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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光）在今年
元宵晚会上一夜成名的 !"后陕
西相声演员苗阜（见上图 记者郭
新洋摄），昨天在上戏新空间向听
众掏心窝：相声要反三俗，不能低
俗、媚俗、庸俗，而是要民俗、风
俗、通俗，这才能立足传统，走长
远的路。
苗阜和搭档王声，今年在北

京电视台春晚以 #$分钟的相声
《满腹经纶》一夜成名。“今年 %月
底起开始全国巡演，日程已经排
到明年 &月 '(日了，(月 %日在
东艺音乐厅说专场《满腹经纶》
……在全国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我
们的计划。”苗阜在西安说了 $)

年的相声了，在当地拥有 '个小
剧场，一周上演 '$场，每月还在
千人剧场举行一次商演，今年的
月收入已经超过 *+万元。青曲社
在西安当地的票房，远超话剧。他
们的观众从 &"后到 ,"后，评价

他们“全篇没有一个微博段子，演
的是业界良心”。
苗阜说，他从小热爱传统文

化，看《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书，
《满腹经纶》就是捧哏“歪批山海
经”的同时，再由逗哏把歪理“掰
正”，于是在逗乐中让观众也学到
了正史。他还引用黑格尔的话“没
有本来，就没有未来”，解释了原
创作品与传统段子的关系———
“好的相声应该是 *"-的传统技
巧，加上 %+-的当下因素，这样
的结合才能充分反映时代感。”出
生于陕西铜川的苗阜，快板师承
陕西曲艺名家白海臣，相声师承
曲艺名家郑小山。王声，则是相声
演员郑文喜的徒弟。'++(年两人
创立了“陕西青年曲艺社”。

原创作品会让观众耳目一
新，而且还接地气，再者要有文化
感，最后就是要使用方言———方
言也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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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分手大

师#不能算一部电影!支离破碎的剧

情让它最终定格在$!"%上!一曲

邓超$自恋%的$!"%!一场他个人

的变装秀& 或者说!这部电影最大

的作用!就是让邓超在片中极尽炫

耀了自己的$品味%&

喜剧分两种!好的喜剧充满精准

的调侃'隐喻!$包袱%抖得轻松随意!

既不会说得让人莫名其妙!也不会太

直接!失了趣味& 但"分手大师(这样

的喜剧就是拙劣笑段的堆砌!无聊到

$可笑%!但这并非真正的开怀大笑&

)分手大师(改编自同名话剧!断

片儿的剧情让它看着更像一部小品

集锦&人物个性苍白!行为突兀!说话

毫无逻辑可言&影片讲述了邓超扮演

的梅远贵! 其工作是替人 $和平分

手%&在受雇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认

识了美丽却彪悍的女汉子叶小春!两

人由此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作为一

代$分手大师%!梅远贵看上去有些傻

乎乎*方式单一'性格张扬'头脑简

单'情商很低&真的很难想象!他是一

个专靠脑子吃饭的$大师%&

作为演员! 邓超其实不适合演喜

剧&他演戏太用力!这样的演员一般都

缺乏喜感! 比如章子怡' 张静初'汤

唯+++因为不够轻松! 并且带有太多

个人色彩&作为导演!邓超给自己在片

中安排的桥段毫无创造力! 为了 $卖

帅%就秀个腹肌'甩个头发,为了逗趣!

就扮个女装'学娘娘腔,叼着烟说几

句网络用语!好像就有了贴合时代的

风趣幽默&影片中 #$%的镜头都有邓

超的脸!扭曲的面部表情和极尽夸张

的肢体动作!就好像在奶油蛋糕上再

铺一层黄油!$腻%得让人反感& 相信

在所有那些展现深情'幽默'英俊'天

真的镜头中! 邓超那些自以为是的

$牺牲形象%背后!都有着以$炫耀%为

目的的暗自窃喜& 张 艺

跟艺术说"分手#

!!!电影"分手大师#拙劣苍白

! ! !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画家杨
正新书法展近日在海上艺术会馆举
办（见上图 记者胡晓芒摄）。画家举
办书法个展在上海画坛还是首次。

杨正新说，中国画重笔墨，自
古有书画同源一说。海派名画家
中书法造诣高者不乏其人。但现
在许多年轻国画家却疏于书法修

养，不仅不敢在画上题字，而且国
画的线条质量也因此疲弱。“我斗
胆带头开个人书法展，是想起到
倡导的作用。”
著名书法家王伟平对杨正新的

书法赞赏备至。认为其书法与其画
的线条一样“流畅且极具质感”“如
水银泻地”。其书法之最大特点则是
完全能融于他的绘画理念和风格
中，线条结构与画浑成一体。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王伟

平还指出，杨正新用左手创作，一般
而言，左手之书多呈左高右低之态，
即左书名家费新我也不能免，杨正
新却全然无此痕迹，实为不易。

上海画坛首次举办画家书法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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