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文娱新闻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152014年5月15日 星期四

! ! ! !沪剧《魂断蓝桥》首轮演出结束没几天，在剧中扮演男主角
罗依的朱俭就已经在自己的桌子上堆满了关于甲午战争的书，
开始准备下半年的新戏《邓世昌》了。而在这期间，上海沪剧院
参加江南滩簧展演的《日出》中的方达生、参加全国地方戏创作
演出重点院团展演的《雷雨》中的周萍也都是由朱俭扮演的。以
至于当同时代的戏曲演员往往都在为自己缺乏足够的舞台实
践机会而苦恼时，朱俭却在担心观众看到“又是朱俭”会有审美
疲劳。

当家小生
作为 !"后的沪剧演员，朱俭从 #$$%年进入上海沪剧院至

今已经有 %%年了。他说：“我历练了 %%年，沪剧院娇惯了我 %%

年。”“娇惯”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有点奇怪，但听朱俭细数和已
经退休的马莉莉老师合作了什么戏，和 &"后的茅善玉院长合作
了几部戏，和同学程臻、吉燕萍合作了几部戏，和 '"后的赵隽
晴、王丽君合作了几部戏，和 $"后的洪豆豆合作了什么戏……
马上就能切实地体会到“娇惯”这两个字的含意。作为近十年上
海沪剧院的当家小生，朱俭几乎包揽了大部分戏中的小生男一
号，朱俭直言：“演员都会很期待下部戏会不会有自己的角色，但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会提前知道我接下去要演什么戏。”

朱俭最近的角色是在根据经典电影《魂断蓝桥》改编的同
名沪剧中扮演男一号罗依，与之合作的是上海沪剧院最年轻一
代的花旦洪豆豆。朱俭说，十多年前，茅善玉院长排《董梅卿》
时，导演陈薪伊把自己从青年演员中挑选出来扮演剧中的男一
号寒江舟，“从《董梅卿》到《雷雨》再到《露香女》，茅院带了我 ()

年，教了我很多东西。前一阵和茅院聊《魂断蓝桥》，她希望我到
青年团去带他们，我说当年你带了我，现在我会把你带我的所
有东西去带洪豆豆，多教她。”对于朱俭来说，这也是一种传承。

充满期许
虽然这些年已经习惯了演男一号，但对于沪剧院下半年

将要开排的《邓世昌》朱俭还是充满了期待，甚至连剧本还没
看到就断言这会是一个最让自己激动的剧本。“因为这是我
心中的一个梦。我从小的一个梦，我有 %& 本邓世昌的书、甲
午战争的书，现在天天摊在台上。”这里头也还有朱俭一点点
的“野心”。“邓世昌绝对是个男人”，朱俭说，自己不会在剧中
“演英雄”、“演悲壮”，“英雄、悲壮，都应该是观众看了戏之后
的感受，而不应该在舞台上刻意去演。”朱俭今年过了生日就
满 *+岁了，“一个男演员四十到四十五岁是最棒的。”朱俭对自
己充满了期许。 本报记者 王剑虹

! ! ! ! !"后的朱俭曾与上海沪剧院的 !个花旦合作!从已退

休的!到 #"后"!"后"$%后的沪剧院花旦中的佼佼者!再到

刚刚进剧团不久的 &%后花旦!几乎这些年上海沪剧院的戏

有一大半的男一号都是朱俭# 这对于朱俭来讲自然是一件

幸运的事!而对于沪剧和沪剧院而言!却略显得有些$尴

尬%!这几乎是体现沪剧$小生荒%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上海

沪剧院如此!整个沪剧界几乎也如此#

虽然沪剧是一个以花旦为主的剧种!但沪剧史上出色的

男演员并不少#从流派创始人邵滨孙&王盘声等!到上世纪 #%年

代出道的汪华忠&徐伯涛&陆敬业等!一直到上世纪 $%年代的徐

俊&孙徐春等# 然而到了这些年!各个沪剧院不仅是花旦当家!而

且大都是花旦$一枝独大%!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沪剧男演员数不

出几个!阴盛阳衰已经到了一个应该让业界警惕的程度了#

因为缺小生所以偏重花旦! 因为偏重花旦所以更缺小

生!这几乎成了沪剧的一个$怪圈%# 想要破解!恐怕还是需

要剧团的$当家人%痛下决心#在如今小生$弱势%的情况下!

如何为他们度身定制一些作品! 让他们有更多机会站在舞

台$中间%!得到更多历练!是$当家人%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果$顺其自然%!沪剧小生行当的$弱势%恐怕难以改变!

$小生荒%也恐怕依然无解# 王剑虹

沪剧!小生荒"何解

我被!娇惯"了!!年
!!!上海沪剧院当家小生朱俭小记

! ! ! !今天上午 $时，山雾散去，金光偶露，在
青山上勾出外廓，童衍方艺术馆在宁海前童
古镇落成开馆。著名书法篆刻家童衍方向故
乡捐赠了近百件艺术作品，包括书法、绘画、印
章、紫砂、拓片等。同时，该馆挂牌成为了西泠
印社书画篆刻院创作培训基地。

这座艺术馆坐落于前童镇惠民路，为童
家祖上汝宽、汝顺兄弟始建于嘉庆年间，整
座四合院占地约 (%""平方米，至今保存完
好，这栋古宅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宁海
与书画有缘，著名画家潘天寿正是宁海人
氏，陈逸飞电影《理发师》在前童镇拍摄，明
代旅行家徐霞客的开游之地也在附近。

老宅新修落成，众多知名艺术家前来道
贺，西泠印社的部分会员今日在此雅集。沿
着鹅卵石路进村，还未跨入宅门，先听到几
声燕雀的自在春鸣，它们还穿梭于院子里外
代主迎客。高大巍峨的马头墙左右对称，鱼
龙雕饰错落有致。主人童衍方兴致颇高，他
为宾客们做起向导：他指东侧马头墙上镌
“群峰簪笏”的阳文道，童家祖上教育子孙好
好读书，清正为官。巧合的是，古宅西面是水
系环流，好似官员的衣带，童家为这块钟灵
毓秀的宝地定名“清流映带”。簪缨与持笏，
祖训里寄望的盛景，承载了童家匡扶天下的
抱负。童衍方各添三字，书写的漆书立轴“群
峰簪笏江河上，清流映带日月中”浑朴沉静，不激不厉，悬于正堂
正中，谕示家风永续。屋梁之上，堂前燕雀就地筑巢，童家还关照
翻修的工匠，要呵护它们的生息。

去年 *月，家乡宁海与童衍方商议，愿助其重修老宅，改建
成为童衍方艺术馆，这栋集砖雕、石雕和木雕于一身的屋舍枕山
环水，童衍方觉得此处地方不大却有气象，可引为子弟与同仁治
心修身、阅书览经的良舍，故向故乡慷慨捐赠多年来创作的艺术
精品，并将艺术馆规划成为艺术培训、艺术开蒙、采风创作，鉴赏
展览等用途的多艺术品种交流的基地。童衍方介绍，洪武年间，
童氏第七代童伯礼曾在此办家族学校“石镜精舍”，邀请了著名
学者方孝孺在此执教，采光的天井被前童人称“道地”（讲道理的
地方）。
生于 ($*&年的童衍方，号晏方，擅长书法篆刻，亦擅写意花

鸟，杰出的鉴赏收藏家，现为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
副社长兼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主任，是海派书画篆刻的代表，尤其
对金石文化艺术的研究与结合书法篆刻艺术的创新探索乃是当
代领军人物。让他引为幸事的是，曾得来楚生、若瓢和唐云三位
先生的指点。
站在四合院里，童衍方说，两百年来，童氏一脉不缺英杰，能

在此开设童衍方艺术馆，是受到了先灵和家乡庇佑。过一阵子，
他还计划把三位老师的肖像延请至此。“不忘师恩，亦不忘传承
之责，要将中国文化传递下去且发扬光大，把艺术馆越办越好。
我已到了耳顺之年，于事于艺，需感恩与惜福。”

本报记者 乐梦融（本报宁海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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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在童衍方艺术馆内参观 缪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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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俭'右(在)魂断蓝桥*中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