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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营地是
为了能够捕捉到更鲜活、更真
实、更生动的人物。只有近距离地跟战士对话，
才能把故事画得更加感人，只有到军营来真真
切切地走近‘好八连’，才能画出现代科技无法
捕捉的那份感动。”年逾八十的老画家汪观清在
出发的大巴上动员说。昨天上午，满满一车上海
画家从市区出发，为了共同创作新的《南京路上
好八连》连环画，赶赴宝山的部队营区采访。

五十年后
“上海警备区某部第 !连于 "#$#年 %月进

驻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
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
侵蚀，团结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全
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年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在二手书市
场，如果你想找一本 +#%,年出版的《南京路上好
八连》连环画并不那么容易，但你会很容易找到这
本 %-开小册子的背景资料，因为它曾经见证了
一段历史。“*-年前，我跟贺友直、郑家声、陶长

华、端木勇、任伯宏、任伯言一起到南京路蹲点，去
部队采访，画了当年那本《南京路上好八连》。今
天，‘南京路上好八连’虽然已经搬离了南京路，虽
然时代变化，但他们的精神没变，依旧是我们的
‘好八连’。好八连的好故事，依旧叫人感动，我很
想把他们再画出来。”老画家汪观清如是说。

走进军营
零下 .摄氏度的寒风里，“好八连”的战士

们一字排开，队列操练、擒拿格斗，拳拳到肉，货
真价实。画家们一边为他们叫好，一边赶忙拿出
相机“咔嚓咔嚓”。“得拍下来，有些肢体语言，拍
下来回去慢慢研究。”画家吴耀明为这些年轻的
战士一次次鼓掌，“说实话，真的挺感动的，新时
代我们还需要这样的精神，需要好八连，能把他
们画出来，我觉得很光荣。”一张白纸，一支铅
笔，寥寥数笔，一边参观连队宿舍，画家陈云华
一边已经把房间的布局勾勒出来，“我接到的任
务是创作战士们平时丰富的业余生活，场景里
会有宿舍、有电教室、有操场、有体锻室，先打打

样子，画的时候
心中有数。”画家杨宏富则站在

走廊里沙沙地画起窗外的树来，“到营地来，特
别有创作冲动。”

边采边画
*-年后依旧跟画家们在一起的还有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连环画的编辑康健。他说：
“传统连环画推向市场未必紧俏，但我们很愿意
也非常荣幸跟画家们一起为‘好八连’的今天留
下纪念。因为这是一份传承，一份使命，*-年
来，永葆本色的不仅仅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还
有我们可敬可爱的艺术家。”这头，康健说老画
家们深入采访扎实创作，让他很感动。那边，*-
年前共同作画的老画家陶长华正拉住小战士问
长问短：“你们去帮困的那个居委会有几个孤老
呀？”“你们几个都去吗？”“除了带他们参观南京
路还会带他们去哪里呀？”
寒风瑟瑟，挡不住老画家创作的热情，“约

好时间，还要去南京路跟那些孤老见见。”说话
的时候，陶老从随身的黑色布袋里拿出纸笔，给
战士画起人物写生来。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五十年后再画“好八连”
本报记者随画家汪观清等深入军营

! ! ! !本报讯（记者 杨
建国）昨晚在兰心大戏
院揭幕的喜歌剧展演
首场演出，把唐尼采蒂
的歌剧《唐·帕斯夸勒》
推到了观众面前。这部
喜歌剧只用一架钢琴
伴奏，主要角色仅 *

人。虽然场面简单，但
土腔洋调笑料迭出，观
众在欣赏中乐不可支，
笑声贯串全场。

昨晚的演出把该
剧改名为《帕老爷的婚
事》，虽有点走市井路
线，但意大利语演唱的
精华咏叹调全部保留，
同步播映的唱段译词
让观众对角色的心态
变化一清二楚。而舞台
上的表演和对白围绕
主题进行了本土化改
造，微博、短信、卖切糕
等词语不绝于耳，沪
语、山东话、京腔常常
引起哄堂大笑，重唱时
居然还出现了让人忍
俊不禁的骑马舞。尽管
这样的编排有点搞笑，
但几位青年演员收放有度，咏叹调演
唱一丝不苟，嬉笑怒骂的分寸也控制
得比较恰当。那位年轻的钢琴女孩演
奏更是十分认真，颇有喜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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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画家在 #好八

连$营房内写生

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