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是娥，沪剧丁派艺术创始人，代表剧目有《罗汉钱》
《鸡毛飞上天》《芦荡火种》《雷雨》等，著有口述文集《展开
艺术想象的翅膀》。
丁是娥旧居位于华亭路71弄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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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娥华亭路上的沪剧大家
●▲● 周边漫步

·广告

徐汇艺术馆
地址：淮海中路    号

徐汇艺术馆前身为“鸿英图书

馆”（1933年），2005年被列为徐汇区

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全面修复。

艺术馆是一座三层砖混结构的花园

洋房，红砖砌筑的展厅拱门，原汁原

味的木质楼梯尽显雅致格调。

郑振铎故居
地址：高安路 弄  号

1941年上海沦陷期间，文化界救亡

协会和“复社”负责人之一的郑振铎没

有避走西南后方，而是选择留在上海。

1942年，郑振铎入住现在的高邮路5

弄25号。当时，郑振铎借住在二层的

两个小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房。

赵丹寓所
地址：湖南路8号

湖南路8号原是一位上海资本家

的宅第，建于1930年，楼房结构是钢

筋混凝土，外墙清水泥立面，落地钢

窗门，朝南阳台围着半圆形铁栏杆。

1962年，上海电影局安排赵丹一家搬

进湖南路8号。赵丹一家在湖南路8

号的3楼一直住到1979年。

罗伯昭旧居
地址：安福路7号

1940年，罗伯昭购入安福路7号

独幢花园洋房。当时上海已是孤岛，

弃商隐居的罗伯昭以收集、研究古钱

币为乐，所藏钱币大多举世罕见，对

于研究中国钱币铸造与流通具有重

大历史价值。1957年9月，罗伯昭将

其收藏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

国国家博物馆）。1979年，罗伯昭家

人将其所藏钱币全部捐献给国家。

丁派唱腔绮丽婉转
丁是娥，原名潘咏华，浙江湖州人，1923

年生于上海虹口。丁是娥从小口齿伶俐，聪

明可爱。9岁那年，丁是娥失去母亲，在南浔

姑妈的帮助下学唱申曲。拜师仅两三个月，

她便能登台演出，一两年后已小有名气。

12岁转到丁婉娥主办的“婉社儿童申曲

班”里，丁是娥崭露头角，成为戏班台柱之一，

获赞“小小婉娥”。18岁满师之后，丁是娥真

正走上沪剧舞台，相继在上海的鸣英、施春

轩、文滨、上艺等沪剧团演出，声名鹊起，留下

了许多经典作品。

1949年后，丁是娥致力于沪剧改革，历

任上海沪剧团团长、上海沪剧院院长等职。

在1954年的华东戏曲会演上，丁是娥因成功

主演沪剧《金黛莱》而荣获一等奖。她没有因

此沾沾自喜，相反却寻找起差距，还留下一段

佳话。她发现自己在发声换气上不太科学，

就想能否借鉴歌唱家的用气方法。电影导演

张骏祥曾执导过沪剧《罗汉钱》，他的爱人周

小燕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丁是娥便虚心上

门请教。周小燕毫无保留地传授运气技巧，

还说“气长”是关键，建议她练习吹蜡烛。丁

是娥真当一回事，回到华亭路的家中就开始

练。她在桌上放几支点燃的蜡烛，隔一段距

离吸足气使劲吹，吹灭了再点上，虽然枯燥无

味，却每天坚持训练。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她

离放蜡烛的桌子越来越远，吹气的力度越来

越大。与此同时，她也练习科学运气，这为她

发展和丰富丁派唱腔起了很大作用。作为沪

剧大家，丁是娥的丁派唱腔真正做到因人定

腔，绮丽婉转，曲折多变。

在华亭路住了几十年
丁是娥在华亭路71弄5号的花园住宅居

住了几十年。华亭路北起长乐路，南至淮海

中路，仅有732米，路直而短，曾经是“上海第

一服装街”。

丁是娥旧居为二层砖木结构，一层设有

架空层，建筑平面近似凸形，其中北立面突

出。房屋外立面形式简洁，为淡黄色水泥拉

毛墙面，南立面设有木结构雨棚，层间有腰

檐，矩形钢门窗，红砖砌筑窗台，红筒瓦坡屋

盖，木结构挑檐。一层入口位于房屋北侧，入

户为厨房，地面铺设马赛克瓷砖。沿走道向里，

东侧为客厅、内阳台西侧为木结构单跑楼梯、木

踏步、木扶手。二层西侧为卫生间和走道，东侧

为居住房间。室内走道及房间楼面基本为硬

木长条地板、白色涂料内墙面。房屋南侧有

小花园与相邻房屋花园以矮墙相隔。

今年适逢丁是娥百岁

诞辰，丁是娥雕像日前在

上海沪剧院落成。雕像以

丁是娥代表作《芦荡火种》

中的“阿庆嫂”为原型，伫

立在沪剧院花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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