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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B08

《宁波晚报》养生汇客服号扫一扫关注《宁波老年》

除了一名好演员，一名优秀的戏曲舞台艺术摄
影师，应佩佩同样是一位生活艺术家。

在她的家中，随处可见摆放着美丽的鲜花。有
时候起床后，她会整整齐齐地叠好被子，然后在被子
上放好一朵玫瑰花，代表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

据她的学生介绍，应佩佩非常爱干净，把家中的
大大小小物件摆放得整整齐齐。如果有一天要出
门，她也会细心整理昨天背回家中的包之后再出
门。这位生活艺术家有着独具一格的家装审美观，
她把家打造成了一个温馨、情调的楼房。有位朋友
看到之后，托她帮忙设计新居，原本不会画图纸的应
佩佩便开始琢磨起来，设计稿完成后朋友特别满
意。之后，应佩佩还受邀帮慈溪、上海、杭州多地的
住户制定装修方案，一位朋友经介绍后还特地赶到
宁波，看过应佩佩的设计后，推掉了之前的合约。

记者 徐丽文

应佩佩：舞台光影中的戏剧追梦人
曾活跃在宁波越剧舞台上的气质小生，早年师承越剧名

家毛佩卿，因种种原因后来学起了摄影，共拍摄了数以万计的
舞台摄影作品。今年72岁的应佩佩是市内颇有影响力的戏曲
舞台艺术摄影师，为宁波戏曲文艺积累了大量的图片和历史
资料，并被广泛采用。

戏剧舞台时光一晃已过几十年，但从应佩佩
举手投足之间，依然可以看出她当年风华正茂的
模样。

13岁时，应佩佩进入宁波戏曲学校学习，天生
的好嗓子，加上俊俏的扮相，引起了老师们的注
意。1960年，《挡马》作为地市优秀剧目参加省青
年演员汇演，应佩佩担任主角，扮演“杨八姐”，在
戏剧舞台上初露锋芒。越剧表演艺术家毛佩卿观
看此剧后，看中了应佩佩这棵小苗子，并建议她由
花旦改演小生。在众人的疑虑中，毛老师说：“我
对她有信心，虽然现在她年龄小，但以后肯定会长
高的。”后来，毛老师专程到戏校辅导应佩佩。

1962年，应佩佩分配到宁波越剧一团。毛佩
卿更是对其悉心指点，手把手地传教。“毛老师对
我特别严格，我也曾埋怨‘为什么就盯上我了’。”

后来回想起来，应佩佩发现那都是老师对她的肯
定和期望。应佩佩模仿了老师的表演风格，大家
一致认可：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应佩佩塑造人物
越来越得心应手，先后在十几部大戏中挑大梁。
她演的《盘夫索夫》中的曾荣、《井台会》中的徐继
祖获得宁波地区青年演员一等奖。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岁月，应佩佩重返舞
台。1979年，她参加了市群艺馆演出队（镇明越剧
团前身），担任越剧《珍珠塔》中的主角——方卿。
剧中孝顺的人物把观众情绪调动了起来。人气颇
高的她还继续饰演《情探》中的王魁、《团圆之后》
的施俏生和《貂蝉》中的吕布，得到了戏迷们的一
致好评。正当市京剧团转为越剧团时，应佩佩被
市文化局任命为当时的剧团老师，刻苦认真的她，
务求完美，获得了年轻演员们的尊重。

正当应佩佩的演艺生涯迎来巅峰的时候，她却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舞台。“虽然有遗憾，但是作为一
个母亲和媳妇，在丈夫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照料家
庭成了我必须担起的责任。”

但是，应佩佩始终没有放弃戏剧。1981年，应
佩佩选择到宁波市展览馆。在宁波资深摄影师王
新辉的指导下，同样爱好摄影的应佩佩受益良多，
学习了专业的拍摄手法。

应佩佩把镜头瞄准了她深爱的戏剧舞台，开始
了她戏曲舞台艺术的摄影生涯，这是对戏曲艺术另
一种无声的爱。舞台艺术拍摄讲究现场抓拍，受拍
摄位置、拍摄光线等限制较大，如果没有一点戏曲
舞台表演的知识及经历和对创作过程的专注，也难

以拍出一个内容丰满的作品来，恰恰应佩佩正巧具
备了这些。

每一次拍摄她都会把本身的情感融入到作品
中去，在作品创作时，往往全身心投入，这种创作也
是情感的升华。所以她拍摄的戏曲舞台作品别具
特色。比如放在书柜里十几叠舞台剧照，里面一张
张剧中人物造型独特，眼睛炯炯有神，甬剧《半把剪
刀》、《霓虹灯下的哨兵》、《典妻》等，越剧《阿育王》、
《孟姜女》等。剧照中，演员的神态是如此生动、逼
真，每帧照片总能定格在最美的一刹那。

在应佩佩的书柜上，十多本相册里的每一幅作
品，都是她在现场精心拍摄的，加起来是她几十年
的心血结晶。

离开舞台后跨界当起了摄影师

“灵气”十足的她被名师一眼相中

追求美好愿景的生活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