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쏃쏃뺪쿖北大
上海越剧院此次进京，一如既

往地坚持与青年观众的紧密联系，

在剧场专设大学生观众席，提供学

生优惠票，还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

系列讲座、演出和研讨会。

2006年5月14日，北京大学图

书馆外，一条醒目的横幅悬挂在大

门口：“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越

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北大见面

会”，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率先

进入北大举办讲座。

至今不会忘记，黛玉来到贾

府时那一抬头、一个眼神，那种不

近凡尘、清丽绝俗又忧郁的美曾

经迷倒了多少戏迷粉丝。“两弯似

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

情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

动处似弱柳扶风。”曹老夫子的诗

意描绘，被王文娟的形象、气质表

现得如此具象化，并镌刻在观众的

心里。因此，当王文娟走进北大图

书馆南配殿的时候，早就等候争睹

“林妹妹”风采的学生一片欢呼。

令人意外的是，现场粉丝中不

少是男学生；更令人意外的是，北

大、清华两所高校“越剧协会”的会

长也都是男学生。为了给讲座预

热，12日，他们特地在学校放映了

越剧电影《红楼梦》，除了有座的观

众，还有不少同学是站着看完了两

小时40分的电影。

主持者张梧，北大哲学系的学

生，身材魁梧，开场白简短明了；王

文娟直奔主题。

因为一部越剧电影《红楼梦》，

几乎全国观众都认识了王文娟。

难以想象，当年舞台银幕上娇滴

滴、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已是80

岁耄耋之年，但同学们见到的王文

娟，依然风姿绰约、神思清明，丝毫

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北大我本来是不敢来的，这

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座的不是教

授，就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生，我

只念过三年书，所以坐在这里很胆

怯。”王文娟直抒胸臆，“我说我不去

吧，这里的同学很热情，一定要我

来，而且说他们都是从各地来的。

我感到对宣传越剧是一个非常好

的机会。我知道，北大有好多研究

《红楼梦》的专家，我不会讲理论，讲

一讲演出的点滴体会。讲得不对，

请大家指正。”王文娟坦率、谦逊的

开场白，赢来了全场的掌声。

演뫃大폱뇘탫
题뻶뗄솽个컊쳢：和뫍
小웸
王文娟说，《红楼梦》影响太大

了，从小她就听大人说过无数遍，印

象最深的就是林黛玉“爱哭”。

“作为一个演员，我必须要解

决这个问题。她到底为什么要

哭？是天生爱哭，还是碰到什么样

的事情才哭？我在台上要演林黛

玉，我什么时候要哭，什么时候不

哭呢？我不见得一上台就哭，唱两

句就哭，那就不像话了。”王文娟风

趣的表白引来同学们的笑声和掌

声。她说：“我觉得林黛玉在三种

情况下要哭。一是寄人篱下，看到

了贾母、王熙凤、薛姨妈等亲眷在

一起有说有笑，很开心，而自己在

这里一个人，很孤独。”

王文娟举出自己的例子。她

出生在浙江四明山脚下的一个坑

边村，爸爸是教书的，因为妻子去

世了，王文娟的妈妈就成了填房嫁

给了他。婚后，生了王文娟和两个

弟弟一个妹妹，“虽然家境不太好，

但是我有妈妈、弟弟妹妹在一起，

心里很温暖。”王文娟有个表姐叫

竺素娥，在上海演戏，已经蛮红

了。为了照顾家里，妈妈让她去上

海跟表姐学戏。爸爸不肯，妈妈就

跟爸爸吵，王文娟在边上哭，为妈妈

助阵，爸爸不得不同意。可是，当她

真的要去时，又害怕了。“妈妈给我

做了两件热天穿的短衫，两件对襟

罩衫，一件棉大衣，拿出了我表姐给

她的大皮箱，盛放衣物。我的小弟弟

只有五岁，还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转；

我的妹妹有点懂事了，有些不舍。那

个时候我要哭了，上海是个非常遥远

的地方，要历经半个月才能到；何况

表姐我也只见过一面。想到要挣钱

给家里，我又狠下心来；当时妈妈送

我，骨肉分离之痛，讲不出来。”

就是这种难舍难离的感情，为

王文娟演好林黛玉提供了帮助。

到了上海，表姐虽然是个红角

儿，但也买不起房子，她就睡在表

姐的阁楼上。“我那时小，就跟在表

姐后面，她既是我表姐又是我老

师。她朋友多，经常有人请她吃

饭，我就一起去。但是也难受，人

家请的不是我。吃东西的时候，总

是少吃一点，好在我表姐会搛给

我……”表姐“有朋友一起玩，我只

是站在边上，又不舒服，晚饭后我

没事，就先上阁楼睡觉。他们吃夜

宵，特别是肉丝炒年糕，还放了大

蒜，多香啊，到现在我还感觉得

到。表姐善解人意，会叫我，彩娟

（那时我叫彩娟），你起来，吃年糕

了。我假装睡着，其实很想吃；但

是我又不敢起来。这种日子实在

不好过。我想林黛玉寄人篱下，这

种情况何尝没有。”

这种寄人篱下的境遇又是王

文娟塑造林黛玉的依据。

王文娟继续

讲解，“第二种情

况，就是贾宝玉受

委屈的时候，比如

贾宝玉为了琪官

的事受到父亲的

鞭打，动也不能

动。书里描写，林

黛玉哭得眼睛像

桃儿一样。”这种情况她要哭了。

“第三种情况，当误会消除，知

道宝玉对自己好的时候，比如，紫鹃

‘试玉’，说林姑娘要回到南方去了，

贾宝玉听了以后失魂落魄，病倒

了。林黛玉知道后，恨恨地骂了紫

娟。她真正感到贾宝玉对她的真

情，哭得更厉害了，一夜哭到天亮。”

王文娟说，有人讲林黛玉很小

气，人家讲什么，她要么是哭，要么

是很尖刻地回答。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王文娟在塑造林黛玉时，

演的是她自己心里的“这一个”。

“我怎么爱上林黛玉呢？我感觉她

不会用一些小手段。她是用真挚

的感情去争取理想的生活。而且

是用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去争取

的。”王文娟说：“她跟贾宝玉从两

小无猜，发展到心生情爱，所以在

贾宝玉、特别是贾宝玉和薛宝钗的

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的。我感到这

个小气很可爱，不令人生恨。在恋

爱问题上，我想没有人会那么大

方。你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没

有小气，就不真了，不可爱了。”

欢쟩뗄얮ퟓ人뚼쾲뮶
见面会现场，一位来自王文娟故

乡的女学生告诉王文娟，她的母亲不

识字，“是你的《红楼梦》陪伴了她的

一生，丰富了她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

界。今天是母亲节，我代表母亲和我

自己，向你深深地鞠一躬，表示感

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一位女生对王文娟说，“我来

自四川，刚下火车。”全场同学给了

她热烈的掌声。她说，有人说你的

前半生很像林黛玉，很内敛，不张

扬，不愿曝光；后半生你走在了改

革的前沿，敢干、敢闯，带领了“红

楼团”的改革，这又像孟丽君。我

想问，是你塑造的角色使你的人生

前后有这么大的反差，还是自身的

性格让你成功地塑造了这两个人

物？这个问题又赢得了全场鼓掌。

拍摄电视剧版《孟丽君》时，王

文娟已是70岁高龄；她以自己创

造的人物形象，留下了再度登临巅

峰的不朽光辉。

《孟丽君》引起轰动是可想而

知的。孟丽君本是一个极富才情

的女子，为救未婚夫女扮男装，竟

高中状元，官居宰相……人物的传

奇经历为舞台创造了很大的空

间。更难的是，王文娟是旦角演

员，戏中大量融合了小生的表演元

素。而这个小生又不是越剧常规

演出中的张生、贾宝玉这样的人

物，是一个一路官至宰相的高位，

迥异于才子佳人式的小生形象。

王文娟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炉

火纯青的唱腔和刚柔相济的表演

特点，令喜爱她的观众深深着迷。

对于如此尖锐的问题，王文娟

没有回避，“我不敢讲我像孟丽君，

因为她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但是我呢，还是想闯。我又不

像林黛玉那样忧郁，哪些是正确

的，我还是敢去做的。我们红楼剧

团改革是非常困难的。”王文娟说，

当时上海越剧院有400多号人，只

有两个团在演出，她和徐玉兰觉得

这样不行，好多人的才能没有发挥。

单说小生，就有徐玉兰、范瑞娟、陆锦

花、陈少春，下面还有曹银娣等很多

人，花旦也有好多。“我们认为可以再

产生一个团，人才可以得到锻炼，经

济可以得到发展，我们就决定这样

做。那时我们只能自己闯。徐玉兰

大姐就提出我们自负盈亏。人员问

题，我们就到浙江去找，我们好多学

生都在浙江，钱惠丽徐玉兰去叫，王

志萍、单仰萍是我的学生，我去

叫。”王文娟说。但是这很难得，当

年王志萍、单仰萍、钱惠丽到上海，

是经历了曲折的。

又一名学生说：“王老师我也

是来自余姚，特别喜欢你的王派艺

术，你是性格演员，不仅林黛玉演

得好，我喜欢的孟丽君也演得非常

好，处理很微妙。你是怎么把握这

两个不同人物的？尤其你在女扮

男装的时候，做功、扮相、都令人倾

倒。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

色，你是怎么看的？”

王文娟显得很兴奋，说：“两个

角色我都喜欢。林黛玉的感情真，

她对贾宝玉一往情深。孟丽君对

皇甫少华也是一往情深，一般来

讲，皇帝喜欢她，她可以做娘娘了，

但是她不，还是喜欢皇甫少华。总

的来讲，多情女子我都喜欢！”全场

一片笑声，掌声热烈。

人쏇솩냗쳬볻늻뗃죋
眼看全场的情绪越来越热烈，

主持讲座的张梧不失时机抛出了

重磅炸弹，他说，《红楼梦》这部戏为

王文娟老师带来了美满的婚姻。

大家知道，王老师的先生是著名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鼓

掌），这对王文娟老师在表演上讲

究性格，一定带来不少帮助。虽然

已经八十高龄，突然听到这个问

题，王文娟似乎也没有准备，居然

用手掩面，有些羞涩。“这个问题么，

好像跟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

（笑）……”张梧朗声说道：“孙道临

先生跟我们是校友，他是燕京大学

的学生；跟我是系友，他也是哲学

系的嘛。”全场大笑，响起了掌声。

面对充满期待目光的莘莘学

子，王文娟说：“好，大家要我谈，就

谈一点吧。”

孙道临出身于北京一个书香

门第，在燕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

间，受同窗挚友黄宗江的影响，逐

渐走上从事电影艺术的道路。之

后，他在《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

记》等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

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成为中国电

影界一颗璀璨的明星。

在黄宗江的牵线下，孙道临和

王文娟认识了，恋爱了。

他们俩谈恋爱与别人不同，就是

白天不能谈，不能一起出去，因为孙

道临有影迷，王文娟有戏迷，他们一

起出去人家会认出来。他们相识的

时间不长，当时孙道临住在武康路，

王文娟住在华山路，不算远。每次

分别，孙道临送王文娟，到了华山

路，王文娟再送孙道临；不一会儿，

到武康路附近了，孙道临回身再送

王文娟……这样的“拍拖”，一定

是热恋中的人的最爱。

有一次王文娟到北京开会，孙

道临正好在北京拍片，于是孙道临

就约王文娟到北海公园的白塔下

见面，并且说好，孙道临在公园门口

等。王文娟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

会，如约而去。到了公园门口，只见

孙道临被很多青年围着，不得脱

身。因为孙道临的影迷是全国的，

而王文娟当时在北京的戏迷不多，

她只身一人冲上前去，把围着孙道

临的人群撕开一个口子，拉着孙道

临就走。那些热情的影迷很执着，

不依不饶，紧随着他们二人追去。

走到北海游船码头，孙道临赶紧说，

我们下湖划船吧。他们希望用这个

方法“甩开”围观人群。谁知他们刚

下船不久，那些影迷纷纷租船，紧跟

着他们的船，玩起了“追捕”的游

戏。孙道临一看，叹了口气，没办

法，只好“弃船上岸，落荒而逃”。

距离王文娟在北大的演讲过

去16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挥

之不去。（上海越剧院供图）

妹짏뗴쿂룶쇖쏃쏃
——2006年王文娟在北大

◆ 秦来来

越剧王派创始人王文娟离开我们一年
了，思念绵长。2006年5月14日，王文娟曾在
北大为青年学子做过一场讲座，忆成长，谈创
作，说挚爱，引爆全场。本文作者随行采访，
彼时情景，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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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发端于浙江乡村、辉煌于上海

的越剧艺术，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唯

美典雅。1958年首演的越剧《红楼

梦》，把唯美推向了极致；1962年拍

摄的电影《红楼梦》，把影响推向了全

球，越剧成为影响全国的大剧种。

为了纪念越剧诞生百年和越

剧入沪90周年，2006年5月13日至

21日，上海越剧院《红楼梦》《梅龙

镇》《蝴蝶梦》《早春二月》和《家》5台

大戏以及一台大型演唱会进京举办

“北京演出周”，把越剧百年盛事的

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王
文
娟
在
北
大
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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