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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唱京剧，史依弘的普通话自带京味

儿；但在生活里，她的日常用语是地道的上海

话。加盟《繁花》，虽只露脸几分钟，她欣然应

邀：“不在乎什么戏份长短，我是上海人，能用

上海话演王家卫说上海的电视剧，那是再开

心不过的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有演员畏惧王家卫的“无剧本”拍摄，史

依弘并不担心：“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房

子里，在最熟悉的环境里表演最熟悉的人，不

需要剧本，我演什么样，史老师就是什么样。”

至于说拍王家卫的戏，十几甚至几十条才能

过，史依弘笑说：“那导演还是很体谅我的，他

知道我演出档期很紧，找我的时候就跟我定

了两天时间。其实他是非常谦和有教养的

人，他的身上有上海人的含蓄、得体，顾虑他

人感受的优点。”

对于剧中史老师这一角色，王家卫只给

了两个关键词“老师”“爱听戏”。“他们告诉

我，我演的角色是住在玲子楼下的一个爱听

戏的老师。”画外音，有人猜测：“这大概是个

票友。”自始至终，史依弘都不知道这老师是

教什么的，为什么住在这里，家里还有谁，但

她相信王家卫既然找了她，她就是那个“史老

师”，所以她和角色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

史老师的戏一共拍两天。第一天去，王

家卫没跟史依弘交代人物背景，就直接把她

带到了史老师的小房间，他让她自己去感受、

去想象。那场戏，阿宝走错房间，迎面撞上正

要出门的史老师。史依弘说：“他让我们演演

看，我就照着感觉走。”演完，王家卫叫史依弘

一同看回放，轻声问她：“你会不会觉得，你对

阿宝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突然闯入表现得不够

警惕，太温和了？”然后建议她用“警惕的神色

和语气”再来一遍。如此几遍，最终呈现的还

是较为“温和”的演法。

《繁花》播出后，有人说在史依弘扮演的

史老师身上能够看到梅派的影子——不温不

火、端庄大气。对此，她也感谢王家卫的知音

之情：“我的表演自然是带着梅派味道的，但

说到底，导演对我表演的认可，其实也是带着

对梅派的欣赏。其实，若你仔细看王家卫的

电影，他的电影美学中也是有几分戏曲神韵

的，无论是用色或是虚实相间的手法，镜头留

白的意境，和戏曲美学一脉相承。”事实上，王

家卫选定史依弘也是做了功课的，他还特地

停了一天拍摄去看了史依弘演出的京剧《锁

麟囊》。

对于史老师，史依弘有自己的想象：

“我印象里，小时候碰到的女老师骨子里都

是有些傲气，但是表面极其礼貌温和的。

阿宝虽是突然闯入，但一来‘七十二家房

客’式的居住环境，邻里之间是很熟悉且有

安全感的，二来这位阿宝打扮得体、讲话礼

貌，我没理由一上来就怀疑他有所企图、

别有用心，没必要这样想他，他一看就是

走错门了。”在史依弘看来，王家卫赋予原

著的鲜活理解，也有上海籍演员亲历那个

时代的印记。

《繁花》中史老师的表演自然流畅，还得

益于她幼年时的生活环境。“嘎吱嘎吱的木质

楼梯”“有老虎窗的小阁楼”都是她的童年记

忆，她说：“和很多上海小囡一样，我也是外婆

带大的。老底子，外婆家就住在逸夫舞台后

门，浙江中路、广东路这里，也是一层楼要住

好几家。外婆家有个小阁楼，每到国庆节晚

上放焰火，我就会趴在老虎窗上看天空开出

一朵朵花。”她记得第一次去逸夫舞台，那时

还叫劳动剧场，看的就是武戏《雁荡山》，只是

没想到后来自己能成为一名京剧演员，频频

登上逸夫舞台。

有意思的是，史老师的梗居然是现实映

照。在古北住了十多年的史依弘，因常年出

差和邻居并不相熟，一次偶然机会和楼上小

妹妹加了微信，邻居告诉她：“我们都以为你

是老师，平时都叫你史老师。”或许这份“错

认”，也让史依弘扮演史老师更有信心。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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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 70余首经典曲

目，周善祥在上海开启3

天5场“音乐马拉松”，带

观众游历音乐美术馆、穿

越“钢琴500年”。

5岁学完高中数学，

9岁读大学，19岁拿到数

学硕士文凭……周善祥

的天赋不局限于数学领

域，他在音乐、自然科学

乃至游戏开发上均颇有

建树。作为挺有辨识度

的钢琴家和作曲家，6日

至8日，他第三次来沪举

办了音乐会：“我的梦想

不是坐在观众面前，而是

坐在一旁，与观众一同看

风景。”

周善祥从不参加国

际赛事，只弹自己有兴趣

的作品。但这个当今古

典音乐圈内的“异类”，却

被钢琴大师布伦德尔称

其为“我见过的最伟大的

天才”。

他的“钢琴500年”

选取了从1520年至2020

年500年间最值得聆听，

也是周善祥最为喜爱的

大师之作。以每100年

凝聚一个主题，包括“黄

金时代”“对比”“心智的

启蒙”“愿景”和“多元”。

在这5场音乐会中，

不仅收录了观众熟悉的音乐大师莫扎特、贝

多芬、肖邦、李斯特等人的作品，也将视野放

至更广阔的天地，将目光看向16、17世纪约

翰 ·布尔、托马斯 ·塔利斯，20世纪的乔治 ·格

什温、乔治 ·里盖蒂、武满彻以及和当下息息

相关的作品。挖掘和演绎不被大众了解的沧

海遗珠，向观众展示出一个更为立体的、远比

我们认知体系更丰富多彩的钢琴音乐世界。

问周善祥将以怎样的方式来演绎这些跨

越500年的作品？他给出了一个关键词——

翻译。音乐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是作曲家当

时当刻的所思所想，演绎就是一种翻译。他

说：“现代钢琴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一种

音乐传统。它像是一块空白画布，由演奏者

在上面展示作品，我甚至可以说，现代钢琴是

一种用来演奏原本并不为它准备的音乐作品

的乐器。”

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甚至李斯

特的键盘乐作品，都不是为现代钢琴创作

的。此次，他将以“美术馆策展”的方式来呈

现音乐会，尽力传达作品的美与崇高。他相

信通过对作曲家、曲目和历史的研究，能把自

己的想象力，变成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美，很有

想象力，很有趣的音乐。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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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繁花》让人看到
了上海的风华正茂，而阿宝去寻玲子
走过的短短几格楼梯也让人领略
了上海文艺界“大咖”的风采。
角色是客串，演技实打实。
其中，戴着金丝边眼镜
温文尔雅的“史老师”，
被认为是最像上海知
识分子的角色之
一，扮演者正是
上海京剧院
梅派青衣
史依弘。

文体人物

本报北京今日电 （驻京记者
赵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英模蜡

像展”明天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展出的30位英模人物中，有李

大钊、方志敏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

血的革命英烈，雷锋、王进喜、焦裕

禄等无私奉献的先进模范，钱学森、

邓稼先等奋勇创新的“两弹一星”功

勋人物，还有杨善洲、黄文秀、袁隆

平等勇于担当、苦干奋斗的新时代

楷模。

国博馆藏200余尊蜡像，其中包

括数量较多的英模人物蜡像。本次

展览选取了建党百年以来，与祖国同

行、与时代共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事业而奋勇拼搏的英模人物。展

览以国博馆藏近现代英模蜡像作品

为依托，结合艺术化场景设计、英模

文物展示、英模名言电子阅读等多种

表现形式，向观众呈现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事业奋斗的英模人物的动人

事迹。

展厅里，观众还可以看到向警予

写给其侄女向功治的信函，向警予在

信中嘱咐她多向毛泽东等请教。由

鲁迅、茅盾等人担任编委的《前哨》创

刊号也陈列其中，刊头为鲁迅亲笔所

写。冼星海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

维克）历史》一书的衬页上写道：“中

国新兴音乐的建立，是具有它的革命

的重大意义，它在斗争中长成，从实

际生活中培养和锻炼出它的智慧；在

血的或是艰苦的经验教训里，它留给

我们更显明的路向！”

展品中还有1967年周恩来书赠

给保健护士郑淑云的“录雷锋同志选

句”、1969年李四光撰写的关于地热

问题的手迹、1985年华罗庚数学研究

事业中的最后一份讲课提纲、2001年

王忠诚在“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

次国际大会”上被授予的“最高荣誉

奖章”及证书、1992年孔繁森在地震

期间于西藏军区总医院以化名献血

的记录、袁隆平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和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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