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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经从医，幸遇伯乐

2 爱团胜家，情义无价

1978年，作为回沪知青，父亲已在

工厂从事医务工作，并照顾着年迈丧偶

的爷爷，日子过得平淡却温馨。谁承想，

一次业余时间参加的滑稽戏表演，父亲

演出的一个小角色竟让刚恢复工作的滑

稽泰斗杨华生、笑嘻嘻与绿杨一眼相中，

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即将恢复重建的“上

海人民滑稽剧团”。一石激起千层浪，当

时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身为工程师的爷

爷，且不说王家几代书香门第，就是现在

的医务工作，也是绝对的“铁饭碗”，为什

么要去做抛头露面的演员？父亲是出名

的孝子，听了爷爷的话，无奈准备放弃演

员梦想，却怎么也没料到，为了留住他这

个好苗子，这几位滑稽大家亲自登上家

中小阁楼，作为同龄的过来之人，与爷爷

促膝长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得到

了爷爷的认可，这才有了之后在滑稽舞

台崭露头角、绽放光芒的王汝刚。

对于滑稽老前辈爱才、惜才的深情

厚谊，父亲感恩了一辈子。在他看来，

如果没有当年众多老师敞开心胸的接

纳欢迎，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言传身

教的带领扶持，就不会有自己今天的成

就。这种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也深深

影响着父亲。他在滑稽界尊老爱幼是

颇为著名的，无论是老艺术家的生活问

题，还是身后之事，但凡有托，无不尽心

竭力。而对于一众后辈青年演员，更是

无私地帮助关怀，从艺术到生活，事无

巨细，都像对待亲生孩子那般关爱。

他的想法简单且纯粹，善待老人，

是不忘自己曾经得到的点滴帮助；扶持

后辈，既是老先生们当年的亲身教导，

更为了滑稽戏这一剧种能拥有更美好

的明天。

鲜为人知的是，爷爷去世之时，父

亲因为忙于舞台演出，没能赶去见他老

人家最后一面；而是在舞台上演出了一

场含着眼泪的喜剧，尽管心中难以抑制

对至亲的不舍，却依旧要在舞台上嬉笑

怒骂，滑稽突梯。父亲作为人子，此时

此刻内心的伤痛，无奈与辛酸，又有多

少人能知道？不光白事，喜事亦然，

1984年冬天，母亲生下了我，八斤之重，

白白胖胖，父亲却因为要赶去外地演

出，只能在医院产房抱了抱我，就行色

匆匆地踏上长达半年之久的巡演之

路。直到六个月后，再次见到日思夜想

的大胖儿子，我已会叫“妈妈”，可面

对别人口中的“爸爸”，眼里却满是陌

生……后来他告诉我，就在那几年，

老先生们退出舞台，剧团正面临新老

交接的关键时期，演出失去了“角儿”的

票房保障，年轻一批演员如他，还并没

有多少知名度，如何把一个曾经诞生过

《七十二家房客》《糊涂爹娘》《苏州两公

差》的知名剧团，在他们的手里延续下

去，是那一代青年演员当时所面临的巨

大难题。最终，他们选择了一条极为艰

辛的“长征”之路，把滑稽戏带出上海，

走出江南，两队人马南下湖南、广东、广

西，西进四川、青海、甘肃，跑遍了大半

个中国，接受市场与群众的考验，切身

感受老百姓的真实情感与生活，也在巡

演的过程中，锻炼了业务，逐渐站稳了

舞台。后来，父亲的演出越来越多，母

亲也忙，无奈之下，我只能寄养在外婆

家中。记得那段时间，清晨起床在上学

前收听广播里的《滑稽王小毛》，那是我

与父亲每天唯一的情感交流方式。

父亲在剧团有个“雅号”——“无事

三百里”。直至今日，每逢去外地演出，

除了参观名胜古迹，父亲最喜欢逛的就

是老城区、小菜场，一方面可以切身感

受风土民情，另一方面还能买到最新鲜

可口的土特产，最重要的是，作为滑稽

演员，能在深入生活中熟练地学习方

言，自然地掌握九腔十八调，拉近艺术

与生活的距离，从而创作出老百姓最喜

闻乐见的好作品。他至今依旧近乎顽

固地拒绝网购，因为在他眼里，尽管网

络让生活便捷了不少，却少了那份感知

烟火气与人情味的机会与乐趣。或许

也正因为这份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切

身感受，使得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能荣获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的殊荣，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告诉大家，紧紧拥抱时代，贴近生活，

永远是艺术家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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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作为国家级非遗“独脚戏”保护传承单位的上海人民滑稽剧团
（前身为“大公滑稽剧团”）建团70周年，也是父亲王汝刚从事喜剧艺术的第
44个年头。几十年来，时代在飞奔，演员在更迭，但一代代滑稽人随时代而
进，为生活而歌，给老百姓带来欢笑的这份初心，始终不变。

4 书香之家，一脉相承

回想数十年来父亲与我的

点点滴滴，尽管我并没有继承其

衣钵从事滑稽艺术，但在他的影

响下，我喜欢上了文学、戏曲、国

画等传统文化，甚至脾气性格、

生活习惯、语言特征，也完全受

他的影响。

父亲对《新民晚报》的感情

很深，1988年，正是晚报主办的

“小滑稽迎龙年”演出，使得他们

一群青年演员在上海舞台上崭

露头角，也奠定了父亲在剧团的

艺术地位。后来，父亲作为特约

作者，长期在“夜光杯”开设专栏

《笑作坊》，往往千余字的文章，

就能将程十发、谢晋、俞振飞、贺

友直、袁雪芬等前辈艺术大家的

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地展现于读

者眼前，还获得全国的奖项，令

我这个文字工作者自叹不如。

而我如今在《新民周刊》工作，无

疑也是父亲与新民情缘的延

续。尽管我们父子俩看似从事

着并不相关的事业，实则无论从

血缘到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教会我对美丑的辨别，对文化

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对感情

的真诚，这将是我一生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

记得在父亲六十岁生日聚

会上，面对亲朋，我发自肺腑地

感慨：“我的父亲这辈子，既不当

官更不经商，他的一生只做一件

事，就是唱好滑稽戏。一生也只

有一笔财富，就是台下所有他看

重的朋友们。我为有这样的父

亲感到自豪，他是我人生的榜

样。”那一刻，我看见向来对我不

苟言笑的父亲，眼眶里泛着泪

花，千言万语，也尽在不言中

了。人说知子莫如父，其实，知

父又何如子呢？

■刚年福悦阳和福汝刚 3 喜剧艺术，严肃人生

■ 福汝刚与滑稽老前辈周柏春、杨华生、笑嘻嘻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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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父亲是一位善

于插科打诨的喜剧演员，

在生活中，他勤于思考，

爱好读书，广交朋友，舞

台下的他，给人感觉颇为

严肃，因为“从事喜剧艺

术，奉行严肃人生”一直

是他的座右铭。但其实，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情义的

汉子。任何人对他的点滴

帮助，都会铭记于心，对

于每一位朋友，也总是抱着最大的

真诚与热情去对待，有时甚至有些

“热情过度”。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

极为注重友情，乐于助人的善良

人。但这几十年来，对于自己家人

的事情，他却总是刻意回避，有时

候甚至还会直接拒绝。记得我还在

牙牙学语时，他教我背的第一首诗

就是郑板桥的《示儿》：“吃自己的

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

干。靠天靠地靠父母，不算是好

汉。”每当我奶声奶气地背诵这首白

话诗时，他总会流露出高兴与肯定

的表情。大道至简，大爱无形，长

大了我才懂得，父亲之所以在一开

始并没有选择教我词藻华丽或是脍

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名篇，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要我在迈开人生第一步

的时候，就牢牢记住这意思浅显明

了、道理却颇为深刻的句子，并以

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他曾经很直接地对我说过：“做

我王汝刚的儿子，不求你大富大贵

功成名就，但一定要做到自强自

立。”曾经我也会对父亲的不近人情

感到不解与委屈，为什么对朋友、

学生可以掏心掏肺倾力相助，对自

己家人却总是十分苛刻不近人情？

在这时候，他会很严肃地告诉我：

“做名人的儿子未必是一件好事。我

不希望你重复我的道路，即使成功

了，无非复制一个‘小王汝刚’，人

家也会觉得理所应当；如果不成

功，则会被视为‘一代不如一代’，

这样做既没有道理更毫无意义，也

是大多数名人之后的苦恼。所以我

希望你能走属于自己的路，做喜欢

的事情，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一技

之长，健康且充实地度过一生，就

足够了。”

■ 福汝刚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