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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众望不敢负
老听客或许都不知道，其实赵开生这个

名字，是太先生沈俭安为他取的艺名。赵开

生出身贫苦，父亲在他不满一岁时就在抗日

战争中牺牲了，上海评弹团建团“十八艺人”

之一的陈希安和他同为常熟老乡，陈希安的

母亲正是他干妈。借着这层关系，赵开生在

陈希安的引荐下拜师周云瑞，那时候说书先

生风头正劲，所谓“三弦一响，黄金万两”。

周云瑞问赵开生，你会唱吗？他答，会

唱。唱的四句，正是《珍珠塔》里的“方卿见

娘”，这是邻居家票房整日传出来被赵开生听

会的。周云瑞一听，当场拍板，这个学生要定

了。不久，周云瑞在上海庆贺29岁生日，13

岁的赵开生磕了四个头，就算正式拜师了。

带着“开山门”弟子，周云瑞请自己的先

生沈俭安为他取个艺名。“塔王”思忖片刻，既

然是“开山门”，那么就希望他别开生面、别具

一格，就叫“开生”吧。自此，这个名字陪伴了

赵开生整个艺术生涯。

在周云瑞看来，这个弟子是块唱评弹的

好料子。周云瑞每天晚上十二点半唱电台回

来，吃点夜点心，弹一会古琴，凌晨开始给赵

开生上课。琵琶里塞块毛巾，分贝马上减

小。平日里，赵开生在家里老闯祸，比如忘了

关收音机结果烧坏，拆了周父留下的金表装

不回去，周云瑞从不说什么，但是一个过门弹

错，马上严厉起来：“出去！清清脑子再来。”

想起往事，赵开生总会在心里遗憾，先生

走得太早，一晃竟已52年。周云瑞临终前，

曾对赵开生说：“你是块材料，但是我的期望

跟你现在的成就距离太大，我很失望，但是我

也原谅你，你其他的工作太多，把时间都挤掉

了，以后你还要用功。”

评弹“老黄牛”重任当尽力
上世纪60年代，20岁出头的赵开生已经

开始创作，他把小说《青春之歌》改编成了同

名评弹。“老听客”陈云从头到尾听完录音，提

出了自己的批评与肯定，写信来说到一个细

节：当时2块钱就可以买一袋面粉，所以书中

林道静给了魏老三10块钱，余永泽要跳起

来。赵开生还拿到一封介绍信，有了它，很多

机要单位都可以去采访。

1984年国庆之际，赵开生随团赴京演

出，他受邀走进中南海陈云的书房，陈云一见

面先送了他一幅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

标新二月花”。老首长考他：“这是谁的诗？”

“郑板桥的。”赵开生答。“今天送给你是什么

意思？”“希望我推陈出新。”在陈云看来，《珍

珠塔》的问题非小修小补所能及，必须大刀阔

斧地改，改错了没关系，还可以回来。赵开生

心想，自己的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哪里敢改

这出“状元书”？陈云看出了他的压力，当场

挥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问

他：“你愿不愿意做评弹的老黄牛？”赵开生无

法再推脱，接下重任，全力以赴。

一边删繁就简，一边领异标新，赵开生将

书场里已经绝迹的前《珍珠塔》整理出来，他

说：“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听过，就是根据原

来的剧本和魏含英先生的演出本整理了十三

回。”还没来得及见观众，电视台已经要来录

像，当时快得让赵开生咋舌，“胆子也太大

了！”随后的两年，这十三回《珍珠塔》播了三

遍，赵开生问电视台，你们是不是没有节目播

了？对方说，都是观众点名要看的呀。

这些年，还有另一桩任务萦绕赵开生的

心头。那便是1984年陈云向他提及的另一

部书《文征明》，当时赵开生给陈云听了一个

修改的小片段，陈云很有兴趣，说想听全

本。当赵开生改好、排好后，就写信到中南

海，表示想当面说给老首长听，请他提意见，

他收到了许秘书的回信。信中说，来信已收

到，老首长请许秘书读了两遍，每个字都听

得很仔细，代为转达谢意，但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允许了。

这份遗憾一直留在赵开生心里。去年一

整个夏天，赵开生都在修订整理《文征明》的

演出本，以待出版，前不久刚刚拿到第一版样

稿。他的眼睛怕光，常常一只眼睛看累了就

换另一只眼睛，都累了就用水湿润一下，再继

续。赵开生说：“我也知道很粗糙，但我只有

一个愿望，就是抛砖引玉，一部书不可能一代

人就写好的。”

他也再三说，自己何德何能，不过是做了

一点该做的事情，反倒因为拿奖，几天都睡不

着觉了。已经快90岁的他，还想再带几个徒

弟，还想多给学生们讲讲《珍珠塔》。拿奖当

夜，他还在给评弹团00后的青年演员季毅洋

上课：“评弹演员自己要先身临其境，才能引

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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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的故事。该作品于去年7月

31日晚在天蟾逸夫舞台首演。《战 ·

无硝烟》由徐檬丹担任文学顾问，胡

磊蕾、吴新伯担纲编剧，上海评弹团

老中青三代演员联合呈现。高博

文、毛新琳、黄海华、姜啸博等演员

组成的阵容，在唱腔上形成了丰富

的格局。11月17日晚，该剧还将在

宛平剧院演出修改打磨后的全新舞

台版本。

站上牡丹奖颁奖台的还有86

岁的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赵开生，

他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蝶恋花 ·答

李淑一》唱响了大江南北，是评弹艺

术创新的经典代表，推动了传统弹

词音乐的创新和评弹艺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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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岁学艺开始，著名评弹表演艺术
家赵开生已走过73年艺术之路，他整理修
改的长篇书目《珍珠塔》，有着“赵派珠塔，
别具一格”的美誉，他以毛泽东诗词谱曲的
开篇《蝶恋花 ·答李淑一》更是传唱不衰的
经典。上周五晚，赵开生被授予“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称号，昨天他在沪接
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面对荣誉，他坦言自己
不过是做了一点分内工作，是老首长陈云
和恩师周云瑞的嘱托鞭策着他，让他仍然
在为这方舞台发光发热。

本报讯（记者 吴翔）由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主

办的“海派生活”非遗衍生品征

集评选活动，日前在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揭晓。在一个月的时间

内，协会共收到98家单位、3位

个人申报的156件作品，作品设

计（制作）者中，最年长的年过八

旬，最小的年仅9岁。评审专家

表示，这些作品既涵盖非遗元

素，又蕴含浓郁的海派特色，同

时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潜力，展

现出上海非遗以及设计行业较

高的艺术水准，体现了非遗“连

接现代生活”的要义。

这些年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一直致力于非遗衍

生产品的品牌、设计、宣传、营销、

数字化方面的引领工作，此次举办

征集评选活动，旨在让传统工艺焕

发时代气息，让海派非遗走进市民

家庭。活动自7月29日启动征集

以来，咨询者、申报者络绎不绝，申

报单位既有协会各级会员单位，也

有政府机构、大专院校、设计公司

等各类企事业单位，作品涵盖食

品、服饰、文创、手工艺、康养等多

个板块，刮起了一股“非遗衍生品

设计之风”。活动征集阶段结束

后，协会对所有的参赛作品进行了

材料审核、样品整理和出样展示工

作，参赛样品悉数在上海市群众艺

术馆“非遗会客厅”中展示，精美的

作品琳琅满目，成为群艺馆内一道

别样的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驻足观赏。

经过专家评审，共遴选出10

个一等奖作品、10个二等奖作品、

10个三等奖作品。上海市非遗保

护协会会长高春明表示，希望广大

的参赛者以本次活动为全新起点，

再接再厉，继续坚持守正创新、古

为今用，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之路上

行稳致远、再创佳绩。

让非遗连接现代生活

文体人物

■ 列쇡틸쿣쓒쾵쇐

■ 海派珐琅服饰胸针

■ 上世纪60年代赵开生、石文磊
演出中篇评弹《青春之歌》（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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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岁到80岁 大家一起来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