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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部队的画家
1962年年底，新民晚报美术

编辑、连环画家乐小英找到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专职画家汪观

清，商谈为雷锋作画的事。当时

雷锋同志的事迹还鲜为人知。汪

观清回想起来，乐小英选择自己

是有原因的，他刚从孟良崮的部

队采风归来，创作了由军事题材

小说《红日》改编的同名连环画，

熟悉部队生活。汪观清画画几乎

是自学成才，出手迅速，细节考

究，得到了人美社一众老画家的

称赞。连环画《红日》已经证明，

当时的小汪能够驾驭军事题材。

汪观清记得那时白天有任务

在身，要为《辞海》编辑部画插图，

工作繁忙业余时间少，且他并不

了解雷锋是谁。乐小英坚持汪观

清是合适的创作者，劝说汪观清

不要推辞约稿：“你刚刚体验了部

队生活，其他画家还要重新熟悉

起来。”就这样，汪观清被说服了，

他接过了新民晚报编辑部整理好

的素材，雷锋同志的事迹已整理

出了一系列线索，汪观清的工作

是按照文字素材，为雷锋同志的

事迹绘制连环画。

最早发表的肖像
“雷锋是谁？生长在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伟大的普通一兵！”从

陌生到相熟，汪观清对雷锋的成

长经历如数家珍，他是孤儿，受到

党的培养，受到党的教育，最终成

长为胸怀百姓和国家的共产主义

战士。汪观清尤其感动雷锋同志

立足本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

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汪

观清在阅读素材后，每晚挑灯夜

战，持续了一整月完成创作，共绘

制了80多幅作品。

汪观清说，当时他看到的照

片很少，其中一张将雷锋同志的

面容映照在红旗下——雷锋同志

浓眉宽额，戴着有国徽的垂耳帽

子，表情严肃，目视远方，面容表

情是正在站岗放哨。汪观清以画

家的妙笔塑造出了有崇高理想信

念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这张雷

锋同志画像，是全国最早出现的

雷锋同志肖像画，并首发于新民

晚报。

跨越60年的创作
在1963年年初交稿后，作品

却始终没有发表。晚报编辑部转

告汪观清，画稿没有问题，发表时

间请他耐心等待。2月26日起，

新民晚报正式连载汪观清绘制的

连环画《伟大的普通一兵》（见右

图），每日两幅，配以文字，连载了

1个月有余。3月5日全国各地的

报刊纷纷转载，掀起全国人民学

习雷锋好榜样的热潮。

汪观清画笔下的雷锋生动、

传神，是全国人民最早看到的雷

锋形象。在新民晚报连载后，汪

观清绘雷锋的连环画册由江苏人

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汪观清还增

绘了彩色版《伟大的普通一兵》和

少儿版本《雷锋的小故事》，在全

国范围畅销。

汪观清虽年事已高，但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

还重绘了雷锋形象的六尺作品，

并在中华艺术宫展出。

今年春天，他依旧计划去南

京路上好八连采风，用画笔第三

次记述当今的部队学习雷锋好榜

样的实践经过，并在今年4月25

日开展。“60年前，我画雷锋同志

的经过还历历在目。雷锋精神代

代传承，永不褪色，他是一座不朽

的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年前 本报率先发表雷锋肖像
92岁汪观清回忆当年创作雷锋故事连环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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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深夜，剧院里刚刚看完

沪剧大戏《临湖明月》的观众们热烈

地喊着：“王斌！王斌！”虹桥艺术中

心的后台，一群中学生激动地涌过

来找他们的“王老师”合影；社区演

出中，戏迷们跟着王斌的戏满上海

地追，演到哪里，看到哪里。这些都

是长宁沪剧团当家小生王斌的幕后

剪影，进团23年里的每一部戏，无

论角色大小，他都用心去演绎，一路

从小配角慢慢走到舞台中央，将曾

经的萧索唱出繁花。

职业变事业
王斌毕业于上海戏曲学校87

级沪剧班，朱俭、程臻、吉燕萍……

当年48位入学同学，如今只有三分

之一还在沪剧圈里，这其中还有好

几位已走入管理岗位或退居幕后。

王斌坦言，自己之所以还站在沪剧

舞台上，最要感谢的是恩师陈甦萍。

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王斌

是亲历者。当时的陈甦萍还没有担

任团长，就是看中了王斌是个潜力

股，形象好、功底好，她对王斌说，既

然是从小干这一行的，就别荒废掉，

踏踏实实回剧团，发展不会差，“你

们这一辈可能会把沪剧当成一个职

业，但当职业转变成事业的时候，你

们会感觉到不一样”。

热血献理想
“有多少好男儿和我一个样，青

春年华何足惜，一腔热血献理想。”

这是王斌初进团时在《苏娘》里对着

“妈妈”陈甦萍唱过的唱段，至今他还

记得陈甦萍牵着他的手说：“大胆唱，

不要怕，有我在”。一腔热血献理想，

也是王斌舞台生涯的真实写照。

2006年长宁沪剧团带着沪剧

首次走出国门到欧洲——应爱尔兰

科克市政府邀请演出《雷雨》，陈甦

萍演蘩漪，王斌演周冲。这些年过

去，王斌依然还是小少爷的颜值，演

技却已在生活和舞台的历练中慢慢

成长为“台柱子”。

在改编自传统戏《白艳冰雪地

产子》的清装沪剧《恩怨情未了》之

中，王斌饰演的是沪剧表演艺术家

邵滨孙初登舞台一炮唱红的“唐寿

哭少爷”里的唐寿，唐寿一角将王斌

的武生功底显露出来。到了《原野》

里的焦大星，“僵尸”的绝活更是让

观众眼前一亮。

岁月予沉淀
如果说此前诠释的角色大多是

年轻的公子哥，去年王斌在《临湖明

月》中卢培炎一角的塑造，则让他打

破了自己的形象舒适圈。《临湖明

月》改编自名著《简 ·爱》，卢培炎正

是中国版的罗切斯特。

“在卢培炎一角里，我抛弃了我

所有的懒惰。”年轻角色是王斌的舒

适区，但在《临湖明月》里，他放弃了

惯常的演唱技法。王斌本身嗓音明

亮，演绎这个角色却需要一直压着

自己的声线去表演，即使是飙高音，

也需要带着一定的厚度。

在《上海屋檐下》饰演匡复（见

右图）一角时，王斌一次次地琢磨，

一位父亲即将见到分别多年的女儿

是什么心情？结尾孤身一人带着女

儿离开时，脚步又应该是什么速

度？吃透人物，这是王斌在每一部

戏里对自己的要求。

如今，剧场、校园、社区是王斌

的多方舞台。新泾中学开设的沪剧

特色班，王斌是备受孩子们喜爱的

形体老师，他精心编排了一段5分

钟的手眼身法步展示操，并以自身

经历和这群10后说：“你们不要小

看舞台上的一个龙套，哪怕是龙套，

他们可以身形漂亮地站在舞台上，

背后也是流了很多汗的。”一学期上

下来，王斌班里的同学无论是站姿

还是坐姿，都变得更为挺拔，“眼随

手动”的身段训练，让他们的眼睛

也炯炯有神。看到这群孩子走进

剧场欣赏沪剧，甚至有想法报考戏

校，是他在演出之外收获的更欣慰

的硕果。 本报记者 赵玥

唱出一路繁花
——访长宁沪剧团当家小生王斌

昨天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
发表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六十年前，新民晚报在全国率
先发表了雷锋同志的肖像画并用连环画连载了雷锋事
迹，作者是著名连环画家、海派国画名家汪观清先生。
“我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92岁的老画家汪观清告诉记者，他回忆60年前的今天，
他创作雷锋同志的连环画正在新民晚报连载，这也是有
关宣扬雷锋同志光荣事迹的第一批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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