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赵玥）上海沪剧院新年沪
剧经典音乐剧场《家·瑞珏》今晚将在大宁剧
院上演。昨天，近 !""名由沪剧戏迷、社区居
民、青少年家庭等组成的“观摩团”走进斜土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近距离观摩了这场演出
是如何诞生的。
今年是巴金诞辰 #$%周年。《家·瑞珏》保

留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曹禺的话剧《家》的故
事精髓，以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为背景，保留了
沪剧委婉缠绵、以情见长的剧种特色。茅善
玉、孙徐春、洪豆豆等沪剧院的名家新秀们，

以及 &"$!级沪剧院青年演员团为观摩团提
前演绎了《家·瑞珏》。
据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介绍，今年沪

剧院将继续打磨提升沪剧《敦煌女儿》。同时，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周年，《红灯记》《芦
荡火种》《一号机密》等一批新老沪剧将在红
色剧目展演活动中与市民见面。
“排练开放日”已经走过 !年，在将嘉年

华式的文化活动回馈给市民的同时，也给大
家送去了吉祥美满的新年祝福，做到了“让戏
曲走近百姓，让艺术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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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 ! ! !赖声川的新戏《外公的咖啡时光》即将
献演上海。眼下的排练地，设在了北京。戏
里的“外公”樊光耀从台北来到北京。迎着
冬日的暖阳，樊光耀和北京的哥聊了一路，
从炸酱面侃到崔健，从聚光灯下聊到夜深
人静……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让的哥都有
点懵圈，“你真的是从台湾来的？”原来，这
名科班出身的舞台剧演员，也是相声大师
吴兆南的学生。

演老人 手到擒来
在《外公的咖啡时光》里，樊光耀演的

外公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后失智，甚至连自
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一家老少为了照顾他，
常常被外公的孩子气逗弄得哭笑不得。有
时候看似痴呆糊涂的外公，也会透过一杯
咖啡，找回过往的温暖记忆。这出戏在台北
演出的时候引起很大的共鸣。观众看了樊
光耀的表演说，“我年轻时也曾经这样，我
年老了会不会那样。”
“演老人，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拍

手背’的事情。”樊光耀解释，“不知道什
么叫‘拍手背’？用一只手拍另一只手
背，拍手背比拍手掌方便，因为手
都不用翻过来。实在太简单
了。”从 $%岁起，樊光耀就开

始专业系统地学习戏剧。&(年的舞台生
涯，从果陀剧场到屏风表演班，再到赖声
川的表演工作坊，就连媳妇也是通过演戏
认识的。“做演员和唱京剧讲相声一样，都
应该从小坐科。我不会别的手艺，只会演
戏。”就连上学的时候，同学都去打工，有
的去加油站，有的去餐厅，而樊光耀会选
择周末去演戏。在这门“手艺”中，最让他
骄傲的就是演老人。
“读书的时候，同学们下课都出去玩，我
就喜欢和年纪大的老师讲话，他们也愿意
和我说。”樊光耀透露，“我特别喜欢观察老
人的神态举动，到最后这些都印在脑海里，
到我自己身上就成为了一种自然流露。”

凭手艺 演尽百态
擅长演老人的樊光耀，曾经也演过李

安的《色·戒》，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他讲相声
的视频……这些都是他的手艺而已。对樊
光耀来说，观众最大的褒奖，就是突然意识
到，“原来那个角色也是你演的！”
樊光耀问身边的北京人，知不知道“十

来岁”和“十多岁”的区别，年轻人大都摇
头。樊光耀告诉他们，前者是不到十岁，后
者是超过十岁。“我爸爸是教戏剧的老师，
小时候我在剧场里，有些演员记不住的台
词，我看两遍排练就能记住，我不敢说异
禀，至少是有天赋的。”樊光耀说，“其实我
最大的天赋是画画，我从没有专业学习过，

可是我小时候的素描水平谦虚点说在全台
北排前三，不谦虚地说就是第一。”爸爸对
他说，画画太孤独，还是选择戏剧，和剧组
一起，看一看人情冷暖，演一演世间百态。
“做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发财，也没

有想过成名。我一直记得爸爸告诉我，应该
多感受生活，多交朋友，去看更宽阔的世
界。”樊光耀说。每次拉上大幕，关了灯光，
樊光耀总是安静地离开，“你有没有对你的
手艺负责，你骗不了自己。”

说相声 传扬文化
没错，樊光耀总是喜欢问人家“知不知

道这个词的意思，那个词的意思”。他是相
声大师吴兆南的徒弟，“其实，老师教我们
相声专业的时候不多，他更喜欢和我们聊
北京话背后的故事。”樊光耀说，“能被北京
的哥当做北京人是我的荣耀，可惜的是，现
在有好多老话都丢失了。”
有时候，在赖声川的排练厅，樊光耀看

到剧本里有“一台车”三个字的时候，便毫
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年轻人总说，‘一台
车’、‘一台飞机’……这些说法都不对啊！
老祖宗教我们的是一辆车，一架飞机……”
“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好中国话

是对别人的礼貌，”樊光耀说。“我只是个演
员，不是语言学家，但我心里住着一个语言
学家，我喜欢研究中国话背后的文化，因为
我是一个中国人。” 本报记者 吴翔

京片子折服的哥
涉丹青技艺倾城

走近舞台剧演员樊光耀

! ! ! !本报讯（记者 吴旭颖）“网购”
文化产品前，可先去“实体店”进行
产品体验。昨天，来自 !"&个居委会
的 (""多名居民代表在杨浦体育馆
考察了 &"$)年度杨浦区第一批公
共文化资源配送项目。其中，&%$家
配送单位提供了 *'+ 项“文化产
品”。现场，居民代表们纷纷为心仪
的项目“点赞”，作为后续社区线上
“点单”的“收藏”。

定海路街道十九棉居委文教干
部王文娟 )点便来到会场，逛足了
一整个上午，才慎重敲定了“点赞”
名单。她所在的十九棉社区，因上海

第十九棉纺织厂而得名，是孕育着
百年工业的老社区，居民以留守老
人和孩子为主，青年人较少。王文娟
的“点赞”就着重考虑了老人和孩子
们的兴趣爱好。去年，滑稽戏演员
“王阿姨”已经在十九棉居委演出
过，赢得了不少老人的喜爱。看了
“王阿姨”今年的新节目，王文娟捧
腹大笑，二话没说就决定为这个项
目“点赞”。随后，她又来到了“朴作”
手造的展位。这个制作手工皂和手
工口红的项目是去年杨浦区文化配
送的“销售冠军”。展方介绍：“这种
手工皂造型卡通，孩子们非常喜欢，

做完了拿回家又很实用，所以也深
得老人们的心。”
一面传统，一面现代。跨媒体艺

术展《乾隆号，下一个江南》首次进
入配送目录，就在文采会的现场吸
引了不少居民的目光。展览以全息
投影的高科技形式，把与乾隆相关
的国宝级文物演绎成卡通人物，用
一连串的非遗技艺、传统艺术讲述
一个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精彩故
事。展品“心花鹿放”别出心裁地将
扬州通草花“嫁接”在点螺工艺制成
的鹿角上。故事里出现的亭台楼阁
则全部由头发丝打造而成。

据悉，&"$'年以前，杨浦投入
公共文化配送的资金仅 !%万元。去
年，响应上海市“提升 ,%""个标准
化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
功能”的号召，配送资金增加至 ,""

多万元。今年再次翻倍，预算达到了
)'"万元，配送主体数量也从 %(家
飙升至 &$$家，涵盖文化讲座、展览
展示、文艺演出和特色活动等众多
类型，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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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开放日走进社区

“网购”文化先“点赞”
杨浦公共文化产品新年采购会昨日线下体验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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