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生版越剧《西园记》昨晚上演

    这是徐王经典中难得一出轻喜

剧。强忍伤痛、调整情绪，王文娟嫡传
弟子王志萍在后台独自静了很久，她

说：“这版《西园记》是为传承而排，又
恰在今晚演，意义不同，要演好。对我

们学生而言，是汇报也是告慰老师在
天之灵。”

以凄清唯美见长的越剧，甚少如
《西园记》这样的轻喜剧，这是徐玉兰、

王文娟两大流派宗师较晚期的作品。于
越剧是创新探索和突破，于戏路本身是

种拓宽。王志萍说：“越剧之所以永远年
轻，就因为老师们永远在创新。”

王文娟爱戏，也爱琢磨戏。她的琢

磨并不仅仅局限于戏本身，而是很懂
得“功夫在诗外”。晚年王文娟习书法、

画国画，兴趣广泛，王志萍说：“就在
93岁高龄时，老师还兴致勃勃开始学

评弹，你看着她是心血来潮，实则都是
为了戏。这不，在她根据毛主席诗词谱

曲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里就用上

了。”问王志萍，老师最可爱之处，她掰

着手指头：“那可太多了，永远乐观、永
远坚强、永远积极，永远热爱生活。”

王志萍还提起老师未竟的心愿。
“疫情暴发前，她就踌躇满志地想要为

《红楼梦》写一部通识教材。越剧《红楼
梦》中很多经典唱段流传广泛，可谓家

喻户晓，民间也有很多戏迷票友曲不

离口。老师就想把《红楼梦》中林妹妹
的唱腔、表演拆解，用文字、音频、影像

的方式记录下来，让哪怕普通人也能
跟着学、跟着唱。这件事情，我想还是

要尽力去圆老师这个心愿。”
开演前，需要整理情绪的还包括

王文娟晚年时常伴她身侧的传人李旭
丹。昨晚朋友圈里有人放出了一张照

片，开演前舞台侧幕边，已然化完妆的
李旭丹努力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

一来怕糊了妆容，二来也怕情绪“塌
方”。然而，在剧中唱到“景物依旧人亡

去”还是让她险些“崩”不住。

开宗立派的老一代越剧艺术家一

一离去，留给下一代的既是宝贵的经
典、精湛的表演，还有将剧种发扬光

大、代代传承的责任。徐派创始人徐玉
兰嫡传弟子钱惠丽至今记得：“之前我

在担任红楼团团长时，王文娟老师作
为红楼团第一任团长就曾细细嘱咐

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人出戏。虽然

舞台上主角演员是收获最多掌声和喝
彩的，但也不要忘记，帮助你获得掌声

和喝彩的是一整个团队，红花、绿叶同
样珍贵，越剧唯有团结一心往前走，才

能越走越开阔。”
昨晚演出后，上海越剧院还追加

了一个小型的纪念活动，全场观众起
立三鞠躬，为王文娟送行。得知王文娟

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 8月 10日在龙
华殡仪馆举行，但考虑到疫情防控不

对社会公众开放，也有不少王派戏迷
特地赶来以观剧的方式送一送“林妹

妹”。 本报记者 朱渊

每一个转身都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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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推开家门遇见艺术
东昌大楼位于东昌路 600号，不远处便是

陆家嘴“三件套”，去年刚刚刷新过外立面，让

人看不出它至今已有 34年楼龄。7楼连接一

户户住宅的公共走廊，这几天布置成了艺术孵
化地。
向窗外看去，马路对面的南洋商业银行，

正是建立在 1999年爆破的东昌消防瞭望塔原

址。东昌大楼的七楼差不多就是当年瞭望塔的
高度。历史和现实在同一取景框内交错重叠，

把所有居民带回到多年前。
策展人王南溟曾是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馆

长，这次为了这个 50平米左右的楼道空间，他
请来了专业美术馆常用的布展团队。楼道天花

板铺设电路轨道，装上了射灯、电子屏。前不久
由于疫情影响，展览迟迟未开，居民们还特地

到居委会打听，楼道美术馆什么时候能开起
来，甚至希望整栋大楼都复制这样的模式。

东昌大楼的楼道美术馆对应着东昌新村
的星梦停车棚，让一条马路两边的社区连接成

为艺术街区。如今，“三星堆”成了星梦停车棚
的常设展，艺术家勺子和团队还为东昌新村的

围墙也换了新装———黄色底色上，绘满了彩色
的花朵与音符，这幅由居民共同完成的艺术作

品，点亮了居民的生活。

同一高度重温历史
展览中精选的 20张老照片，要归功于曾

经的瞭望兵赵解平。1976年，家住闸北的赵解

平被分配到浦江对岸的东昌消防中队，当上了
一名瞭望兵。当年消防

队的那座高约 24米的
8层瞭望塔，如今成了

这个展览的主角。
在那个时代，24米

是这一片天空的制高
点。赵解平当时就住在

瞭望塔的 7 楼，8 楼的

瞭望台是他的值班岗
位。闲时，赵解平爱好

摄影，他的镜头，记录
下了已经消失的东昌

消防队门牌号：浦东南
路 807号，记录下了消

防员夜间训练的模样，更记录了浦东高度不断

被刷新的过程。
周围林立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东昌

消防瞭望塔从当初的浦东“高个”变成了“小不
点儿”，很难再发挥观察火情的作用了。1999

年 9月 13日是东昌瞭望塔爆破的日子。为了
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赵解平到八佰伴花了

6666 元人民币购买了

一架索尼超 8 型摄像
机。他早早地赶到了现

场，到对面的东昌大楼
上，在三脚架上架好了

摄像机，并在预定爆破
前的两分钟就开始提前

拍摄；手中的单反相机
也调到了连拍档，当听

到爆破的信号时，及时
按下了快门。

楼道里，赵解平拍
摄到的瞭望塔爆破时的

瞬间影像也以视频形式
展出，再次让人感受到浦东在改革开放后，原

本是第一高楼的消防瞭望塔如何一点一点“变
矮”的历史。在王南溟看来，这样的社区展既是

一种历史文献的收集，也是在当下情境中对东

昌瞭望塔的一次记忆发散。
本报记者 赵玥

推开家门就是美术馆
上海首个“楼道美术馆”在东昌大楼亮相

    熙熙攘攘的东昌

大楼就在十字路口，

天然具备了聚拢人气

的条件。 昨天布展团
队在楼下张贴完海

报， 大家不由自主地
后退到路口， 抬头凝

视欣赏起这幢建筑。

最早， 王南溟将
赵解平的照片复原成

建筑模型后， 一直苦
于找不到合适的场地

进行展览。 没想到东
园一村居委会书记周

海侠找上门来， 她正
是看到“三星堆”车棚

展而来， 希望艺术家
也可以帮助改善这里
的社区环境。

当艺术社区成为艺术家们的
实践空间时，每一处空间都有成为

美术馆的潜力。这一新型的存在方
式，让人们感知：艺术不是高冷的，

而是切切实实可以温润生活、提升
幸福感的。

69 岁的叶芝英，1990 年就搬

进东昌大楼了。这次看到自己每天
来来往往的楼道大变样，叶芝英主

动请缨，担当起了展览影像的管理
员。 当初在星梦停车棚，也有一位

居民陈国兴志愿担任了展览讲解
员。 居民志愿者的加入，解决了艺

术社区的最后一环。 东昌大楼为

“社区参与式博物馆”提供了现场，

也提供了陆家嘴记忆的相关当事

人，开幕后是否还能引发更多的蝴

蝶效应，有待于不久后的检验。

赵玥

手记记 者

让
艺
术
更
可
触

昨晚，上海越剧院红楼团在保利城市剧院献
演师生版《西园记》(见上图)。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天
意，这场演出早在月前就已定档，钱惠丽、王志萍、
王婉娜、李旭丹两代徐王派传人同台演绎经典，一
个抬眸、一个转身都是越剧艺术代代相传的足迹。

还记得那个在东昌新村星梦停
车棚举办的“三星堆”展览吗？策展团
队这次又开脑洞了，直接将美术馆设
在了居民楼内———明天，位于浦东新
区的东昌大楼将开出上海首个“楼道
美术馆”，“瞭望塔上下”陆家嘴记忆
系列展随之拉开序幕。楼上楼下，窗
内窗外，有小区居民的家长里短，更
有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 窗里窗外

是浦东难忘的
历史印记

▲

居民在观看展览

记者 王凯 摄

■ 东昌消防瞭望塔模型和窗外的瞭望塔原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