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在行动 2016年4月12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朱筱丽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益心益意

“小时候，我是个很内向的人，但
是每当我听收音机里的滑稽戏的时
候，我会觉得很快乐，很轻松。”和很
多的80后一样，李淳也是听着类似
于《滑稽王小毛》、《金陵塔》这样的滑
稽戏和上海说唱长大的一代人。“小
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学校里上台
表演滑稽戏了，平时内向，上了台反
而不紧张了。”

2005年，网络聊天室和网络论坛
刚刚开始在青年人之间流行，一次偶
然的机会，李淳点进了一个名为“上
海滑稽网络剧社”的页面，从此开始
了一段和滑稽戏的特殊缘分。

这个“上海滑稽网络剧社”，其实
是一个线上的 bbs 论坛，发起人是
《老娘舅》里康大海的扮演者，滑稽演
员周益伦。“10年前，相声开始风行，
在网络中，如果搜索‘相声’，可以搜
到几千条。但如果搜索‘滑稽戏’、

‘独角戏’，只有短短几篇。当时，我
自己比较喜欢网络，就萌发了成立这
个论坛的想法。既是对于滑稽行业
的热爱，也是一种传承的责任心。”周
益伦说。

在工作之余，周益伦花了不少
心思在论坛建设上，“里面内容很
全面，有滑稽戏的介绍、演员的介

绍和照片，还有滑稽戏方面最新的
新闻。只要和滑稽戏有关的，就全
部汇集到这个论坛上。可以说是
独一无二的。”

这个独一无二的论坛通过网络
将不少滑稽戏的爱好者聚集到了一
起，大家时常会在论坛上交流。“由于
喜欢网络的都是年轻人，吸引了剧社
的第一批‘小朋友’。”周益伦所说的

“小朋友”就是像李淳这样的80后滑
稽戏“票友”。

据这批80后们回忆道，“在网络
聊天室，大家感受到他们志同道合的
情谊，感受到他们追求梦想的快乐。”

凭借对传统滑稽戏的热爱

80后票友十年坚持公益演出
十年前，在著名滑稽演员周益伦的发

起下，一群80后的小票友聚到了一起。这
些青年人生活时尚小资，却又是传统滑稽
戏的拥护者。在这十年间，所有的票友始
终坚持着那份对滑稽戏热情，即便没有固
定场地，排练像打“游击战”，但这些年轻人
始终坚持不离不散，持续十年公益进社
区。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对于坚持排练和公益演出的这
十年，滑稽网络剧社的社员似乎早已
将之视为一种习惯，一种习以为常的
生活方式。“我很喜欢的一个乐趣在
于，生活中说某句台词，另一个人马
上就能知道是哪部滑稽戏，再接口说
下去。”

李淳和他太太结婚的时候，也非
常有意思。“不像是婚礼，倒像是演出
了。”有个滑稽网络剧社的成员，在他

们结婚时没有送红包，而是送了一支
乐队，特地请来了戏曲团里的老师傅
来伴奏。李淳和伙伴们上台演起滑
稽戏，而他的太太则和朋友们上台唱
越剧，然后又是滑稽戏，又是沪剧、京
剧，再来段小昆曲，好不热闹。

朋友们上台送上的节目也是噱头
十足。一个朋友送上一个空红包，里
面是一首打油诗，大家一看就知道，这
是姚慕双和周柏春的《吃酒水》里面的

梗。另一个朋友假扮成服务生，端着
一瓶红酒带着一块毛巾，大家又马上
看出了另一部滑稽戏的影子。

“不单单是我，我们去参加好朋
友的婚礼，敬烟时大家把香烟推来推
去，其他桌的人可能看不懂，但我们
却知道这是《满园春色》里的梗，乐在
其中，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喜欢传统
文化和公益的年轻人的默契吧。”李
淳说。

在周益伦的牵头下，这些80后
滑稽“票友”们有了第一次线下见面
会。大家一拍即合，默契地决定组建
线下剧社，定期排练经典滑稽戏，既
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传承。

同是“票友”的李青所在的社区
居民成了直接受益者。“剧社多次来
到我们社区，庆祝三八节联谊会、社
区纳凉晚会、敬老节联欢等等，都能
看到他们的身影。我清楚地记得，每
次知道小滑稽们要来演出，广场上早
早坐满了观众，独脚戏、小品、说唱、
独唱，形式多样，节目高潮迭起，经典
搞笑的小品、情感丰富的戏曲、耳熟

能详的说唱、经典的传统独角戏，为
居民们送上了一顿丰盛的‘艺术大
餐’，孩子们淋漓尽致的发挥、精湛的
演技，博得了居民们的阵阵掌声和笑
声。这些年，我在微博、微信上也时
常看到小滑稽们参与各类文化活动
的信息，他们更成熟、更老练了。”

为了精进“小滑稽”们的业务水
平，周益伦也会介绍一些滑稽界的前
辈去指导。“他们很多时候都会下到
社区去，也不收演出费，很多时候还
要倒贴，这样的坚守很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他们日常的排练
还没有固定场地。“曾经有个街道同

意在周末把活动室借给我们排练，但
后来活动室交给其他单位托管，场地
我们也协调不了。”于是，漫长的“游
击战”开始了，有时候在公园里编排
剧本，有时候在星巴克的小角落对台
词，“有时候工作日晚上，只能到我家
挤在一个两三平方的小空间排练
……”

然而，用李淳的话来说，喜欢这
个剧种，对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小伙
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爱好。“这
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说散就散了。
所以我一直坚持着，因为我知道万一
哪一天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兴趣所致 “康大海”聚集80后滑稽戏票友

坚守公益 苦于没场地排练像“打游击”

自得其乐 将传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十年来上海滑稽网络剧社坚持公益演出。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天空之城
慈善摄影展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日前，“天
空之城全球慈善摄影展”在上海举
行，两百余幅航拍作品在拉法耶艺术
设计中心免费开放展览。部分摄影
作品接受自由竞拍，拍卖所得将全部
捐献给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与
此同时，2016壹基金蓝色行动正式
启动，联合爱心合作伙伴共同发起

“做一天百分之一”公益倡导活动，号
召全世界的壹家人做一天百分之一，
接纳和支持自闭症家庭。

本次慈善摄影展特别设置了“无
声拍卖”程序，在展出时间中，观众为
喜爱的作品提出竞拍价格。在展览
结束后，主办方统计竞拍结果，出价
最高的竞拍者将获得心仪的照片。

壹基金理事会秘书罗海岳表示，
近年来，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一直关
注并为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
帮助。影展中设立的公益环节将筹集
善款，为自闭症孩子提供切实的帮助。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成立“光明”专项基金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今天上
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爱心成就光
明”慈善专项基金将成立，并接受首
笔350万元人民币善款。据悉，爱尔
眼科医院承诺在三年内将向市慈善
基金会捐赠共计1000万元人民币注
入该专项基金。

记者了解到，该专项基金将用于
全市各年龄段、各类贫困眼科疾病患
者的补贴，除了最常见的白内障之外，
将翼状胬肉、泪道、眼底等中老人高发
的眼疾也纳入了资助范围。同时，还
为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准分子激
光、斜视、配镜眼科等治疗。医院将作
为唯一定点单位负责所有检查、医疗
实施，为弱势群体送去光明与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