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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缘今生缘 未了情未了情
——怀念恩师范瑞娟

章瑞虹

艺术·资讯

孟京辉、黄湘丽携手
新作《九又二分之一爱情》

《星光灿烂》：傻人为啥有傻福
本报记者 罗 群

话剧《开炉》讲述沈阳沧桑往事

天津歌舞剧院惠民演出贯穿全年

2 月 19 日，由王硕执导，周密编

剧，范伟、冯嘉怡、杨童舒等主演的电

视剧《星光灿烂》登陆荧屏。

2017 年 开 年 的 电 视 剧 市 场 ，大

IP、玄幻风格依然先声夺人，《星光灿

烂》坚守现实主义，把镜头对准从乡

村来到城市的耿星光，讲述小人物的

喜悦与辛酸，在当下的收视环境中显

得 很 别 致 ，被 观 众 形 容 为“ 一 股 清

流”，网络平台上线 3 天，点击量已逾

千万；电视播出平台天津卫视、黑龙

江卫视的收视率也很可观，在同时段

名列前茅。

由范伟饰演的耿星光脑子反应

有点慢，很多人叫他“傻光子”。但他

以美好的品质和行动打动了身边的

人 ，大 家 共 同 帮 助 耿 星 光 建 设 家

乡。“这个人物我思考了很久，从动

意到剧本脱稿，整整 10 年。”周密说，

耿星光考虑问题、处理事情的出发点

不是心机，甚至不是权衡，而是他善

良的本性，他的行动是他美好品质的

直接反映。“小聪明不是智慧，智慧的本

质是美好品质。所谓‘傻人有傻福’，其

背后的逻辑就在于单纯、善良的人更

容易收获别人的善意、帮助，也更容易

收获幸福与成功。这是我想通过这部

戏传达给观众的。”周密坦言。

这个人物最打动王硕的，则在于

他的执行力和不忘初心。“耿星光的

执 行 力 非 常 强 ，只 要 他 认 定 是 对 的

事，无论多难他都会坚持，不放弃看

似微小的理想。”王硕说，“另外，他还

有一种不忘初心的精神。世界日新

月异，但人总会有些不变的东西，譬

如基本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尺，耿星

光不论经历什么，也不论身处怎样的

环境，他的单纯善良从未改变。”

耿星光的造型非常有趣——粉

色上衣、短裤、洞洞鞋，看上去很萌很

可爱。这样的造型除了视觉上讨喜，

还凝聚着王硕更深层的考虑。“我要

让耿星光看上去像孩子，因为孩子是

不曾受过外界污染的。耿星光的服装

配色总是跳脱于环境，但是当情节发

展到耿星光用爱温暖抑郁症小朋友

时，画面将变得非常和谐。”王硕说。

王硕在演员的选择和调度上很用

心，不以天价片酬邀请巨星，而是以贴

近角色为准。他邀请了实力派演员鲁

园、郑天庸分别饰演对耿星光来说有

着精神导师意义的两个角色——三

奶奶、何师傅。“这两位演员都是精瘦

的，看起来仙风道骨，形象气质与角

色很贴合，我也想用演员身材的瘦，

来暗指角色的品质在世俗偏见中的

弱小，进而反衬他们精神的强大。”

同 时 ，王 硕 要 求 年 过 五 旬 的 范 伟 找

到 5 岁孩子的眼神、状态，诠释出角

色 的 内 心 世 界 。 从《星 光 灿 烂》每

集 结 尾 的 观 众 采 访 来 看 ，大 部 分 观

众 感 受 到 了 耿 星 光 的 大 智 若 愚 ，感

受 到 了 作 品 所 传 达 的 正 能 量 ，这 让

主创感到欣慰。

在去年的上海电视节上，参与角

逐白玉兰奖的电视剧中，现实题材的

作品仅占 20%，电视剧单元评委会主

席张国立感慨，对现实的观照不够，

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的失职。而在

为数不多的现实题材作品中，农村题

材或涉及农村的作品更少而又少，与

中 国 庞 大 的 农 民 数 量 极 不 成 比 例 。

王硕分析，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

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播出平台往往

不够“高大上”，收购价不高，也很难

做到 IP 剧那般网台联动、快速获利，

因此也就比较难获得投资。

“电视剧是商品，当然要考虑市

场，但是创作者更要有责任感。有些

主旋律作品观众不喜欢，主要问题在

于创作者没有拍好。用诚挚的态度

挖掘现实生活，再加上精良的制作，

不可能没人看。”王硕的这番话，正是

主创团队对《星光灿烂》的期许。

2 月 17 日中午，我前一天晚上刚

从 欧 洲 演 出 回 到 上 海 ，还 没 倒 过 时

差，睡梦中接到电话，告诉我——著

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范派”艺术

创始人范瑞娟去世了！虽然从去年

12 月进重症监护室后，恩师的情况就

一直不太好，但突然听到噩耗，我还

是一下子懵了。

我和范老师是真的有缘。如果

没有范老师，也就不会有今天舞台上

的越剧小生章瑞虹。

30 多年前，我进入台州越剧团之

初学的是花旦。因为团部设在台州

影剧院里，不练功的时候，我就和同

学一起去剧院看电影。就在那里，我

看 到 了 范 老 师 的《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 第 一 次 遇 见 范 老 师 的 舞 台 形

象，我就爱上了。我诧异，一个女子

怎么可以将一个男性演绎得那么动

人——让人爱惜、让人同情。就这样

着了魔，连着几个晚上，我梦里都是

梁山伯的影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

暗下决心——改学小生。1982 年浙

江省戏曲小百花会演时，我带着《梁

祝·楼台会》参赛，获得小百花奖，这也

是我在越剧舞台上获得的第一个奖。

那时候，我对于范老师还只是单

纯的敬仰，甚至从来不敢去想有一天

真的能和范老师相识。但是，命运还

是眷顾我的。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很

快 也 成 了 小 生 中 的 重 点 培 养 对 象 ，

1983 年，我被剧团送到浙江省艺校培

训班学习。毕业汇报演出时，范老师

和傅全香老师在演出结束后来后台

看我们。第一次与范老师见面，我当

然是兴奋不已，但奇怪的是，我竟然

一点都不害怕，因为眼前的范老师让

我感觉那么和蔼，就好像家里的长辈

一样。是的，范老师给人就是这样亲

切的感觉，对同事、对学生、对戏迷都是

这样。她一直对我们说，观众是演员

的衣食父母，要我们常怀感恩之情。

一面之缘后，我有幸来到上海，

先是在上海市戏曲学校学习，并正式

拜在了范老师门下。那段日子，学戏

虽 然 艰 苦 ，却 是 我 人 生 最 快 乐 的 日

子。除了在学校给我们上课之外，到

了周末，范老师还会把我带回家里开

小灶。不但在家里给我说戏，天气好

的时候，她还会把我带到离家不远的

静安宾馆，在大草坪上教我舞剑、扇

子的运用，还带着我一起跑《回十八》

的圆场。范老师喜欢拍照，有时候，

她会特地请人来给我们拍练功照，往

往一个动作拍好多遍，冲印出来后，

对着照片告诉我哪里做得还不够。

晚上我也住在范老师家，她还特

地为我准备了一张床。睡前的必修

课是两人坐在床上将白天的戏过一

遍，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了。

记忆中，范老师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晚上经常要起夜，而那时的我年轻贪

睡。为了不吵醒我，范老师半夜起身

总是轻手轻脚，有时候她也会开玩笑

地说：“就好像做贼一样。”现在回想

起来，我依旧感动不已。

那时候的我，就好像范老师的小

尾巴，走到哪里都跟进跟出。范老师

经常带我去看戏、看电影，报纸上看

到好文章，她也要细心剪下来，留着

让我读。好多人都说，我就像范老师

的小女儿一样。

然 而 ，像 妈 妈 一 样 慈 爱 的 范 老

师 ，也 有 不 近 人 情 的 时 候 。 有 一 件

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我在戏校学习

的时候，有一个远房阿姨家在上海，

离范老师家不远。一年夏天，乡下亲

戚送来许多西瓜，阿姨让我拿几个带

给范老师。那天，我一共拿了 6 个小

西瓜。当我敲开范老师家门时，范老

师一眼看见我手里的西瓜，脸马上黑

了下来，连家门都没让我进，说：“你

把西瓜拿回去，再回来上课，不然，就

不用进来了。”我一再和范老师解释，

西瓜是乡下亲戚带来的，不是买的，

我一个人也拿不回去。范老师家的

阿姨也在一旁帮我说情，可是，平时

最疼我的范老师却丝毫不为所动，只

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拿回去，你是知

道我的规矩的。”最后，我只好含着眼

泪把装在尼龙网线袋里的西瓜连拎

带拖地拿回阿姨家。那次以后，我再

也不敢给范老师“送礼”了。

我从 1985 年到上海，转眼已经有

32 年了。30 多年来，我和范老师在一

起 的 时 间 ，比 和 自 己 母 亲 在 一 起 还

多，老师也确实就像妈妈一样。踏上

越剧舞台这么多年，我的艺术生涯有

高峰也有低谷，但无论什么时候，范

老师总在一旁默默地支持我。记得

来上海后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我演的

是《打金枝》。没想到上海的观众那

么热情，我刚一出场，台下就是一片

掌声和叫好声。当时我一下子被吓

傻 了 ，按 照 剧 情 应 该 要 一 脚 踢 掉 垫

子，我却踢偏了；乐队的声音也被掌

声淹没了，我的第一句唱完全没唱在

板上。下台之后，我沮丧极了，心想

第一次登台就出了这么大洋相，可能

要被范老师骂死了。没想到范老师

反过来安慰我，她对我说：“你对上海

的舞台不熟悉，不怪你。我第一次登

台 ，看 到 台 下 乌 泱 泱 的 人 ，也 吓 坏

了。你要大胆、要自信，还记得你第

一 次 来 上 海 ，在 我 和 袁 老 师 前 面 唱

《梁 祝》吗 ？ 那 时 候 你 就 很 有 自 信

啊！”范老师的话一下子打消了我的

顾虑。不过她又说：“这次失误可以

理解，但以后不能犯错了。”这句话，

我也牢牢记在了心里。

后来，拍电视剧《梁祝》时，同时

拍摄了经典版和青年版，也是范老师

建议，让还在戏校念书、从没有演过

全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我担纲青

年版梁山伯。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冒

着 很 大 风 险 的 ，范 老 师 一 边 要 自 己

拍 ，还 要 一 个 个 动 作 地 教 我 。 有 一

次，我拉肚子不舒服，但那天还有拍

摄任务，范老师看我难受的样子，对

我说：“你好好在旅馆休息，今天这场

戏梁山伯没有正面，我替你拍掉。”就

这样，范老师做了我的“替身”，如今

观众看到的《访祝》那一场中的梁山

伯背影，其实是范老师替我演的。

从戏校毕业进入上海越剧院红

楼团，我有整整 7 年没有排过新戏。

那段时间，范老师比我还着急，她到

处为我呼吁：“这是上海花了大力气

引进的人才，怎么能这么浪费？”有一

次，她很难过地对我说：“早知道这

样，我情愿你留在台州，至少可以一

直有戏演。”

1997 年，我等到了属于自己的第

一部新编戏《风雪渔樵》，当时范老师

比我还要激动。

2000 年，我排《梅龙镇》，她听说

我为了戏里最后一段表演在苦练毛

笔字，特别高兴，对我说：“演员就是

要多学点不同门类的东西，老师小时

候家里穷，念不起书，你们条件好了，

一定要学好。”

2005 年，我排《青衫·红袍》。其

中第一折《剔目》，郑元和这个角色是

范老师创造的经典人物，我在《青衫·
红袍》中的演绎和范老师有所不同，一

开始还担心范老师有意见，没想到范

老师看了我的演出后高兴地说：“你的

郑元和虽然和我不一样，但是有特色，

很好，就是要有自己的东西。”范老师还

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学的时

候要学得像，可是学像以后要有自己

的创造。你们一定要比我出色，如果

都不如我，‘范派’也就完了。”

2009 年，我排《秋色渐浓》，这是

我第一次演现代戏，心里有些没底。

范老师给我打气：“演员就是要敢于挑

战不同的角色，老师还一直想演李秀

成呢！”遗憾的是，因为身体原因，范老

师没能看到我这出戏的舞台演出。

最近几年，范老师的身体时好时

坏，但是每次只要我去看她，她都会

像孩子一样高兴。而我呢，每次排新

戏，或者要做什么决定，都要去问问

老师的意见。其实我内心也知道，范

老师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她也未必能替

我拿主意。但只要她拉着我的手说好、

看着她眼中的笑意，我就有信心了。

在我心中，范老师和自己的妈妈

没有两样。这两天，我的脑子一直很

乱，和范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像走马

灯一样从脑中闪过。想看范老师生

前的影像，又不敢看，只要一看，眼泪

就止不住地流。前两天，我在网上看

到 范 老 师 1994 年 拍 摄 的《沈 园 绝

唱》。范老师演陆游，那一年她已 70

岁，我饰演她的孙辈李春。全剧的最

后，她将一个钗盒交到我手里，最后

一 句 唱 词 是“我 将 这 钗 盒 子 孙 代 代

传”。那一瞬间，我不敢确认，这是不

是一种冥冥中的命定。范老师用这

种方式，提醒我们要把艺术一代代传

下去。

而 今 ，范 老 师 虽 然 离 我 们 而 去

了，可是，她留下的那些角色、她的音

容笑貌及艺德人品却不会离我们而

去。我知道，作为学生，我们肩上更

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将“范派”艺术

传承好。

范老师，您一路走好，如果有下

辈子，我还要做您的学生。

本报讯 （记者张婷）活力天

津·扬帆起航——天津歌舞剧院

2017 年文化惠民演出年近日拉开

序幕。据了解，该院全年将推出

涵盖歌剧、舞剧、交响音乐会、民

族舞蹈、芭蕾舞等多个艺术门类

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演出。

2016 年，天津歌舞剧院在舞

台艺术创作上硕果累累，推出古

典芭蕾舞剧《葛蓓莉亚》、经典民

族歌剧《党的女儿》、原创当代舞

剧《人民音乐家》等大型剧目；圆

满完成了“天津市 2016 年春节军

民联欢晚会”“2016 天津夏季达沃

斯论坛文化之夜”“天津市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等天津市

重大演出活动。同时，剧院积极

推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受文化

部委派，出访了英国、格鲁吉亚、

毛里求斯、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演

出 30 余场，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

出了贡献。此外，剧院高度重视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2016 年全年

演出场次高达 300 余场，为观众送

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获得广泛

赞誉。

2017 年，天津歌舞剧院以文

化惠民演出年为主线，推动原创

当代舞剧《人民音乐家》和音乐剧

《县委书记》两个剧目的提升，并

创排原创芭蕾舞剧《海河红帆》、

歌剧《爱之甘醇》、音乐会版歌剧

《图兰朵》等大型剧目。

此外，天津歌舞剧院依托下

设的歌剧团、歌舞团、民族乐团、

芭蕾舞团 4 个演出团，在各个团主

打的“走进歌剧”“世界经典名曲”

“周 日 音 乐 下 午 茶 ”“名 家 名 曲 ”

“聆听国乐”“影视金曲”“芭蕾精

品晚会”等系列中，还将推出一系

列高水准的演出。

本报讯 （记者刘淼）由先锋

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黄湘丽主

演 的 独 角 戏《九 又 二 分 之 一 爱

情》将 于 3 月 16 日 至 4 月 2 日 在

北 京 蜂 巢 剧 场 首 演 。 该 剧 也 是

黄 湘 丽 继《一 个 陌 生 女 人 的 来

信》《你 好 ，忧 愁》之 后 的 又 一 部

全新独角戏。

在 2015 年末上演的《你好，忧

愁》中，黄湘丽一个人演绎了 5 个

角色，而《九又二分之一爱情》将

是一次全新的冒险。据孟京辉介

绍，此次的创作将不呈现一个完

整的剧本或小说，而是取材于发

生在中国南方的真实复仇故事，

再结合《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

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等文学巨著，重塑文本结

构，讲述一个现代社会的“公主复

仇记”。而黄湘丽将在舞台上驾

驭 10 个角色，并在其中展现她的

喜剧表演天赋。

本报讯 （驻辽宁记者毛琦）

从 2 月 21 日到 26 日，由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全新创作的话剧《开炉》

在辽宁中华剧场连演 6 天。该剧

作为 2016 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于鸡年春节前排演完成并演

出两场。此次《开炉》再次上演，

以惠民演出的低票价倾情为沈阳

观众演出。

《开炉》是辽艺优秀剧目《祖

传秘方》的姊妹篇，聚集了以辽宁

人艺为主体的顶尖创作团队，由

孙浩编剧，知名话剧表演艺术家

宋国锋执导。该剧以抗战时期日

寇统治下的沈阳老北市场真实生

活为背景，讲述老字号“义和盛”

铁匠铺三兄弟的悲欢离合、爱恨

情仇以及抗日故事。《开炉》延续

了辽艺一贯的“关东演剧学派”特

点，演出风格大开大合，人物性格

鲜明豪迈。沈阳观众看《开炉》更

是别有一番亲切的感觉，剧中融

入了当地民间文化中的相声、二

人转、东北大鼓、京剧、评剧等元

素，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地名和

大量的东北方言、歇后语，使这部

剧更接地气、更贴近生活。

孙浩介绍，《开炉》演绎了特

殊历史时期国人觉醒、奋进的心

路历程，寓意中华民族精神之火

的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为排演

好 此 剧 ，辽 艺 多 次 邀 请 专 家 论

证，前后 12 次修改剧本，力争再

创精品。

本报讯 （记者罗群）近日，

由北京“树屋空间”主办的华海镜

新春小品画展在京举办。

此次展览共展出华海镜数十幅

小品画，融古典韵味与当代审美特

征于一体。华海镜早年对于传统题

材——四君子、岁寒三友等着意刻

画，手法娴熟，后来致力于实地写

生，以大地为画案，作大画，追求

信息量与能量的最大化，题材也

跳跃到古树怪石、名山大川。现

又重新描绘传统题材，更显举重

若轻，构图饱满、笔墨淋漓畅达。

华海镜，浙江海宁人，先后深

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和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现任浙江农

林大学美术研究所所长、艺术设

计学院教授，曾在美国旧金山，中

国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多地

举办个人书画展。

华海镜新春小品画展举办

◀ 范瑞娟（左）、章瑞虹（右）师生唯一一次同台演出，演的是电视戏曲片《沈园绝唱》。

▲ 范瑞娟（左）给章瑞虹（右）亲自示范，一招一式毫不含糊。

天津歌舞剧院大型民族音乐会《连年有余》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