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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30周年。从十多前年的《孔乙己》，一直

到这几年的《江南好人》，“浙百”几乎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但在素来特立

独行的当家人茅威涛的率领下，“浙百”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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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备受尊敬的文学
家杨绛先生 103 岁了，而 9 卷本

《杨绛全集》 也将于 8 月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以百岁高
龄亲自手写完成的几万字 《洗
澡》 续作，此次也将以单行本和
收入全集两种形式，首次出版亮
相。

首次发表的4万多字小说《洗
澡之后》 是杨绛 98 岁时开始，为
长篇小说 《洗澡》 所写的续作。
在 《洗澡》 中有着纯洁感情的男
女主角，在续作中有了一个称心
如意的结局。杨先生在前言中
说：“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
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假如我去世
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
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
束了吧。这样呢，非但保全了这
份纯洁的友情，也给读者看到一
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我这部 《洗
澡之后》 是小小一部新作，人物
依旧，事情却完全不同。我把故
事结束了，谁也别想再写什么续
集了。”

据悉，《洗澡之后》 的写作过程还颇费一番周折。杨先生从 2009年开
始动笔写，因为总有事情打扰，这部作品一直处于没有最后完成的修订状
态中，直到今年 4月才交到责编手中。中间经历了几乎推倒重来，反复写
了好几稿。杨先生开始写时，有朋友就跟她说，《洗澡》 自上世纪 80年代
出版后，历经30多年，已经成为经典。如果再续写，万一续写不成功，就
会伤害这部经典的作品。于是，杨先生便试着写成另外一个故事。但是她
写着写着发现，新写的故事，剧情和人物跟《洗澡》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索性她还按照原来的思路，就写《洗澡》的续集，取名《洗澡之后》。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

103岁杨绛
电影是一个民族的面孔，要有一

个美丽的面孔，首先要有一个美丽的
心灵，有了美丽的心灵，才能创作出
美丽的电影作品，才能有资格去担当
民族的面孔。电影发展的好坏，其实
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真实反映。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
认为。

传统文化不仅指四书五经、经史
子集，也包括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中，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如
果传统文化热仅仅停留在荧屏上或教
材上，这种回归是比较肤浅的。学习
传统文化，重要的是要知行合一，并
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应用。

——文化学者王立群认为。

当影像变得唾手可得，电影的专
业性壁垒正在化解，观众为什么还要
去影院看电影变成了一个致命的问

题。作为影院电影，已经不仅仅是
“可看性”的问题，还要思考“必看
性”！这对编剧提出了全新挑战，如果
固守文学本体进行电影剧本创作，势
必很难适应这一变化。因此，电影编
剧不仅要有影像观，还要有技术观、
市场观。

——电影编剧刘恒谈互联网新媒
体对影院电影的挑战。

互联网能给影视产业带来新的活
力，但互联网目前只能掌握电影产业
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渠道，在内容生产
方面还得靠制作公司。互联网进入影
视业还是一个正在发展进行中的趋
势，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还需要不断
地观察应对。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饶曙光谈互联网进军影视业。

新一代观众越来越需要在文化产
品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感，玄幻、穿
越、游戏化替代了传统戏剧背景成为
了故事的前提，这说明新的文化形态
正在成长，只不过目前处在一个比较
低端的生长处境中，我们应当正视这
种想象，认真思考与它们的合流，在
合流之中，提升故事的伦理和文化品
质。

——编剧李修文认为。

网络文学遵从生命快感奖赏机制
与美感诱导策略，网络文学创作活动
的起点、生存发展的立足点，就是为
读者提供情感体验与快感补偿的功
能。这也决定了其重心在于体现人们
的愿望，而不是反映物理事实与社会
事实，所以，幻想性长篇故事成了网
络文学的主要形态。

——评论家王祥认为。

网络文学规模之大、传播之快、
类型之多、作品之丰，早就到了单靠
个人努力无法穷尽的地步。因此，任
何对它所下的论断都难以避免片面
性。商家希望造就的网络文学，政府
希望养成的网络文学，学者希望印证
的网络文学，用户希望看到的网络文
学，写手希望创作的网络文学，很有
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认为。

当下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普通读
者基本不看文学批评。读者对文学作
品的选择以及阅读潮流的形成，基本
上由商业性的宣传、炒作来完成。个
中危害自不待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
认为。

（张 彬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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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花”演员与观众留下
“而立之约”合影

◀ 《二泉映月》 造型
照 （茅威涛饰阿炳）。

作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30 周年
上海展演的压轴大戏，7 月 19 日新
版 《梁祝》 在一片彩蝶翩飞中完美
收官。在观众热情的掌声中，茅威
涛突然指挥全体演员来了一个华丽
转身，席地而坐，以观众席为背
景，留下一张“而立之约”的全场
大合影。走下舞台的茅威涛感慨：

“若干年后，也许小百花会再来寻找
这群可爱的‘观花人’。”

据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透
露，7 月 19 日晚的 《梁祝》 早在月
初就已经一票难求，7 月 17 日，大

剧院和剧团紧急协商，决定限量增加40张站票，这是
大剧院开业16年来首次戏曲演出加售站票的记录，但
仍有戏迷被婉拒在门外。得知消息的茅威涛纠结不
已：“一定要想个方式回馈他们！”于是，她匆匆找来
摄影师守在侧台，等演出结束后，跟所有观众来一场
大合影。

落榜生考进越剧团

茅威涛 1962 年出生在浙江，在她的少年时代，
娱乐生活只局限在几部样板戏中，电影少得可怜。“文
革”后，上海海燕制片厂摄制的越剧电影 《红楼梦》
开始在全国复演，这股风也吹到了茅威涛的家乡浙江
桐乡。那时她妈妈在影剧院当会计，茅威涛每次都抢
着给妈妈送饭，实则是为了看这部电影。她把 《红楼
梦》 看烂了，贾宝玉、林黛玉甚至是贾母的唱腔张口
就来。这么多角色中，她最喜欢的不是贾宝玉，而是
戏班小生蒋玉菡。现在翻过头来想，茅威涛说，这可
能就是老天给她安排的路。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落榜的茅威涛闲着在家等
待重考消息，她的同学却在这时捎来了另外一个消
息：“桐乡越剧团在招收新成员”。面试的时候，她唱
了一段《红楼梦》。就这样，茅威涛进入了越剧团小生
班。

茅威涛的化妆师说：“你看茅毛鼻子挺拔，把头发
拢到后面，相貌清秀英气，天生就是唱小生的相貌”。
茅威涛打小就喜欢跟着哥哥们玩，打鸟上树事事抢
先，骨子里就是个爱闯荡、敢冒险、敢担当的人。

1980 年，桐州越剧团把茅威涛送入浙江省艺校进
修越剧，教尹派唱腔的就是尹桂芳弟子宋普南。那时
尹桂芳正在上海演出全本的《何文秀》，宋普南把茅威
涛带到后台，拜尹小芳为师，拜尹桂芳为太师父。从
此，她正式入了尹派的门。

1982 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前身“浙江越剧小
百花赴港演出团”组建，带着著名编剧顾锡东为“小
百花”量身定制的 《五女拜寿》 出访香港，一炮而
红。茅威涛说，《五女拜寿》之于小百花，相当于《茶
馆》之于北京人艺。更重要的是，《五女拜寿》培养出
了一批优秀的越剧演员——“五朵金花”茅威涛、方
雪雯、何赛飞、何英、董珂娣一跃成为新时期越剧名
伶。

尝试打造“诗化越剧”

1999 年，茅威涛当上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
长。当时，电影、话剧、演唱会等
各种文艺活动层出不穷，越剧却开
始走下坡路，城市似乎不再需要戏
曲了，“当时‘小百花’每年有一两
百场演出，几乎 70%-80% 都是在
农村演”。

2001 年，从不出演影视剧的茅
威涛食言了，在电视剧 《笑傲江
湖》 中饰演东方不败。茅威涛以为
这是个“分量轻微的角色”，但播出
后她的手机都被打爆了，朋友祝
贺、媒体采访、电视剧宣传……茅

威涛在收获赞誉的同时，却有点难
过：“‘小百花’演出时如果有这样
的反响该多好。”

越剧研究者傅谨敏锐地指出茅威
涛的困境：“从在香港一炮而红，到
当上团长，茅威涛一直是被当做明星
一样追捧的越剧明星。但她跳出越剧
的圈子，开始被刺痛，才知道越剧在
这个社会里丢掉了什么。”

茅威涛上任后，提出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其中有一条让当时的很多
人完全不能理解——让越剧“都市
化”。“我并没有放弃农村。自从当了团长之后，我全年
的演出差不多有 30％是在真正的农村，还有 60％的份
额，我把它放在都市，另有 10％的份额，我争取多安
排国外演出，扩大越剧影响。这是我给剧团制定的演出
市场百分比。”茅威涛说。

1989 年，《陆游与唐琬》拉开了浙江小百花“诗化
越剧”的大幕。而后郭小男的加入让“小百花”改革的
步子更大，他先后导演了《寒情》、《藏书之家》、《春琴
传》、新版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韩合作的 《春香
传》、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二泉映月》以及茅威
涛个人与浙江越剧团合作的《孔乙己》等作品。从《寒
情》中的荆轲到《孔乙己》中的光头造型，从《江南好
人》中的一人分饰两角到《二泉映月》中首次在舞台上
扮演盲人，茅威涛一直在挑战自我。

“戏班子就是我的天命”

在这些剧目中，《孔乙己》和 《江南好人》无疑是
最受质疑的两部，很多老戏迷说到气愤时手都会抖。茅
威涛不怕，她几乎是在骂声中成长的。有一年在上海演
出，观众对茅威涛改良版的尹腔不满，有人甚至偏激地
说“以后你不要来上海了”。剧团中的人劝阻她说“不
要谢幕了，外面的话不好听”。茅威涛则认为，只要有
一个人愿意听，她就愿意唱。

相对不少老戏迷的不理解，年轻人对 《江南好人》
的接受程度颇高，甚至有人因此爱上了越剧。茅威涛每
去一个城市，都会到大学演讲，拿厚厚一叠戏票送给戏
剧社，“我们叫培养终端消费者。他们现在没有钱看
戏，但是毕业了，有消费能力了，他们可能就会是‘小
百花’的戏迷”。

对外培养终端消费人群，对内小百花越剧团也在培
养能够承上启下的接班人。她们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合
作，选取了25 名成绩优秀的 15 岁至 18 岁的考生进
入首届“小百花班”。毕业后优秀艺术人才将由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录用。

“小百花”20 周年纪念的时候。茅威涛送完所有演
员和嘉宾，繁华之后冷静地坐在剧场里，似乎看到了她
自己的一个背影，“如果这个团是一座老宅子的话，我
就像宅子里还未出嫁的老姑娘，就应该牢牢守着它。戏
班子，好像就是我的天命”。如今“小百花”已经在纪
念 30 周年了，茅威涛依然坚守着。并且这座“老宅
子”要翻新，要在西湖边盖起小百花艺术中心，打造属
于中国的百老汇。

（综合《北京青年周刊》、《新闻晨报》、《新民晚
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