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几乎都与古镇相连，如叶圣陶之与 直，沈万三之与

周庄，茅盾之与乌镇，柳亚子之与同里、周庄、西塘，顾维钧之

与嘉定，陆俨少之与南翔。

陈逸飞爱古镇，他的名字和古镇紧紧相连。

陈逸飞生命的起点在镇海新 镇星阳村。

陈逸飞童年成长的地方是苏州古镇周庄，也是他一举成

名之地。１９８４年春天，陈逸飞以双桥为素材创作的油画《故乡
的回忆》，使周庄一夜之间名扬四海。他把美丽带给人间，因画

成名；古镇则把灵感带给他，因其闻名。

陈逸飞电影事业的亮点是浙江文化古镇前童。他和《理发

师》摄制组探访过江南许多古镇，最后选择了前童。

陈逸飞事业的终点依旧在包容九龙的古镇富阳。劳累过

度的他突然倒下，从此，“浔阳”只留“遗韵”……

陈逸飞描绘江南水乡风景的油画作品，画面上弥漫着宁

静和平和，在写实中渗透着中国传统的美感，无不体现画家对

江南古镇的钟爱。

这些极具中国水墨画风格的水乡古镇，向世人展示着一

种古吴越文化独特的美丽。我们走进江南古镇，就像走进了一

幅中国画的长廊，悠悠飘荡的乌篷船、小巧玲珑的石拱桥、黑

瓦白墙的老屋以及随处可闻的吴侬软

语，无不展示着这里的古老、润泽。

古镇孕育名人，名人倾情古镇。

那是２００２年春天，嘉定千年古镇南
翔举行文化历史资源保护和开发研讨

会。著名导演谢晋、著名演员牛 、同济

大学著名教授阮义三等专家纷纷建言献

策。以大忙人著称的著名视觉艺术家陈

逸飞欣然接受了邀请。然而，由于偶然的

因素，他实在无法脱身，未能到会。为此，

他再三表示歉意。

事后，他再次接到邀请。陈逸飞被对

方的盛情打动了。５月２５日，陈逸飞从
市区赶到南翔。他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审

美眼光，对南翔未来的生态环境、城镇功

能等方面的规划与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到

见解。

他说，南翔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

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以延承南翔

镇悠久的历史风貌，更是提升城镇品位

的重要举措。当地政府继续秉承保护和

开发相结合的原则，必将让千年文化底

蕴在南翔这块宝地上发扬光大。

究竟怎样打造南翔的形象呢？

陈逸飞坦率地说，我印象中，南翔是

历史文化名镇，又是著名卫生镇，要给人

品位高雅、简洁明快的视觉享受。恕我直

言，有的建筑装饰设计有败笔，有的色彩搭配不够大气。这也

许有些挑剔，但是我是实话实说，评头论足，论美中不足。如果

说恭维话，说什么都好，我一下车就说好，然后就可以走人了。

既然你们真心诚意邀请我来，我就要诚心诚意讲真话。

当天，陈逸飞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古猗园。漫步古猗园，他妙

语如珠。他认为，南翔应依托古猗园的资源优势，追求整体设计

理念，使南翔在新城、老城的规划上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现实中的陈逸飞很低调，很少接受采访，更不愿到处题词。

他的名片上只有姓名，并未一一罗列自己的身份和职位。当邀

请他为南翔报题词时，温文尔雅的他用纯正的上海话说：“算

了，算了。免了吧。”在场的同志再三邀请，并且告诉他，谢晋导

演也题了词牷再说南翔报仅仅是乡土小报，并不对外发行，他这
才勉强同意。不过，写好一看，纸上除了签名只有四个字——

白鹤南翔

陈逸飞说：“我怕别人厌，不能老一套，不能靠‘惯性’，靠

‘惯性’总会停在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因此要自己加

煤，多走一些路程，多闪几次光亮。”陈逸飞的足迹遍布大江南

北，包括江南古镇。这种敢想敢说的从容态度与积极进取、勤

恳有为结合在一起，加上天时地利，哪有不成功的？

陈逸飞在美丽的古镇挥洒满腔的激情，用艺术家的勇气

和智慧畅想并祝福古镇的辉煌。

我想，当陈逸飞听到一个个古镇传来捷报时，一定会“泪

飞顿作倾盆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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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朋友、小同乡葛一虹同志

走了！

葛一虹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

家。在戏剧史的领域中，他是深入、精

湛研究的专家学者。１９４０年，他翻译了
栩栩如生描写列宁的话剧 《带枪的

人》，并于１９４１年在晋察冀演出。皖南
事变后，他到香港避难，期间，又翻译

了《生命的呼唤》。他从事著述，发表了

许多论文、剧评等。同时，又编辑若干

种文学戏剧刊物，

有的刊物在社会上

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葛一虹前前后

后组织或者参加了

许多戏剧社和戏剧

界的团体，他还积

极地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左翼剧联”和

上海剧作家协会的工作。他在中国艺

术界（特别是戏剧界），有许许多多的

朋友和同志，他是文化艺术领域尽人

皆知的人物。总之，葛一虹在建国之前

１０多年的工作，为开拓新中国的戏剧
事业做了许多奠定基础的工作。

建国后，他的处境就不是一帆风

顺了。“四人帮”被粉碎后，葛一虹才恢

复工作，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

外国文艺研究所所长。

在这里，我想说一点他和我之间

的事情。人们知道葛一虹是戏剧界赫

赫有名的人物，但不知道他是在上海

大同大学学理科的，不知道他是我的

同年级的同学，更不知道我们还是同

乡。１９３３年的某一天，在我们学校附
近，发生我同警察打架时，是葛一虹动

员许许多多同学出来包围警察所，把

事情闹得不小。《时报》套红头条用了

“学警冲突”做标题。当时我只是热血

青年，不能受一点屈辱。葛一虹在政治

上就比我成熟多了。这件事记载在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青少

年于光远》这本书里。也是在这本书

里，有一篇小标题是“险一点成了《放

下你的鞭子》中的第四个演员”，这件

事也同葛一虹有关。

葛一虹是上海嘉定人，１９３２年他
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之后，与同乡同学

一起组织了“嘉定文化促进会”，写过

剧本，编印过４期《嘉定青年》。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

战火波及嘉定，县城一度被日本侵略军

侵占。葛一虹决心以戏剧为武器，唤起

家乡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他与瞿白

音、田鲁组成了“暴风雨剧社”。经瞿白

音的一位朋友介绍，葛一虹和田鲁与左

翼“剧联”接上了关系。１９３３年春，嘉定
沦陷一周年，３人决定搞一次纪念活动。
他们通过“左翼剧联”的章泯，邀请活跃

于上海话剧舞台的骆驼演剧队到嘉定

与暴风雨剧社联合演出。这年４月的５
日、６日两天，由陈鲤庭带领骆驼演剧队
的成员左明、徐韬、王为一、高原、姜敬

舆、朱铭仙等３０余人到嘉定，与暴风雨
剧社在嘉定孔庙搭台演出。骆驼演剧队

演出了 《帝国主义的狂舞》、《高尔夫速

写》、《谁是朋友》、《梅雨》、《到前线去》、

《放下你的鞭子》及《六·二三》等７个话
剧，暴风雨剧社则演出了瞿白音、葛一

虹、田鲁共同创作的话剧《转变》和《嘉

定三·三》。《转变》

是独幕话剧，内容

描写一个青年为恋

爱苦闷，后在火热

的抗日救亡斗争中

觉醒，奋起投身于

抗日运动。该剧后

来更名为《改弦易张》，曾在上海学生剧

团中演出，还由他们３人掏钱出版了单
行本剧本。《嘉定三·三》是揭露日军

１９３２年３月３日侵占嘉定暴行的活报
剧，具有很强的宣传效果，也激发了嘉

定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

骆驼演剧队与暴风雨剧社联合演

出成功，全部票房收入都捐给了东北

义勇军。

１９３５年清明，葛一虹通过章泯邀
请“剧联”组织剧团到嘉定县城举行演

出，不久又第二次到嘉定演剧，赵丹、

唐纳等都去了。

然而，前不久，葛一虹以 ９２岁的
高龄走了。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

念我的老朋友———葛一虹同志。

汇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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