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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前两天，闫楠在一场发
布会上，表演了一小段舞台剧《新原
野》的片段，没有像他的女搭档那样
一直说“没穿戏服怕入不了戏”，一开
口就很“炸裂”，很多记者都描述“鸡
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两年，他在话
剧舞台上如鱼得水，但他却说，自己
其实很害羞，每次走出角色，“谢幕时
都会觉得难以面对观众”。近日，记
者在上剧场的“丁乃竺的读书会”上，
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爱演戏、爱画画
的年轻话剧人。

脱下演员的角色伪装有点害羞
说到闫楠，文艺爱好者都不陌

生，他是《如梦之梦》的王德宝，是《暗
恋桃花源》的江滨柳，是《那一夜，在
旅途中说相声》的程克，是《新原野》
的鞠生，是《海鸥》的康丁，是《北京
人》的曾文清……如今，拥有忧郁气
质的他，被大家封为“文艺小王子”。

“每次我谢幕我就有点害羞，脱下演
员的角色伪装有点害羞。”他说。

这样的气质，总能让他迅速进入
角色。去年，35岁的闫楠开始接触到
著名话剧《暗恋桃花源》，而江滨柳这
个角色，有很多明星也都演过，别人在
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自
传的方式让自己进入角色，但是闫楠
却很直觉地就能抓住核心。“很多演员
在拿到角色的时候会写人物小传，从
哪来、从小在什么环境生长……”他自
我调侃说，我逻辑能力不强，高考数学
只考了10分，“但我拿到这个角色，却
出现了一幅画面，就是夏天快过去了，
两棵莲蓬在池塘里守望，这就是江滨
柳和云之凡的样子——他们在大时
代的漩涡里，孤独漂零，像被漩涡卷走
的两艘船，在海洋上各自前行，遥望对
方又没办法相会，直到最后，能多生长
一点就多生长一点，能少老一点就少
老一点，用爱支持对方。”

投入角色的时候，闫楠就是个典
型的“戏痴”，像在契诃夫剧本本土化
后的《海鸥》，他演不得志的作家康
丁，最后自杀了，“康丁的过程中是我
的演出生涯以来最让我痛苦和纠结

的，我觉得这个人物太捉摸不定，当
我看到这个角色我就抓住康丁的灵
魂进我的身体里，但是他拼命冲撞，
我控制不住他，闫楠在和康丁打架、
撕扯折磨，只有两人和平相处融为一
体的时候，才能演好这个角色。”

但也正是这些痛苦的塑造过程，
才有了今天的闫楠，得到各方肯定的
闫楠。舞台下羞涩寡言，进入角色立
马就像成了另一个人。

想说的话都画到画里
生活里的不爱说话，闫楠就把想

说的内容，都画进了画里。他用画笔
创造了一个流浪艺人的马戏团，把戏
剧表演中的所见所想，全部画成了这
些故事，他的文艺爱好者朋友，邀请
他把画在报纸上连载发表，随后又印
刷成明信片在文艺圈小范围流传，直
到有一天出版社直接找到他，于是有
了《世界尽头马戏团》。“这些画很多
都是在我深夜睡不着的时候画的，有
时候看起来有一点小小的悲伤和犹
豫，没想到有很多朋友看到觉得温
暖，这是我最大的动力让我下定决心
做这本书。”他说。

书中收录了两张闫楠曾经演过
的话剧作品的画。一幅是《5号》——
一个瘦弱的穿着病号服的人，桀骜地
站在风中。那时闫楠在大名鼎鼎的
《如梦之梦》剧组，剧中“五号病人”的
角色让他深有感触，人的一生，命途之
多舛，生命的轮回仿佛在他的身上发
生。“《如梦之梦》中，我是叙述故事，胡
歌是诠释5号的人，画中他穿着病号
服，写着005，脚是爪子，像犯人的铅
球却飘起来了，气球、铅球、鸟的爪子、
病号服、风中飘散的长发，站在高墙
上，站在墙里还是墙外不知道。”他说，
而正是这些画，反过来帮他理解角色，
甚至影响自己真实的人生。

当然，他也影响了别人的人生。
虽然他的画爱用黑白，偶尔有红色的
点缀，但是就像小丑的鼻子一样，即
使小丑被人遗忘，也还能记得那一点
红，闫楠希望，这能让读者和观众可
以感受到温暖。事实上，也真有这样
的故事在发生：一位已经93岁、失智
的老太太，住在养老院，以前是画家，
偶然从她女儿那里看到了这本书，就
拿起笔画了起来。“其中她画了一幅
模仿我的画，这幅画是《我很少用颜
色》，我为什么喜欢用黑白？因为很
安静，静默、诚实。老奶奶可能也感
受到了某种共鸣。”闫楠说。

他说：“做舞台剧的都比较孤独，
所以当我听到有人可以从里面得到
慰藉和温暖，我很高兴。”

2016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上，95岁高龄的陆春龄携弟子一起演奏《我的祖国》。

记者从上海音乐学院获悉，以
“中国笛王”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笛子
演奏家、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陆春龄22日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享年97岁。

陆春龄是上海弄堂里走出的一
代民乐宗师。1921年9月，陆春龄生
于上海陋巷之中，机缘巧合，从小就
向邻居皮匠拜师学习音乐。天赋和
勤奋使他在乐坛崭露头角，1937年
参加紫韵国乐社，1940年又参与发
起了中国国乐社。

陆春龄曾在江南造船厂当车工，
在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丰富的生活
阅历如炉火一般淬炼出他的音乐。
他四下走访，整理出民间流散的《鹧
鸪飞》《欢乐歌》《小放牛》《中花六板》
等笛子曲目，又创作出《今昔》《喜报》
等脍炙人口的名曲，至今都是民乐界
经典保留曲目。

1954年起，陆春龄开始在上海
音乐学院兼职任教。1976年，陆春
龄被正式聘为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专
业教授。一边演出、一边教学，陆春
龄逐渐名满天下，获得“中国笛王”的
美誉。但他不忘初心，曾多次表示：

“若要给我冠一个名称，我喜欢‘人
民’这两个字，就是一个人民的艺术
家吧。”2009年，陆春龄被授予“第七
届中国音乐家协会金钟奖终身成就

奖”。2010年，他又获得“上海文艺
家终身荣誉奖”。

生命不息、笛声不息。这是陆春
龄留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2017年
是上海音乐学院90周年华诞。适逢
陆春龄从艺9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
特别举办了“陆春龄笛子艺术节”。
96岁的陆春龄亲自登台演出，用巴乌
吹奏欢快的《节日舞曲》。

“没有想到陆老师这么快就离
去。他永远是那么热爱笛子、热爱音
乐，永远那么快乐无忧。”获悉陆春龄
先生辞世的消息，人在杭州筹备演出
的著名竹笛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唐俊乔分外悲痛。

“5月26日宋庆龄基金会将主办
‘陆春龄师生慈善音乐会’，我们正在
紧锣密鼓筹备之中。而这也可以说
是陆老师今年最大的心愿。按照原
计划，这场音乐会上，陆老师还是会
亲自登台与我合奏他的作品《喜报》
《小放牛》。真是没有想到啊，老师就
这样突然离开，心愿未了，此刻心中
的难受已不知该如何表达……”唐俊
乔说。

一代宗师如星陨落，他的艺术成
就已辉耀人间无需赘述，而他遗留给
民乐界最大的财富或许就是这种热
爱人民、热爱艺术、为舞台奉献一生
的精神。 据新华社电

“中国笛王”陆春龄97岁高龄辞世

一代民乐宗师尚有“心愿未了”

闫楠：孤独的“戏痴”有颗温暖的心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很多人对法国电影《触
不可及》中的配乐，印象深刻，他的作
者是鲁多维科·艾奥迪。而这位音乐
家，正致力于用自己的音乐改变世
界，把环保当成了使命。今年，他将
再次来到中国巡演，并于6月5日-6
日登陆东方艺术中心，用音乐讲述自
己对自然的热爱、对环境保护问题的
思考。

鲁多维科是意大利钢琴家和作
曲家，母亲和外祖父都是钢琴家。他
从小就在音乐的熏陶中成长，6岁开
始学习钢琴，之后毕业于米兰音乐学
院作曲专业，师从著名音乐家贝里
奥。他的风格清新淡雅，没有特殊的
录音技术，也没有刻意的炫技，仿佛
是在琴房里弹的随手小品，可又让你

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有意义起
来。这种风格也深得不少中国观众
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鲁叔。

然而，他并未仅仅是让观众喜欢
自己的音乐，他将音乐变成了表达自
己理想的方式。为此，他曾在没有电
力光源的环境下，为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演奏。2015
年6月，他在挪威的一块仿造浮冰意
象的浮式平台上，弹奏了一曲《北极挽
歌》。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他身后的
冰川渐渐倒塌，陷入水中沉默消亡，冰
川破裂的声音融合着琴键的声音，仿
佛是对全球变暖最后的抗议哀鸣。

鲁多维科说，不要觉得环保问题
与己无关，他希望用音乐来唤醒公众
对蓝天白云的热爱，以及对现实状况
的重视，“每个人都尽一份力，才能改
变这个世界。”

鲁多维科：他用钢琴拯救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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