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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一度艺考时，很
多少男少女都像被笼罩在巨大
的充满梦幻色彩的气泡里，气
泡中斑斓的梦想在这段特定时
间里对外散发，让中戏、北电等
艺术院校周边都陷入一种甜美
而梦幻的氛围之中。

明星梦固然绚丽多彩，可当
你打开电视机看到某部正在播
出的电视剧男女主演靠抠图完
成表演时，这绚丽的梦就像是脱
下华美的袍，露出里面不堪的

“虱子”。
以往我们的逻辑是，演员的

本职是演戏，只有把戏演好了才
行，但有些所谓的明星，把表演只
当作赚钱的途径，赚钱是唯一的
目的，他们可以因为忙着赚钱，而
来不及认真地演戏。

男女主角几乎没有同框，大
多数时间电视屏幕上都是男女
主人公的大头在不停转换，为数
不 多 的 同 框 戏 也 是 一 虚 一
实……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不能
不佩服从主演到导演对于敷衍
的忍耐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
演体系要求演员要真听、真看、
真感受，我们有些“流量担当”似
乎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男女之
间都不需要真的面对面，靠着想
象就可以相爱相杀，果然是好

“演员”。
对于这样的“演员”，许多

老派演员是看不懂的。
以前的梨园名角儿们，甭

管是多大的腕儿，都知道观众
是“衣食父母”，舞台更是不容
轻慢。台上但凡出点差错都是
大事儿，有的人甚至视其为职
业生涯无法洗刷的污点。

即使在今天，北京人艺也是
将“戏比天大”奉为圭臬。今年春
节期间人艺上演话剧《日出》，梁
丹妮在剧中饰演顾八奶奶和翠
喜，演出期间她的父亲去世了，而
她却只能选择在舞台上继续把戏
演下去，只因“戏比天大”，大幕拉
开就不容有任何含糊。北京人艺
在国内戏剧行业的地位，就是靠
着一个又一个这样敬业爱岗的演
员支撑起来的。

今天的一些“流量担当”炙
手可热，无论表演有多差都有
人愿意为他们的脸买单，可是
这样的状态能持续多久？这大
概要看他们的颜值保鲜期。得
不到尊重的观众会一直保持痴
心不改吗？恐怕未必。

凡此种种，为我们的艺术
教育提了个醒。我们的未来之
星们不仅需要声乐、台词、形
体、表演等技术性的培养，还应
该多上点艺德课，培养出他们
对行业的敬畏心和责任心。怀
着敬畏之心才能有所顾忌，“吃
相”也不会那么难看。

这几年的艺考里有不少少年
成名的偶像身影，希望他们不只
是到艺术院校镀金，而是通过专
业的学习把自己炼成真金，更能
够学习到艺德这一课。（牛春梅）

艺艺术术教教育育还还缺缺一一堂堂艺艺德德课课

本报讯 记者从上海越剧
院获悉，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范瑞娟１７日在上海华东医院病
逝，享年９３岁。越剧舞台上最知
名的“梁山伯”化蝶而去。

范瑞娟，别名范竹山，１９２４年
１月６日出生于浙江嵊县。“范派”
艺术唱腔淳朴滋实，发音宽厚，
塑造的梁山伯、焦仲卿、贾宝玉
等古代书生形象深受戏迷喜爱。

１９３５年，范瑞娟进入龙凤舞
台科班学戏，工小生，上世纪４０
年代在越剧界脱颖而出。１９４５年１
月２９日，袁雪芬、范瑞娟首次演
出《梁祝哀史》获得好评。

上世纪５０年代，范瑞娟在
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出演

“梁山伯”，该片是新中国第一
部彩色戏曲故事片，后来在海
内外屡获奖项，成为中国戏曲
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作为越剧代表人物之一，
范瑞娟留下了《梁山伯与祝英
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
传世佳作，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范瑞娟晚年致力于唱腔传承和
人才培养，携“范派”艺术传人
多次集中登台。

据悉，范瑞娟生前留下遗
愿：不举办追悼会，不举行遗体
告别仪式。 （新华社）

天天娱评
越剧表演艺术家
范瑞娟逝世

梁丹妮在《日出》中饰演顾八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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