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耄耋之年的矍铄

大年三十那天，尽管牙疼得厉害，我还
是去看望了她；因为我答应过去探望她，我
不能让老人失望。赵老师的房间宽敞明亮，
也很温馨，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鲜花，
置身其中，感觉不到一丁点孤寂落寞的气
息。我不由想起，有人曾告诉我，在那些美
丑混淆的岁月里，喜欢种花养草的赵老师
被套上“小资情调”而受一些人讥贬，但她
依然故我，一直保持着这种情调。也许，正
是这种情调的浸润和滋养，已入耄耋之年
的赵老师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看上去依然
很年轻，她的目光和思维，乃至那清晰的话
语、真诚的笑容，似乎都没有随着时光的流
逝有所改变；而茶几上放着的书报和各色
零食点心，也在默默地诉说着老人丰富的
生活和特有的情趣。

赵老师把我们当成了客人，冲了咖啡还
沏茶，不停地招呼我们尝这个吃那个，随意
地和我们聊着天。赵老师的话匣子里装着的
全是译制片，一打开就是那些让她魂牵梦萦
的事。她怀念老厂长陈叙一对她的培养和
指点，忘不了刚从事配音时，老厂长循循善
诱，叮嘱她对角色要“亦步亦趋，紧随不
舍”，让她受益终身；她也忘不了自己年轻
时因为瘦弱被老厂长昵称为“老太婆”的趣
事，自己因此与外国片中的老太太结下不解
之缘；她回忆和李梓老师共事的岁月，忘不
了在一起切磋研讨剧本、揣摩分析角色、斟
酌修改台词和分享成功喜悦的时刻。想到这
些与自己一起栉风沐雨的老同事老战友一
个个离去，她难以抑制内心的伤感，不住地
告诉我!“老的，现在就剩我和苏秀了。”她
感激那些一直关心她的影迷，讲起他们对
她的呵护和照顾，她的脸上漾起欣慰和满
足，摇着头说：“其实，我也没做过什么。”谈
到译制片的前景、译制厂的未来，她收敛了
脸上的笑容，流露出担心和忧虑，一个劲地
问我：“将来怎么办？”听着老人的话语，我
的心头弥漫着对她、对那些创造过译制片
辉煌的老一辈电影人的深深敬意。

创作经典的高手

我和赵老师、译制片厂有着特殊的缘
分，"##$年开始，我曾在译制厂当了近五
年的厂长，我和这些老同志有过零距离的
亲密接触，每次和他们相聚、交谈，我都能
感受到他们对译制片的钟情和痴迷，触摸
到他们追求艺术和注重品位的那颗火热的
心。这是一批值得我们敬重的艺术家。尽管
他们的身影也从来没出现在银幕上，但他
们用声音塑造的角色，许许多多成了中国
电影画廊中的经典和荣耀，深得观众喜爱。

赵老师是创造经典的高手，从 %&$%年

脱下军装、告别舞台，来到上影从事
配音，她在录音棚里干了半个世纪，
相继为《红与黑》《广岛之恋》《尼罗
河惨案》《望乡》等三百多部影片配
了音，创造了众多耳熟能详的人物，
尤其是《望乡》中的阿崎婆，一个受
尽折磨和蹂躏而不屈抗争的日本妓
女，借助于汉语的神奇魅力而风靡
全国。赵老师倾心塑造的阿崎婆饱
经风霜、浸淫着孤独辛酸的声音、嘶
哑悲苍的哭喊，成为无数观众难以
搁置的记忆。这位 %&'(年就走上话
剧舞台的老演员，完全有能力有机
会书写另一种色彩斑斓的人生；我还
想，作为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革
命，她完全有资格享有一官半职，过
着品茗看戏的悠闲生活；但赵老师义
无反顾地将青春和一生献给配音
艺术，把自己的才情、激情和真情
都融入那些她用声音承载的角色
上。数十年，她起早摸黑地泡在录音
棚里，用心灵去寻找角色的命运，用
声音去塑造人物的形象，沉浸在喜
怒哀乐、悲欢离合中，那时她最想做
的是能有那么几天美美地睡上一
觉，悠闲地到处转转。

乐观豁达的心态

年届六旬退休离岗时，赵老师
突然觉得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一种
失落感油然而生，一向“没心没肺”

的她伤心地哭了。她无法割舍对艺术的追
求、对事业的眷恋，也不愿离开她深爱的充
满真诚和友情的创作群体。她说，她在这个
群体里生活了几十年，彼此间融洽和谐、以
诚相待，有时为了角色为了戏，大伙会争会
吵，那种互相能敞开心扉的创作氛围、毫无
嫉妒的人际关系，令她赞叹不已，回味无
穷。正是这样的人文环境铸就了译制片曾
经的辉煌，助推了她的成长和成熟。时至今
日，赵老师依然牵挂这个群体，只要有需
要，她依然乐意站到话筒前“过过瘾”。译制
厂办活动，只要一个电话，她必定从南翔赶
来参加。今年春节，厂里取消了坚持数年的
离退休员工聚会，对此赵老师很有点意见，
她再三对我说，这种聚会还得办，我们不图
吃不图喝，就图老朋友老同事见个面道声
安，所花费用我们 ))制，老同志聚会一杯
清茶唠唠家常又何尝不可呢？

凭心说，对赵老师这样的艺术家，我们
是亏欠的。他们创造了辉煌，却没享受到“高
薪酬”的回报，我们真应该为他们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可赵老师“不领这份情”。她说：“我什
么也不需要，我生活得很好，唯一的麻烦事就
是看病。”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和军人的坦诚的
赵老师对敬老院的生活很满意很知足，挂在
她嘴边的是环境的幽雅、设施的齐全和服务
的周到，唯一让她感到不爽的是，作为离休干
部，她看病必须到指定的市区医院，而从南翔
到市区，对一个 &#岁老人来说，太难了。我
想，没有丝毫的抱怨，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给
了她健康和快乐。那么我们能否让她的生活
少一点障碍多一些便利呢？告别赵老师后，我

立即给集团离休办的有关同志
打了电话，我想我们该去尽这
份责，责无旁贷！然而，一个月
后，当我在李梓老师的追思会
上再次与赵老师相遇时，她一
脸无奈地告诉我，看病的事解
决不了。我无言以慰，只能在
心底里默默为她祈祷，愿她永
远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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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金色池塘"#是本报特为

老年朋友新推的专刊$正如许

多上了年龄的人所知道的那

样#这个名称来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一部轰动全球% 反映

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经典影

片$ 故事说的是一对老年夫

妇因为生活理念的不同而发

生冲突&更糟的是因为彼此不

理解# 他们和女儿也有了严

重的隔阂#关系紧张$ 经过不

断的反省%沟通#一家人终于

前嫌冰释# 愉快地拥抱在一

起$ 此时#一道金色的晚霞泛

起#照在小屋上#照在小屋边

的池塘上#也照在池塘边的那

对老年夫妇身上''

影片公映之后#(金色池

塘) 成为了老年幸福生活的

象征$

我们认为# 人在进入老

年阶段后# 生活半径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在(大海)里与

惊涛骇浪搏斗# 不应是老年

人的生活主调$相比(大海)#

(池塘)很小#虽然也有微澜#

但毕竟更为安详% 闲适%和

谐$ 而事实上# 它和大海一

样#从来都不缺乏勃勃生机$

!金色池塘"周刊愿意成

为老年人的益友# 也希望看

到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披着

金色的霞光#体面%精彩地映

照在这个小小的(池塘)上$

杨浦成立智慧养老研究所

!月 "#日!上海市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智慧养老研究

所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杨浦区

隆重举行"该所是由市老龄科

学研究中心!与总部设在杨浦

区的海阳老年事业发展服务

中心合作成立的非实体性学

术研究机构" （顾艳 鸣放）

发刊词

! ! ! ! !月 $日!来自长宁区江

苏# 华阳社区的志愿者在中

山公园米兰广场为老人免费

理发" （马丽华）

! !小剪刀献大爱"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阿崎婆"

九十岁了

徐汇首推为老助餐

老年人助餐作为市#区政

府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深

受各界欢迎" 为确保老年群

体用餐安全!日前!徐汇区对

为老助餐食品安全进行责任

保险!此为全国首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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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配音演员
赵慎之老师今年九十
岁了#因为子女不在身边#

她独自住在南翔一家敬老
院里$ 赵慎之塑造了许多耳
熟能详的经典人物# 电影
%望乡& 中她所配音的阿
崎婆在当年更是风

靡全国$

!

只要有需要# 赵慎之依然乐

意站到话筒前(过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