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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上午，一辆被命名为“友直
号”的轨交 !号线列车，在 "#时 "$

分驶入人民广场站台，常见的车厢广
告、扶手广告都换成了贺友直先生的
画作。贺友直创作的包含市井万象的
老上海系列画作，从今天开始“乘上”
轨交 !号线，在上海两大空港间向南
来北往的旅客展示妙趣横生、千姿百
态的老上海生活。

幽默画面 装点轨交
“哟，开画展了。”在轨交人民广

场站登车的一位乘客脱口而出，很多
乘客发现了车厢中的“异样”。%"岁高
龄的贺友直在夫人陪同下，坐在乘客
们中间，左右观察，不动声色，深藏几
分老顽童的得意。
这趟专列共有 &!#个拉手、'(个

广告位布置贺友直画作，这些画作都
是从《贺友直画老上海》这本作品集
中遴选出来的，分别用中英文注释。
轨交 !号线连贯上海虹桥和浦东两
大机场，手提大包小包的旅客津津有
味地观赏起这些逗趣的老上海生活
片段。在该列列车上，上海乘客卢先
生认为，几年前看到轨交里布置了中
英文诗歌，眼前一亮；这次看到了更
“接地气”的贺友直先生作品，会再多
看几眼，“这比广告好看。”

记者在列车中看到，有一些乘客
欣赏了所在车厢的几幅作品还感到
不过瘾，在车厢里不断挪步，车厢变
身为小型的展厅。乘客们希望看到更
多的画作，看完自己拉着的把手，再
看别人握住的把手。

地铁公司表态，布置贺友直画
作，虽然牺牲了广告位，但是营造出

了更浓郁的上海地铁的文化氛围。这
列列车里的贺友直画作，将至少保留
到春节以后。乘客们能够在上下班时
参观一个别开生面的“地铁车厢画
展”，也是一份惊喜。

上海地铁维保中心办公室张俊
告诉记者，此次合作和贺老一拍即
合，贺友直爽快地答应了把画作挂入
地铁，让旅客在搭乘上海地铁的时
候，也有文化享受。
此外，从今年元旦起，!号线终点

站浦东机场站的 )根柱子上，都包上
了贺友直的画作。原作是一幅长卷，
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此卷被放大

后分成 )份，包在 )根柱子上，画面
幽默。

儿时玩耍 一一入画
去年，贺友直先生还兴致勃勃地

创作了《孩时玩耍》系列 $( 幅作品。
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不翻资料，不找
顾问，就凭自己年轻时对生活的细微
观察及超强记忆，勾勒出了上海弄堂
万象。他昨天告诉本报记者，当年他
来沪以后先居住在兴业路淡水路的
南永吉里，画里的游戏和玩耍，有的
他亲身体验过，有的则是看人“白
相”，但印象深刻。

有一张画的是一群女孩子跳橡
皮筋，衬景里有个弹棉花的。还有一
张画，是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雪地里
撒尿，边尿边画，一个女孩害羞地躲
到一边。贺友直说，这是他小时候的
亲身经历，撒尿的恶作剧终生难忘。

据介绍，《孩时玩耍》的题材大致
分成三块：弄堂里玩的各种游戏如跳
房子、斗鸡等，自然科学手工制作如
抓蜻蜓、制作万花筒等，还有弄堂运
动会。

生活细节 了然在胸
贺友直谦称，自己不是江郎但才

尽，不是黔驴却技穷，平时爱好发发
呆，因为感觉“创作不出什么东西”。
直到去年，贺友直画作衍生品开发的
合作者汪大刚向他建议，不妨画一画
曾经的弄堂嬉戏，于是 %"岁的人创
作灵感又被点亮。“这么多道具、服
装、经历我都能够记牢，所以我不需
要查资料。”贺友直认为，儿时的游
戏，是他最熟悉的场景，“我不算老上
海或者老克勒，我来自上海底层，老
克勒的生活我没有经历过，这经不起
推敲的。一次画舞场的大班，新民晚
报的秦绿枝说我画错了，因为我没有
进过舞厅啊！”

上大美院教授胡建君称赞这批
画作：“思维还是那么敏捷，技艺还是
那么高超，功夫还是那么了得。在中
国绘画史上，如此高龄绘制多幅系列
人物画者实属唯一。”“孩时玩耍———
贺友直原作展”将于 "月 ")日至 !#

日在徐汇艺术中心举行，$(幅风俗画
新作将与观众见面。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老上海趣图“乘上”轨交2号线
以老画家贺友直命名的“友直号”专列上午发车

! ! ! !本报讯 （记者 林明杰）!#"&
年蛇年生肖邮票今天发行。华东师
大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称这条“民
俗风”小蛇相当有亲和力，是近年
来生肖邮票设计中比较成功的一
个。

这条红色的小蛇身上装饰了
中国传统的四季花卉：牡丹、荷花、
菊花、梅花，翘起的小尾巴上长出了
一朵灵芝。它昂首吐信，衔着一颗宝
珠。据设计者吴冠英解释，这颗珠子
源于晋代小说《搜神记》里蛇衔明珠
以报恩的故事。蛇衔宝珠为吉兆，喻
积善行德、知恩图报之意。

魏劭农从设计角度评价了这

枚邮票，认为它抓住了蛇的柔美、
新年的喜庆祥和、民俗风的红红火
火等要素。在设计上，其图案元素
的提取和图形处理的方式都是比
较成功的，从中可以看到类似农村
花布拼贴加刺绣的工艺，很亲切。
蛇的神态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表现，
有几分“萌”感。

我国邮政迄今共发行蛇年生
肖邮票 &轮。魏劭农认为 "%)%年
的首轮蛇票出自名家吕胜中之手，
比较出挑。!##"年的稍弱些。今年
的蛇票在民俗风的演绎上近似
"%)%年的，但又拥有自己鲜明的
个性和活力。

小蛇“卖萌”惹人爱
———专家点评蛇年生肖邮票设计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
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曾任上海评弹
团团长的弹词名家张振
华前天因病在沪去世，享
年 **岁。
张振华 "$岁起师从

弹词名家杨斌奎，出道后
即走红书坛。他擅说《大
红袍》，并根据自己的心
得与特点截取《大红袍》
一书中“神弹子”韩林这
条主线，加工打造成长篇
弹词《神弹子》。经过长期

的艺术实践和不断的丰富提高，长篇
弹词《神弹子》已经成为评弹书目中的
经典，也成为张振华的代表之作。通过
《神弹子》这部作品，张振华逐渐形成
了“小书大说”的独到表演风格。此外，
张振华曾担任上海评弹团 *(届学馆
的馆长、上海评弹团团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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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杨建国）“' 日晚的
音乐会，不但是中国
爱乐相隔 ) 年后再
一次来到上海公演，
我们还给上海听众
带来了全套 "## 张
现场音乐会唱片的
‘见面礼’。”明晚将
在东方艺术中心指
挥中国爱乐乐团音
乐会的余隆，昨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套唱片既是
中国交响乐实力的
体现，也是中国唱片
工业的一剂强心
针。”

世界上历史悠
久的乐团很多，能够
拥有 "## 张现场唱
片的却很少。所以，
余隆自豪地说：“只
有 "!年历史的中国
爱乐是交响乐界的
‘小弟弟’，但是，我
们从 "#年前就着手
准备，收录了 "###

部常演曲目中的
!##多部，其中有 $

个小时的音乐会版
瓦格纳歌剧《特里斯
坦与伊索尔德》、获
得普利策音乐奖的
周龙歌剧《白蛇传》
等，环球巡演的重要
场次也一场不漏。参加这套唱片演出
的指挥家有艾森巴赫、丹尼尔·哈丁、
阿什肯纳齐等，演奏家和歌唱家有列
宾、芮妮·弗莱明、郎朗、王羽佳、王健
等，不但收录了西方音乐史各个时期
的代表作品，还有许多中外首演乐曲，
毫无疑问，是中国交响乐近十年来迅
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余隆透露，中国爱乐的音乐会

现场录音其实远不止 "##张唱片，由
于早期的音乐会在邀请海内外音乐家
合作时，尚未把唱片录音授权列入合
同，因此，去年出版的这套唱片只选编
了获得授权许可的音乐会录音。目前，
余隆领衔的上海交响乐团也已开始了
演出实况的录音，他说：“现场录音是
灵感、激情和错误瞬间的真实记录，具
有不可重复的艺术独特性。如今，中国
的交响乐团乐手水平越来越高，优秀
的乐团完全有实力录制现场音乐会唱
片，形成合力之后对中国唱片工业发
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这套百张唱片专辑已经陆

续上传网络商店，供全世界的爱好者
下载欣赏。而中国爱乐乐团也拥有了
一套与听众互动的见面礼，这次到成
都、重庆、大连、济南、无锡等地的巡
演，一路上的签售活动热热闹闹。明晚
演出结束后，余隆等乐团的音乐家也
将在东方艺术中心大厅举行签售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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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歇唱”三
个月后，廖昌永今晚将在北京登台人
民大会堂北大厅“复出”。在这台“中国
声音·新年问候———!#"&廖昌永独唱
音乐会”上，这位男中音歌唱家将与圣
彼得堡塔夫里切斯基乐团合作，用歌
声示范演绎“中国声乐学派”。
三个月前，廖昌永因身体疲劳，歌

喉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取消了原定
于 ""月初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独
唱音乐会。不过，身为上海音乐学院副
院长的他，这段时间并未休息养病，记
者几次见到他，发现他仍然忙于学校
的工作。但是，取消演出的决定，引起

了大家的关心，也在社会上引起了种
种议论，各种传闻和猜测不胫而走。他
没有去辟谣或澄清，听到别人的询问，
只是置之一笑。也许，对于歌唱家来
说，澄清或解释的最佳方式，就是站在
舞台上。

他昨天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有
关‘洋嗓子’和‘土嗓子’的争论不绝于
耳，这是中国声乐学派形成过程中的
观念磨合。我想通过自己的摸索和积
累，不断用舞台演出和唱片录制来呈
现我的理解和尝试。”在今晚的音乐会
上，廖昌永将演唱中国歌曲、前苏联艺
术歌曲和西方经典歌剧的咏叹调。

“歇唱”三个月后今“复出”
廖昌永用“中国声音”送出新年祝福

! 今年的蛇年生肖邮票造型可爱

! 廖昌永在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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