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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 吴旭颖）近
!""幅黑白的老照
片围绕着“上海与
江南文化”的主题，
昨天起在长宁民俗
文化中心展出，诉
说着这座城市从江
南水乡到现代都市
的文化变迁，学者
们还就长三角江南
文化与上海城市发
展的主题进行了研
讨并认为，江南文
化的精神特质可以
概括为刚健、深厚、
温馨、灵秀。
图片展示的江

南不同于寻常印象
中的风花雪月，而
是凝聚在上海人衣
食住行之中的江南
文化，在点点滴滴
的细节之中展露出
刚健与灵秀并举的
精神特点。从采桑
女到码头工人，从
“缝穷婆”到理发
摊，勤劳是融进上
海人骨血里的特
征。看完他们，再看
如今浦江两岸林立
的高楼，唤醒了许
多上海人心底潜藏
的澎湃热血。
各式各样的移

民，成了图片展镜
头下的一大焦点。
一张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南京路街景
里，白色的墙上写
着大大的“闽广洋
塘 浙宁茶食”字
样，沿街店铺售卖
着来自不同地域的
特色食品，车水马
龙，顾客繁多。各式
各样的生活方式，
交织成为了上海人
的生活。

#$%!年，上海
街头出现了第一位

穿西装的男子，随后与中国传统服饰逐渐融
合，孕育出了后来流行一时的中山装。一张照
片记录了清末开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锦汇协锠呢绒西服店，
这就是第一件中山装的卖家。就在这张照片
旁，一家洋货店的内景也显得生动鲜活。有观
众对着琳琅满目的柜台笑称，“这就是当年的
‘进博会’了！”

上海城市精神中有江南文化的血脉与基
因，尽管上海历经近代一百多年沧海桑田的
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江南文化的底蕴无
论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
家角镇的水乡街巷，还是松江醉白池经典的
江南古典园林中都能寻觅到踪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胡晓明认为，
江南文化的刚健有很强的生命韧性。比如卧
薪尝胆，大禹治水。刚健还有一个含义，就是
富有创造性，不断地向前追、向上走，因此，江
南是中国文化最有创造力的地方，江南的经
济奇迹正是创造力的表现。根据《清代科举考
试述录》的统计，!&&多年间，江苏共出状元
等 #$'人，浙江共出状元等 #(%人，两省相加
人数为 (!#人。“江南人因水而与众不同。他
们因柔性而仁爱，因清澈而清明，因平澹而内
敛，因流动而交流，因流动而自由，因流动而
多样、灵敏，因凝聚而廉贞。这个地方特别有
灵性，它与水的清明、内敛、流动、多样是分不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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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上海广播合唱团前团长张正宜的
老年声乐教育的拓荒之旅进入了第 ()个年
头。昨天，百余位学员专门为她八十岁的生
日，在黄浦剧场开了一场名为“聆听岁月，感
怀今朝”的演唱会。当台上响起《我为老师唱
支歌》的旋律时，两个静安老年大学声乐班共
#'&余位合唱团团员白发红裙，在张正宜老
师的领唱下齐声唱道“敬爱的老师啊，我要为
您唱支歌，鬓发如霜，热情似火……”这仿佛
就是张正宜老师的真实写照!见上图"。

亦师亦友
张正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歌坛著

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一曲《红杉树》更让她
声名远扬至大洋彼岸，“含情而不过，微笑又
蓄真。嗓音也堪佳，举止有余音”。这是一位老
作曲家听了张正宜演唱后所赋的四句诗。()

年前，张正宜从舞台上毅然退下，选择了给静
安老年大学声乐班上课：“我要让大家都会
唱。”参加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学员基本都是从
零基础学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站在讲
台上讲课的老师，参加声乐班之前的发声自
然是“业余”的。“唱歌不就是用嗓子来唱的
吗？用气息唱，怎么唱啊？”面对学生的提问，
张正宜总是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来引导他们
入门。“就好像你搬一架钢琴，很重，你就会屏
一下气，腰部会一紧，一股气会涌上来。这就
是唱歌的用气。”在她的专业指导下，班上学
员们进步很快，歌唱成绩显著提高。

学员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在课堂上，
张正宜是“严师”，课堂外是“益友”，年龄相
差不多，许多时候，师生之间的感情更似亲
朋。毕竟年近八旬，几年前，张正宜的膝盖突
然红肿并有积水，痛得难以行走。当她不顾
疼痛，依然从闵行区赶到静安区上课，拄着
拐杖出现在课堂上，全体学员起立向她鼓掌
致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教‘老学生’唱

歌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纠正他们的发声、音
准，我享受到的是远胜于舞台上的温暖和欢
乐。”张正宜说。

美好年华
这些参加合唱表演的静安区老年大学声

乐班的学员，平均年龄几乎达到 %&岁，跟着
张老师学习声乐已达八年之久的秦曾娴也年
近八旬了，但是，在台上歌唱时风采焕然，张
正宜依然保持着舞台上的习惯，不认真化好
一个完整的妆容，坚决躲开照相机的镜头。用
张正宜的话来说，“$&岁不算什么，一唱歌，
声音就像小姑娘一样好听，就变成 *"岁了”。

()年来，张正宜的学员们有些陆陆续续
地因为年龄原因身体原因退出了合唱团，她
仍然站在台前，活跃在声乐教育的三尺讲台
上，带领着大家高歌，“一生很短，短得来不及
享用美好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张正宜的
美好年华，更多地洋溢在与同好者共同的歌
声里。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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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学生唱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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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师听
一位拓荒老年声乐教育 !"年的歌唱家

! ! ! !如果不说濮存昕的年龄，可能观众根
本不会想到他已经 *)岁了。昨晚濮存昕和
他的好友一起亮相上海大剧院，为上海观众带
来了一台“听见美———濮哥读美文朗诵会”。

致敬前辈
濮存昕开场便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

!见图"。他说：“我一直很喜欢高尔基的《海
燕》，我当年考人艺的时候就模仿了董行佶的
这段朗诵，所以这么多年我再次朗诵《海燕》，
也是向我的前辈艺术家们致敬。”

而他朗诵的另外两篇《哈姆雷特》片段以
及《琵琶行》，则是受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的
影响。+,$+年，当他第一次听到孙道临配音的
《王子复仇记》时，他不禁问自己是不是不配做
这行，他一下子就被孙道临吸引了，这水平实
在是太高了，自己是学不到的。从那时开始，孙
道临的配音就成为激励濮存昕的榜样。后来，
濮存昕也演了哈姆雷特，下个月他还将在大剧
院演话剧《哈姆雷特》里的国王。

昨晚，%% 岁的播音艺术家姚锡娟一人分
饰多角再现了《红楼梦》的魅力。见到敬仰已久
的前辈，濮存昕化身好学的学生，站在侧幕静
静地听着。他说：“姚锡娟老师这把年纪了，真
的是宝贝，大家伙应该多多听。”

辅导学生
今年，濮存昕在上海有了一个新身份，成为

了上海戏剧学院 !"+%级表演系西藏班同学

们的导师。昨晚演出前，濮存昕刚刚在上戏
给同学们上了一个星期的表演工作坊，而这
群幸运的学生们昨晚也受邀上台，朗诵了两首
毛泽东诗词，载歌载舞，展现着民族风情。

藏区的学生身上与生俱来的质朴感染着
濮存昕，在濮存昕给他们排话剧《地质师》的时
候感触尤为强烈，他们特别像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知识分子，打起背包就能出发，这种神韵城
市里的孩子是演不出来的。濮存昕说，刚开始接
触这群学生时，发现他们的语言能力不太好，但
入校后他们进步非常快。他表示：“上海真的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特别期待着在 !年后他
们毕业汇报的时候，再请上海观众看他们展示
学习成果和在上海的进步。”

重新学习
小学毕业之后就下乡的濮存昕，在年轻的

时候并未有多少机会学习，当他能够静下心来
读些书、多接触一些知识的时候，已经是 ')岁
以后了。那时的他奖拿了不少，名声地位也都
有了，但他心里明白，时间是浪费不起的，于
是，他重新学习基本功，健身的习惯也是从那
时养成的。
在快要告别舞台的年纪，濮存昕希望自己

能成为像父亲苏民、前辈于是之那样的人，每
走一步，他总是会问自己一句：这样做对吗？关
于名，关于利，关于人生，千百年前的中国人已
经全都说透了。回归传统文化，可以帮人们照
亮后半段的人生路。 本报记者 赵玥

濮存昕谈回归传统文化

可以帮助人们照亮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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