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沈万三! 元末明初人! 祖籍浙江湖州南

浔"他深谙经商之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有

的商人之一!被誉为#商界鼻祖$%

!沈万三"故事梗概#沈万三少时!母亲早

逝!父亲忙于生意而疏于对他的管教"少年沈

万三终日流连于青楼&赌馆"与铜匠女儿翠姑

一见钟情后! 两人的爱情因门风家规而历经

磨难"所幸!沈万三终在翠姑的帮助下浪子回

头! 饱受流离之苦的两个天涯沦落人终成眷

属"最终!沈万三因富可敌国并无偿援助明太

祖朱元璋建造皇城而名扬四海"

!沈万三"书目#第一回'退婚( 第二回

'赌妻( 第三回'赎姑( 第四回'投河( 第五

回'产子( 第六回'行乞( 第七回'见宝( 第

八回'招亲( 第九回'聚宝( 第十回'设计(

第十一回'访姑( 第十二回'认母( 第十三回

'遇奸( 第十四回'接归( 第十五回'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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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听说书先生讲故事”是老一辈人延续至
今的童年记忆，许多文豪大家对文史典籍的最
初兴趣也正是来源于此。可惜，随着长篇评弹
的边缘化，这一寓教于乐的传统逐渐被丢失
了。为向至今坚持说长篇的艺术家们致敬，也
为让当代观众感受在大剧场听“说书”的妙处，
!月 "日#"$日，由苏州吴中评弹团评弹演员
马志伟、张建珍献演的长篇评弹《沈万三》将“入
驻”天蟾逸夫舞台，从每天 "%&%'起，为观众展
现元末明初富商沈万三的人生传奇。据悉，这
也是逸夫舞台 ()年来首度开演长篇评弹。

老剧场$怀旧%

评弹曲调委婉，是一门古老、优美的说唱
艺术，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风韵。茶楼书场，
琵琶三弦，弦索悠扬，除了男先生手中的扇子
和女先生手中的手帕，台上没什么道具，演员
穿着长衫、旗袍，通过传神的表演和绘声绘色
的说唱，便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甚至千军万
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市场更趋繁荣，
一大批新式书场纷纷开张，主要是饭店附设的
饭店书场和舞厅附设的舞厅书场。饭店书场
中，著名的有东方书场、沧州书场、南京书场、中
央书场等；舞厅书场中有米高美、仙乐斯、新仙
林、维纳斯等。这些新式书场效仿现代剧场，采
用现代化设备，场地宽敞，环境幽雅，座位舒适，
适应较高层次听众和较大规模演出的需要。

说书通常是长篇连回的，一天说一回，雷
打不动。台上连着说，台下连着听，当年的西

藏书场、仙乐斯、静园、大华等，都是老听客追
捧长篇评弹的首选地。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
变迁，许多专业书场纷纷销声匿迹。由于演出
成本和剧场排期运作等因素，现在能够演出
长篇连回弹词的专业剧场并不多见。天蟾逸
夫舞台作为上海唯一一家戏曲专属演出场所
也至少有 ()多年没有上演长篇弹词了。

老听客$出山%

此次，长篇评弹《沈万三》的演出消息一
传出便惊动了许多久未“出山”的老听客。逸
夫舞台的票房间，每天都有老阿姨、老爷叔前

来询问、购票。因长年患风湿病行动不便的于
老伯，特地让儿子开车从宝山赶来：“我一般
不会麻烦子女，但这次想了两个晚上，还是决
定来，毕竟现在难得听到书了。”

据悉，《沈万三》连续 "$天 "$回的演出
套票销售已过三分之二，周末场的散票更是
爆棚，很多白领新粉也纷纷来捧场。华东医院
*)后的陆医生，就是评弹书场里的新听客，虽
然这次只能在周末前来，但她亦感满足：“我
们医生工作繁忙，不可能整日泡书场。偶尔去
文化馆书场，旁边既有带小孩结绒线的老阿
姨，又有听着听着就呼噜声起的老伯伯，实在

让我这种原本就对书目不熟悉的人难以入
戏。在相对正规的逸夫舞台听书，对我来说还
是比较适合的。”
“上海还是有这样一批老听客，喜欢在

比较舒适的环境中欣赏评弹，以前的西藏书
场、马当路的大华书场、江宁路的静园书场
等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制作人许霈霖直
言：“对于这部分观众来说，听书是一种享
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寻个环境舒适的剧
场，听他们喜欢的先生说一档他们喜欢的长
篇弹词或评话，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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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前，一块写有“优秀历史建
筑”的大理石铭牌挂上了位于杨树
浦路 ()*+号原国棉九厂老办公楼
的大门。这是上海第五批新增 ,(+

处优秀历史建筑里，正式挂牌的第
一处。

")$* 处有代表性的优秀历史
建筑遍布于上海全市，它们见证了
城市发展的历程，承载着丰厚的文
化记忆。在这些建筑焕发新生的背
后，隐藏着一批通历史、懂保护、精
技术的老建筑“守护者”，他们用灵
巧的手修复出建筑的原有风貌，使
其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在
()"!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前后，他们
的工作被更多参观者认同。

杨树浦路 ()*+号这栋新古典

主义风格的百年建筑原为同兴纺织
株式会社工场，始建于 "-((年，建
筑坐南朝北共三层，它的修缮是上
海杨浦滨江近代工业文明保护的重
要标杆。记者看到，修缮一新的建筑
运用深红仿石立面，底层中段施以
带券心石的半圆，入口上方有简化
的古典式样遮雨板，檐部线条贴有
西式线脚。建筑室内是简洁的新古
典装饰风格，马赛克搭配木地板地

面上，衬出了皮鞋的回音，古典的木
质门窗套搭配雍容的木制楼梯，扶
手处依然留着斑驳刻痕，全部都是
历史的原状。

据该修缮工程的总建筑师沈晓
明介绍，修缮前的南立面被刷过多层
油漆，对比民国照片发现，已经全无
历史原貌。保护性修缮的第一步是翻
阅地方志和去档案馆，于是施工设计
者以历史照片、历史平面、现状遗存

为依据，复建了东西侧圆弧形建筑，
终于恢复了建筑原有的历史规模。
“我们研究了 "-")年至 "-()年近
代上海建筑挑廊的年代特征，最终整
体恢复了外立面清水红砖墙和水刷
石装饰的历史原貌。整个保护修缮成
果激动人心，我们感觉又打开了一部
上海历史的图书。”

连续几天下午，三位经验丰富
的匠人在老建筑南门回廊上展示

了建筑修缮的工艺，类别有油漆彩
绘工艺、清漆施工工艺等，这些工
艺曾让和平饭店、中共一大会址、
杨浦图书馆等历史建筑焕发新貌。
来自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
司的画匠王文源拿着手绘图，变身
耐心的讲解员，向参观者展示了修
缮时常用的油漆彩绘工艺步骤：打
底、雕刻、放样、沥粉、上色、角花、
勾边，最后再给龙样图案烫金———
"平方米的建筑彩绘构件耗费 "名
画匠 ,个工时。介绍完毕，赢得参
观者一片掌声。
据悉，这栋建筑底层将设为杨

浦滨江历史展示馆，展示杨浦滨江
的过去，规划它的未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能工巧匠获得一片掌声
为修复一幢优秀历史建筑花费心血

去剧场 听说书先生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