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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娱评

□张莹

《繁花》之前，他是嬉笑怒骂的
活神仙济公，《繁花》之后，他是上
海滩点石成金的奇人爷叔——— 90
岁高龄，成就了又一个经典，游本
昌的戏剧人生圆满得让人羡慕。

游本昌是《繁花》捡到的大宝
贝。他在王家卫那么灯红酒绿的镜
头里，竟然毫不逊色于每一个人
物。爷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击中了观众，那个将近四十年前的

“济公”，摇身一变，成了十里洋场
的幕后传奇。

90岁，还能承担这么繁重的角
色，而且能演得出神入化，游本昌
在《繁花》里留给观众许多经典的
场景。见惯了风云变幻的商界，一
出场就气场十足，撑起了《繁花》的
格调。阿宝说他不用皮夹子，爷叔
接着反问他，你晓得，一个男人应该
有多少个钱包？三个，第一个，就是
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个，是你的
信用，人家钱包里的钱，你可以调动
多少；第三个，人家认为你有多少
钱。气定神闲的台词功力，几个眼
神，游本昌的表演把观众的眼睛牢
牢锁在屏幕上，浑身是戏。

在故事中，爷叔是一切成功的
开端。在他的指导包装下，主角阿
宝由此开启成为“宝总”的人生，看
着已经变成上流人士打扮的阿宝，
爷叔眼眶瞬间噙泪，看着阿宝又像

是透过他看到什么，像一个长了老
茧的喑哑喉咙准备开始讲一个故
事，调动了所有面部肌肉却又哑然
地把第一个音咽了下去。

即使面对世态炎凉，也气定神
闲。爷叔再回27号外贸大楼，一句
话一个眼神都是戏，看哭了很多

人。“老姜呢？”“死脱了。”爷叔得到
传达的回应后，眉头微蹙，原本满
含笑意的眼神掠过一丝落寞，迅速
平静称“我寻金花”，时光荏苒，岁
月如梭，细微的表情中，老艺术家
留下殿堂级表演。难怪网友说，游
本昌的出现，直接拉高了整部剧的

层次。“90后”老艺术家，成了顶流。
1985年，游本昌就凭借《济

公》，当了一次顶流。那一年，大街
小巷都唱着“鞋儿破，帽儿破，身上
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
儿破”，电视剧《济公》播出后，游本
昌神形兼备的济公形象被广大观
众喜爱。剧中，游本昌只需几个眼
神和动作，就活灵活现塑造出人物
的魂，看似疯疯癫癫，游戏人间，但
处处说话暗含哲理，让无数观众被
吸引。尤其是剧中济公亲手烧掉出
家前自己的宅院后，一半脸笑、一
半脸哭的复杂表情，简直令人叫
绝！游本昌的济公再无人超越，他
就是济公，济公就是他。

谁能想到，成功的背后，是一
个优秀艺术家的精益求精。当年剧
中拍挨打的戏，游本昌是真的挨
打，拍了12次，他痛得几乎无法站
立。还有剧中表现济公“酒肉穿肠
过”的吃肉戏，他曾经吃到过腐败
变质的臭肉，但因为不想影响拍
摄，他假装吃得很香，把变质的肉
硬生生给吃了下去，直到导演喊
停，他才使劲吐出来。

对艺术的执着，到了耄耋之
年，已然融化在了血液里。看到《繁
花》的拍摄花絮，游本昌演完一场
戏下来，依然沉浸在戏里的情绪
里，久久走不出来，摄像指导过来
紧紧拥抱着安慰他“太好了”，如此
高龄，如此敬业，恰是游本昌几十
年如一日的职业素养和工作习惯，
让人心生敬意。

爱已然成为他戏剧人生的主
旋律。对表演的爱，是孜孜以求，对
家人的爱，是在爆火之后回归家庭
的陪伴。在我漫长的文化记者生涯

中，大艺术家人品常常让人慨叹：
刘德华会给探班的记者送来盒饭，
游本昌的一段往事此时浮上脑海。
一个记者同事采访游本昌之后，她
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理解，被游本昌
欣赏，两人成了忘年交。后来女记
者生孩子，游本昌托人给她捎来了
价值不菲的长命锁手镯，我听到之
后大为震惊，这么大的艺术家，竟
然会细心周到如是，现在想来，这
不仅仅是老爷子对人情世故的理
解，更是对艺术才华的尊重。

在不久前的一次颁奖晚会上，
游本昌被年轻演员簇拥着走上舞
台，当他拿过奖杯时做了一个沉甸
甸往下坠的动作，一旁的张凯丽等
明星也跟着模仿他的动作，他这个
幽默动作诠释了这个奖很有分量。
大家那种欢快和谐的氛围，真是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

舞台上的游本昌，总是这么灵
感迸发，他说，“作为一名演员，能
够在舞台上继续演出很欣慰，如果
生命终止在舞台上，那也是一种幸
福。”他卖掉房子，只为追求话剧梦
想；他影视机会不多，却每每都认
真诠释。2011年，游本昌参演了一
部名为《李献计历险记》的电影，尽
管影片票房一般，但还是有不少人
被游本昌的一个镜头所吸引，在这
部电影里，他用一个眼神诠释了什
么叫一眼万年。不少网友说，他一
个眼神撑起了一部电影。参演电影

《少年歌行》，他在里面饰演忘忧大
师，谁也没认出这个忘忧大师竟然
是济公的扮演者。

90岁的游本昌，已经到了坐看
云卷云舒的境界，《繁花》之后，爷
叔归来，这是又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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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自放

由著名曲艺家孙立生与其学
生任健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曲艺的“四梁八柱”》，日
前在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
了盛大的新书发布会。由此，我想
到了著名曲艺家孙立生的一段话。

十多年前，孙立生在任山东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但他更为人
熟知的身份是著名的曲艺作家，
其创作的曲艺作品被全国范围内
的曲艺名家表演，他在曲艺理论
方面更是著作等身。当年孙立生
的女儿结婚，孙立生对她说，“领
了证不是家，过一辈子才是家。”
孙立生也将自己获得过的证书荣
誉当作浮云，在艺无止境的路上，
他说他要和曲艺过一辈子，“曲艺
要给人愉悦，更要给人以希望，要
永远与观众在一起。”

如果从1972年末孙立生入伍
成为一名文艺兵算起，今年是孙
立生从艺52周年。孙立生与其学
生任健合著的这本《中国曲艺的

“四梁八柱”》是孙立生的第几本
曲艺理论书籍，我已经记不清了，
但他要和曲艺过一辈子的追求，
我却是近距离见证了其中的整整
二十年。2016年，受山东省文联委
托，我为第七届泰山文艺奖·突出
贡献奖获得者孙立生撰写评传，
更深入了解了他数十年的从艺生
涯。从早期的曲艺演员，到十年的
曲艺编辑生涯，再到曲协负责人，
孙立生最为认可自己曲艺作者和

理论者身份，这本《中国曲艺的
“四梁八柱”》的内容，也比较鲜明
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曲艺的“四梁八柱”》以
师生问答的形式，从四个方面探
索了中华民族曲艺艺术的规律、
特征：一是“四梁八柱”论，阐释了
作者对中国曲艺传统的理解、判
断和认识；二是基本素养说，以曲
艺艺谚为题，阐释了曲艺发展所
需要的基本素养；三是曲艺人物
谈，曲艺艺术需要积微之功，“没
有二十年，出不来一个好演员”，
通过介绍优秀的曲艺人来阐释曲
艺美学观；四是立生作品择，精选
了孙立生的部分优秀文章和作品
进行展示学习。

《中国曲艺的“四梁八柱”》呈
现了深刻的曲艺理论、丰富的实
践经验，尤其是其中的理论总结，
对于当下的中国曲艺而言弥足珍
贵。“我看了之后感触颇深，受益
匪浅，该书系统总结了曲艺艺术
的基本规律，令人感受到了中国
曲艺的博大精深。”著名相声表演
艺术家石富宽老师说道，“我建议
我们的曲艺从业者都认真读一读
这本书，相信一定会收获满满。”
曲艺名家、90岁高龄的赵连甲先
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专门写
了一封信祝贺《中国曲艺的“四梁
八柱”》的出版发行。

作者孙立生在《中国曲艺的
“四梁八柱”》中谈及的深刻理论
和实践经验，不乏真知灼见，这些
理论的形成、实践经验及心路历
程，我也是见证者之一。

比 如 其 中 的《 上 医 治 未
病——— 一个曲艺批评者的述职报
告》，孙立生谈到了自己为何当初
从曲艺作品写作转型曲艺批评，
即从曲艺创作转型曲艺理论，也
谈到孙立生和我的一次对话，当

时这次对话以《赵本山究竟算不
算大师》发表在齐鲁晚报上。当时
我提问说，你近期在某电视台所
说的“赵本山的农民形象可笑不
可爱”，可谓引起了轩然大波，支
持者、反对者观点交锋激烈。孙立
生回答说，我的观点被误读了。我
没有骂赵本山，我只是说他塑造
的农民形象可笑不可爱，而且，艺
术形象仅有可笑是不够的。现在
曲艺界一些流行的艺术品种，追
求时尚的互动，能让人发笑，说白
了就是玩。但“玩”只是曲艺最原
始的功能之一，而不是根本的功
能，以前说曲艺的功能时有一句
话，叫做“说书唱戏劝人方”，就是
说要寓教于乐，不能只是“玩”。这
次的对话过去了近二十年，孙立
生关于曲艺不止于“玩”的观点与
警醒，越来越被曲艺界内外所认
可。

书中“基本素养说”部分，专
门谈到了曲艺艺谚“讲究，别将
就”，即对曲艺的“热爱”。孙立生
提到，某一年，孙立生与两位山东
曲艺名家，还有一位知名笑星到
山东某市担任曲艺大赛的评委。
当晚，当地主管文化的领导成功

“追星”那位知名笑星，还自语不
知孙立生等三位曲艺名家。对此，
其中一位山东曲艺名家直言这位
领导“不太称职”。孙立生说，这位
山东曲艺名家的话不仅是一种批
评，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唯有热爱
才能深入。应该说，孙立生对“讲
究，不将就”的讲述真实而深刻，
他说的那件发生在曲艺大赛期间
的事情，我正好在现场见证了，时
间是2005年的9月8日。

数十年的曲艺实践和理论研
究，让孙立生非常适时地向曲艺
提出三个问题，即观众为何而来？
如何为观众？如何与观众结缘？为

了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孙立
生根据流传已久的曲艺艺谚，归
纳总结了曲艺的“四梁八柱”说：

“四根横梁”的方向是朝着观众
的；“八条立柱”则是指曲艺家的
安身立命，即曲艺家“顶天立地”
的造化。

对于总结“四梁八柱”的价
值，孙立生用三个“平”字概括，即
平时、平视、平实。只有平时的梳

理，才有“四梁八柱”的理论；与人
民群众保持平视是曲艺家应有的
品格；追求平实则是一个曲艺家
成熟的标志。对此，我深以为然，
对于曲艺作品而言，最平实的往
往也是最深刻的，最传统的往往
也是最时尚的，最基础的也是最
本质的。这场关于曲艺“四梁八
柱”的对话，既解惑也解乏。
(作者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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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本昌：爷叔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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