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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旗袍入戏文
沪剧在农村，直接表现农村生

活；沪剧在城市，直接表现都市生
活。与时代社会同步，与市民观众同
步，是沪剧迎来一个又一个巅峰期
的动力之源。进入城市以后的本滩，
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就从文明戏
和话剧中不断吸收题材、创作、演
出、舞美的营养，到了申曲时代，出
现了所有戏曲剧种中在剧目选择、
艺术手法、审美特质上最接近话剧
风格的“西装旗袍戏”，从而完成了
从田头小戏到都市大戏的升华。而
“西装旗袍戏”所需的现代综合舞台
艺术，对申曲时代向沪剧时代的演
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西
装旗袍戏”在沪盛行二十多年，不仅
为沪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黄金时
期，且使沪剧成为三四十年代城市
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品种。在当时的
上海，沪剧完全可与京剧、话剧、电
影等强势剧种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早在 !*&!年的“本滩”舞台上，

就出现了一台由丁少兰、孙是娥主
演的时装戏《离婚怨》。该剧取材于上
海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故事。商
人陈桂生的妻子何氏，与人私通。陈
桂生经商失败，何氏便吵着要和他离
婚。离异后何氏掉入“拆白党”陆子琴
的陷阱中，最后家财荡尽被无情抛
弃。陈桂生此时在米店打工，因为人

忠厚、办事勤勉而被店主赏识，招为
女婿，家境日益兴隆。一次陈桂生上
街，巧遇流落街头的何氏，念及旧情，
赠其钱财。何氏悔恨交加，投河自尽，
死后化作厉鬼，活捉陆子琴雪耻。《离
婚怨》由沪剧名家刘子云编成幕表公
演，而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正是文明
戏演员范志良。在大量土味很重的
对子戏和同场戏中，突然出现这么
一出衣着时髦、谈吐新潮的剧目，顿
使人们欣喜好奇，演出一炮而红，看
客盈门。《离婚怨》由此成为“西装旗
袍戏”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沪剧与
文明戏的首次成功合作。

眼见沪剧时装戏如此卖座，便
不断有文明戏演员加盟本滩班社，
开始编写幕表戏。沪剧艺人对文明
戏演员十分尊敬，称他们为“说戏先
生”。在这些“说戏先生”中，宋掌轻
对于沪剧西装旗袍戏的成型、成熟
可谓居功甚伟。!*&+年，本滩“花月
社”在“小世界”游乐场演出，见隔壁
演出的文明戏《恶婆婆与凶媳妇》卖
座甚好，便邀该剧编剧宋掌轻将此
剧改成沪剧。改编后的本滩不但用
亲切的方言、自然的表演更为贴切
地表现了当时上海的婆媳矛盾，更
首次在本滩舞台上成功演绎了一位
“五四”女学生的形象。文明戏只说
不唱，而本滩则是连唱带演，其卖座
很快超越了同名的文明戏。

!*&+年 '月，宋掌轻又应新兰
社之邀，将电影《孤儿救祖记》改为
本滩。继 !*&!年本滩与文明戏结缘
以后，又与电影攀上了亲。四年以
后，宋掌轻也由文明戏正式转行专

事本滩编剧。他于 !*%$年将小说
《啼笑因缘》、电影《何处再觅返魂
香》改成同名时装剧，又把文明戏
《新仇旧恨》改编为《女单帮》。宋掌
轻的剧作除了改编各类名著外，还
多从社会热点新闻选取素材，如
!*%'年的《阮玲玉自杀》，就是来自
电影明星阮玲玉自尽的社会新闻。

为了尽快尽好地创编新戏，申
曲班社纷纷引进了更多的“说戏先
生”。文月社聘请的徐醉梅、王梦良
和范青凤三人，各擅所长，各拥佳
作，号称“三顶小帽子”，是仅次于宋
掌轻的最有名的编剧。
徐醉梅将宋掌轻的《恶婆婆与

凶媳妇》再度改编为《贤惠媳妇》，老
戏新排，勾起了观众的怀旧情绪和
好奇心理，连演连满自不消说，还招
来电影公司的寻求合作。!*%,年，
文月社受五星电影公司之邀将《贤
惠媳妇》拍成电影，徐醉梅仍任编
剧，筱文滨兼导演主演为一身，加上
沈桂英、杨月英、筱月珍、凌爱珍和
邵滨孙的辅佐，组成沪剧有史以来
首部电影的强大阵容。影片在南京
路大光明影院首映，巨幅广告造足
声势，取得极高的票房成绩。
王梦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空

谷兰》，由筱文滨、筱月珍、凌爱珍、
顾月珍和邵滨孙主演，其中顾月珍
反串少年良彦，令人耳目一新，《良
彦哭灵》一段一度风行沪上。范青凤
资格更老，作品甚多，最有名的当属
《碧落黄泉》。该剧于 !*+-年由王盘
声、凌爱珍和王雅琴主演，引起轰
动，《志超读信》一段立即成为沪上

家喻户晓、争相学唱的名段。
不断有话剧、电影界的人士加

盟如火如荼的申曲市场，为申曲带
来更新、更先进的艺术理念和表现
手段，其代表有赵燕士、莫凯、叶子
等人。赵燕士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
中国话剧“第一社”春柳社，参演过
中国话剧“第一剧”《黑奴吁天录》；
莫凯早年加盟由田汉创办的南国
社，曾在电影《新女性》、《夜半歌声》
和《风云儿女》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他们于 !*+&年受聘于文滨剧团担
任编剧，赵燕士写出名作《叛逆的女
性》《石榴裙下》；莫凯则改编了曹禺
话剧《原野》，还与李智雁合编了另
一名剧《大雷雨》。莫凯不仅擅长写
作，且能胜任导演之职，曾为多部西
装旗袍戏执导。叶子曾随郑正秋编
演话剧，受文滨剧团聘用后编有《春
花秋月》《铁骨红梅》等作品。其中
《铁骨红梅》一剧被田汉赞赏不已，
特地撰文向公众推荐。
有些曾上过学、有点文化的演

员，如筱文滨、邵滨孙等也纷纷拿起
笔来，加入西装旗袍戏的编写阵营。
由于他们熟悉剧种、熟悉舞台、熟悉
市场、更熟悉其他演员，因此在创作
上颇有针对性，建树甚多。施春轩是
第一个将曹禺名作改编为申曲的人，
!*%,年 !&月，他以幕表形式改编
《雷雨》，自己亲演周萍，蘩漪则由他
的妻子施文韵担任。《雷雨》全剧演出
时长达四个多小时，观众看得如痴如
醉，不知时光飞逝，居然置租界实行
的宵禁于不顾，没有一个舍得提前退
场的。戏结束时，离深夜 !&点的宵禁

只剩 &$分钟，观众纷纷急奔回家，而
路远的只好花大钱雇出租车。解洪元
则以“羊角”的笔名编写西装旗袍戏，
《镀金少爷》和《风流女窃》都出自他
的笔下。邵滨孙则根据同名小说编演
了《秋海棠》，还把电影《桃李劫》改成
《恨海难填》。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推动下，西
装旗袍戏的作品越来越多，演出越
来越旺。!*+!年申曲正式改名为沪
剧，西装旗袍戏势头更趋强健，成为
整个 +$年代沪剧舞台的主流。

盘点上世纪 %$年代至 '$年代
的“西装旗袍戏”，剧目总数不下
&'$出，约占所有传统沪剧剧目的
一半，形成继“本滩兴旺”、“申曲鼎
盛”之后的第三次沪剧黄金期。借助
小说、话剧、电影，凭借创新、创造、
创业，西装旗袍戏出现了大批经典
剧目，它们中的精品力作延续了沪
剧本有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提升
了沪剧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形
成了一种足以代表上海文化的都市
方言轻歌剧、时尚音乐剧。
然而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某些

低级趣味，部分西装旗袍戏的剧目
不免带有强烈的小市民气息，浅薄
无聊有之，虚荣浮夸有之……不过
瑕不掩瑜，西装旗袍戏作为沪剧史
上的重大转折，在沪剧艺术上升过
程中拥有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是毫无疑问的。其中那些对于社会
丑恶的揭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更
是能够进入当代中国戏剧殿堂的瑰
宝。西装旗袍戏对于沪剧、对于上海
的意味，是深沉和深远的。

沪剧的历史发展（1） " 晓军

! ! ! ! !中华戏曲"沪剧#$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 #!

月版%&将沪剧的历史衍变'生
存现状'艺术特点'代表人物
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而又简约
的叙述&希望以此为留存沪剧
艺脉'传承上海文脉'弘扬海
派文化作出贡献(

援疆日记
闵师林

! ! ! !这是伯西热克乡。乡党委书记是一个三
十多岁的汉族小伙，肤色黝黑，身坯敦实，一
看就是一个干活的人。该乡种植了 '万亩石
榴树，占全县的一半。我们观赏的那片树林
子，一般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一棵 !&$多年的
石榴王貌不惊人，也不比周围的树高大甚或
铺张，但老枝近旁，新枝从地面钻出，一蓬蓬
的，倾吐着生命的期望。
第一次近距离地观赏石榴花，便被石榴

花牵住了心。“五月石榴花初开，石榴花开红
似……”这类质朴的描绘，生动形象。石榴花
点缀在树枝间，在古铜色的叶片的辉映中，也
并不赫然。但凑近一看，你会顿然被她的绚烂
中的宁静所打动，花瓣嫩弱，六月的季节，风
韵犹存，却已显憔悴。而花蕾在花瓣的合围呵
护之中，腼腆含蓄，委婉结果。石榴花属单性
花。花有雌雄之分。雌花基部膨大，为开花结
果之必需，而雄花基部显小，侧面成锐角三角
形，花衰之后会脱落。六月，竟有差不多结果
模样的，还乒乓球大小，表面滑溜，蜡染一般，
红色，是那种橙中带红，是诱人的色彩。石榴，
八至十月才成熟，此早早成形的，或许距真正
的成熟，还有漫漫时日。有一枚石榴花傲立枝
头，形如倒挂金钟，似是雄花，难怪如此阳刚。
石榴树灰褐色的树干，却都贴地而生，令人纳
闷。询问乡党委书记，才知道，是人为故意，到
冬天就可压上沙土，让其安卧过冬了。石榴树
和石榴花有一种浓烈却不显高大跋扈的个
性，足以让人品味。
午餐前，又先后慰问了泽普实训基地，巴

莎公路四标，莎车图文信息中心，综合福利中
心等工地现场。几个交钥匙项目已呈决战架
势，参战人员士气十足。在工地慰问间歇，除
了解分指挥部今年项目进展情况，还就若干
重要的工作作了沟通。在泽普，还约了一位当
地六十岁的老人一聊。他叫刘国忠，长得精瘦
黝黑，七岁随父母来到泽普，生活了 '$多年。
这个普通的老汉很不简单，他在古勒巴格乡
克可洞乡任村支书，一干二十多年，是村民推
选他的，六十岁他想退了，村民却都还挽留他

再任一届。这个村绝大部分都是维族人，只
有他与另一农户为汉族。他们和睦相处，视
若一家。村子里也从未有人参与过“三股势
力”活动。我问他，他们为何推选你呀。他说
他们信任我。我又问，那你又为什么乐意担
当呢.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因为我相信他
们。”信任和真情是他们的纽带，因此牢不可
破。克可洞村地处僻远，当年水过不来，电更
与他们无缘，他找了乡里找县里，找了政府找
企业，终于把水电的问题都解决了。村民们有
什么用地矛盾 /，家庭纠纷什么的，也找他出
面协调。
他的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有的在泽

普任教，有的在叶城公安上班。小孙子也有
了。他是民族村庄里唯一的一个汉族人村支
书。据悉，自治区有部门拟树他为典型。
在莎车，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何利民商

议了两个交钥匙项目是否要建临时锅炉房等
事宜。新城大配套天然气部分可能会暂时不
到位，如时间过长，会影响上海交钥匙项目正
常使用。此还得请县委县府确定。何书记非常
重视，立即安排班子专题商定。
从叶城一路过来，除蓬勃挺立，绿叶蓊郁

的青杨树、核桃树、巴旦姆、枣树和胡杨都风
采迷人。那成片的果树，让戈壁绿洲充满了生
气。景致幽然。在红海水库，维语叫做阿纳库
勒湖，白色的游艇在湖中飞驶，迎面远远地看
去，就像硕大的鲨鱼，头部高抬水面，大半个
身子在水的浅表层，晃动出波澜。我们随游艇
在湖面飞掠，身心飘逸，凉风舒爽，胸襟也开
阔许多。不禁感叹(巴楚人有这样一片水域，
也是一种福分啦。当然，援疆对这些资源的合
理开发使用，也是有所作为的，我这样思忖
到。巴楚县委龚书记腰病又发，仍安排在杏园
接待了我们一行。

!"#!年 $月 #%日 周三 喀什

今天应邀给喀什师范学院讲课，完全是义
务的。之前，学院向我颁发了经学院学术委员
会审议批准，聘请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
导师的证书。我综合改革、经济、文学和生活，
以“创新、哲思和激情”为题，为学院的研究生
们作了演讲。两小时主讲，半小时互动，提及的
问题，一是关于当地动迁政策与上海有何不
同；二是为何喀什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叫特区，
喀什经济技术区搞得成功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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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有些人为什么活不到$茶寿%

有些人为什么长寿？有些人为什么活不
到“茶寿”？这是多少年来很多人都在不断追
问的问题，人们给出了种种答案，可以说答案
莫衷一是。
中医学的解说。中医学素有“天年”一说。

所谓天年，可以理解为自然（天）给定的寿限。
人们之所以往往没法达到天年，则是由诸多
因素影响所致。理论上，导致衰老的
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因
素是五脏虚损。《灵枢·天年》曰：“百
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
就是这个意思。在五脏虚损中，又以
脾肾两脏与衰老关系更为密切。肾气
虚损则是衰老主因。古人认为：“肾为
先天之本。”主生长发育与生殖，衰老
过程就是肾气的消耗及虚损过程。从
现代来看，研究表明：中医学讲的
“肾”，既与遗传有关，也与生殖有关，
主要还涉及内分泌等。中医学解释衰
老及防范衰老，主要就是抓住肾中精
气这一环节。脾胃虚弱也是五脏虚损
中致使衰老的主要因素之一。脾胃虚
弱所致衰老，主要见于那些身体状态
欠佳，营养不良，久有慢性疾患者。此
外，心肝肺等其他脏腑的虚损，均可导致或加
速衰老过程。但其他脏器所致的衰老过程中，
往往有脾肾两脏虚损掺杂其间。再者，长期的
阴阳失衡、气化减弱等，也是促使衰老加速的
因素。这往往见于持续的机能失调，代谢紊乱
等的病理状态中，如肥胖、高血脂、动脉硬化
等。还有，邪毒内盛可致衰老。这多半见于一些
严重的疾病中，如癌症、结核、肝硬化、慢阻肺、
肾衰等，此类衰老往往进程较快，呈快速发展
态势。最后，淤血内阻是衰老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机理之一。可以说，衰老进程就是一个淤血
内阻加剧的过程。所有衰老，都伴随着淤血内
阻。而且，往往是先从大的经脉（大中血管）淤
阻开始，逐渐发展到小的络脉（细小血管）；等
到了络脉大半被阻，情况已经十分不妙了。

生物学的假设& 现代关于衰老机制则也
有多种解释及假说：

基因程控说。衰老的基因程控说是
0123456在 -$年代提出。他认为衰老过程就
像计算机编码的程控过程一样，可以说是生

命体内在原先就存在的机制。
这一学说有几个要点：每一种动物都有

其大致相同的最高寿命；单卵双胎者，寿命大
致相同；长寿家庭的子女，常常更容易长寿；
同一种动物的寿命和老化速度不完全一样；
人的胚胎成纤维细胞体外培养倍增代数比较
恒定，约为 +$7-#代；早老症的研究的确揭示
了衰老受基因调控的某些证据。上世纪 *#年

代的研究表明，细胞衰老与基因表
达及其某些产物的活性有关。

自由基说。自由基是体内具有
高度活性的、带有不成对电子的原
子8分子。它一般在新陈代谢中正常
产生，是普遍存在于生物系统中的
中间产物；但其种类繁多、数量巨
大，活性程度高，往往有损于细胞代
谢。例如，自由基对类脂质的过氧化
反应，将导致对细胞膜和细胞内微
结构的破坏。此说的支持性证据不
少，影响也较大。
体细胞突变说。人们发现，用射线

照射大鼠，可缩短大鼠的寿命。因此认
为射线导致动物体细胞突变，从而诱
发了动物的衰老和死亡。但人们没有
在广岛等地确定原子弹加速了当地人

的死亡，因此，此说具有局限性，未得到公认。
差错灾难说。认为衰老是由于从 9:;复

制到最终形成蛋白质的遗传信息传递过程中
错误积累的结果。此说把衰老归因于偶然不
幸的遭遇积累所造成的，难以解释动物寿命
的相对稳定性，故也影响有限。

交联学说。此说认为是生物体内胶原纤
维、弹性纤维酶、9:;的交联，导致生命体的
衰老。由于胶原分子的交联，使组织（皮肤、血
管和关节等）的硬度增加，妨碍了细胞正常的
物质交换。例如，大动脉壁中含有氨基酸交联
键的蛋白质与钙和脂质结合，促进了动脉硬
化的形成，后者又是衰老的重要环节。此说只
是解释了部分现象，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亦
未得到公认。

神经内分泌调控说)此说认为：在中枢神
经系统的控制下，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
控，机体进行着生长、发育、成熟、衰老乃至死
亡的一系列生物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
要的是神经内分泌的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