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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犇生活中是个“萌老头”

《我们的师父》通过与不同领域的
师父“来往”，让徒弟们感悟榜样力量，
解决人生疑惑。该节目总导演、制片人
孔晓一认为，《我们的师父》发掘了一种
普世的师徒关系，不是拜师学艺，因为
技艺不是两三天能学会的，而是一种在
与师父同吃同住过程中的“来往与感
悟”。
在节目中，牛犇和徒弟们同吃同

住，并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为年轻人
答疑解惑。1935年出生的牛犇，从影70
年，以演绎小人物著称。《我们的师父》
节目导演组透露，牛犇老师一直教育着
后辈演员，“演一个角色最先要去观察这
个人的生活。一颦一蹙都要模仿，做到你
就是他、他就是你。”在事业上他是“倔老
头”，在生活中是个“萌老头”。牛犇老师
爱吃冰淇淋，也爱和年轻人交友。
从影70年，牛犇有着自己独特的

人生准则、职业素养和生活习惯，这也
是《我们的师父》节目组决定邀请他作为
首站录制的原因。牛犇对年轻人期许：要
像“人”字一样，一撇一捺，成人；写对了

方向，成就一生；写错了方向，错败一生。

刘宇宁被牛犇的节俭触动

采访中谈起拜师的收获，刘宇宁坦
言，通过与师父的相处，他明白如何做
人和摆正对待事物的态度。大张伟则表
示，师父之所以成为师父，是因为他们
不仅工作努力，也在生活中学习点点滴
滴。
渴望不断突破、重新出发的于晓光
表示，自己这个年龄要学会放下很多，
也有许多困惑，虽然目前还未完全解决
这些困惑，但他相信通过继续拜师，会
一步一步解决的。小师弟董思成也说，
他们这一代依旧是追逐梦想的一代。
“一下子消化不了这么多感悟，但我觉
得在潜移默化的往来中是能够吸收的，
并将终身受益。”
从小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刘宇宁还

被牛犇的节俭触动。“他穿的衣服都是
他儿子穿不了的，不是他儿子不给他买
衣服，就是老人比较节俭。像我爷爷也
是，我给他买了好多新衣服就是不穿。”

《我们的师父》热播，牛犇对年轻人有期许

□半岛记者 刘礼智

3月31日晚，青岛市话剧院演出的原创
话剧《家有遗产》在李沧剧院圆满完成了首轮
演出的最后一场。该剧自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应国家大剧院邀请作为献礼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剧目晋京演出
以来，于2月15日~3月31日在北京、济南、青
岛三个城市连演16场，观众人次达1 .6万，获
京、济、青三地观众的热议和好评。

首轮演出结束热度未散

《家有遗产》首轮演出虽然已经结束，但
因其引起的话题热度尚未散去。同学聚会、大
学校园、地铁站、餐厅食堂……《家有遗产》一
时间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剧场外，看过演出
和没看过演出的市民都谈论着这股入春以来
的话剧旋风。
作为青岛市话剧院时隔12年的原创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家有遗产》从创意
之初就受到多方关注，该剧从创排到演
出历经2年时间，数度打磨，进京演出大受
好评，本次青岛巡演在年初进京演出的版
本上又作了整理和压缩，总导演王晓鹰亲
临青岛为剧目指导排演，再度对剧本进行第
七稿的修改打磨。

已着手筹备第二轮演出

讲好百姓故事，演人民爱看的戏。《家有

话剧《家有遗产》首轮演出收官，人气口碑双丰收

遗产》最大限度地打破年龄、地域、圈层的限
制，在创作上把人民群众作为艺术表现最
为重要的“主角”，以本土化为特色，极具青
岛印记的艺术元素，运用“时光交错”的舞
台艺术表现手法，于一场遗产争夺中折射
了现代社会的世风和人情冷暖，深刻诠释
了普通百姓崇尚坚守的中华传统家庭美
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一部
弘扬好家风、反映正能量的极具现实意义
的话剧。
《家有遗产》从家庭这个小切口入手，从
家训家规中聚焦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家风。触
及内心、不喊口号、不说教，是它的最大亮点，
这也吸引了青岛各大企事业单位的各党组织
和群团组织前来体验观赏，掀起一股党建学
习热潮。
青岛市市北区区直机关工会委员会、青

岛港引航站、青岛地铁集团、李沧区兴城路街
道办事处、崂山区金家岭街道办事处、青岛日
报集团、青岛第三人民医院、青岛市中心医院
等企事业单位先后组织广大群众和党员观
看，开展了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教育、家风教
育课。
很多观众看完演出后，纷纷表示这部

剧是一场具有正能量和启发作用的“特殊
党课”。青岛市中心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种用艺术的形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既内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首轮演出收获好评的同时，青岛市话

剧院已着手筹备《家有遗产》的第二轮演出，
计划在济南、烟台、聊城、潍坊等城市进行省
内巡演，用艺术作品展现“开放、现代、活力、
时尚”的青岛城市形象。

《《家家有有遗遗产产》》剧剧照照

牛牛犇犇

□半岛记者 刘礼智

纪实性文化品格传承节目《我们的师父》正在热播，引发了网友
的热烈讨论，暖心大哥于晓光、“鬼马精灵”大张伟、懵懂少年刘宇宁
和呆萌小师弟董思成首次集结，敲响了第一位师父牛犇的家门。而牛犇
师父活泼有趣的“老顽童”形象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在接受记者采访
谈到对年轻人的期许时，牛犇坦言要像“人”字一样，一撇一捺，成人，
“写对了方向，成就一生；写错了方向，错败一生。”

高小岩诞辰百年作品展
明起在市博物馆开展

□半岛记者 黄靖斐

《世纪墨香——— 高小岩诞辰一百
周年作品展》4月5日将在青岛市博物
馆开幕。今年适逢高小岩诞辰100周
年，此次展览共挑选并展出其书法精
品 100件以回顾其创作生涯。4月 3
日，记者在青岛市博物馆采访了正在
为父亲作品布展的高箎，他透露，这
次展览中的30幅作品展后将捐赠给
博物馆。
高箎透露，此次选择展览的作品，

主要是父亲晚年整理的书法作品，比如
自撰对联等，“父亲生前就想把这部分
作品展示，我们做子女的办这次展览，
也是为父亲完成遗愿。”
在高箎看来，“书法的道路对于参

与者来说是一个渐进渐悟的过程，不应
人为地去勉强分阶段，总趋势是‘书谱’
中的说法：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一百
年，既是书法艺术厚重的积累，也是风
尚品格魅力的流传。
高小岩生前为中国书协会员、山东

省文史馆馆员、山东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儒学年鉴》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山东
中山书画院名誉院长、山东省及青岛市
两级书协名誉主席、青岛中山书画院院
长。先生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感，长期
致力于书法教育事业，热心参与书画慈
善公益活动，提携后辈，视传承弘扬书
法艺术为己任。高小岩还是青岛中山书
画院的发起人，长期担任院长，组织举
办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书画活动，为书画
院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高箎告诉记者，“这次展览中的30

幅作品展后会捐赠给博物馆。”展期至
201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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