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剧名家许帼华昨日在澳大

利亚逝世，享年 85岁。许帼华出生
于 1936年，江苏苏州人。她自幼酷

爱沪剧，师从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
丁是娥。1950年进入上艺沪剧团，

1953年参加人民沪剧团。她始终
刻苦勤奋，基本功相当扎实，很受

前辈艺术家称赞。

许帼华擅长演少女角色，神情
毕肖，颇能体现角色的性格。她在沪

剧电影《星星之火》中饰演的小珍

子，形销骨立，目光呆滞，把一个被
残酷折磨下的包身工形象塑造得令

人难忘。剧中，她和筱爱琴、沈仁伟
的“隔墙对唱”开启了沪剧三重唱先

河，至今仍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阿必大回娘家》中的阿必大

是许帼华颇具代表性的角色，她演
阿必大没有过多地在外形动作上

做文章，而是注重内心表现。她那
副噤若寒蝉、又吓又怕又胆颤的样

子，把阿必大演得活灵活现。许帼
华饰演的阿必大与石筱英饰演的

雌老虎、丁是娥饰演的婶娘成了沪

剧舞台“三绝”。剧中许帼华的经典
唱段“手弹棉花想想苦”把童养媳

饱受欺凌的悲苦心情表现得十分

感人，深受沪剧观众的喜爱。
此外，她还饰演了《芦荡火种》

中的卫生员小凌、《救救她》中的李
小霞和《杨三姐告状》中的杨三姐等

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的表演质朴细腻，真挚而富有感

情，演唱富有激情，音色清亮甜美，

运腔圆润，韵味浓郁，吐字清晰，具
有流畅悦耳、声情并茂的特色。

许帼华演唱的《绣荷包 ·十绣》

尤为出色。这原本是沪剧的一个传
统唱段，许帼华根据自己的嗓音条

件对其进行修改加工。在她与丈
夫、著名琴师朱介生的共同努力

下，《绣荷包 ·十绣》唱腔里融入了
花脸、转调、高腔和绕口令，节奏清

新明快，速度紧凑，层次分明，尤其
是一些衬字的灵活运用，使整个唱

段奔放洒脱，俏丽委婉，十分动听。

许帼华退休后赴澳大利亚定
居，仍心系沪剧事业。她曾多次回

国参加上海沪剧院举办的“沪剧回
娘家”“三下乡”“沪剧艺术节”等各

类活动。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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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必大”走了
沪剧名家许帼华昨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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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小楼思爱妻
两年前，上戏原党委书记何添发接

到了老朋友徐培尧打来的一通电话。自

从姚乐诒去世后，徐培尧的心里一直很
难过，思念着亡妻，希望给乐诒工作过的

上戏校园捐一笔钱，为她再做一点事儿。
何添发建议，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助

学，也可以进行校园翻新改造。他带徐

培尧参观了校区内一些有年代的教室

和楼房。何添发曾是上戏声乐教授，特
意带徐培尧来到了声乐教学楼，这座二

层小楼建于上世纪 70年代，有 8间琴
房和 2间教师休息室，在校担任钢琴伴

奏的姚乐诒也曾在这座楼里教学。
徐培尧当机立断，就翻新这幢楼！

原本，他希望能推倒重建一幢三四层

的琴房，但因紧邻美丽园小区，施工难
度较大，最终定为翻新，小楼也以妻子

的名字命名为乐诒琴房。时不时，徐培
尧也会走进上戏校园，看看工地的改

建进度，好似乐诒以另一种形式陪伴着
他。

修缮落成仪式简单质朴，姚乐诒的
闺蜜、表演系退休教师张希真也受邀前

来。踏入乐诒琴房，张希真有些不敢相
信：“建得太好了！”她试着弹了弹琴房

里的雅马哈钢琴，不响，才发现，这是要
按开关的电钢琴，还可以远程教学。琴

房里放上了小沙发，除了常规的钢琴，
还有一架三角钢琴正在漂洋过海的路

途中，等待着为上戏师生的演出、教学
伴奏。

平凡闪光暖人心
最早，张希真所在的声乐教研组条

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哪个角落能挤出

空间放一架钢琴，就在哪里练习，直到

后来，才有了专门的琴房。当年，她正是
在这幢楼里，伴着姚乐诒的钢琴声，带

着学生练声乐、练台词。下课后，学生总
要围着姚老师，再开开小灶。

“大家都爱找姚老师伴奏，因为她
的琴声从来不炫技，总是能把学生的声

音烘托出来。”今年 85岁的张希真回忆

起当年和姚乐诒共事的往事，思绪翻
飞。姚乐诒从小家境优渥，会钢琴、手风

琴、芭蕾舞，在震旦中学读书时，英文好
到老师专门给她另外开课。可是，她在

学校很低调，从来没有刻板印象里上海
女孩的娇气，张希真感慨：“我和姚乐诒

一起下乡劳动，她比我能吃苦。”
说起徐培尧和姚乐诒的结合，张希

真连连感慨，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同甘
共苦，经历了很多年的两地分居才团

聚，“她走得太早了一点”。姚乐诒晚年
还曾询问过张希真，有没有生活还很艰

苦的同事旧友，想帮助一下。张希真说：
“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哪像以前买件

毛衣，半个月工资就没有了。”
在捐赠钱款修缮楼宇之前，徐培尧

还在他们居住的江苏路街道成立了“姚
乐诒爱心帮困基金项目”，为 15名困难

儿童颁发助学金。徐培尧夫妇的义举，

从街道走进了校园。在华山路校区，有
以上戏第一任院长熊佛西命名的佛西

楼，有以上戏副院长朱端钧命名的端钧
剧场，如今，又多了乐诒琴房。张希真

说：“乐诒没有很高的名望，她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伴奏老师，很爱学校，我没

有想到，学校如今可以用她的名字命名
一幢楼，学校也很爱护爱它的人，给予

了我们爱着上戏的人很大的鼓励和安

慰。” 本报记者 赵玥

暑期的上海戏剧学院华山路校园，少
了学子的欢声笑语，别有一番宁静。 一位
老人推开车门，拄起拐杖，默默凝视了一
会他眼前的灰色小楼，“乐诒琴房”四个大
字闪闪发光。 这位老人叫徐培尧，今年 89

岁， 他的夫人姚乐诒曾是上戏的钢琴老
师，2017年因病去世。 为了寄托对夫人的
思念，徐培尧捐赠 300万元翻新了姚乐诒
工作过的声乐教学楼， 上周末正式落成，

新学期即将投入使用。

手记记 者

    1956年到 1979年，是姚

乐诒在上戏工作的 23年，也
是她和徐培尧相识相知的美

好岁月。 最初，徐培尧在西北
工作， 后来他的事业越做越

大，先是到了香港，后来又去
了南非，夫妻二人的生活也越

过越好。他们的故事正应了那

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

这对走过了金婚的老夫
妻，一直是朋友圈里的恩爱楷
模。 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到

复兴岛进行慰问演出， 徐培尧背着手风
琴，送姚乐诒来学校，大家这才知道，徐培

尧好不容易休了 10天探亲假回来， 姚乐
诒却一声不吭，把宝贵的团圆假期用在了

学校演出上。

其实，徐培尧并非亿万富翁，只是稍
微富裕一点。但他希望能用自己有限的财

富造福更多人，这已经不只是两个人的爱
情，琴房里飘出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一

份普通人的大爱。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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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培尧近照

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