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舒悦从小爱听戏。才四岁的他便斜
背着小水壶，一摇一摆地走进上海音乐
厅，将一部越剧《红楼梦》反反复复看上几十
遍。音乐厅的阿姨叔叔们都喜欢上了这个可
爱的小男孩，舒悦也“顺理成章”地享受到免
费看戏的待遇。很快，他便将越剧《红楼梦》
的唱词背得滚瓜烂熟。
小舒悦嗓音清亮，面部表情生动灵活，

街坊领居都知道“舒家门里有个会唱‘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的小不点”，就连附近粮油
店的王阿姨、剃头铺的小扬州都知道他的
本事。那时候，舒悦的奶奶总爱打发他去打
酱油，还不给他钱，因为只要他唱上一段越
剧，粮油店的“粉丝”们就会免费奉上一只
装得满满的酱油瓶。
然而，将舒悦领进戏曲艺术大门的并不

是哭哭啼啼的林妹妹，而得归功于得天独厚
的家庭环境。舒悦的父亲极爱沪剧，和当时
上海沪剧界人士来往密切。而舒悦的母亲
不仅小时候在少年宫合唱团唱美声，对各
类中国传统戏曲也情有独钟，甚至在怀着
舒悦的时候也每天曲不离口，不知不觉间
竟变成现在最流行的胎教。只要大人哼起
小调，襁褓中的舒悦就会变得格外安静，日
子一长，家人都爱用唱歌来哄他。舒悦就在
妈妈的《红灯记》、爸爸的沪剧和爷爷奶奶
那带着宁波口音的童谣里慢慢长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悦在语言方面的

天赋逐渐展现，尚未认字便学会了“此地无
银三百两”等成语，而那些戏曲唱词更像是
一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宝藏，令舒悦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

舒悦读小学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偏
科。语文老师前脚刚表扬舒悦的作文又得
了全班最高分，数学老师后脚就进来宣布
舒悦的数学得了全班最低分。好不容易熬
到小学毕业，舒妈妈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
相当大胆的决定：让孩子考戏校。周围朋友
纷纷质疑她为什么不让孩子踏踏实实地读
完中学考大学，而是去读在当时看来前途
渺茫的戏校。直到现在，思想超前的舒妈妈
回忆当时的情形来，都觉得自己当初没有
做错决定，与其让孩子在不擅长的领域继
续痛苦，倒不如好好挖掘孩子最擅长的东
西———最关键的是，她对舒悦在戏曲表演
方面的潜力充满信心。
当时上海戏校沪剧班正在招生，在母

亲的一番劝说下，!"岁便立志要唱越剧的
舒悦最终还是听话地参加了考试，以优异
的成绩考进了沪剧班，并在学戏的过程中，
渐渐为沪剧的魅力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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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间里的舒悦最不惹眼，独自埋头对台本，一
坐就是大半天。交谈几句后，你会发现：除了都有一
张能言善道的嘴皮子外，舒悦本人和他在舞台上所
表演的“上海阿婆”、“肖百达”等人物形象相去甚远，
不仅音调降了八度，没舞台上那么张扬，温润好听
的嗓音更犹如男中音，言谈举止间有着四十岁
男人的稳重和淡定，这份淡定里还带着从上
海老一辈曲艺表演艺术家王盘声、王
汝刚等人，甚至是从他母亲身
上传承而来的谦逊。

4岁“贾宝玉”
红遍街坊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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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远离市中心的家中，舒妈妈笑眯
眯地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解释道：“这是悦
悦四岁时照的，他那么小已经很会摆造
型了。”过去，舒妈妈几乎很少在别人面
前夸奖儿子，最近几年，随着儿子事业蒸
蒸日上，这种“炫耀”也跟着越来越多。由
于工作繁忙，舒悦现在难得与母亲见上
一面，可一旦生活上或工作中发生什么
大事，舒悦总会第一时间和舒妈妈商量，
而舒妈妈则会一个不落地看完舒悦所有
的节目，然后不客气地告诉他：“今天开
头挺好，怎么到后面就松脱了？”每到这
个时候，舒悦只能无奈地举双手投
降———没办法，谁让自己的母亲也是专
业的呢？人到中年的舒悦如今越来越感
谢母亲当初对自己的那一番“狠心”，他
说这番“狠心”非但没有使母子相离，反
而让他在经历了人生起伏后真正了解了
母亲的好，发自内心地孝顺母亲。
当然，难得也有舒妈妈听舒悦指挥

的日子。舒悦有个坚持数年的“习惯”：每
逢清明时节祭奠完亲人之后，便会来到
那些文艺界先辈的墓碑前，挨个儿祭拜
一番。此时，舒妈妈便会安静地跟在儿子
身后，陪着一起烧点纸钱。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位

用心良苦的母亲。今年 #"岁的舒妈妈目
前独居，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去趟菜市
场，回来后在厨房的案板上一番叮叮咚
咚，几道像样的上海小菜就新鲜出炉了，
尽管大部分时候只有舒妈妈一个人吃
饭，但她依然乐此不疲。舒妈妈在衣食住
行方面颇为讲究，每天要保证吃到十四
种食物，晚上十点前准时就寝，可能是几
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舒妈妈的皮肤细白
光洁，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六十岁
老人的皮肤状态。
舒妈妈从舒悦的外祖父那儿继承了

一整套大家族代代相传的“规矩”，比如
家中一定要打理得整整齐齐，比如要多
读书看报，比如饭桌上的种种规矩……
她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这些“家训”，
并“固执”地将这笔看不见的财富一点一
点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或许，正是这笔财
富，才令舒悦在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
之后，依然能保持一份镇定自若的底气，
并慢慢地从一个需要父母担心的孩子蜕
变成一个地道的上海好男人。
舒悦离过一次婚，他并不忌讳与人

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若儿子将来问起，
他会这样告诉他：“爸爸妈妈就好像学校
里的同桌，如果你和你的同桌相处得不
愉快，自然不会继续坐在一起。但要记得
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舒悦希
望让儿子明白一个道理：生在离异家庭
并不代表你就有了自怜和被怜的理由。
他还会将母亲的那套方法用在儿子身
上，并坚信多年以后“他也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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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有上坡，必有下坡。舒悦
年轻时比现在瘦得多，五官也
生得眉清目秀，可惜身高只有
一米六十五，那些沪剧传统戏
的主角总也轮不到他来演。比
如《雷雨》中风流倜傥的富家公
子周萍、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周
冲，他都演不成。《碧落黄泉》中
的汪智超是老前辈王盘声的拿
手好戏，王盘声那潇洒英俊的
扮相和宽厚甜润的唱腔在当时
不知迷倒了多少少女和少妇，
舒悦能学王盘声学得惟妙惟
肖，但就是不能让他演出，顶多
让他配唱。
尽管如此，舒悦仍然非常

努力地钻研各派唱腔，不管是
王盘声（王派）、邵滨孙（邵派）
还是解洪元（解派），皆难辨真
假。他还擅长表现各种女性角
色———他能模仿沪剧界第一当
家花旦丁是娥；他表演老太太
就活脱脱一个老太太。他当群
众演员也很卖力，别人看他这
个群众演员演得倒是挺投入，
但样子怎么看都觉得滑稽，渐
渐地就不看主角只看他，导演
让他到最不起眼的地方去，他
还是有本事让别人注意到自
己，结果导演就安排他到剧场
里卖说明书了。
舒悦到现在都敢理直气壮

地说自己的沪剧功底在圈内同
辈中数一数二，可最后却落得
卖说明书的下场，个中原因除
了先天条件不足外，也和自己
当时年轻气盛，偶尔同领导闹
点小意见有关。他自感怀才不
遇，干脆在 $%岁那年辞了职，
告别唱了 &'年的沪剧。
辞职后，舒悦在家里过了

几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逍遥
日子。舒妈妈是一名女强人，早
年下海经营饭店，事业小成。躺
在家里的那几天，舒悦开始做
起了“少爷梦”：不如就这样混
混日子吧，大不了去妈妈的饭

店打打工，开一份工资给我还
不是一二三？

就这样混混沌沌到第四
天，睡梦中的舒悦被一阵凉意
弄醒，有人一把将被子掀开，舒
悦一睁开眼，发现舒妈妈的脸
就出现在距离自己的面孔不到
()厘米的地方，还没等他彻底
清醒，她劈头就来了一句：“你
准备躺到什么时候？好到外面
找工作去了！”舒妈妈还“勒令”
舒悦必须每周上交一百元饭钱
给她，为了避嫌也不准去自己
开的饭店上班。
尽管已经习惯了母亲的严

格，可在自己事业最低潮的时
候，母亲非但没好言安慰，还一
个劲地想把自己往外赶，这着
实让舒悦有点胸闷。然而，母亲
向来说到做到，就像当年放手
让只有四岁的他独自去音乐厅
看戏一样，这一次她又要“袖手
旁观”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舒悦怀揣几十块钱和一包飞马
牌香烟，忍着眼泪硬着头皮出
门找活。幸运的是，原本已失去
方向的舒悦，这回却柳暗花明
又一村，他从替人拉胡琴开始，
渐渐得到滑稽界老前辈的赏
识，开始演起了滑稽戏。
从沪剧界成功转型到滑稽

界，舒悦用了短短不到 (年的
时间。他不仅在滑稽戏导演王
辉荃的戏中扮演角色，还担任
副导演一职，向王导学表演、学
编导；他曾经接受过严顺开、王
汝刚的点拨，因此他的演技日
益成熟；他还常去评弹名家吴
玉君家请教，博采各家之长。如
今，他与潘前卫、计一彪组成滑
稽铁三角，在电视台有一个颇
受观众青睐的固定节目“新快
乐三兄弟”，前不久又独挑大梁
接下一档沪语脱口秀《悦悦一
口舒》。可以说，这条路他算是
选对了，而幕后的最大功臣则
非“狠心”的舒妈妈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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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悦四岁时便很有镜头感

#

孙
静
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