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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罗晨雪的丈夫贾喆也是上海昆剧团

的演员! 他是武生!"昆曲对我们来说!既

是工作!也是生活# $

在昆曲舞台上!尽管闺门旦和武生同

台的机会寥寥!但是夫妻俩还是会互相帮

助# 不久前!罗晨雪正在排练厅一个人加

练!她有点焦虑!因为要在台上演一段武

戏#这时!贾喆来了!他反反复复帮助罗晨

雪练习"打把子$!不断纠正她的动作#"他

的武打底子好!我的唱念强一点#$罗晨雪

有时候在回家的路上也会"帮帮$贾喆#

"我们的生活几乎就是两点一线!团

里和家里# 他是每天都要练功的!要知道

武行三天不练功!观众就能看出来# $

也许在张静娴家里!感受到了柴米油

盐中的恩爱# 生活里!贾喆和罗晨雪也跟

所有的夫妻一样!一起买买菜!一起做做

饭!"我们定好了谁有空谁做饭# 要说厨

艺!还是老公的好一点# $

吴翔

30位青年文艺家入选新一轮培
养计划，是继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颁发给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之后上海
文艺人才梯队建设的触发器。今起，
本报将以人物速写的方式，展现上海
文艺后备力量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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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年华
诞，上海户外地标媒体———浦东陆家嘴“外滩
之窗”璀璨亮灯，光芒四射，夜空中，陆家嘴地
区最醒目的户外屏幕之一花旗银行外屏被国
旗色的红黄书法点亮。
代表上海书法界的五位书法名家，分别用

正、草、隶、篆、行五种书法字体书写巨幅“祖国
万岁”#见图$，与外滩的观光游客们同贺国庆。

四尺宣纸放大!"""倍
在昨晚的显示屏展示面积约 %""" 平方

米，每个字约占 &'""平方米，几乎是将四尺整
张的宣纸（近 !平方米）放大了整整 %"""倍。
上海五位著名书法家韩天衡、张森、王伟平、周
志高和丁申阳分别用正、草、隶、篆、行五种书
法字体创作五件作品。和电脑印刷体不同，书
法家们的落款和钤印同时还原，体现出鲜明的
艺术个性。
“祖国万岁”大型书法灯光秀点亮活动由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提出创
意，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外滩之窗
联合推出的特别策划。

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为大屏呈现
出的视觉冲击力点赞：“我们书法家的字体，还
从来没有放大到这样的尺寸，这刷新了纪录；
陆家嘴建筑的外屏上也从没进行过书法展示，

以天地为展厅，以灯光为笔墨，还原了书法家
的书写痕迹，这是上海的创新之举。‘祖国万
岁’大型书法灯光秀代表着上海书法界们为祖
国献上的礼赞，笔墨立于天地，这份意义非同
一般。”

书法与科技完美融合
灯光秀突破了以往美术字的呈现，以“祖

国万岁”为书写内容，在高 &()米、宽 ()米的
“卷轴”上，随着灯光秀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正
草隶篆行五种书体，逐一展现，尽显书法艺术
博大精深之美韵。此次灯光秀打破惯常平面飘
动闪现的做法，还原书法创作节奏，呈现整个
书法创作的过程，在技术上是一大突破。

提供技术支持的滨江星传媒董事长李定
真告诉记者，这次用了动态捕捉技术记录下艺
术家的书写过程，再把书写创作的过程在大屏
上还原，每次书写有 )"秒的展示时间。在外
滩，用新媒体技术为祖国庆祝生日，同时普及
书法这一门底蕴非凡的传统文化。

昨晚亮灯期间，市民游客们纷纷驻足拍
摄，同框捕捉壮观的书法灯光和东方明珠等陆
家嘴标志建筑群，并分享给亲朋好友。

从昨日起每晚 %时到 &&时，“祖国万岁”
的书法，将在这块屏幕上循环展示 )"次，延
续 &个月时间。外滩 ) 公里沿江路段（从福
州路到老码头），以及浦西的许多高楼上都可
以看到这一景观。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书法放大6000倍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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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就在节前，罗晨雪（见图）在
上昆排练厅收到了一张小纸条，
面对纸条上的问号和惊叹号，她
诚惶诚恐，甚至有些手足无措。递
给罗晨雪这张纸条的是她的老师
张静娴，老师每次看她演出和排
练都会带上一个小本子，把看到
的问题都记下来，“这是老师教学
的一部分，一般会在最初教戏的时
候，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我。”罗晨
雪说，“在掌握到一定程度之后，老
师更喜欢用这种方法让我们思考，
便于我们复习。”

隔着荧屏学艺
说起罗晨雪和张静娴这对师

徒的缘分，也挺有意思。一开始，
罗晨雪还是对着荧屏学艺。“我
依然保存着第一张（张静娴）老
师的光盘。”罗晨雪说。那会儿罗
晨雪 &&岁，刚刚考入江苏戏校
准备学昆曲，为了让她对昆曲有
点感性认识，爸爸妈妈给她带回
了一堆昆曲的录像，“其中大部
分都是上昆的作品，这其中我最
难忘的就是张老师在台湾地区
演出的全本《玉簪记》，只一遍，
我就喜欢上了张老师的表演，并
对照着模仿，现在我已经不记得
看了多少遍。”

)""* 年的暑
假，罗晨雪在莲花
路的排练厅里，第
一次见到了

张静娴，带着忐忑和激动，罗晨雪
在老师面前第一次表演。学习结
束后，张静娴在班上选出了罗晨
雪，作为唯一的汇报演出演员上
台表演。“那一次老师对我业务上
的肯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再
后来就是 )"&)年，作为上海昆剧
团史上第一个从外地引进的艺术
人才，罗晨雪从南京来到上海，终
于拜在了张静娴的门下。

学艺先学做人
拜师自然是要学艺，学艺还

是要先学做人。除了在团里学戏，
老师也会把罗晨雪带回家里“开
小灶”。到了家里，张静娴总是让
罗晨雪先自己巩固一下，自己走
进厨房把买来的菜洗干净，一切
收拾准备妥当后，叫来老公下厨，
再转身，从慈母又成了老师，教罗
晨雪唱念一番，“我最喜欢老师家
的烩海参和腌笃鲜！”罗晨雪说，
“当年结婚的消息，我也是第一个
告诉了老师。”

!年了，罗晨雪在上海，拜师
学艺，立业成家。在老师的身边，
罗晨雪学会的岂止是昆曲的技
艺，上海的浓油赤酱和生活细节，
就像春天的风和秋天的叶，各自
精彩，妙不可言。此番入选第七届
上海“文学与艺术奖”培养计划，
罗晨雪也将继续把老师教会自己
的艺术和做人的理念继续传承，
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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