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实习生 林洁 记者 宋
宁华）前天，浦东新区浦南文化馆“全
国一级文化馆”揭牌仪式正式举行。
据了解，经过一年全面免费开

放，浦南文化馆探索出“浦南模式”。
坚持全年满天、每周满时、全馆满
场，全方位地为社区居民服务；通过
开展公益辅导班、社区图书馆、乒乓
球健身等多个项目，丰富居民的文
娱生活，关注居民心理健康。实现了
由“指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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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头发剃得很短的台湾戏剧表
演大师金士杰，穿着一双运动鞋。
这位举手投足都是戏的著名演员，
昨天做客“新民艺谭”。开场前，他
偷偷抱怨自己的发型：“这两天被
王家卫拉去演《一代宗师》，头发剃
成这样……”说着，他摆了个招式，
带来一阵风。在接下去的演讲中，
他谈及自己从“阉猪大王”到“丐帮
帮主”乃至“龙凤胎爸爸”等人生角
色的转换时，也流露出一句：“出手
时，一定要有风。”

曾是“阉猪王”
“新民艺谭”，是由新民晚报、新

民地铁报主办，新民晚报文化部、新
民网和新民周刊全程支持的公益性

文化讲座平台。开篇时邀请到著名
台湾导演、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而
赖导则尊称金士杰为“台湾戏剧的
开拓者”。岂料金士杰在说到“开拓
者”之前表示自己首先是个“阉猪大
王”。“我是个农业型社会的人，喜欢
流汗的工作并以为美，而且很念
旧。”因此金士杰在读书时选择了台
湾屏东农专的畜牧兽医科。毕业后
他在牧场里养猪，成了“阉猪大王”。
“跟猪玩了 !年半，觉得对得起人，
也对得起猪了，就怀着一肚子的文
艺情怀，去台北了。”

金士杰说，当年兰陵剧坊成立
当天简直就是“丐帮聚会”，大家都
穿着破衣烂衫，那时还没有成为摄影
师的杜可风也在其中。朋友们有时会
偷偷问金世杰：“办剧坊的资金支持
有多少？”他答：“不是多少的问题，是
没有。”金士杰说!当时还以穷为骄
傲，“常常是拉开抽屉，发现明天吃午
饭的钱没着落了，于是去朋友家蹭
饭，还立下规矩：只吃剩菜剩饭且不
要主人在旁，免得寒暄———这就俗气
了嘛，我就是来当食客的。”“我以丐帮
帮主自居，杜可风对此十分欣赏。他
认为敢于过没收入的日子，这是好
的，这才是对的。我为什么有胆识去
做？因为我心里储存了好多思想。我

确定，我们出手时，一定有风。”
金士杰认为，“丐帮”二字背后

是对抗当时物质社会的一种时代精
神。“丐帮成员现在都成了演艺界的
各方霸主，侯孝贤、李立群、李国修
……现在想想丐帮的德行好可爱。”

附身“江滨柳”
金士杰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

《暗恋桃花源》中的男一号“江滨
柳”。当时，“表坊”创排这出戏的时
候，也是以金士杰舅舅的经历为原
型的。所以，每次当他上场时，他会
感觉被舅舅“附身”，去替他完成他
不曾圆满的故事。与金士杰演过对
手戏的“云之凡”有三位：赖夫人丁
乃竺、林青霞和肖艾。

三者差异，可以以最后一场时
隔多年的重逢戏来体现。金士杰
说：“最后一场戏，一个老太太进
来，映入我眼帘的刹那，三个人让
我产生了不同的联想。”“林青霞比
较贵气，仿佛一直过着丰厚的物质
生活；丁乃竺的生活处于中产阶
级，眼角眉梢有很多焦虑；肖艾很
瘦，日子可能更辛苦但是过得精
明。三个人投射出三个不同的故
事，我和她们演戏，就在跟不同背
景的人说话。”

喜得“龙凤胎”
金士杰在花甲之年得了一对

龙凤胎，今年不过 "岁多。“我这人
比较好忧愁，年轻时总担心人类、
生命。孩子的到来，让我笑得多
了。”“我以前每晚睡觉前都要发
呆，回顾当天，发呆到饱，才觉得没
有马虎度日。”现在，他每天望着孩
子发呆，看很久直到自己觉得太浪
费时间。第二天一早，女儿醒得更
早，朝着他笑，他就想：“好美哦，我
昨晚这么看你，你今早就这么报答
我，到底是谁在看谁。”“我每天都
在上人类学的课，被上课，很丰富。
"岁多的小孩哭的时候会掩面、会
头捶地———那都是传统戏曲中才
有的哎，人类发展好值得玩味！”

金士杰 # 月下旬将在沪上演
《最后 "$堂星期二的课》，讲述一
名“行将就木”的“渐冻人”教授莫
利与学生探讨的生死感悟。当被问
及他与一对龙凤胎相处时间也不
一定比其他父母多，那么他会留下
什么给儿女时，他表示：“我会告诉
他们去追寻生活中的有趣的方式。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大榕树下，听长
辈们讲故事的那个场面……”

本报记者 朱光

! ! !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在
音乐总监余隆的执棒下，携
手陈萨在上海音乐厅献演
%&""'"% 音乐季闭幕式音
乐会，音乐会的曲目返归古
典音乐文献中最经典的两
部力作，为大家呈现了贝多
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
和《第三交响曲(英雄*》。

据介绍，《第五钢琴协
奏曲+皇帝*》乐团精心排练
了一个月之久，别出心裁地
采用室内乐形式进行：弦乐
声部全部分组按照五重奏
的形式进行预排，管乐分声
部进行预排，演出前一周再
进行全体排练。当晚的演
出，余隆带领上交展现出贝
多芬交响曲的庄严、刚健、非凡。被
伦敦古典调频电台称为“同辈中最
耀眼的演奏家之一”的青年钢琴家
陈萨将贝多芬这首最受欢迎的钢琴
协奏曲演绎得潇洒自如、热情洋溢，
给现场观众带来震撼。

上海交响乐团 %&"","% 音乐
季共向观众呈现了 %-套交响音乐
会和 .场室内乐音乐会，乐团献演
了来自中、德、奥、俄等国 /位作曲
家 / 部总共 "#& 多分钟的首演节
目，共邀请了包括里卡尔多·穆蒂和
库尔特·马舒尔在内的 "0 位指挥
家、"# 位独奏家、/ 位歌唱家、. 个
表演团体进行合作。音乐季受邀合
作艺术家共举办 0 场大师班和讲
座，总计有 %-&&人次前往观摩。截
止至乐季闭幕式音乐会，音乐季的
上座率达到 001。团长陈光宪说：“上
海交响乐团的新乐季将在 2月开幕，
目前我们正在策划新乐季的形象和
主色调。下个乐季我们会继续带给大
家耳目一新的感觉。”（闻逸）

! ! ! !本报讯 $- 岁的香
港女星罗慧娟因患胰腺
癌不敌病魔，/ 月 %2 日
在新加坡家中去世。她曾
经与昨天去世的黄宗洛
共同出演电视剧《新天仙
配之七仙女正传》，分别
饰演七仙女和槐树精，黄
宗洛曾经赞叹：“这个七
仙女，找得真好！”
罗慧娟于 "20#年参

加超级新星大赛胜出而
加入演艺圈。其第一部参
演的作品是《书剑恩仇
录》。后来演出多部电视
剧、电影。罗慧娟 %&&0年
嫁给年长她 "/岁的新加
坡金融才俊刘志敏，可是
却在 %&"&年被验出患上
胰腺癌。今年罗慧娟病情
恶化，%月份她甚至在香
港住家为自己预先搞了
一个“告别会”，与 %& 多
位至亲好友，包括好姐妹

陈法蓉、黎美娴、邓萃雯等，并满
脸笑容地对每个朋友交代后事。

/月初，她在老公的陪同下，
到前往新加坡接受治疗，好姐妹
邓萃雯更连夜飞去探望她。之后，
她与老公飞回香港，并入住养和
医院，并一度传出病危。直到昨天
罗慧娟继子刘镇洪哀伤受访，证
实罗慧娟前天在家中病逝消息，
其他细节无意多谈。

（闻逸）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昨天上
午，“名家传戏———当代昆曲名家收
徒传艺工程启动仪式”在苏州举行，
在隆重的拜师仪式上，来自各昆曲
院团的 %%位优秀青年演员拜 ""位
昆曲名家为师。""位昆曲名家中上
海昆剧团就占了 0位，除了老生名
家计镇华因远在澳大利亚无法到场
之外，其他的 "&位昆曲名家都上台
接受了学生的拜师礼仪。上海昆剧
团的岳美缇在启动仪式上代表 ""

位昆曲名家作了发言。
“名家传戏”工程是首度在国

家级层面上建立昆曲艺术传承的
创新机制。此次收徒的 ""位名家
包括上海昆剧团的蔡正仁、岳美
缇、梁谷音、张洵澎、王芝泉、计镇
华、刘异龙、方洋以及北方昆曲剧
院的侯少奎、浙江省昆剧团的汪世
瑜、江苏省昆剧团的张继青，涵盖
了昆曲的生旦净丑各个行当，而
学生则来自全国各地，每位老师
收两位学生，不少都是跨团“结

对”。
据介绍，由文化部主持的“名

家传戏”工程将被纳入国家“昆曲
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受
到相关资助。在昨天首批师生“结
对”后，有关部门还将推出第二
次、第三次拜师仪式，收徒名家的
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使得这一昆
曲艺术的传承计划能起到更大的
作用。

! ! ! !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记
者廖翊）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
当地时间 %&"%年 /月 %2日 "0时
%.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
第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
同意将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
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元上都遗址成为我国第 .&

项世界文化遗产，我国世界遗产总
数达到 $%项。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元上都
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
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北亚地区游
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
相互交融。元上都遗址符合世界遗
产价值标准，满足遗产真实性和完
整性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充分肯
定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状况，并
认为遗址管理效率正在得到持续
强化和提升。

“出手时，一定要有风”
金士杰昨做客“新民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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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士杰做客!新民艺谭" 贺信 摄

!陈萨在演奏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松松松二二二爷爷爷，，，您您您走走走好好好”””

浦南文化馆
成全国一级文化馆

本周，著名表演
艺术家陈强、张瑞芳
相隔两天先后病逝。
人们还未从悲伤中缓
过神来，6月 30日
下午 3时 10分，著
名表演艺术家、一级
演员、中国戏剧家协
会会员黄宗洛，因重
症肺炎在北京同仁医
院逝世，享年86岁。

“龙套大师”黄宗洛昨因病去世

百余龙套成就大师
黄宗洛 "2%/ 年出生于北京，

祖籍浙江瑞安。虽生于书香世家，
他们兄妹四人黄宗江、黄宗英、黄
宗洛、黄宗汉均与艺术结缘，被文
化界并称为“黄氏四杰”。作为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
演员之一，黄宗洛幸运地遇到了焦
菊隐、于是之等话剧艺术大家，加
上自己的刻苦付出，渐成舞台上和
观众心目中的表演艺术家。
在舞台上摸爬滚打数十年的黄

宗洛扮演的大都是小角色，他的表

演风格自然朴素、不着痕迹。在黄宗
洛的“龙套”生涯中，塑造了 "&&多
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艺术形象，自
诩为“百丑图”，其中重要的形象有
#%个，他自称“七十二变”。尽管这些
角色台词量小，但经过黄宗洛锲而
不舍的艺术雕琢，使这些角色异彩
纷呈。而他也以擅演小角色而名声
大震，被誉为“龙套大师”。%&&#年，
演了大半辈子配角的黄宗洛获颁中
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终身成就奖。

曾为“松二爷”入魔
在很多话剧迷的印象中，黄宗

洛似乎就从未年轻过。原因是他扮
演的老舍名剧《茶馆》中那个讲话
阴阳怪气的满清遗少松二爷实在
太过深入人心。当年为了演好这个
角色，黄宗洛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为了尽可能地贴近人物的心理状态
与生活习惯，他从研究旗人习俗入
手，然后以松二爷身份步入生活。他
身穿长袍马褂，腰带上挂了挖耳勺、
烟荷包等 ".件零碎，他蓄须留指
甲，成天练兰花指，还特意弄来一双
黄鸟，将鸟笼擦得锃亮，就这样全身
披挂，在隆福寺、地安门一带茶馆
“招摇过市”。天长日久，就连茶馆里
跑堂的、惯常的茶客都把他当成真
的满族遗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演
的松二爷在群星璀璨的《茶馆》中异
常显眼，令人过目不忘，也成为他演
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舞台形象。
“松二爷，您走好。”短短六个

字，表达了广大话剧观众对老爷子
的喜爱。据北京人艺工作人员介
绍，黄宗洛去世时，老伴和儿子等
家人都陪在身边，走得亦算安详。
黄宗洛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 月 $

日上午 2点 .&分，在八宝山殡仪
馆竹厅举行。驻京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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