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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笑“铁三角”营造特别喜感

不少观众用“老黄牛”去形容
肖长庆这一角色：早年丧偶，除了
张罗自己一大家子，还要接济岳母
一家，日子过得鸡飞狗跳。但即便
这样，他也学不会拒绝，就像个“老
黄牛”一样默默付出，尽己所能满
足家人的一切需求。“他（肖长庆）
就是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内心想要
改变自己，但总是拉不下脸。”作为
扮演者，张国立给出自己的评价。

剧中，肖长庆与孙前程、陈新
城是相识多年的老伙计，三人在
退休后凑到一起，共同创办养老
中心，为老年人找到安享晚年的
另一居所。剧外，张国立、王刚、
张铁林“铁三角”重聚，也为观众
带来许多惊喜。2000年，《铁齿铜
牙纪晓岚》火遍大江南北，张国
立、王刚、张铁林这一“铁三角”组
合也大受好评，成为一代人的荧
屏记忆。《老家伙》是他们的第 10
次荧屏合作。

虽然观众看得很欢乐，但在张
国立看来，这却并不搞笑。“很多时
候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三个人很搞
笑，但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并不擅
长搞笑，而且《老家伙》本身也不是

一个搞笑的剧本。所以我就想，我
们在表演的时候要真诚、生活化，
别太使劲了。有的时候做一件事，
你4分力就可以做完，但要用4.5分
力就过了。”
或许是这份讲究分寸的真实

感，让《老家伙》本身有了意想不到
的笑点，不论是开局肖长庆、陈新
城“忽悠”孙前程给养老中心投资，
还是中期孙前程、陈新城鼓励肖长
庆勇敢追爱，三个“老家伙”始终让
观众捧腹不止。正如观众所言：看
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哪怕只是纯
唠嗑，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老年人要成为后辈的榜样

剧中的肖长庆“壮心不已”，退
休后依然重新创业，剧外的张国立
亦是如此。“我觉得60岁其实是一
个很好的年纪，人有经验，心态也
更加平和。像我自己也快70岁了，
但依然很有工作的欲望。”
张国立希望通过这部剧去形成

一定的示范效应。“《老家伙》有一
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老

去。有一个词叫做‘从心所欲不逾
矩’，我认为放在老年人身上也是
通用的，不要觉得自己老了就可以
破罐子破摔，还是要有一定的规矩
意识。剧中其实也观照到这个话
题了，所以我觉得该剧有一定教育
意义。”

老年人到底应该保持怎样的心
态？张国立讲述了自己的认知：
“就是不受年龄限制，勇敢活出自
我。老年人背后还有子女、孙儿，
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要成为后辈的榜样！”

问及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
戏，张国立坦言是在养老中心第一
天拍的戏份。“其实留下最深印象
的不是说具体拍了什么戏份，而是
养老中心给我的整体观感。第一
次走进养老中心，看到略显萧条的
场地，里面还有蜘蛛网等，就觉得
很有触动。我们一群老年人，就要
在这儿创业了，要重新燃起一股干
劲，让人心潮澎湃。”

新报记者 王轶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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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中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杂
文家、辞赋家魏明伦因病在成都去世，
享年83岁。
魏明伦的一生，坎坷又传奇：7岁

学艺、9岁退学登台，虽只读过两年小
学，但文化修养颇深，以川剧《易胆大》
闪亮登场，又以《潘金莲》驰骋戏坛。
此后，他开始杂文、碑赋的创作，留下
很多佳作。
昨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发布讣

告：魏明伦先生是当代著名剧作家、辞
赋家、杂文家，有着“巴蜀鬼才”之称的
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对中国戏剧
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
荣获中国文联颁发的“终身成就戏剧
家”称号、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颁发的
“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
“老友明伦离去，我心伤悲。”昨

日，著名作家冯骥才对魏明伦的离去
表达了哀思，“几十年友情只有长驻心
间。明伦是戏剧杂文大家，又兼能歌
赋，壮美辞章，酣畅文字，精绝戏文，称
雄于世。明伦辞世，是当代戏剧和文
学界的损失。惟望老兄走好，家人节
哀，作品长存，文坛永记。”

新报记者王轶斐

“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
展”昨日于天津博物馆开展，展览全
新升级，让观众进一步领略天津民
间工艺的风采。该展选取馆藏天津
民间工艺类文物11种80余套，辅以
文献、照片等辅助展览文物。在这
11种文物中，有些工艺已经失传，展
览为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民间工艺品
提供了展示的空间，让天津民间工
艺重现光辉。
“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

展”在2012年展览的基础上进行了调
整，深入挖掘民间工艺品蕴含的丰富
文化内涵及其文化人类学价值，试图
探索出一条将民俗学与民间工艺研究
成果相结合的新路。展览分为“津城

与津民”“名士与绝技”“富贾与广厦”和
“闲情与纸鸢”四个部分，代表了天津
的城市特色即滨河临海、经济贸易发
达、商业气息浓郁、居民组成复杂多
元、开埠城市西方化显著等。以点带
面地展现出天津民间艺术创作的异彩
纷呈，反映出近代天津社会风貌的点
点滴滴，为观众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
的天津画卷。
其中，“津城与津民”部分涉及展

品包括年画、彩塑、剪纸、刺绣、包镶、
面具、灯画、月饼模子等民间工艺类别
以及文献、照片等辅助展品。这一部
分是囊括民间工艺类别最多的一个部
分，侧重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名士
与绝技”主要集中在年画和彩塑两个

民间工艺类别上，侧重民间工艺的工
艺特征。这些展品中有些是名人参与
艺术创作，有些是以名人作为创作对
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名人会聚
的城市特色。“富贾与广厦”主要选取
砖雕和木雕这两类民间工艺。“闲情与
纸鸢”展示天津人的娱乐生活，比如展
示了多位风筝制作者的作品，是首次
对这种民间工艺较全面的展示。
“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

展”将以往展出频率不是很高的藏
品进行综合展示。令观众在欣赏精
美艺术品的同时感受漫漫历史长河
中某个片段的鲜活与魅力，引发思
古之幽情。 新报记者王轶斐

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名刊名社拓展
计划”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目前，该创
作计划已经推出多部精品力作。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于

2021年首次提出，目的是培育一批有
朝气、有潜质、有创新精神的文学新
人，召唤那些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
激情的新生力量，以山乡人写山乡巨
变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为增强创作计划的社会传播力

和影响力，2023年2月特别邀请国
内部分文艺期刊和出版机构共同参
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制
定了“名刊拓展计划”和“名社拓展计
划”。据悉，目前该计划已有《白洋淀
上》《雪山大地》《莫道君行早》《热雪》
《芬芳》《花灯调》《霍林河的女人》《草
木志》《金翅鱼之歌》《苹果红了》等
10部作品出版，其中《雪山大地》荣
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芬芳》入选
2023年中国好书。新的一批作品
《天下良田》《春暖燕归来》《翠山情》
《极顶》《洞庭人家》等已进行过改稿
研讨，即将出版。 新报记者王轶斐

“铁三角”完成第10次荧屏合作

人应该如何老去？张国立解读《老家伙》

“沽上风物——天津民间工艺展”11种 80余套展品集结

赏“沽上风物”品民间工艺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名刊名社推精品力作

剧作家魏明伦去世
好友冯骥才发文悼念

由张国立、王刚、张铁林“铁
三角”重聚主演的电视剧《老家
伙》正在江苏卫视热播。剧中，张
国立饰演的肖长庆，与王刚饰演
的孙前程、张铁林饰演的陈新城
合力创办了一家养老中心，三个
“老家伙”笑料不断。张国立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
告诉大家“应该如何老去”。

清钱慧安绘《杨柳青年画群仙渡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