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87版
《红楼梦》中饰演贾宝玉的欧阳
奋强至今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
经典作品。“真的”，他笑着说。
这么多年，他听过无数人将他
唤作“宝玉哥哥”，也因为这个
角色家喻户晓，但这些都无法
改变他对表演的不自信，“我真
不敢看，越是经典越不敢直视，
我怕自己挑出毛病后会遗憾”。

不过，“不看自己作品”的
惯例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上
映后被打破。作为近五年豆瓣
评分最高的国产喜剧，该片用
黑色幽默的方式讽刺了职场乱
象，欧阳奋强饰演的董事长统
筹全局，为打工族主持公道。

不自信的内心表达，其实
伴随了欧阳奋强很长一段人
生。因为饰演贾宝玉等角色，他
才找到通过作品实现自我的路
径。无奈，87版《红楼梦》及剧
中的贾宝玉太过经典，让他很难
有机会超越。巅峰期，他选择退
居幕后，学习导演专业，只偶尔
客串一些作品，过过戏瘾。
“这么多年，观众给了我们

莫大的支持。”《年会不能停！》
首映见面会上，欧阳奋强听到
有人喊“贾宝玉”时很意外，他
没想到这个角色还能影响到年
轻一代观众，“原来大家都还记
得，那我也更有底气将红楼文
化继续推广下去。到了我这个
年纪没什么追求，只希望自己
每天都过得充实。

我的表演，是大家教会的

欧阳奋强至今仍在自嘲，
“《红楼梦》里演得最差的就是
我”。他似乎不太明白“缔造
者”的含义，也未从扮演贾宝玉
的经历上获得自信。

出演完贾宝玉后，欧阳奋
强转战幕后，更多以导演和制
作人的身份出现在片场，偶尔
会去客串几个角色，电影《年会

不能停！》
里的董事
长算是他

近年来出演过的较重要的角
色。他说演起来“一点儿都不
轻松”，“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背
词就是最大的障碍，特怕背不
好影响进度。我最大的问题就
是笨，最大的优点是笨鸟先飞。
所以演董事长时我每天都在房
间里走来走去，翻来覆去地念
（台词），然后录下来反复地琢
磨，再与工作人员不断对戏……”
《年会不能停！》杀青时，也

是入行四十年的欧阳奋强第一
次收到导演的鲜花。他实在控
制不住，掉了眼泪。“演戏不是
手到擒来的”，他说，需要投入

更多气力去“折腾”。“我一直认
为我的表演是大家教会的，这
些年我在监视器前看了很多演
员的表演，有表演艺术家，也有
年轻演员，让我形成了自己的
表演风格和态度，去追求一种
烟火气的呈现，最好让观众看
不出是在表演。自然流露、与
人共情，这也是我追求的。”
万人空巷时，我最希望大家

把我忘掉

尽管他一直认为能出演贾
宝玉是机缘巧合，当时在其他

演员都已确定的情况下，谁来
饰演贾宝玉始终没有头绪。很
多人都不看好他，至于他自己
更是没有自信。好在王扶林导
演很会启发演员，他让欧阳奋
强放下书本，去玩，去找感觉，
“导演就说，你可以恶作剧，可
以整任何人，被整的人都不能
告状，还要整精致的恶作剧。
他其实就是让我放开，我也逐
渐找对了表演的路子，这全要
归功于导演。”尽管欧阳奋强总
将成果归功于他人，但不可否
认的是他对角色的付出和努
力。定妆时，化妆师觉得他的

两腮很大，问他愿不愿意整
容。为了在容貌上更接近原
著，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以至
于现在他的下巴成了“天气预
报”，每逢下雨就会痒。对这些
曾经的选择，他说一点儿都不
后悔。

但该剧播出后，欧阳奋强
却从没完整地看过这部经典之
作，因为心中的不自信，他害怕
直面自己的表演。他坦言，万
人空巷时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
家把他忘掉。

红楼一家亲，他们只是换

了种方式陪伴

不过这些年，观众的“念旧
情”也多少改变了欧阳奋强，他
开始慢慢释然，并享受到了这
个角色带来的幸福感。

这些年，欧阳奋强一直致
力于红楼剧组的重聚，无论是
音乐会还是纪念日，他说，这么
多年了大家都没放下：“做这些
事是发自内心的，包括外界、观
众对这个版本创作的重视。到
今天，仍有那么多人忘不了这
部作品，那么多剧迷，包括90
后、00后还在关注它、喜欢它。

沾作品的光，我们走到哪里都
会得到大家的尊重，87版似乎
是永不过时的话题，你说这样
的耳濡目染怎么忘掉？你想忘
都忘不掉！它不仅仅是个影视
作品，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
象，代表大家的青春和回忆。”

偶尔，见到故人，听到经典
的《红楼梦》插曲，他也会潸然
泪下，想起曾经一起拍戏的朋
友，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他
说，每年追思会都会悼念饰演
林黛玉的陈晓旭，但也只能把
思念刻在心里：“晓旭把《红楼
梦》的书吃得最透，对林黛玉的
诠释和理解最深、最细，那个时
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买卷
135的胶卷，借个相机，骑着自
行车到处拍照。交流最多的就
是看什么书，以书会友。她会
写诗给爱人，我是第一个读者，
帮她鉴定一下写得如何……”

每当提起往昔，欧阳奋强
的语气中都透露着一丝温
暖，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不
断地纪念，“我们总说‘红楼一
家亲’，离开我们的家人只是换
了种形式和我们在一起。我们
非常想念他们。”

周慧晓婉（摘自《新京报》）

欧阳奋强
享受到了角色带来的幸福感

责任编辑：周 岩 副刊专刊部电话：23602884

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23文摘

人 物

今年是龙年，是京剧名净
尚长荣先生的本命年。二十多
年前，尚长荣曾挥毫书录东汉
张衡《应问》名言“君子不患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
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以此
告诫勉励自省。这几年来，他以
此为信条，正把自己一辈子对艺
术的眷恋和理解，倾注到个人
口述史的整理修改之中……
做一个不傲视也不卑琐的人

1940年，庚辰龙年，一个胖
乎乎的男娃出生在了一个梨园
世家。1945年腊月二十，这个
刚满五岁虎头虎脑的娃娃，跟
着名角儿的父亲登上京城有名
的三庆戏院的大戏台子。这个
愣娃饰演的是《四郎探母》里的
小杨宗保。直到今天，这个娃
儿隔着遥远的岁月还清晰记
得，那晚台下观众扔来的糖果、
荷包，父辈奖励他的冰镇橘子
水儿。

尚长荣的父亲是四大名旦
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中国文化
特别重视师承和家风。尚小云
治家、治艺、治学极为严格。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严父的身
传言教，使长荣很小就懂得虽
然自己出身名门名家，但绝不
能去做纨绔子弟。要学正经的
东西，只有吃苦。他五岁上台，
十岁正式学花脸。在学艺的道
路上，他先后转益多师，最后拜
在一代名家侯喜瑞的门下。同
时，长荣从他父亲那儿又潜移
默化承继到了一种不拘门派、
厚积薄发的文化精神。话剧、
电影、小说、音乐，凡对演戏有
启发的东西，他几乎是来者不
拒。这使他在艺术上特别聪明
早慧。他演的角色，总是透着
一股子他独有的鲜活和灵性。
就在他艺术精进、趋于成熟的
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像

粗暴的不协和音程打断了他艺
术成长的美妙乐章。那十年，
长荣没有登台唱戏。他修自行
车、拉黄鱼车，颠沛流离，没有
了鲜花、掌声、喝彩，但他体会
到了世态炎凉、饱尝了酸甜苦
辣，懂得了什么是社会，什么是
生活。几十年后，他坐在我对
面，冷静而淡然地告诉我，那十
年他有酸楚有苦涩，也有来自
人民无私关切的温暖，更历练
了他面对重压的坚强。生活培
养了他既不傲视也不卑琐的人
生态度。长荣日后为人处世与
从艺的那种自信而不自负的得
体，也源自那十年困厄的煎熬。

当红色的喜报贴满长安十
月的街头时，他二话没说就戒
了酒。憋了整整十年的长荣，
想干事。他浑身充满了第二次
艺术生命爆发的巨大能量。人
到中年，长荣像秋天的原野，收
获着艺术的成熟。
推一部标志性的“三部曲”

1988年也是一个龙年，也
是一个10月，长荣揣着《曹操
与杨修》的剧本，作出了他事业
中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选择。
他“叩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
环”，成就了自己京剧生涯的
黄金时代。二十年中先后推
出了在当代京剧史上具有标
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尚长荣三
部曲”，《曹操与杨修》《贞观盛
事》《廉吏于成龙》。

1988年《曹操与杨修》横空
出世。长荣一反京剧老戏舞台
上刻画扁平人物的奸臣曹操传
统，以莎士比亚式的浓烈心理，

穿透人性的伟大与卑微，再现
了权势与文化与人性之间，主
观想调和却无法调和，激烈得
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同时，
长荣由此开拓了调动一切戏曲
手段刻画、放大人物精神世界
的，被我称之为“心理现实主
义”的演剧样式。他为我们演
绎贡献了一个戏曲舞台上内外
兼修、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全
新曹操形象。作为架子、铜锤
两门抱的净行演员，他激活了
周信芳“麒派”表演艺术的当代
活力，我们是可以把他视为当
代麒派的精神传人的。

1999年《贞观盛事》再续辉
煌。剧中长荣以一种举重若轻
略带轻喜剧色彩的表演，围绕
盛世“戒奢倡廉”、和谐治世的
极具时代意义的庄严主题，表
演得波澜起伏回肠荡气。长荣
又理所当然地不负重望，演活
了狰狞而不失妩媚的一代名相
魏徵。

2002年《廉吏于成龙》完美
收官。长荣此时已然进入到了
灿烂之极归于平淡、收放自若、
至法无法的境界。花脸素扮，
达到了生活和艺术、角色和演
员，浑然一体的“不隔”的化
境。尤其是于成龙和康亲王
“斗酒”的那场戏，从清醒到佯
醉到酩酊大醉，演来幽默自然，
不仅是当代中国京剧史，而且
是戏曲漫长历史长河中华彩焕
发的经典段落。

袍带戏是京剧剧目和表演
的主体。尚长荣三部曲用当代
意识和强大的辐射力为一度式

微的袍带戏注入
了强大的活力。
三部曲同时赢得
百姓的口碑和评
奖的金杯。长荣自
己也由此成为梅花大奖获得者。
当一位“帮忙不添乱”的前辈

京剧是一种具有强烈谱系
意味的文化样式。长荣艺术的
脉络是其祖上一脉相承的梨园
文化传承，其背后依附着三千
年的长安文化，一千年的北京
文化，一百多年的近现代上海
文化。西京和北京使其充满着
对历史的迷恋，上海则又推动
他用时代精神去激活历史，去
拓宽传统艺术的路子和风格。
而这正是长荣心目中积极的海
派文化的精髓所在。他的每出
戏都可以窥见苦练出来的传统
程式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同时，又有与角色吻合、与当下
审美协调的艺术创新。

作为中国戏曲界无人不知
的名角，他谦和平易，在排练场
上，从不端架子，尊重导演，有
时甚至像戏校学生那样，按导
演要求进行小品训练。进入角
色前，他大量阅读史料，做足案
头准备。老戏再演，他都会像
新戏那样，重新坐排、坐唱、响
排……对艺术一丝不苟，从不
懈怠。在年轻演员面前，他像
一位父亲和朋友，既严格，又慈
爱，还更加宽松。以至大家亲
昵地把他比作球队灵魂的“中
场发动机”。公益性演出，他不
辞辛劳，每请必到，每到必演，
每演必投入、必轰动，却从不计

较戏份和报酬多少。他爱好广
泛，听音乐、习书法、看电影，下
厨房烹饪美食……他有幽默感，
喜欢用带京腔的上海话和人打
招呼，常逗得大家哭笑不得。一
张圆脸，眯眼一笑，憨态可掬，动
人而有喜感。他为人诚恳，重感
情。凡有所请，必有所应。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舞台的生命总是有限的，
但艺术的生命和精神是无限
的。在许多人的眼里，本命年
的尚长荣已经功成名就。但他
反复对我说，他现在不在艺术
打拼的第一线了，八十岁以后
一心想的就是避免炒作，为京
剧艺术的发展和未来，大事小
事，帮忙不添乱。上海京剧院
成立了尚长荣艺术培训基地，
他倾情辅导帮助中青年才俊，
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的积累
传授给学生。他先后把《曹操
与杨修》《廉吏于成龙》，包括自
己毕生对艺术的理解，一招一
式地传授给了杨东虎、董洪松
和一些年轻艺术家。担心年轻
人传统功底不扎实，又教了花
脸的经典剧目《连环套》。

我期待着他严肃的回忆
录，带给大家阅读的喜悦、良多
的艺术智慧。也期待他皇皇大
著问世后，脸上灿烂而开怀的笑
容，还有爽朗如黄钟大吕的笑
声……毛时安（摘自《新民晚报》）

尚长荣 君子尚德

回忆87版《红楼梦》播出往

事，“特希望大家把我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