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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不读夜报
我是睏不着的

“毛笋组合”演出现场为晚报打CALL

最爱读“蔷薇花下”
“说起上海人家居家必备的读物，自然首推‘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毛猛达说：“看晚报是
从小到大习惯，也是家中的一份‘传承’。从我外公

外婆那一辈起，家里雷打不动每天都有一份晚报，
记得最初还没有订，而是大人每天派我去买，我可

以说是看着晚报长大的。”如今，看晚报依旧是毛家
惯例，“每天晚上不论谁先回家，第一桩事体就是打

开信箱拿晚报。”
“每天，不读晚报，我是睏不着的。”一份报纸家

里人轮流读，有的喜欢在饭后，毛猛达喜欢在睡前：
“等所有事情都做好，一份晚报传到我手里，可以定

定心心坐到灯下读报，是最惬意的时候。”毛猛达最
喜欢看夜光杯，还尤其钟爱社会新闻版的“蔷薇花

下”栏目：“这个栏目有很多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小
故事，不但读来津津有味，也为我的滑稽戏创作提

供灵感和素材。”
早年，毛猛达创作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是

通过新民晚报报道的人民广场外语角如何变迁为
相亲角的故事而创作。而知名的《丧良心》段子，亦

是取材自“蔷薇花下”里的故事，讲述儿子因为一笔
动迁款“认钱不认娘”，真实鲜活的素材，以滑稽手

法来表现，笑中带泪，发人深省。
最让毛猛达感动的，是 2006年跟随《老娘舅》

剧组赴新西兰奥克兰拍摄，因病导致整个剧组停
拍。异国他乡，重感冒的他走在街头，居然有不少上

海老乡主动来问候。原来，《新民晚报》跟踪报道了

《老娘舅》拍摄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冲到超

市，看到架子上摆放的《新民晚报》，感受到的

是来自家乡的关切问候：“那时候，真的，感动到眼

泪都要落下来。”
自此以后，凡到国外演出，毛猛达总会习惯性

在街头找寻新民晚报：“我在美国演出 1个月，每天
都还是要看晚报。虽然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街景，

但只要一份晚报在手，就好像回到了家乡。报纸上
写的那些角角落落的故事，那样亲切和熟悉，仿佛

发生在身边，让你感觉哪怕身处异地，也在和上海
这个城市共呼吸。”

笑声也是软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演出，《石库门的笑声》还

迎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凭借《这就是中

国》大火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
说起家乡上海的好，张维为以数据和自己的体

验作为依据，道出真实感受：“虽说就官方汇率计算
的人均 GDP来看，纽约是上海的四倍，但这并不意

味着纽约人比上海人富裕，或者生活质量比上海

好。你可以换个指标体系进行比较，拿家庭中位净
资产来看，上海老百姓比纽约老百姓更富裕，上海

的人均寿命比纽约高三到四岁，社会治安比纽约好
十倍。巴黎是个很好的城市，但你拿着手机在街上

拍照，都会担心手机被人抢走。”
虽说土生土长在上海，可是张维为看独脚戏的

机会并不多：“小时候，光顾着读书，考了大学就去
北京了，然后周游列国。”但上海的乡音是刻在记忆

里的东西，张维为说：“上海是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城
市，我在上海长大，自然对上海的文化比较熟悉。其

实，走过的国家、城市越多，越能有所比较。上海人
就是喜欢便捷、稳定的生活，而这和治安、文明程度

都是挂钩的。现在，上海有着丰富的演艺活动，笑声
也是软实力，这个城市是很精彩的。”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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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

  本报讯 （记者 朱光）正值作曲家和指挥家古

斯塔夫 ·马勒逝世 110周年之际，西方音乐剧界尚
未在“马勒年”全面恢复音乐演出之时，上海音乐学

院携手德国大熊音乐出版社，昨晚在上音歌剧院上

演了“马勒逝世 110周年纪念音乐会”。
上音与德国大熊的合作始于 2年前的同一天，双

方一起主办了首届“上音大熊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2019

年度音乐会”，开启了“年度音乐主题”的合作模式。拥

有 300年历史的德国大熊重在乐谱出版，体现在昨晚
音乐会上的特色就是“乐谱版本”———该版本正是

2019年大熊 300周年社庆推出的《马勒交响曲》特别
版。而马勒与大熊出版的渊源始于 1886年。当年，他

在莱比锡市立剧院担任指挥，且投身交响乐创作。与
此同时，同城的大熊音乐出版社建立了当时最为完整

的曲目库———总谱和管弦乐谱图书馆。马勒指挥了该
曲目库中的许多作品。不过，他的作品并未收录在这个曲目库内。部分原因在

于，作为作曲家、指挥家，马勒总是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作品，指挥时还会发挥。
因此，其曲谱手稿比较复杂，甚至颇为混乱，让后人对其作品的研究产生了障

碍。所以，对于考证性的“评注版”修订，也成了一个“不断更新的工作”。2019

年，德国大熊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全新的马勒交响曲全集编订，旨在推出一

版适合交响乐队实际演奏需要的乐谱。新的总谱和分谱，还采用更舒朗的版式
和间距较大的五线谱。这样的修订，且使之成为一台音乐会，无疑是对马勒最

好的纪念和最大程度的致敬。7月，大熊新版马勒《第一交响曲》全套乐谱印刷
出品后，从距离上海 8500公里之外的德国威斯巴登送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交响

乐团指挥与 150名乐队演奏员手上。
昨晚演出曲目安排颇具特色。上半场艺术歌曲套曲《青年旅人之歌》与下

半场《第一交响曲》两部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青年旅人之歌》由歌
唱家廖昌永演绎。指挥家张国勇执棒上音交响乐团演奏。

当今世界对马勒的关注早已上升到人文思考。马勒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交
响曲的艺术价值，已渗入到世人身处的文化命题。他生活的年代处于 19世纪

末至 20世纪初，疾病折磨与亲人故去，使其一直处于不安、痛苦的情境中。只
有在指挥、作曲时获得的满足感，才能让他获得纾解。因而，他的作品里饱含无

尽的乡愁、人生的冷暖以及对自然的感恩、对生命的渴望。这也是他的作品依

然能在当今社会引发共鸣的人文基础。

■ 廖昌永

“新民晚报是上海老
品牌，1929 年创办，92 年历
史，不得了！在上海，人人都晓
得———新民晚报，夜饭吃饱，吃饱
夜饭，看新民晚报！”上周末，作为扎
根上海演艺大世界的驻场演出品牌，独
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和观众的“每月
一会”如期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
行。现场，上海人喜爱的“毛笋组
合”（毛猛达和沈荣海）为新民
晚报打Call，赢得观众共

鸣和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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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