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黑色的中式外套，露出精致的桃红袖
口；正红色的毛衣，搭配淡雅的素色围巾；
紫色的毛线帽下，一双标志性的大眼睛虽
略有倦意，却仍不由让人想起当年那个“虽
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的“宝哥哥”
———这，就是刚刚获得第六届上海文学艺
术奖终身成就奖、即将迎来 !"岁生日的越
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
人如白玉戏如兰。尽管因为身体不适，

已经住院近四个月，但当出现在记者面前
时，徐玉兰老师还是认真而精心地打扮过
自己，“做了一辈子演员，台上台下，我都希
望是最好的样子。”

谈获奖!

!只是为越剧做了一点事情"

“我是昨天（#$日）才知道自己获奖
的。”在上海冬日难得一见的暖阳里，徐玉
兰的脸上，露出了淡淡微笑，优美而从容。
“知道这个得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想

法是，我非常感动。”尽管已经快 !"岁高
龄，但徐玉兰说话依然字正腔圆，逻辑也丝
毫不乱。“我为党、为人民，没有做多大贡
献，得了这个终身成就奖，是党对我的关
怀、人民对我的喜爱，我真的很激动，也很
高兴。”

巧的是，就在这个月的 %&日，徐玉兰
将迎来她的 !"岁生日，而第六届上海文学
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似乎是一份特别的生
日礼物。
“我的生日是小生日，自己家人一起聚

一聚就算过了。”被问及此，徐玉兰连连摆
手，“而这个奖（终身成就奖），在上海是分
量很重的奖，是很大很大的荣誉。”

很大的荣誉、分量很重，采访中，每每
谈及自己此次获奖，徐玉兰总是反复这样
表示，“我只是为越剧事业做了一点事情，
离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还相差甚远！”

事实上，从 #%岁开始学习越剧表演艺
术至今，徐玉兰从艺已经快要 '%个年头；包
括本次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在内，
获得的荣誉也不胜枚举。然而，荣誉面前的
淡定、从容甚至谦逊，是她始终不曾改变的。
“真正演戏的时候，如果你总是想着要

去得个什么奖、或者成个什么‘家’，那是做
不好戏的。”在徐玉兰看来，只要肯付出、真
正投入了精力和心血，总是会有人看得到
的，“就像这些荣誉，就是党和人民对我的
肯定。我真的非常感动。”

谈越剧
!是从血液里喜欢从未后悔"

谈起获奖和荣誉，总是语调平静、谦逊
而淡定；可一旦聊起越剧，徐玉兰就不自觉
提高了些音量，眼中闪烁着的，则是难以抑
制的热爱，满满的回忆、怀念和渴望。用徐
玉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常常说，我是
从血液里喜欢越剧的。”

从 #%岁就开始在家乡进科班学戏，至
今已经和越剧有了近 '%年的“不解之缘”，
时至今日，回忆起自己的越剧生涯，徐玉兰
笑着告诉记者，“酸甜苦辣都有，但这么多
年来，从没有后悔过。”

最初接触越剧，是因为祖母喜欢，常常
带着年幼的徐玉兰一起去看戏。久而久之，
小小的徐玉兰心中就种下了越剧“爱的种
子”，甚至开始偷偷到后台看戏班子化妆，
和他们打成一片。
“那时候，戏班子里学戏的女孩子都是

家境不好、唱戏谋生的。戏班子也被人家说
成是‘睡在草台班，吃着空心杯’。”可当时
的徐玉兰不仅家境不错，无须担忧生计，甚
至还被送去学堂读书。因此，包括母亲在
内，对于她“学戏”这件事都难以接受，“为

了学戏，我逃过学、被母亲打过，甚至告诉
我再学戏就不要回家。”

除了家人的反对，徐玉兰在科班学戏
时，条件亦十分艰苦：没有练功的地方，就
在乡下的庙里、祠堂里练习；早上 ()*$开始
不停练习，不仅浑身是伤，甚至还生过病、
吐过血……

可即便如此，徐玉兰说自己也从来没
有后悔过，“学戏不可能没有艰难。可是你
自己真心喜欢，去努力了，投入精力了，为
了这个事业决心忠心到底，一丝不苟奋斗
到底，也就不觉得苦，更加不会后悔。”

谈戏德
!越是红越是要向观众学习"

从 #%岁开始学戏历经艰辛，到形成越
剧表演中独特的“徐派”蜚声艺坛，从艺 '%

年，徐玉兰不仅充分展示了越剧艺术之美，
亦演出了三百多部剧作，塑造了无数性格
鲜明的人物形象。

然而，时至今日，每每谈及越剧表演，
徐玉兰挂在嘴边、提及最多的，既不是自己
的知名剧目，也不是塑造的经典人物，而是
台下千千万万的观众。
“我常常对自己，也对我的学生们说，

越是红，越是要虚心，越是要听观众的声

音。”在徐玉兰看来，表演中，观众是最好的
老师，而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特别是批评
的意见，更是推动表演者们进步的动力，
“舞台上面，光听到观众叫好的、捧你场的，
永远不会前进；观众不说你好话，却批评你
这场戏哪里做得不够好、指出哪一点可以
换个方法演的，反而可能是把你自己没想
到的给点破了，思路也能因此开阔，说不定
这场戏以后就可以演得更好。”

也因此，“戏比天大”“做演员心里一定
要有观众”，成了徐玉兰言传身教给学生们
的重要内容。

#!!&年，徐玉兰在美琪大戏院演出《送
凤冠》里的王玉林。戏里王玉林因为错怪了
妻子，妻子又不肯原谅他，为了劝妻子接受
凤冠，他必须又求岳父、又求岳母，还要去
求爹娘，让他们前去相劝。当时，徐玉兰已
经 &+岁高龄，可在演到这段时，穿着高脚
靴的她，依然毫不松懈，既要不停下跪、还
要唱念不停，这样的场景让台下的观众们
都心疼不已，站起来喊“不要再跪了！不要
再跪了！”
“观众们是体谅我，但是我不能减低标

准。做演员，心里一定要有观众，该怎么演
就怎么演。”就这样，徐玉兰还是一丝不苟
演完了整场。

谈表演
!做演员小处一定不能随便"

除了时刻保持虚心求教的态度，永远
把观众放在心里外，'%年的越剧生涯里，徐
玉兰在表演上的追求也是精益求精，从未
有一刻放松、怠慢，连细节都会格外留意，
“做一个好的演员，小处真的不可以随便。”

“我演过许许多多角色。每一个角色，
我都会去分析、研究：他（角色）有什么性格
特点，他的情绪怎么表现出来。越是难以表
现的角色，我越是喜欢。”谈及自己的表演，
!"岁的徐玉兰显得格外激动，如数家珍般
的向记者“历数”揣摩过的那些角色：

演《红楼梦》的贾宝玉时，“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贾宝玉的形象”，但怎么把“贾宝
玉”真正的人物特征把握好，演成“不一样
的贾宝玉”，徐玉兰为此专门留心过和贾宝
玉年龄相仿、十几岁孩子们说话时的神态、
走路时的姿态、不同状态下的不同表情，最
终将“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敢爱敢恨的热
情男儿，让很多人至今念念不忘。

而演《西厢记》时，为了把握“张生”狂
但不过、风流但不是花花公子，她不仅反复
看剧本，还特意去听说书、读原著，借鉴细
节，把握人物。
“做了这么久的演员，我养成了一个习

惯：路上有人吵架了，我碰到了，就会停下
来看一看。”看到记者略有惊讶，徐玉兰笑
了，“我不是喜欢看热闹，我是要观察他们
吵架时的表情、动作这些细节，都是可以用
到角色上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不随便”，徐玉兰
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台上和台下都保持
最好的状态，“哪怕到现在，我还是希望能
打扮得精精神神、清清爽爽来接受采访。”

谈期待
!身体好了还要指点年轻人"

从未后悔过选择越剧，永远保持着谦
逊的姿态，始终坚持着艺术表演上的精益
求精……采访的最后，徐玉兰满怀深情的
告诉记者，这些 '%年的越剧生涯里，一点
一滴积累下的宝贵财富，她希望能一代代
继续传承下去。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现在的青年人，

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路子也宽太
多。”悠悠叹了口气，徐玉兰说出了自己的
担忧。“年轻人，不演戏，现在还可以去唱
歌、拍电影；戏做得好坏，也无所谓，反正唱
得红就继续唱下去，唱不红，就去做别的。”
在她看来，这样的态度，很难静下心来，做
出好戏。“现在要演一场戏，经常想要大制
作，就要花很多钱。”然而，在徐玉兰看来，
这样的“大制作”，如果演员不用心，戏出不
来，也不会好看；相反，如果演员用心，哪怕
制作不华丽，上乘的表演依然吸引观众。
“%$#% 年，有外地剧团要演出当年我

们的《西园记》。”徐玉兰说，尽管当时已经
!%岁，但为了这部戏，她还特意从上海赶
到外地，待了整整五天，“给他们排戏，一点
点抠戏。”为了节省经费，徐玉兰还叮嘱剧
团不要花太多经费在服装、道具等上，“以
前留下的，能用就用。”最终，这部只花了十
几万元的《西园记》演出大获成功，票房也
很好，“演员认真演、好好演，观众们都看得
到。”

徐玉兰说，现在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越
剧表演的年轻人能够继续传承以前的优良
传统，“大家一条心、团结一致，不要为名为
利，而是真正为艺术而演戏”；她也笑着说，
对自己也有希望，“我啊，如果身体好了，还
要指点年轻人，为他们出点力！”

新民网 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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