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本版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黄 娟

  
    年  月 日/星期三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手记记 者

生活从来不容易
《钟馗嫁妹》聚焦社会热点，其

中既有“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

香”的年轻人，也有深陷电信诈骗有

家难回的“钟馗妹”。和杨立新聊起

当今80后、90后的不容易，他笑道：

“生活哪有容易的？谁没有迷茫

过？你们光看到你们的不容易，却

不知我们年轻时候也不容易。”

就说让现在人羡慕的“分房时

代”吧，杨立新说：“分房也得排队

啊，当时困难户太多了。”1975年就

考入北京人艺的杨立新，在结婚第

二年才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

“上班倒是方便，就是我们人艺剧场

后排化妆间的楼上，一下楼就能进

排练厅，走几步就是剧场”。这间小

屋，杨立新一家住了8年，直到儿子

杨玏4岁才被改善到另一套40平方

米的住房中。他说：“主要是化妆间

楼上不让住了，消防来整改了几次，

说有安全隐患。如果一定要住人，

就不让演出了。”最终，剧院在政府

的帮助下才解决了一批住房。

虽然赶上改革开放大潮，但在

那个年代真正下海的也只是一部分

人。很早就凭借扎实表演功底成为

主演之一的杨立新坦言：“那时候身

边也有去深圳闯荡的朋友，每个月

能拿300元工资，对比剧团每月60

元，自然差异明显。”但是闯荡并不

容易，再说，“钱嘛，够用就好。还

有什么比在舞台上演戏更过瘾的

事呢？”

儿子“红”得刚刚好
如今搜索杨立新，百度一整页

都是和儿子杨玏有关的“父与子”的

新闻。星二代青出于蓝的不多，杨

立新坦言不怕儿子比自己红，但也

不希望儿子“太红”。

问他觉得什么程度的红刚刚

好？他笑说：“就现在这样可以了。

每年都有新作品，稳扎稳打在进步，

但依然能够像正常人一样遛弯逛街

会朋友，不必担心被围追堵截，能过

普通生活，就很好。”眼看杨玏也36

岁了，问他会像其他老爸那样催婚

吗？“不会，我不会催这事儿。他打

小就是心里有主意的孩子，他现在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很多人都期待父子俩能携手

“战”舞台，杨立新说：“倒不是没有

可能。杨玏学的是戏剧，又到国外

进修过，早些年我们复排《小井胡

同》时，他跟组三个月，天天泡在剧

场里，后来有个演员临时请了婚假，

他还客串了一把。”但合作需要等待

时机，他说：“我们在等一个好剧本。”

《我爱我家》难复制
作为国内情景剧里程碑之作，

《我爱我家》保持着平稳长久的热

度，剧中每个演员都牵挂着观众的

心。还会再拍情景剧吗？杨立新

沉吟片刻：“大概率不会了。”不是

说不想，而是不具备当年拍摄的客

观条件了。遵循一周四集拍摄制

的《我爱我家》，边写、边演、边拍，

对演员是极大的考验，杨立新说：

“我背词的功夫就是那时候得到强

化的。”

周一早上拿到剧本，一集八场

戏，上午各自背词准备，下午晚上各

走四场戏，周二从头到尾脱本演一

遍，下午两点观众到齐就开拍。因

为都是外面请来的观众，有些是上

班请假来的，拍摄时间就一小时，必

须速战速决。周三晚上录制第二

集，周四到周六重复周一到周三的

流程……

“情景喜剧要的是真实的反应

和笑声。”杨立新说，就像你听侯宝

林先生在电台里说相声，也能听见

观众的笑声，那时电台录音间也会

坐十几个观众，“喜剧和相声一样，

是没办法对着墙演的，因为每个人

的笑点不同，这是罐头笑声无法替

代的！” 本报记者 朱渊

从车水马龙的中环，转进虹

许路上王扬的“中医药香品调制

技艺”工作室，香盒里飘出沁人

心脾的药香。呼吸吐纳之间，刚

刚还行色匆匆的都市人便从喧

嚣中抽离，身心放松。在钢筋水

泥的丛林里，中华药香更加纯

净、天然、无添加。闭上眼，深呼

吸，人也仿佛回到山水田园间。

中医药香品距离我们并不

遥远。小时候，端午前后，外婆

给我们戴上的驱虫香囊，也是

一种中华药香。古时候的庙堂

之上用名贵的檀香、沉香，寻常

百姓用的丁香、藿香……也都

属于中医药香品。如今，通过

文献整理，王扬可以用“中医药

香品调制技艺”，针对每个人的

身体状况，调制属于各自不同的

药香。

休息时，人们燃一炷清香于

炉上，体会淡泊高远；读书时，也

可以焚一炷清香，或许还能多一

份“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

袅袅药香能治愈身心，也能美化

生活，从东方飘香世界。

吴翔

11月4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新闻中心的“上海非遗客

厅”将开门迎客。今年的“上海非遗

客厅”将飘来一阵药香——徐汇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医

药香品调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王扬（见下图 本文图片 记者 王
凯 摄）将在进博会上，向中外嘉宾

展示中医药香品知识以及调制技

艺。“很多人想起中药，都觉得良药

苦口，其实中药也可以很馨香，沁人

心脾。”王扬说。

养生 使生活芳香
之所以和“中医药香品调制技

艺”结缘，是因为王扬幼时遭遇疾病

屡医无效，最后是中医药帮助她恢

复了健康。她说：“中医为我撑起了

一把伞，我也想用自己的力量，让中

医为更多人遮风挡雨。”

在浩瀚的中医学科中，王扬选

择了研究中医药香品。她认为中医

药香品遵循传统中医理论，可以同

时调养身心两个层面：既是治未病

养生保健的重要自然调理方法，也

是生活艺术。中国香文化历史悠

远，自汉代起就有博山炉熏炙兰蕙

香草，唐宋时文人雅士品香制礼，而

医家用药香保护人们的正气。王扬

说：“当年丝绸之路将西域多种香料

带进了中国，也给中医药香品调制

带来了更多的原材料。”此次“中医

药香品调制技艺”进入进博会，也是

向世界展示中西方文化通过“一带

一路”交融发展的成果。

今年的进博会上，王扬将会带

领中外嘉宾体验丰富的香品形式，

还会像平日里的工作一样，带着嘉

宾亲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中草药

香囊——每个人可以根据个人体质

所需，从木、火、土、金、水五个不同

的香罐中选取香疗粉装入香袋中，

这些香疗粉有着不同的组方和功

效，分别对人体的肝、心、脾、胃、肺、

肾这些脏腑有不同的调养作用，在

完成取粉后，将香袋放入精致的香

囊包中，就顺利完成了一个个性香

囊的制作。这些散发着香味的精致

香囊仿佛在告诉大家，中药不只是

苦的，也是香的，是美的！

传承 年轻人喜爱
2020年，“中医药香品调制技

艺”被徐汇区人民政府列入第十三

批徐汇区级非遗名录。如今，中医

药香品调制技艺通过中医、中药、芳

香三者结合，按使用方式、人群和所

需效果不同，采用不同的调制技艺，

开发出多种香品，包括熏香，香囊，

精油等等，以满足不同需求。“我们

现在用传承香方和调制技艺，开发

了多种香品形式，结合了新提取技

术，让更多人方便使用，将非遗传承

创新发展，也是体现兼容并蓄、海纳

百川的海派文化。”王扬认为要让这

个非遗技艺传承下去，需要让这门

技艺与时代同步，才能让更多年轻

人走进来，了解它、传承它。

平日里，很多年轻人都慕名走

进中医药香品调制工作室。王扬明

白现代人工作和学习压力大，很多

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嗅觉是人最

持久的记忆，香气可以直接作用于

人的精气神。”王扬说，“我知道很多

年轻人也想养生，但一忙起来就不

容易坚持，运用中医药香品就比较

简便，用几滴中医药精油，或者点一

支香，也是一次对自己的保养。”

中医药香疗是古代用香中最主

要的一部分，借此，能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高女士一家三口曾来到工作

坊体验，她认为这一方面给予了孩

子亲身感受中国文化深厚底蕴的机

会，另一方面全家一起做香品也为

亲子家庭创造了合力互动的机会。

如今，王扬的学生也

在工作坊里学习研制中医

药香品，年轻的女孩说她

也要像师父一样，将“中医

药香品调制技艺”传承下

去…… 本报记者 吴翔

活起来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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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中医药香品调制技艺”
走入进博会——

良药不只是苦的，
也是香的！

香飘
世界

上周末，一连三场的话剧《钟馗
嫁妹》收获无数笑声和掌声。这部描
写当代青年男女情感生活题材的喜
剧，套用了传统戏曲“钟馗嫁妹”，表
达了当下都市男女在现实生活中祈求
获得“神助攻”的心态。然而，正如该
剧导演兼主演，扮演钟馗的杨立新（见
下图）所说——穿越到现代，神仙也有
“无力感”，幸福生活需靠双手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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