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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犹记 !"#$年雅庐书场拆迁时!在上海

滩引发一阵喧嚣" 这座上海中心城区存在

历史最悠久的评弹书场的消失!仿佛是压

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已落寞多年的

评弹被打上#濒危$的印记% 当时&评弹的

时代估计结束了$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千锤百炼的传统曲艺哪会这么

经不起考验!不过六年时间!评弹又迎来了

新一轮崛起% 从'林徽因(引入年轻观众到

'高博文说繁花(征服白领阶层!还有周红

的#文化评弹鉴赏会$中由评弹带出的文化

鉴赏!看似#不走寻常路$评弹创新!正悄然

改变着新时代年轻人的生活%

虽说! 最初年轻一代的创新并不被看好!

甚至饱受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折腾$

的确让评弹成为了这几年的热搜词% 现如今!

公交车上手机铃声唱一段#莺莺操琴$的大多

不是老听客!而是新晋书迷%而因'林徽因(或是

#繁花$结缘评弹!混进社区书场的老听客里听

一段传统书目的八零九零后比比皆是%

总被担心要 #要落寞$#要消失$ 的评

弹!就这样!在陈旧的叹息声中勃发% 艺术

以创新的姿态传承)人才在#折腾$的外表

下繁衍)观众在大剧场*小书场里完成新旧

更替%就像大自然的万物更新!嫩绿的萌芽

夹杂在深色青草中发力! 不知不觉中又成

就一片郁郁葱葱。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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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提起评弹，人们耳边总会不由自主地
扬起琵琶三弦的委婉旋律和呖呖莺啭的
吴侬软语。虽然曾经辉煌至“居家必备”的
曲艺艺术也一度陷入落寞，但悉心的人们
不难发现，伴随着评弹从题材到形式、从
规模到包装的全方位创新，一场评弹的甜
蜜风正在悄然发酵并以润物细无声的姿
态浸润到新一代人的生活。

新崛起的评弹迷，不见得有时间泡茶
馆、蹲书场，但他们会关注新中篇评弹《林
徽因》何时上档，会在下班后坐进剧场听
一场“高博文说繁花”，也会在日光正好的
双休日午后，循着说书先生的身影摸到社
区书场，扎在一群老听客里细细品味传统
书目的魅力。

今年恰逢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诞辰
!""周年，伴随着申城掀起的一系列“寻找·
蒋月泉”活动，将寓铿锵于委婉且韵味醇厚
的“蒋调”萦绕人们的耳际，也将把评弹这一
余韵悠长的传统艺术再度推向焦点。

!寻找"蒋月泉#掀起评弹热
在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评弹艺术中，

蒋月泉所创造的“蒋调”是流传最广、影响最
深远的一支。他不仅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
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
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蒋调”于
上世纪 #"年代后期形成，开篇《刀会》《杜十
娘》《宝玉夜探》等十分风行。

蒋月泉的书艺精湛，台风严谨，说表
清脱，含蓄幽默，刻画描绘真切细致，在表
现人物方面更显功力不凡。不论是改编自
传统长篇的《玉蜻蜓》与《白蛇传》，或是自
创中篇评弹《王孝和》《林冲》《刘胡兰》都
深受听客喜爱并传唱至今。除去不断精进
自身艺术造诣，蒋月泉对评弹人才的传承
也是功不可没，他悉心栽培了王柏荫、潘
闻荫、苏毓荫、华国荫、蒋培森、秦建国等
一大批有影响的“蒋调”接班人。

在纪念大师诞辰 !""周年之际，上海
评弹团将推出一系列“寻找·蒋月泉”活动，
掀起新一轮评弹潮。展览《“皓月涌泉—————
纪念评弹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诞辰 !""周

年”生平展》于本周率先开幕，“月下品
泉———纪念蒋月泉百年诞辰”系列活动紧随
其上。!!月 !$日晚，《寻找·蒋月泉》评弹专
场演出，将作为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重
头戏献演东方艺术中心。四代蒋门弟子，江
浙沪评弹名家，以及多位南北戏曲曲艺名
家，将演绎各个时期的蒋派艺术代表作，立
体展示蒋派艺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各类
戏曲曲艺的交流碰撞。

热门!"拓展评弹题材
从去年年末初次在大世界露脸，到第

三轮演出推出“典藏版”登上上海大剧院
的舞台，好像《高博文说繁花》这样热了大
半年的评弹作品在近几年来并不多见。
《高博文说繁花》最大限度保持了原著的
文学面貌，充分发挥评弹演员的语言功底
和说表能力，将《繁花》中多人物、多情景、
多关系、多时代，借助评弹说故事、讲情节
的传统展开。虽说也时有老听客“投诉”这
样的新评弹“说”太多“唱”太少，评弹味道
还不够，但对于初次步入评弹剧场，或因
《繁花》一书而来的新听客却是极好的。
“现炒现卖”抓热点本就是评弹能和

时代、生活紧密贴合的原因，《高博文说繁
花》的热潮让人们看到，热门 %&的改编不
仅是游戏、影视等娱乐行业的专属，传统
文化若能抓住热点做贴近生活的改编，也
能借着“热搜”题材充分展现自身魅力。

在论及“繁花”热
时，上海评弹团团长高

博文坦言：“《高博文说繁
花》所带来的热潮，让我们

看到，评弹的魅力并不会因时
代的变迁而削弱，只是我们没

能找准嫁接当代观众的题材，没能
更多发现契机，只要抓住评弹联结
现代的那个‘眼’，‘十八般武艺’俱
全的评弹又如何会落寞？”

创新形式增添评弹魅力
无独有偶，近年兴起的评弹热更早能

追溯到去年开春三月末，上海评弹团中篇
评弹《林徽因》在上海首轮演出意外爆棚。
说意外，一是连演五场，场场爆满，一票难
求的盛况已许久未见；二是座下除却书场
常见的老面孔外，新添了许多青春容颜。在
评弹艺术频传式微之音的这些年，《林徽
因》的“逆袭”被视作评弹或已扛过低谷、迎
来拐点的信号。
当然，意外的只是表象，略深究就能发

现，《林徽因》的热潮并非偶然。上海曲协主
席王汝刚解读这一现象时，就指出，《林徽
因》的成功秘诀就是“形式好”：“中篇评弹，
更适应了日益变快的生活节奏。”
同样因形式创新而备受关注的，还有

即将于 !" 月 '" 日晚配合“遗我双鲤
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
精品展”推出的“吴门书札弹唱”。此番“弹
唱”从展出的 ()封信札中，遴选出言辞优
美、情节生动的 *个片段，由上海评弹团在
原文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化的改编和演绎。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所弹唱的《王宠致
王守札》，将陈调与薛调结合，诠释了王宠
的心境，传递出最真切的情感。

以评弹弹唱再现书札中蕴含的生动历
史和故事，用耳朵来聆听中国历史上唐伯
虎、王宠、王守札、文徵明等吴门书画家的
手稿，这份体验也是新奇。原汁原味的苏州
话讲述苏州文人的故事，既能拉近时空的
距离，也能启迪着今人对于古老传统的想
象。 本报记者 朱渊 乐梦融

传承创新进行时

! ! ! !本报讯（见习记者
吴旭颖）作为“尚长荣三
部曲”三年传承计划的收
官之作，由上海京剧院优
秀花脸演员杨东虎、董洪
松共同领衔主演的传承
版《廉吏于成龙》昨晚在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首演。
喜迎十九大之际，当代经
典《廉吏于成龙》的“新
生”具有特殊意义。
着一身灰布长衫，戴

一顶竹质斗笠，饰演于成
龙的杨东虎踩着锣鼓点
几步站上台中央，一个亮
相赢得台下满堂彩。“新
于成龙”有着更加年轻的
面容和身材，一招一式却
印刻着尚长荣的影子。
《廉吏于成龙》本是尚长
荣创排的京剧新剧目，讲
述了清朝福建按察使于
成龙高风亮节、智斗贪官
的故事，获奖频频且久演
不衰。
很长一段时间，虽然

不断有年轻演员出演这
三部戏中的其他角色，尚长荣的主演地位却似乎
一直无人能代替。年事已高的尚长荣如今正逐步
淡出“三部曲”的舞台，他的优秀创作却不曾离开，
由他亲手传递给新一代的演员。为完成“传承计
划”，尚长荣花费三年给青年演员打磨功底。排传
承版三部曲之前，他曾给青年演员们写过一封意
味深长的信，“我有劲头按当年苦排三部戏的精神
来要求你们，逼你们苦排苦练！不知你们有没有兴
趣？”殷殷期盼之情溢出纸面。
《廉吏于成龙》作为三部曲中难度最大、要求最

高的剧目，一建组，主演们就受到了尚长荣每天在排
演现场的言传身教。他不断对表演细节进行调整，还
亲自示范，帮助主演们更好地理解戏中人物情感和
表现方式。演出时，侧台总能看见尚长荣熟悉的身
影———他在为新人把场。新的面孔登上曾经的舞台，
观众们看到的是熟悉的精彩。有老戏迷也如当年一
样陶醉，和着台上唱段边打着拍子边一同哼唱。

台上的演员变了，台下的观众也涌进了新鲜血
液。放眼望去，以往京剧院里齐刷刷的白发老戏迷，现
在却大部分换成了黑发青年人。陪母亲来看戏的王先
生意外被京剧魅力征服：“母亲喜欢京剧，我很少看，
没想到并不似想象中晦涩，音乐和画面都很美。”
现场也有被海报吸引而来的“非传统戏迷”小情

侣：“我跟我女朋友平时都是看电影，不过看着这部
戏的海报感觉不错，她也喜欢看清朝的剧，就来试试
看。的确不负所望，很是精彩。”
谢幕时，戏迷们大声叫着好一拥而上挤到了台

前。一位步履尚不太稳的小女孩，捧着花急急忙忙地
跑到了主演面前。还穿着戏服的杨东虎一把抱起刚
过他膝盖的“小戏迷”，向观众致意。舞台上的传统京
剧艺术正代代相传，迸发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接
力棒被交到了新一代青年演员的手中，而青年演员
们也正跑向萌芽中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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