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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声入耳”的演出应该说是“申声入心”的。笑定之后，令人沉思，引人深思，对社会对世态对人

生对人性时会有茅塞顿开的醒悟与畅通。

我国是戏曲大国，有剧种三百多，流行于

上海及杭州、苏州一带的滑稽戏便是独具特色

的一种，它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笑”，寻觅笑，

凝“剧”笑，演绎笑，传送笑，因此被海内外

广大观众誉为“笑的使者”。

前不久，笔者应滑稽名家王汝刚先生之邀，

观看了一场“申声入耳”滑稽作品展演，这场

演出是庆祝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创建 70 周年暨上

海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晋五之禧，“人滑”五

代老中青演员济济一堂，轮番上场，个个展示

独门绝技。观剧两个多小时，酣畅淋漓地过了

一把“笑”瘾。

寻根觅踪，中华文明的源头早就闪烁着星星

点点的幽默之光，先秦诸子中，庄子、晏子、韩

非子都是幽默大师，他们流传于后世的著作中，

常常用机智诙谐揶揄讽刺的方式来阐述他们的哲

学思考和主张。再看滑稽戏演员的雏形，上可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的“俳优”，其中最著名的是楚

国艺人优孟，留下了“优孟衣冠”的成语。宋元

间杂剧兴起，郑廷玉的《看钱奴》比法国莫里哀

的《悭吝人》早了好几百年，关汉卿的《救风尘》

《望江亭》等剧中，揶揄世态人情，讽刺官场丑

态，幽然元素珠玉纷呈。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

勾栏瓦肆、茶房酒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智慧，

聪明乐天的精神，便是滑稽戏这个品种得以春草

般更生更行更远的根基。

这场“申声入耳”滑稽专场，我觉得有必

要罗列一下节目单：《火警电话》《疯狂的广告》

《私家地铁》《邻舍隔壁》《我爱上海我的家》……

只看剧目名称，便知晓这场演出囊括了上海老

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司空见惯的生活场

景，耳熟能详的日常言语，弄堂里马路上俯拾

皆是的百姓市民，创作者要从这些普通得不能

再普通的素材中提练出生活的逻辑和反逻辑的

矛盾点，以漫画夸张的手法凝聚成笑点频出的

剧，塑造一群有噱头有温情栩栩如生的小人物，

这实在是需要独具慧眼的本事，细针密缕，披

沙拣金。

小时候以为滑稽戏演员只要会搞笑即可，

岂不知滑稽戏演员更是技高一筹的。戏曲演员

的四功五法样样要拿得出手，更有甚者，他们

不仅要会唱一种戏曲，而且各方剧种都要精通；

不仅能说本地方言，而且天南海北方言都能朗

朗上口。《邻舍隔壁》中，77 岁的蔡剑英一人

要饰演十三个角色，这十三个角色来自不同地

方，说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性格，一口气说

下来拿捏得条理清晰不差毫厘。《数字越剧》中，

84 岁方艳华一人演唱越剧十大流派；《我行我

秀》中，姚祺儿杨一笑的口技震惊全场，据说

杂技中的口技演员是可以借助含在口中的器具

发声，而滑稽演员则全凭自己唇舌发音，真正的

绝活。还有钱懿，外相憨厚和顺，出演《笨人大

会串》中的笨人，慢慢吞吞磨磨唧唧，却也是笑

翻了全场。这才领教了滑稽演员的功底深不可测，

他们的笑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是真正理解

了这“笑”的内涵，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的。

压轴的是王汝刚林锡彪两位“王小毛”

联手的独脚戏《爱心》，这出戏曾荣获中国曲

艺牡丹表演奖的榜首，我也在不同场合欣赏过

三四遍了，仍压抑不住地笑。王汝刚一人分饰

多角，角色身份差异之大，年龄不同职业不同

性格不同甚至性别不同，王汝刚在瞬间转换角

色，将各色人等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申声入耳”的演出应该说是“申声入心”的。

笑定之后，令人沉思，引人深思，对社会对世态

对人生对人性时会有茅塞顿开的醒悟与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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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动感视界：来自泰特美

术馆的欧普与动态艺术馆藏”在浦东

美术馆举办。展览呈现英国泰特美术

馆收藏的近 120件艺术作品，涵盖绘

画、浮雕、印刷、雕塑、装置、视频

等多种不同媒介形式。展览将从全球

角度重新审视欧普与动态艺术，介绍

与此运动密切相关的艺术家，以及奠

定欧普与动态艺术发展的重要展览。

动感视界：
来自泰特美术馆的欧普与动态艺术馆藏

王汝刚、林锡彪演出独脚戏《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