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在

梅兰芳大剧

院，上海淮剧

团经典淮剧

《琵琶寿》谢

幕时掌声与

欢呼声不绝，

泪水在主演邢娜的眼眶里打转。台

下的观众并不知道，上台前，她才结

束了急性肠胃炎的输液治疗，化妆前

手上还贴着胶带固定的棉球。

在上海淮剧团，邢娜是公认的

“铁娘子”，小病小痛对她来说根本不

算什么，不过这一次差点在演出前倒

下，还是她进入上海淮剧团26年来

的头一遭。

作为淮剧一代宗师筱文艳的关

门弟子，这次是邢娜第一次带着主演

的大戏来到北京，且是筱文艳的传统

大戏第一次在北京亮相，邢娜感觉到

肩上的担子不轻。她向团长龚孝雄

保证：“我就是倒也要倒在台上。”

北京的剧组同仁和上海的同事

们听说邢娜病了，第一时间送她去医

院，群里几十条“娜姐加油”刷屏了。

虽然面色蜡黄，化完妆、包完头，邢娜

一下子变得光彩照人。大幕拉开，完

全看不出她一点生病的样子。

这部去年新复排的《琵琶寿》，是

筱文艳的代表作，她塑造的秦香莲这

一形象，一经亮相便受众人追捧，深

入人心。去年正值筱文艳诞辰100周

年，今年又是上海淮剧团建团70周

年，带着这部戏呈现给北京观众，意

义非凡。

看着台下站起来叫好的热烈景

象，邢娜想起了恩师曾经向她诉说淮

剧晋京演出的艰难，那时候淮剧只能

带着折子戏和其他剧团一起拼盘演

出。筱文艳对她说：“孩子，希望有一

天，你们能把淮剧唱到北京去。”

从《金龙与蜉蝣》到

《武训先生》，上海淮剧团已经携五部

大戏来北京演出过，这一次又新增了

《琵琶寿》和《寒梅》两部大戏。邢娜

觉得，冥冥之中，好像老师也在推着

淮剧向前走，这一场演出的成功也终

于圆了老师的一个心愿。

“《琵琶寿》展现了传统戏的再创

造，更好地弘扬了真善美。”中国戏曲

学院原副院长赵伟明用了“精致”“唯

美”来形容这部作品，演员的表演非

常有光彩，他作为观众特别享受。中

国戏曲学会顾问万素在淮剧中看到

了戏曲的人民性：“特别有烟火气，我

一听到老淮调，就热血沸腾。”不管是

《琵琶寿》这样的传统戏，还是《寒梅》

这样的现代戏，万素对邢娜的表演都

称赞有加：“水袖、跪步等等一系列唱

念做打，表达人物恰到好处，不是卖

弄技巧，分寸把握得很好。”

尽管此前已经观看过众多秦香

莲和陈世美故事的戏曲版本，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张之薇

仍从《琵琶寿》中看到了淮剧独特的

魅力，“我们谈到传统戏容易有人物

类型化、情节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其

实完全不是这样。”张之薇此前特地

赴上海观看了《寒梅》，感受到现代戏

曲舞台审美，这次在传统淮剧作品中

更感受到了艺术的冲击力。

《琵琶寿》的演出结束后，台下的

呼声此起彼伏：“希望多来！”“这么

好的演员应该多宣传。”“淮剧传统

戏不容错过。”看到如此多观众的支

持，邢娜哽咽道：“北京很冷，心

里很暖！”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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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成立两年多的绍兴市越剧

团首度全员来沪献演。昨晚，著名

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的爱徒、“梅

花奖”得主李敏领衔的越剧《孟丽

君》亮相天蟾逸夫舞台。昨天上午，

李敏带领年轻的王派传人来到宋庆

龄陵园王文娟墓前，为恩师送上一

束鲜花，寄去一份思念。

圆梦
“今天是老师97周年诞辰，我

们都很想念她。”排演整出《孟丽君》

是王文娟生前对李敏的期待，如今

戏排出来了，她希望老师冥冥之中

能看见，她说：“戏排迟了，真的是遗

憾。但总算是圆了我的梦，还了老

师的愿。”

因曾跟随尹桂芳学过小生，后

又改回花旦，李敏身上兼具生旦双

重气质，特别适合出演男扮女装的

“孟丽君”。王文娟生前多次叮嘱她

要将整出《孟丽君》排出来。

此次创排版本沿用了王文娟

生前喜爱的1980年版本，“我们从

唱腔、身段、表演力求还原当年版

本，但在舞美设计和服装制作上

更符合现代审美。”接连数月“泡”

在戏里，反复观看恩师留下的视频

资料，让李敏时常觉得，老师仿佛

从未离开。记得一次清晨睡到朦

胧之际，她耳边听得一声呼唤“李

敏啊”，那是老师亲切熟悉的声

音，她顿时从梦中惊醒，眼泪无声

流了下来。

师恩
早年间在福建芳华越剧团工作

时，李敏要见老师一面并不容易，坐

火车换汽车，路上需要一整天。但王

文娟却从未忽略过对这位爱徒的指

导。在这版《孟丽君》中，“书房会”是

老师亲授的。那次是为了央视《璀璨

梨园》戏曲演唱会的录制，演出前，李

敏订了清晨第一班火车，下午抵达后

拖着行李就往武康大楼赶。

“本来想着老师有午休的习惯，

犹豫着要不要在客厅略坐坐等她，

没想到敲开了门，老师已在等候，还

特地吹了头发化了妆，换了一件花

衬衫，衬得她光彩照人。”李敏一时

搞不清状况，以为老师临时有事要

出门，没想到老师就是特意换了衣

服等她，让她感动不已。

想着李敏大老远来不容易，教

戏时间又短又紧迫，当日王文娟还

特地找了人来帮忙拍视频，并嘱咐

爱徒：“有什么一时间学不会或消化

不了的，可以拿视频回去反复看，揣

摩角色人物、领略表演精髓。”这个

视频至今在李敏手机的收藏夹里，

这些年换了好几部手机，这些珍贵

资料每次都是首先要被拷贝存入新

手机的。

榜样
三年前，李敏作为人才引进加

盟绍兴艺术研究院，并担任绍兴市

越剧团的艺术总监。她如今也是

别人的老师了，在传道授业解惑过

程中，恩师王文娟始终给予榜样的

力量。

“记得跟老师学《春香传》，我被

她那段朝鲜舞所惊艳，问她怎能跳得

这样好，她告诉我，朝鲜舞是抗美援

朝时跟随当地舞蹈演员学的。”这份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感染着李敏，“越

剧本就是博采众长的年轻剧种，我们

不能丢了这份传统和精神。”

2017年，王文娟和徐玉兰、傅

全香一同获得第27届上海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她带

着单仰萍、王志萍和李敏三名弟子

登台演唱越剧《追鱼》选段。那天她

提前一小时就化好妆、换好衣服等

候在台侧。李敏说：“那年老师都

91岁了，我们担心她站不动，专门

摆了椅子让她坐，但她执意不肯，她

说一坐，旗袍就会有褶痕，登台不像

样子，就这样一直站了一个小时。”

这份对艺术的态度，让李敏铭记至

今，她说：“今天的我们要如何传承

艺术，怎样以身作则教导学生，老师

早已做出了典范。”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者 吴翔）在昨天举行的“光影
有爱”无障碍电影展映&微展览活动开幕式上，

都市频道和东方影视频道宣布从明年起将开

设无障碍影视和无障碍健康服务类节目，常态

化为视听障人群提供精神文化服务，这在全国

省级地面频道中尚属首家。

此次沪上荧屏推出无障碍影视服务，也

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继在新闻节目配播手语

后，进一步扩大配播手语的节目范围。昨

天，在上海市残联的指导下，上海广播电视

台旗下的都市乐聆公司与多家无障碍文娱

专业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无障

碍文化服务的标准制定、内容研创和市场开

发等。多家文化科技企业还向都市乐聆捐

赠了首批12部高质量的无障碍电影作品，每

部均添加了口述解说旁白、听障字幕和手语

翻译画面，可同时满足视听障碍群体的观影

需求，为“荧幕惠民”提供了源头活水。

除了丰富电视屏幕上的无障碍文化产品

之外，都市乐聆还致力于线上线下全方位推动

无障碍文化服务。如此次“光影有爱”无障碍

电影展映活动从昨天起持续到12月31日，届

时在张江戏剧谷、河马影城等将播映18场无

障碍电影，包括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

变蓝》、张艾嘉与陈冲主演的《世间有她》等，部

分场次还有映后交流。观众可以通过“乐聆生

活”小程序，点击“我要报名”参与观影。

以此次无障碍电影展映为契机，都市乐

聆还将不断深入开展无障碍服务系列专项行

动，力争推出更多实战中管用、残障和老龄人

群受用、年轻人引以为公益时尚的无障碍服

务应用场景。

沪上荧屏明年将推出无障碍影视服务

“铁娘子”邢娜
带病演秦香莲
筱文艳经典大戏首度亮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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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在宋庆龄陵园王文娟墓前

■《琵琶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