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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自悠悠水自流哟，船向流水夸风

流。流水淡淡答一句呃，有船水也流，无

船水也流。

1998年，这位文艺青年曾去过中国

香港，现实的世界推动着离开国有剧团后

的孙徐春寻找着迥然不同于自己前半生

的成功。

这后来的20多年，孙徐春俨然活成

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开过饭店，承包过报纸，最后靠着血液里

对文化的那份热爱在文化演艺市场中冲

冲杀杀。

商场上，有让人如沐春风的合作者，

也会有放鸽子躲账的无信用之人。孙徐

春把一切看透了，但正是如此，让他更加

成为一位乐观主义者。

也许是因为小时候拉二胡，在自己读

过的文学作品中，他对史铁生的《命若琴

弦》念念不忘：一个小瞎子跟着一个老瞎

子，以弹琴说书为生。小瞎子不堪命运的

悲苦，想要放弃生命，老瞎子便对他说，只

要弹断1000根弦，烧灰做药引子，与师祖

留下的处方药一同服下，瞎眼便可重见光

明。自然，这只是老瞎子为了鼓励小瞎子

活下去给出的念想。悲观的人读出了人

生无意义的叹息，充满斗志的人则说，人

活着就得有个目标。

早几年，演出市场有“北麻花，南锦

辉”之称。2010年，锦辉开始做商业戏

剧，凭着《东京爱情故事》《老男孩》《浪漫

满屋》等改编IP的舞台剧，鼎盛时期，一

部《盗墓笔记》5年做了1.5亿元票房。

2016年，锦辉成为全国第二家以舞台剧

为主的文化公司在新三板上市，孙徐春逐

渐在流量时代的娱乐工业中，获取了财富

与话语权。

从一个对将来充满不确定感的文艺

青年到一位成功的商人，孙徐春很多时

候，也学会了“妥协”。他说那几年，他会

故意克制自己去投一个让自己热泪盈眶

的本子的欲望，冷静综合预估分析。

他的精力比大多数人都好。公司有

剧目上演的时候，“我的剧组每次都被我

作‘死’”，不管戏多晚落幕，总要全员留下

再开会总结，“导演远远看到我都要沿着

墙走，最好别和我对上眼”。这样的老板，

对自己更狠，“就是要精益求精，观众才会

开心呀”。

孙徐春没有提挫折。到底跌过哪些

跟头，他不喜欢唠叨，大概成功者大多是

拒绝悲情和自怜的。兄弟们都佩服他，仿

佛永远不会被打败。

这两年，孙徐春将精力更多放在了主

旋律剧的创作与制作之上，“天若有情天

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把这句话当作

座右铭，反复告诉公司里的年轻人，这就

是人生。”

这两年，做戏剧，有点难。但里尔克

说，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生长也无止境。

面对本报记者的摄像头，他提足了

气，正色道：新民晚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

沪剧演员孙徐春。

10月，锦辉将成立一个沪剧艺术

“聚乐部”。作为一名沪剧演员，对于推

广沪剧、沪语，孙徐春心里有一盘棋。作

为一个上海人，他总想为这座城市做些

什么。

亲近的人都叫他“阿春”，圈里最好的兄弟是王汝刚、关栋
天、赵志刚，四人30多年前因参加第一届上海市优秀青年演员
讲习班结缘，见证过彼此所有的高低起伏，能毫无保留地分享
彼此的思考、困惑，甚至愤怒与失落。出去吃饭，其他三人都
不擅喝酒，反正总有“阿春代”。孙徐春说，我们四个人加起来
就是“刚刚春天”，还有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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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跟程乃珊学写作

人生的奖励来得并不晚，1986年戏

剧节，孙徐春因《逃犯》一戏获主演奖，不

久《逃犯》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昨夜

情》，他的一曲“为你打开一扇窗”，从此

红遍江南。嗓子好，长得帅，1988年，本

报推动孙徐春主办了一台演唱会，一时

风光无二。那时，孙徐春请人抄了徐志

摩的一句话“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

个更光荣的将来”，贴在了自己小小的书

房墙上。他说，“苦痛”，是因为对现在的

不满，对“更光荣的将来”的执着。

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演员，或者说，

不愿意躺平。

最初，他有一个文学梦。启蒙老师

是程乃珊，20世纪70年代初，前者是惠民

中学的英语老师，考进沪剧团之前，孙徐

春曾在程老师的班里短暂地上过几堂

课，因此结下了一段师生缘。沪剧团离

程家很近，深受老师喜爱的孙徐春便常

到老师家蹭饭，谈自己的文学理想。孙

徐春曾经在那里遇到过张贤亮、王安忆、

王小鹰……“他们围坐着高谈阔论，我在

旁边听得如痴如醉，每次离开，我都要叮

嘱程老师，‘再有大作家来，一定要通知

我呀’。”

那几年，孙徐春疯狂地“扫”读名著，

从俄罗斯到英美，光读书笔记就攒了几十

本。他做笔记时分颜色：蓝色笔记录的是

故事梗概；黑色笔用来分析小说的写作特

点；红色笔写下的是如果由他来表演这个

人物，将会如何处理的设想，有时还有由

书中人物想象而成的小品构思。

当时，《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周介

人是青浦人，也是个沪剧迷，知道孙徐春

喜欢写作，就推荐他加入了作协上海分

会青创会第二期学员班，参加笔会，和陈

村、吴亮睡在一个房间。

1987年，孙徐春在《上海文学》上发

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第二百次约会》。他

还将程乃珊的《穷街》《蓝屋》，都改编成

了沪剧剧本。

而后，孙徐春花了两年多时间，自

编、自导、自演了沪剧《无船水也流》，借

鉴了文学中的一些叙事与表现的方式，

通过刻画“运河边三代人的命运沉浮”，

想对“我们的历史和人们的处世态度”进

行某种思考。这部充满探索性，有着强

烈现代意识的戏剧，打破了沪剧的一些

传统，当年也有老观众称“看不懂”，却是

孙徐春文学梦的一个总结。

1 “刚刚春天”朋友圈 3 推广沪剧有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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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徐春出演陈毅市长 记者 王凯 摄

■“刚刚春天”四兄弟关栋天、王汝刚、赵志刚、孙徐春（从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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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排《51号兵站》，王汝刚、关

栋天的名字上了演员表，戏成了，兄

弟间从不说是谁帮了谁。世间好的

关系都是相互照应，双向奔赴的。

孙徐春担任出品人的方言话剧

《51号兵站》将于9月20日开启第

二轮演出。对孙徐春的采访不时会

被电话打断。他的语速很快，接待

各方来宾、联络各种关系是出品人

的职责之一。

早年他是红遍上海的沪剧王

子，如今他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

当家人。台前幕后，忙进忙出，他总

是那个托底的人。

如今，他的脸上不复有年轻时

英俊小生的清秀，却多了几分经得

起任何摔打的铿锵孔武。

去年出演陈毅，起因也只是老搭

档、老同学茅善玉的一声求助，要孙

徐春帮忙“搭搭戏”。10年没有唱过

全本，登过大舞台，体型有点发福，脸

有点圆了，一扮起来，嘿，还真像那么

回事儿。老朋友彼此扶持，彼此成

就，人与人交汇时，才能互放光芒。

39岁那年，孙徐春向书法家周

慧珺求书一幅“四十不惑”。那夜，

二人对饮，一人一小坛黄酒，酒酣耳

热，周先生拿出事先写好的手卷：

“阿春，人怎会不惑，其实人生永远

都是惑，就算到死的那天，可能也还

在惑啊。”

吃演艺饭的，小时候大多吃过

练童子功的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

练功，主教老师让我从叠起的4张

桌上翻跟斗下来。我抖着两腿爬上

桌顶，呀!地上的练功毯怎么小了那

么多，吓得我哭了。其他练功组的

同学却在拼命起哄，‘大春顶脱了，

有胆，向大春学习！’我想豁出去了，

一闭眼便像一堆烂肉摔了下去。惊

魂稍定，同学们问我什么感觉，我神

秘而又自豪地说，咬紧牙关。”

很多时候，人生不过就是“咬紧

牙关”。生活早就给了孙徐春这样

的经验。1985年，他一边参加新戏

《逃犯》的紧张排练，一边参加全市

青年会演，一天3场，又逢上外婆去

世，真是筋疲力尽，可到了评奖揭

晓，却颗粒无收。解释自己的甘

苦？喧嚷自己

的委屈？孙徐

春没有。他套

用了自己喜欢

的一部电影的

片名《莫斯科不

相信眼泪》，他

知道唯有努力、

坚持，事情到最

后，就算不是开

始想要的结

果，但总

会 有

所 获

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