激越，入耳难忘———稳

健流畅的蒋调、柔美清丽的丽

调、苍劲有力的张调，朴实风趣
的严调等。此外，剧中还穿插了

节奏独特的常见评弹曲牌，如
山歌调、剪剪花和道情调等，充

分展示了评弹音乐的艺术特
质，也使观众能欣赏到评弹艺

术唱腔的独特魅力。
这部作品还打破了评弹表

演中不注重舞台调度的传统定
式，对“一桌二椅”进行格局的

突破，将视听效果从演员身上
延伸至全部舞台。在舞美表现

上，具有年代感、符合剧情人物
的椅子替代了传统桌围椅披，

为角色量身定制的服装换下了
原来的长衫和旗袍。在演员表

演上，融入了“剧”的形式后，形
成“表”与“演”的合体，使听众

在移情的基础上实现与角色、
剧情的共鸣，舞台呈现更加立

体化，表演更加强了。说表仍是
评弹的核心，在剧中并没有缺

少，而是更精炼了，对演员的要
求更高，原本多句话的表述在

剧中要准确地表达，甚至只能

用一句话。
演出阵容上，《医圣》由高

博文、吴新伯、黄海华、毛新琳
等国家一级演员领衔，陆锦花、

王承、吴静慧、王萍、徐一峰等
青年中坚力量强强联合，众星

辉映，精萃尽出，集中展现了上
海评弹团人才梯队建设的成

果。即使是即将开展的“轻骑
兵”版演出，上海评弹团也秉持

着不减质的宗旨，尽管剧目会
进行拆分，但保证送到市民身

边的是精华段落，更可一睹评
弹创新的风韵。

本报记者 赵玥

文娱

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29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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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
也有年轻的时候

    2018年 11月，有一部五集纪录片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悄然开播，却

凭借其优异品质，口碑一路走高。仅在豆瓣平台，观众就留下近万条走心评论，9.4
分也让《西南联大》成为了 2018年度豆瓣最高分纪录片之一。

三年后，西南联大纪录电影《九零后》即将于本月 29日全国上映，杨振宁、许渊
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等 16位平均年龄超过 96岁的西南联大学子，将

在大银幕上重现一代联大学子南迁云南求学问道、读书报国的青春记忆。
但，这部电影与姐妹篇《西南联大》有何不同？有了一部纪录片，为何还要再辛苦拍

摄、剪辑出一部电影来？导演徐蓓日前现身上海点映礼现场，与 90后观众分享、对话。

■ 《医圣》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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