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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波罗说，搞艺术的不能“偏食”，营

养一定要丰富均衡。就好比“存钱”一样，

平时要多积累，总有用的那一天。“京剧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电影、话剧

表演，我感觉内心的‘崩登仓’是一样的，

京昆表演的节奏感会自然地融入我的表

演中。”

有一年，戏剧频道听说梁波罗能唱京

剧、沪剧、黄梅戏、评弹，邀请他上节目唱

越剧。偏偏梁波罗倒真是没有唱过越剧，

节目组便专门安排了王佩珍老师帮他练

台步。《送花楼会》是小生、花旦的做工戏，

表演活泼风趣，很有戏剧性。王老师怕梁

波罗有压力，就说，你放心，在排练中我会

帮你做“减法”。没想到，这时候，梁波罗

年轻时学京昆剧的基本训练，派上用场

了。他跟着老师跑圆场、耍水袖、做身段、

再亮相……老师说，没想到你学得这么

快，看来原来说的“减法”根本没有必要，

反而要就给你做“加法”了。结果是在排

练中又给他加练了好些动作，并且最后

一个亮相不能偷懒！

1998年，梁波罗又被邀请参演了情景

喜剧《老娘舅》，“既有生活，又有谐趣。这

与话剧表演时的凝重、分析过多很不一

样。再加上各个剧种的演员熔于一炉，产

生化学反应，回过头来，可以优化各自剧种

的表演，更好看了。通过两三年的拍摄，对

我表演上的帮助是很大的。”情景剧的表

演，很多现场抓哏，直来直去，很生活。不

仅如此，通过排演，还让梁波罗的上海话水

平大大提高了，甚至连“尖团音”都能较好

地分清了。

广泛投身于电影、电视剧、歌坛、配音、

朗诵、曲艺等各个艺术领域，梁波罗说：“小

时候，我妈老说我是‘聪明面孔笨肚肠’，我

就要用异于常人的努力证明，我面孔聪明，

肚肠也不笨！”

拍《51号兵站》时，孙道临给过梁波罗

一个建议，就是终身都不要离开字典，“有

时候我问他一个生字，他就会随手从包里

拿出一本字典查。这一招我也学会了，有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包里都会放一本字

典。我们不希望从嘴里出去哪怕一个错误

的读音”。

老来多健忘，但早年喜欢的那些京昆

桥段，梁波罗依然谙熟于心，“我喜欢那些

唱词，百般人生况味，几多诗意在其中。”

这一代人，创造了新中国电影的“黄金时

代”，但他们的人生并不比常人平坦。梁

波罗经历过六十年代大红，七十年代沉

寂，八十年代风生水起，九十年代大病不

死，“身为万人瞩目的明星只是生命当中

一面的风景，经历过低谷，才能领略山底

下的另一种风景。苦难会使人懂得什么

是生活，这两方面的风景，才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人生”。

纯粹，坚韧，历经风雨，花开不败。这

两年，以满头银发示人的梁波罗，依然让

接近他的人产生岁月何以不败的赞叹。

他说：“艺海无涯，人生苦短，在余生中，我

愿继续加强修为，做个有文化的长者，继

续追寻我的艺术梦、文学梦，为实现伟大

民族的复兴梦而略尽绵薄之力。”

“我忘不了参天入云的杉木林……我更忘不了
幼年的伙伴，我心爱的人”

“山顶和谷底的风景，构成了完整的人生”

“我原本想着奔戏曲去的，
结果转了个弯，跑向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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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也是出过多本散文集的作家；他热爱
歌唱、戏曲，开创了“演而优则唱”，是
当之无愧的全能型多栖老戏骨。
如今，85岁的他依然体态挺

拔，面色红润，一副金嗓子迷人而年
轻。有颜值更有艺德，他是一身正
气的谦谦君子、从容大度的优雅绅
士，他是梁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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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梁波罗父亲曾在“中华影业公

司”发行课任职，是个文艺爱好者。这样的家庭

氛围之下，梁波罗从小就受到了戏曲、音乐的熏

陶。家里有唱机，梅兰芳、周信芳的京剧和周

璇、姚莉的唱片让他痴迷。父亲带他观赏梅兰

芳的演出，更是使他迷上了梅兰芳。“喜欢就是

喜欢，没有理由。”

上世纪50年代中叶，梁波罗在同学的介绍

下，加入了京剧名票杨畹农先生创办的“梅剧进修

会”，学习梅派艺术。没多久，碰上“梅剧进修会”

成立五周年，在外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场

直播，还居然让他在《三堂会审》里串了个角色。

老师们感觉梁波罗的小嗓很好，加上个头、形象都

一流，建议他学小生，并介绍了昆曲名家方传芸给

他讲授。这样一来，梁波罗逢周一三五晚上学昆

曲，周二四六晚上学京剧，周日还要到中国大戏院

练把子……整整三个月，没日没夜没周日，练把

子练身段，学会了《贩马记》《断桥》等两折戏，但耽

误了功课。母亲很开明，表示“你要是实在就去试

试，顶多多读一年吧。”

妈妈的开明、宽容，让梁波罗触动很大。班

主任丁明远老师也开导他：我们不反对你爱艺

术，你把高中的基础打好，可以去报考戏剧学

院，那是本科大学，一样可以追求你喜爱的艺

术。老师这么说，还真这么做了，为了帮助梁波

罗补上落下来的功课，专门派了两位成绩好又

负责的女同学盯着，帮他复习、补课。当梁波罗

参加戏剧学院考试时，老师还专门派了同学，组

成后援团前去为梁波罗助威。

但是，梅兰芳先生依旧在他心中的偶像：

“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赋，全凭

苦学……”梅兰芳先生这段话语，给梁波罗留下

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以勤补

拙”也成了梁波罗学艺的座右

铭。“从艺以来六十年，我就是遵

循‘笨鸟先飞’的原则，抱着‘艺

海无涯勤作舟’的观念，接演一

个个角色。无论戏多戏少、正角

反角，我都一视同仁，同样全神

贯注，不敢懈怠。我的工作态度

里蕴含着大师的教诲，数十年对

我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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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波罗祖籍广东，可他是喝着黄

浦江的水长大的。所以他对沪剧，有

着与生俱来的感情。他喜欢沪剧的

直白，歌唱般的叙述，叙述般的歌唱，

这正是他追求的语言的音乐性。

年轻的时候，尽管“小老大”已经

使他扬名全国，但是他对沪剧的喜爱

没有减弱。众多的演员中，他喜欢袁

滨忠，一位有着英俊的扮相和清亮的

嗓音的小生演员。

巧的是，一次在南京西路，靠着

原新华电影院旁的一家皮鞋店里，梁

波罗碰上了正在为新戏《少奶奶的扇

子》购买演出皮鞋的袁滨忠。因为当

时的梁波罗也已经是众人相识的名

角了，也就免去了需要中人介绍的琐

礼。梁波罗爱看袁滨忠的戏，袁滨忠

仰慕“小老大”的银幕风采，惺惺相

惜，两个人一下就成为了朋友。

当时袁滨忠所在的爱华沪剧团

演出很忙，经常是下午、晚上演出两

场，只要梁波罗去看戏，袁滨忠总会

安排最好的座位给这位新朋友。有

一次，袁滨忠演出《年青的一代》，打

电话邀请梁波罗去看；梁波罗对前者

演的林育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

想到，过不了多久，上影演员剧团排

演话剧版《年青的一代》，梁波罗同样

出演林育生，在上海艺术剧场（现兰

心大戏院）演出。梁波罗立刻给袁滨

忠去了电话，热情地邀请袁滨忠去看

话剧。袁滨忠自然很高兴，但因为剧

团演出多，几次都未成行。有一天，

袁滨忠突然打来电话，说今天晚上剧

团不演出，可以去看梁波罗的演出。

梁波罗马上去向剧团要票子；没想

到，当天上影演员演出的票子很紧

张，都被拿走了。梁波罗不无遗憾地

告诉袁滨忠，只能下次再约时间。可

是，更让梁波罗遗憾的是，不多久，

“十年”开始了。袁滨忠不幸去世，再

也看不到梁波罗出演的林育生了；挚

友阴阳两隔，当日情谊只能在回忆中

回味了！

2005年7月，上海沪剧院在天蟾

逸夫舞台举办沪剧大家唱演唱会，茅

善玉热情邀请梁波罗参加，梁波罗主

动提出要唱一出袁滨忠的代表作《苗

家儿女》，用以纪念心中不能忘怀的

袁滨忠。连续三天，《苗家儿女 ·话

别》由梁波罗和演员吉燕萍演出，梁

波罗情真意切唱出了袁滨忠的“我忘

不了黝黑肥沃的油泥地，我忘不了参

天入云的杉木林……我更忘不了幼

年的伙伴，我心爱的人。”

梁波罗一生重情。上世纪60年

代他因出演刘琼导演的《51号兵站》

名声大噪，为了感谢刘琼对他的提携

之恩，他甘愿出演刘琼导演的一部小

众影片里的配角。还有一次，梁波罗

知道有一位长他十多岁的同事为了

获得出演《第二次握手》男主角的机

会，健身瘦体，做了多种准备，因此，

当剧组向梁波罗伸出橄榄枝的时候，

梁断然谢绝了。

他似乎生来就对名利淡泊，或许

与他一生热爱阅读有关，梁波罗对做

人的道德感看得很重，戏里戏外，他

永远那么彬彬有礼，平和谦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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