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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采访秦来来!让我想起廿几岁时曾

应约写书评!那本翻译的小书叫"生命

从 !"岁开始#$ 当年对 !"岁毫无感

觉!而今再看这书名!发现起得并不好$

因为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岁以

后的精彩!是 !"岁以前的精彩的下半

场$ 也就是说!一个人变老的姿势好看

不好看!取决于其职业生涯$ 无法想象

有人在岗位上浑浑噩噩混到退休!会突

然抖擞! 活出崭新的 &我'$ 秦来来的

&!"后'年华!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你跑戏曲的!怎么会一个个采访

北京人艺的腕儿('我问$&那是中唱 #"

周年!第一届金唱片奖颁奖!既然我在

北京)*'他答+

&你陪俞振飞到中南海演出!怎么

能采访到习仲勋( '&领导看望俞老!机

会难得呀,我问唐斯复大姐借了个小录

音机藏在口袋里**'

&写张洵澎!采访了多久('&我和张

洵澎是 $%多年的老友! 和她丈夫-儿

子也成了朋友!他儿子是英国皇家芭蕾

舞团首席!喊我.来来爷叔/**'

结束采访!秦来来为京剧票房组稿

去了$他现在是上海国际京剧票房的副

理事长!另外还定期参加上海广播电视

台麒麟京剧社的活动$

他是跑戏曲跑成了专家的文艺
记者，是中国第一个交通广播电台的
创办人，是讲述大世界前世今生的海
派民俗研究者，是与各剧种名角同台
演出的资深票友，也是撰写昆曲大家
张洵澎传记的作家、创作大型越剧
《宦娘曲》（与毕志光合作）的剧作家
……秦来来，人生越来越多的精彩，
在60岁以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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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终于有%派&了

!"#$年 %月 #&日，上海“昆曲澎派
艺术研习中心”诞生！提起这个被圈外人
忽视的新闻，$$岁的秦来来兴奋又自豪。
昆曲是百戏之祖，基础深厚、遗产丰富、代
表人物不少，$"" 多年来却没有流派呈
现。在“昆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挂牌仪式
上，当代昆剧大家蔡正仁的一番话，点出
了此举的非凡：“昆曲今天终于有‘派’了，
而且名字很响亮———‘澎派’。这标志着昆
曲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昆曲有派之于秦来来个人，还有另
一重意义：是他率先在与杜竹敏合作的
《洵美且异———昆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
育家张洵澎》书稿中提出，张洵澎的艺术
实践、艺术成就、艺术传承已形成了自己
鲜明的特色，可以称为昆曲中的流派了。
文艺评论家丁锡满在为这部传记所作的
序中写道：“秦来来说：京剧有派，昆剧无
派。但是张洵澎有那么多的创造，那么多
的美异，为昆剧舞台留下那么多经典性
的剧目，为昆剧队伍带出那么多有出息
的学生，确实是‘洵美且异’，既是美神，
又有个人独特的风格，可说自成一派。因
此，张洵澎的表演艺术，可以称为‘澎
派’。我赞成秦来来的意见。”

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中，秦来来把
“澎派”艺术归纳为四个字———“洵美且
异”；四句话———“扎实的传统功底，开阔
的艺术视野，过人的创新能力，众多的戏
迷传人”。他把传主的艺术成就当课题来
钻、当论文来写，同时展示了优秀记者挖
掘素材的真功夫。比如写到张洵澎的出新
不是无根之木，居然找到张珍藏至今的俞
振飞大师手迹———早在 '()*年，俞振飞
率昆大班学生进京演出时写的勉励纸条：

张洵澎!

一切艺术表现和技巧运用的方法"

都不可能用公式或千篇一律的法则来说

明"需要从实践中去创造#从不断的劳动

与锻炼中去体会#探索"才能获得成就$

俞振飞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客首都

写传主小时候练功，“就一个圆场，张
洵澎就在芙蓉草、沈枫等名师指点下，打
下了扎实的传统功底。至今 $+余年，功力
犹在。!"')年上海公演大师版《牡丹亭》，

张洵澎出演《幽会》一折，出场时的碎步又
溜又稳，谁能看出她已是 ,"多岁高龄。”
!)万字的传记，定格了一位艺术家的美丽成
就，更使一门古老艺术有了“派”。

社区传播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讲座”《大世界的前世今
生》，是秦来来退休后的又一份事业。最早
脱胎于上海大学海派文化中心举办的研
讨会上的发言，后来他到大学文学院给大
学生讲，又到区政协、统战部等机关给公
务员讲，现在则经常进社区给居民讲。

面对不同听众，他因材施“讲”，沉到
社区后，就“用上海闲话讲上海事体”，突
出“通俗性、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让
听众听得明白、开心。讲座详略得当，对听
众特别感兴趣的“黄楚九三起三落开办大
世界”着墨多多，听众最为关心的“哈哈
镜”命运———当年如何从疯狂的红卫兵手
中抢救下来，讲来充满戏剧性，引人入胜。
乐呵呵听讲座的居民，有谁想到：秦来来
出生在南市老城厢，离好白相的大世界不
远，少年时代就在此看滑稽、杂技、电影，
听评弹、沪剧、越剧、京剧……受到传统艺

术的启蒙、熏陶；退休前，他从电台调到大
世界，参加大世界修复改建工作，任上海
大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大世界是海派文化、老上海文化、三
民文化的地标，四五十岁以上的上海人
不会没去过大世界。秦来来说，上海人游
历大世界的记忆是一个点，我用“大世界
的前世今生”这条线串起这些点，激发美
好的回忆。三林社区讲座结束时，一位满
头白发的听众走到台口，向他深深鞠了
一躬，“你的讲座让我又年轻了一次！”

上海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风情，只
有上海闲话才能精准地传情达意；作为
“非遗”的上海闲话，也亟待保护传承。秦
来来一口标准的上海闲话（指 '()"、
'($"年代，老一辈沪语播音员万仰祖、
邓平生、金锡仞等人的播音标准），让一
些老上海听了激动万分，“今朝听到了真
正的上海闲话”“交关日脚呒听到了”“侬
的上海闲话准足”……

秦来来一个人在台上，用各地方言
加京剧、沪剧、越剧、淮剧、评弹加幻灯
片，十八般武艺，把听众的情绪都调动起
来了。他又擅长在现场抓“梗”，与听众互

动频频。他把自己从小到大白相大世界
的“三字经”拿出来分享：兜———大世界
汇聚了各地剧种，因此到大世界先要楼
上楼下、场内场外兜一圈，选择看什么、
什么时段看；轧———热门场子人头攒动，
要钻空子轧进去；孵———晚上京剧场子
最吃香，要带了点心早早孵在座位上等。

评弹名家高博文评论：“秦老师是有
文化、有书卷气的。”

他的马派%蛮有味道了&

小时候，秦来来跟着父亲看京剧、听
评弹，孕育了对戏曲艺术的爱好。青少年
时代，家里一台五灯收音机伴他走过孤
独……漫长的岁月里，他不曾专门学戏，
但 %"多年采访戏曲名家使他有机会“在
里面熏着”，琢磨名家唱戏的味道……
退休了，终于有时间学京戏。夜公园

里，他边跑步，边戴着耳机温习马派名
戏，真想亮开嗓子好好唱一场！!"')年 &

月，“学戏马连良先生经典唱段”票友演
唱会举办，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黄梅
戏表演艺术家麻彩楼、京剧演员章晓申
和电影演员吴海燕夫妇、沪上名票周炯
儿以及梅派男旦李伟等参加演出。他唱
了 '!段马派的经典唱段，票友们称赞他
的马派唱腔“蛮有味道了”。而他第一次
正式登台唱戏，早在 !"''年 '"月，为祝
贺新书《穿越———写在舞台边上》出版而
举办“秦来来与戏曲名家互动演唱会”。
他表演单口秀，与京剧名家夏慧华合作
京剧《三娘教子》，与越剧名家方亚芬合
作越剧《祥林嫂》，与沪剧名家茅善玉合
作沪剧《血染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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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来

精神的延续

采访手记

老老琐言

退休了" 有些人被原单位返聘"

或去其他单位继续工作" 人们管这

种状态叫 %发挥余热&'

在很多人眼里" %发挥余热&" 要

比 %返聘& %退而不休&" 乃至 %继续

赚养家糊口的钱&" 来得崇高" 好

听' 细细揣摩" 这个 %余热& 其实

内涵很深" 并不是可以拿来随便用

的'

所谓 %余热&" 我以为应当包括

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在原来的工

作岗位上" 自己的才能尚未用尽"

假使延长一定的工作时间" 有利于

得到极致的发挥' 一是尽管自己的

才能在原单位已经无所长进" 但它

却是其他单位所短缺的" 正好可以

用来弥补别人的不足' 这类 %余热&

的含金量很足" 是社会求之不得的'

但有些 %余热&" 其实属于被人

照顾性质的" 就像流水线上一个简

单的装配工" 一抓一大把" 多一个"

少一个" 无关宏旨" 近于混口饭吃'

前者是物尽其用性质的 %剩余

的热&" 而后者实际上是 %多余的&#

并不热的 %热&" 不一样' 所以别老

把 %发挥余热& 放在嘴上'

那么 " 你正在发挥的是哪种

%余热& 呢(

文! 剑箫“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