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三毛之父、中国儿童连环画的开创者张乐平先生位于五
原路 !""弄 #号故居，今天上午起正式对外开放，猴年新春
去参观下“三毛”的成长之地，成就一次饶有趣味的文化体验
之旅。

五原路 !""弄弄堂细细长长，张乐平的故居位于尽头
处。$%张抽取自《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的漫画雕刻在
沿途的大理石的墙壁上，将参观者思绪带回了战火纷飞的上
世纪 &'年代上海滩，“三毛看电影”“初到上海”都是《流浪
记》里耳熟能详的经典段落。
弄堂口已经挂上了墨绿色竖条匾额，刻着一个戴红领巾

的三毛，戴红领巾，是因为在上海故居里张乐平在此创作出
《三毛迎解放》《三毛学雷锋》等作品。$()'年 *月，张乐平先
生全家从衡山路迁居至此，这栋花园住宅见证的是张乐平先
生中年晚年的创作，他一直在二楼居住直至去世。
故居的建筑面积 +%%平方米，具有 +'世纪初上海典型

的独立花园住宅特色，包括米黄色外墙、红色四坡缓屋面以
及西式门窗、立柱及铁艺栏杆，西式天花板、踢脚线以及拱券
式墙洞，室内则为欧式家具。张乐平心爱的一株紫藤从一楼
花园攀沿至二楼阳台，阳台上的四块石头还是张乐平亲自摆
弄的盆景，一切宛如当年。
张乐平故居纪念馆沿用一楼展厅、二楼故居的格局，复

原后的二楼展区，包括画室（会客室）、主卧、客卧、保姆房以
及浴室。三楼的晒台和阁楼部分不对外开放。
一楼展厅空间不大，展品除了大众熟悉的张乐平三毛画

作，梳理三毛形象从无到有的创作背景，还展示了张乐平创
作的年画、速写、彩墨画作品，这些非三毛作品难得一见的，
可见张乐平先生漫画之外的深厚艺术功底。二楼还原了张乐
平全家生活过的地方，客厅南侧有一张用了几十年的巨大画
案，画笔倒插在笔筒中，好像在等待它们的主人再次握起。卧
室里挂着签过名的少先队队旗，是 $(")年三毛 )'岁生日时
向阳小学的学生送给张乐平的礼物，这面旗帜陪伴张乐平走
过最后岁月。客卧兼做饭厅，$("(年台湾作家陈懋平（笔名
“三毛”）看望义父张乐平时，就居住在这里。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告诉本报记者，花园的一楼原住户韦
家也与三毛有关，主人是旧版《三毛流浪记》的制片主任。张
乐平夫妇育有 ,个孩子，韦家有 "个孩子，“七上八下”是
+""弄 &号的热闹写照。迁居至此时，张乐平先生的艺术声
誉正隆，几乎是全国稿酬最高的漫画家，生活富足美满，住房
条件算得上宽裕。富有同情心的张乐平喜欢孩子们，他的家
是附近孩子们的安乐窝。据了解，一张画稿的稿酬在 +)元左
右，超过了多数市民的月薪，所以，目前展厅里可见的折叠沙
发、欧式家具都还是当年的购置。
需要提醒的是，张乐平故居的参观人数上限是 +)人，超

额时敬请排队等候。此外，张乐平先生逝世于 $((+年 (月
+"日，张慰军希望通过新民晚报呼吁，企盼有旧藏的热心读
者能捐赠这一天的旧台历，放在张乐平先生的画桌上，定格
这位漫画大师的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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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第二
季播出后虽平均收视超过 +-,.，
稳坐全国同时段综艺头把交椅，
网络播放量也已突破 $亿。但作
为一档明星喜剧节目，欢笑本应
是喜剧节目的核心元素，但在节
目中，这些搞笑喜剧人却不约而
同地煽情，使喜剧味道有点变
“怪”，甚至好几次把观众弄哭了。
此举引发不少争议，有网友表示：
“情都大于乐了，还叫喜剧节目
吗？”

出现集体煽情
由于首期节目中潘斌龙、崔

志佳的《老爸》用一个父子情深的
煽情结局，用看似平淡却情深满
满的表演诠释了父爱如山，戳中
了观众的泪点，由此拿下冠军。
也许受此影响，最近一期几乎所
有喜剧人都来了一次煽情大爆
发。潘斌龙、崔志佳表演的《回家
的路》依然延续之前煽情风格，他
们上演的“人在囧途”虽有爆笑，
但结尾处，不仅通过与母亲通话，
还通过家人的温情关怀来制造泪
点。岳云鹏的作品笑声背后也藏
着真情，尤其是唱起《一封家书》
时，岳云鹏表示自己抑制不住地
想到了过世的父亲以及母亲期盼
的眼神，不禁动容泪流满面，也让
不少观众红了眼眶。回归喜剧舞
台的小沈阳带来的《老人与山》
（见右下图）不但呼吁大众保护环
境，还上演了誓死捍卫大山的感
情戏，让一些观众为之落泪。
对于喜剧舞台如此蔓延煽情

风，观众对此褒贬不一。褒奖者
看中其寓教于乐的追求，而反对
者则予以批评：“喜剧不就是图一
个乐呵，干嘛总是煽情？”“观众
是图乐呵去的，你给整得泪雨朦
胧的像话么。”

煽情几成!标配"

在综艺节目中，煽情几乎成
了“标配”，不管是唱歌、舞蹈还是
其他综艺，甚至在喜剧节目中也出
现了煽情。在《笑傲江湖》舞台上，
担任观察员的冯小刚曾多次打断
选手讲煽情故事，他多次提醒选
手：“哎，我们这个节目杜绝苦情；
咱们是一个高兴的节目。”如当选
手杨金赐语带哽咽地说父母不支
持他的表演时，冯小刚也当即打
断：“决赛的时候咱们不聊爸妈，只
聊节目。”并明确表示：“我不喜欢
听诉苦的事，所有人都说父母，父
母都不容易。”

对于《欢乐喜剧人》出现选
手集体煽情，总导演施嘉宁表
示：“之所以会有煽情，是因为每
个人要求自己作品有欢笑有感
动，他们觉得这是作品的最高境
界。所以每个人都非常用劲，也
不是特别刻意去做的。”

有点弄巧成拙
喜剧煽情，《大话西游》经典的“爱你一万年”，那种笑中带泪

的境界成了不少喜剧人的追求。但其实，真正能在喜剧中玩转煽
情的成功范例并不多，更多的是弄巧成拙。直露粗浅的煽情不仅
损坏了喜剧效果，更是倒人胃口，几近赶客。

实际上，艺术高明的喜剧是含蓄的，如卓别林喜剧虽包含
着悲剧内核，但他并不露出真情，而恰恰让你从头笑到尾；但笑
过之后，你能从中回味其中内涵，感受人间辛酸。如卓别林在
《摩登时代》里扮演流水线工人被驯化得只会拧螺丝，看到别人
衣服上的扣子也要去拧一拧，这种行为虽然滑稽好笑，没有一
点煽情，但背后隐藏的却是角色丧失自我的悲剧，与当时经济
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生存艰难密切相关。这种喜中有悲、含而不
露的艺术表现更耐人寻味。

如果喜剧结尾都是一味煽情，竞相仿效，不仅直白无味而
且易成老套，毫无新意可言。对此，《欢乐喜剧人》带来的争议值
得反思。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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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
张乐平
柯灵故居
今起开放

! ! ! !本报讯 #记者 袁玮$徐家汇大

修道院#南丹路 !"号 见图$%张乐平

#五原路 #$$弄 %号$%柯灵故居#复

兴西路 &!'号$ 今天起撩开神秘面

纱&春节期间初一至初三下午%初四

至初六全天均开放&这是徐汇区政府

献给市民的一份猴年新春文化大礼

包' 据了解&徐汇区在接下来将有一

系列动作&将老洋房资源用于公共服

务&包括修复夏衍%赵丹%郑振铎旧居

及草婴书房等&原上海京剧院南伶酒

家也将修复成周信芳纪念馆( !徐汇

有这样的文化幸运&就有使命和责任

将这些独特的文脉传承下去( "副区

长王宏舟说(

本报记者昨日走访张乐平故居

三毛“摇篮”探访记
! ! ! ! ,日除夕：(：''/$$：&'
初一到初三：$&：''0$*：&'
之后试运营时间：(：''0$*：&'
周一闭馆

张乐平故居

春节开放时间

! ! ! !复兴西路 $%,号柯灵故居也选择在今天和张乐平故居同日开放，与
巴金故居形成文化故居群落，成为徐汇区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一部分。
为避开居民日常进出通道，纪念馆重新在墙的另一侧开了一扇半圆

形门。观展线路有意识形成闭合线路，恢复楼内原有的一座仅容一人通过
的小型旋转楼梯，参观者不用走公用楼梯。柯灵亲属朱欣捐赠了大量柯灵
书信、手稿、日常生活用品，包括小说《上海一百年》、散文《香雪海》等手
稿、札记。今后柯灵故居纪念馆将展示大量名人书信，包括柯灵与巴金、夏
衍、冰心、钱钟书等往来书信。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柯灵故居将展名人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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