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颐养天年 "

午睡刚起的夏萍老人，精神矍铄、神
采奕奕，根本想象不出这是一位世纪老
人。夏萍老人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美
满家庭，小儿子和女婿都是当年上海滩
赫赫有名的篮球名将，儿媳也是位精明
强干的女实业家。家人都对老人关爱备
至。几年前，她从居住了几十年的绍兴路
旧居，被小儿接到了专门为其设计的“养
老房”、这里百平方米大，一应俱全，并
配有专职的保姆和厨师等，老人享受着
“大熊猫”级别待遇。

已颐养天年的夏萍，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起早睡，三餐饮食，胃口很好。以
蔬菜米饭为主，从不挑食。夏萍喜欢啃鸭
膀、鸡翅、鸡爪之类的带有骨头的禽肉。
这得益于夏老有满口坚挺的真牙，这种
现象在百岁老人身上，实属罕见。如今，
夏老的思维虽大不如前了，但身体还硬
朗，腿脚灵活，行走自如。

眼下，夏老虽寓居在远离旧居的虹
口、杨浦一隅，但仍有同事、学生、好友及
过去的邻居们，隔三岔五地来探望、陪伴
她，其中好多人是穿越了大半个上海市
区的。而每每，夏萍见到上海滑稽剧团的
领导凌梅芳、钱程及情同母子的童双春
等，就像见到了娘家人一样的激动。这也
是老人最美好的时光。如今最当红的笑
星周立波，尽管演出、应酬繁忙，穿梭于
京杭，但他回沪，经常抽空来看望夏萍这
位改变他人生的恩师；而且每个月还按
时寄来零花钱，以表感恩。而夏萍把这些
钱全部存起来，准备日后赠给有志于滑
稽事业、生活上有困难的年轻人。

! 训练学员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文革”十
年，剧团中断了培养和引进青年演员的
工作，从而出现了演员年龄层次断档，青
黄不接。为了滑稽事业的百年大计，上海
曲艺剧团（上海滑稽剧团前身）自办学
馆。剧团决定由已退休的滑稽艺术家夏
萍，重新出山，主持学馆。
《新民晚报》一则并不显眼的招生广

告竟引来几千名应届初中毕业生踊跃报
考。报名截止前夕，夏萍的弟弟带来了三
位不速之客，其中有个孩子就是周立波。
周立波从小调皮捣蛋，学习成绩很差。家
人想给他另寻条谋生之路。可是，报考学
馆时，又因年龄偏小被拒之门外。此次来
夏萍家，想通过熟人求情，网开一面，给

他一次考试的机会。
得知来意，夏萍通过与周立波的正

面交流和侧面的观察后，觉得这孩子口
齿伶俐、反应敏捷，有很强的表演欲望，
身上还充满着一种喜剧因子，是滑稽舞
台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因夏萍的力荐和
坚持，剧团领导破例让周立波参加考试。
此举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不负厚望
的周立波，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与钱程、
秦雷、胡晴云等 !"位幸运者胜出。事后，
周立波的父母带着麦乳精、奶油蛋糕等
礼物来夏萍家致谢。这天，正巧夏萍不在
家，她的家人因盛情难却，收下了礼物。
夏萍回家发现此事，非常生气，派女儿把
礼物完璧归赵。

夏萍在学馆任内，对学员实行严格
的军队式管理，学习、生活都在团里。当
时不仅有本团的大师、名家上专业课，还
请来其他滑稽剧团的各路前辈艺术家。
为了让学员有更好的艺术修养和技能，
夏萍还请来歌剧院、合唱团和芭蕾舞团
的老师上声乐、形体等课。当年学员，年
龄都要在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为了让他们营养更好，夏萍想方设法在
伙食上翻花样、动脑筋。经费不够，夏萍
还自己贴钱。只要周立波一生病，就会钻
到夏萍的帐子里，因为床头的饼干箱里，
有许多好吃的东西。

夏老说，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唱滑
稽。诚然，人的一生能坚持做成一件事，
已属不易。若有成就、造诣，那更是难得。

! 封箱之作 "

夏萍 !"岁就登台演唱文明戏，演技
出众，舞台形象靓丽，是当时有名的小童
星。因此，被张石川、朱石麟、董天明等大
导演看好，在多部影片中客串过许多光
彩照人的角色。夏萍 #$多岁时，就被已
在滑稽业界声名鹊起的姚慕双、周柏春、
昆仲组建的蜜蜂滑稽剧团挖走，从此，一
直与姚慕双搭戏。打那后，无论是在新中
国建立后，剧团并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还是“文革”后的上海曲艺剧团，直至上
海滑稽剧团，夏萍一直是当家花旦。她一
头扎进滑稽后，未改初心。几十年的舞台
生涯中，她与姚慕双一同主演过《西望长
安》《一千零一夜》《笑着向昨天告别》等
题材、风格不一的滑稽大戏。这么多年的
舞台实践，夏萍的演技已炉火纯青。无论
她的一颦一笑，还是举手投足；哪怕是一
个眼神，一次亮相，都能赢得满堂彩。
夏萍年近古稀，才退出舞台。她的封

箱之作，是严顺开执导的《路灯下的宝
贝》。剧中，她饰演童双春的母亲。她坐着
轮椅，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几个形体招式
和短暂的亮相，观众却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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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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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那颗对滑稽事业的
拳拳之心

采访中!夏萍的话总离不开上海滑

稽的现状和未来" 她认为#在上海本土

播出的!上海人曾经人见人爱的喜剧节

目!竟没有海派文艺的代表剧种#滑稽!

真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 对此!她也

十分担忧!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想当年!

上海的滑稽是人才辈出! 风骚各领!形

成与相声南北抗衡的局面" 而今!北方

的相声小品!生机勃勃$后继有人!上海

的滑稽已是一落千丈"

如今的上海滑稽舞台!虽有三个专

业的滑稽剧团!但传统的$经典的保留

剧目!几乎已不演了!可能也演不了"而

新戏又很少搬上舞台" 前些年!即使有

些新戏上演! 也大都是包场的 %定向&

戏!没有票房"场外是满座的红灯高挂!

场内观众却人头寥寂" 急功近利$粗制

滥造的剧本!没有能与%姚周&$杨华生

等大师比肩的角儿" 更没有簇拥$追随

在他们后面一批献身滑稽事业的演员"

滑稽的凋零!也在情理之中"

夏老觉得#现在的各档娱乐$生活

类节目!几乎已离不开滑稽演员" 但活

跃在电视荧屏的滑稽演员!其基本功离

一个真正合格的好演员!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他们既没唱功!做相也不行!更谈

不上内功了!只是混个脸熟!名利双收

而已"这也无形中深深影响$刺激$伤害

着滑稽舞台仅剩的一些守望者"但长此

以往!他们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的

已心猿意马!有的则远离滑稽舞台" 若

此现象还不能引起足够重视!采取相应

措施"那么!滑稽已不是滑坡的问题!而

有可能要断送'

我们从她的话中!完全可以触摸到

她那颗对于振兴滑稽事业的拳拳之心"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日前! 滑稽名家严顺开度七十

九岁生日的消息在微信群中传开"

人们颇多议论! 以为社会舆论对与

一个老前辈的关注度! 大大不及一

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 不像话"

这种 #不平$ 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暂且放一放! 因为社会是多元

选择! 谁也不能强迫谁应该做或不

做什么% 问题是! 我们滑稽界出面

给予一个老前辈应有的尊重! 或者

通俗一点说! 风风光光地为他庆一

下生! 难吗& 业内人对自家的事都

不起劲! 怎么还能让圈外人起劲呢&

京剧界相对来说做得还算好!

各种纪念性' 汇报性' 展示性的演出

持续不断! 这样! 无形中就把京剧文

化和业内耆宿' 名家' 流派' 新人的

传承' 推广工作渗透进去了"

也许! 你可以说! 因为滑稽戏的

影响力没有京剧那么大! 所以可以

(随遇而安$ 一些% 这无疑是非常短

视的% 滑稽界人士有没有意识到! 割

断了与老一辈艺人和保留剧目的联

系! 留不住老粉丝! 同样也吸引不了

新观众! 出路就很困难了%

(滑而不稽是为贼$ )贼! 即票房

毒药*% 是时候给滑稽戏敲一下木鱼!

增加一点养料! 提振它的精气神了%

文! 剑箫滑而不稽是为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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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定国

不能忘却的
滑稽戏名家

夏萍:

阅尽人间春色，又饱经世事沧
桑的滑稽大家夏萍，是当年饮誉滑
稽舞台响当当的“红角儿”。即将迎
来百岁诞辰的夏萍，也是迄今为止，
滑稽界的最长寿者。

为制作几档有关夏萍老人艺术
人生的电视节目，一个春风拂煦的
下午，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她的寓所，
做先期的采访和案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