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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家南怀瑾不喜欢《济公》电视剧。在他看来，济公烧祖宅
那段眼中有怨愤，动了嗔念，佛便不佛，“剧本一塌糊涂”。

但南怀瑾极喜欢游本昌的表演。他连连赞叹，“这个风度翩翩，
太好了，我看到这个样子，马上皈依，叫一声师父。 ”

似乎以他之见， 剧情的误读框住了艺术家的表演， 落入了窠
臼，蔚为惋惜。

在往后的时间里，游本昌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济公的“翻版”：
要么是六根清净的大德， 要么是明心见性的智者， 要么是大彻大悟的老人……在济公画好的道道

里，兜兜转转，来来回回，亦复如是。
直到2023年的最后几天，《繁花》上线，人们看到了一个极其颠覆的形象———爷叔。
爷叔有六根却不清净，他跟人结缘也跟人结怨，红尘万丈自有贪嗔痴；
爷叔有明心却未见性，他对于商战极伶俐，但是也常为烦扰所困；
爷叔有大彻却未大悟，经历商海浮浮沉沉，最后带着一腔遗憾孑然离去；
《繁花》落尽，观众们方才发现被“骗”了快四十年：
原来他不是“济公”，他是演员游本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如果以电视荧幕为基点，游本昌向前看是舞
台，向后看是电影。

在出演济公前，游本昌属于舞台。 高中毕业后
他就进了文工团，而后保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1956年， 他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任演员，跑
了20年龙套，演过79个小角色。 游本昌不是没有

争取过， 他曾经非常渴望得到两个角
色，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其一是《阿Q正传》，后来我们
知道，这个角色归了严顺开；另一
部是《芙蓉镇》， 戏里的“秦癫
子”，后来落到了姜文头上。

更多的时候， 他就在舞台
上，默默无闻。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此“躺平”，相反，你能从游
本昌大量早期的舞台作品里，看
到他的才华与不安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游本昌演了一出《三岔
口》。 京剧的经典段落，用的是现代的哑剧形式，
整场演出去掉了锣鼓点， 武生戏却一点不偷懒，
节奏明快，让观众忍俊不禁，实验色彩、先锋气质
极浓。

网上还流传着一段游本昌唱《坐寨盗马》的
早期视频。 在演出时，他先以铜锤花脸起头，一板
一眼，声如洪钟。 倏尔，他的手形掐成兰花指，秀
了几句旦角唱腔。 最后一提丹田气，戏曲居然变
成了那不勒斯船歌《桑塔·露琪亚》。

77岁时，游本昌邂逅了电影。 导演乌尔善请
他出山，拍摄一部名为《刀见笑》的作品，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

当时的乌尔善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游
本昌不无感慨地说：“老一辈的导演没有发现我，
中一辈的导演没有发现我，怎么年轻导演发现我
了。 ”

虽然多以配角出现，但是游本昌还是留下了
大量令人难忘的银幕经典：

比如2010年，《剑雨》中的行痴方丈。 一共两
场戏，一动一静。 一场闭目养神，跟主角讲公案、
讲偈语；另一场忽而暴怒，拿起戒尺对着主角当
头棒喝。 点化在动静之间，没有慧根演不来。

还有就是2012年的《李献计历险记》。游本昌
的角色，是老年后的李献计，他在等待中耗尽一
生。 当他终于救下了年轻时的女友，心满意足地
离去，只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一眼万年。

其实，纵观游本昌的电影生涯，你会发现他
虽然入行极晚，却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巨变：

当年挖掘他的导演乌尔善，后来因为《封神
第一部》横扫电影市场；那个他在电影中点化的
杨紫琼，已经拿到了奥斯卡影后，妥妥的国际顶
流；还有和他一起拍“李献计”的小伙子，后来拍
出了《流浪地球》……

佛本无相
回头看南怀瑾当初的问题，还是很值得玩味

的。 他提到《济公》里的那场戏，直至今天也是最
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一场：

不辞而别，出家三年，归来已物是人非，父母
双双亡故，妻子害了疯病，几代人的家产也被老
管家据为己有。

济公掐诀念咒，一把火烧掉了祖宅。 面朝火
光，他半张脸哭，半张脸笑，一了百了。 世上再无
李修缘。

也许，那时荧幕上的济公与历史上的相去甚
远，但是借着这一点点“嗔心”，观众走近并理解
了这个人物。

游本昌演济公， 循的不是传记片的路子，更
像是评书或者古典小说。 所以这一版的济公平添
几分快意恩仇。

财主向穷人逼债，他就把穷人身上的肿瘤移
植到财主身上；遇上趋炎附势的管家，他就给“狗
腿子”接上一条真正的狗腿；恶少强抢民女，他就
让恶少临盆疼得哭爹喊娘……

解决问题的手段， 是行侠仗义的雷霆手段，
要解决的问题，是严肃的社会话题。 所以欢笑之
余，有质感。

游本昌回忆，在拍前两集的时候，他一直在
找寻济公的“质感”，却始终不得其法。

第三集，一场日出戏，游本昌拍完之后在西湖
边休息。“一会儿，导演叫我过去。 ”游本昌心急，衣
衫不整，鞋还趿拉着，一路小跑。“踢趿，踢趿，踢趿，
我觉得，这就是济公啊！ 这不是济公吗？ ”

他开窍了。 游本昌细心琢磨，演活了济公这
一角色， 也使这个荧幕形象成为长盛不衰的经
典。

郭德纲曾向游本昌请教表演济公的精要，游
本昌只说了四字：佛本无相。

他说：“菩萨是无相的，我这么一点透，就够
当你老师了。 放开了演，你的济公打这儿就开始
了。 ”

爷叔
在电视剧《繁花》

中，游本昌有一场戏为
人津津乐道。

爷叔静静看着
眼前的阿宝换上行
头，表情复杂，眼中
突然变得晶莹 ，好
像含着泪光。

人们说， 他看
着 眼 前 的 这 个 青
年， 就像看到了年
轻时的自己。

这句话说给戏
里的爷叔， 因为他
曾经也是像阿宝一
样， 心潮逐浪高的
年轻人， 渴望用自
己的双手打出一片
天地。

当然这句话也
是说给戏外的游本
昌， 因为早年的游
本昌相貌俊美，五
官之清秀真的与今
天的胡歌非常相
像。

这与他以往的
角色都不一样，爷
叔不是出家人，要
演出他在商业上
的图谋和野心。

游 本 昌 是 怎

么处理的？ 他藏着神秘的通讯录，能联系到随港
商洽谈的贴身私家大厨； 他手握一本检查范本，
手把手教汪小姐怎么写检查； 他随意叠一张纸，
就能让李李在黄河路保卫战中大获全胜……

爷叔也不是苦行僧，他身上应该有着和阿宝
一样的帅劲儿。

游本昌演得印象深刻。 爷叔去做衣服，从西装
的布料到款式，垫肩、口袋、夹里，一丝不苟。他告诫
阿宝，“穿西装要人穿衣，不让衣穿人。”不必追问什
么叫“人穿衣”，看一眼爷叔其人就知道了。

很多时候， 爷叔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他
更像是一座城市精神气质的聚合体。“爷叔”就是
上海，上海的前身，也是上海的今生。

游本昌恰是无比契合的人， 他祖籍南京，母
亲怀胎在苏州，自己出生在泰州。 童年时期，他便
在上海读书，并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见导演王家卫，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见
过红头阿三的人。”他见过旧社会的上海。游本昌还
说：“听说他（王家卫）十年干一部，那行啊，我这个

十年正好碰上了，那干呗！ 我喜欢迎接挑战。 ”
在《繁花》的拍摄特辑中，王家卫提到了《一代

宗师》的一句台词：“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
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留在属于我的年月里。 ”

王家卫还说，“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没有选
择。 ”于是在电视剧的结尾，他安排了一场告别：
人潮人海，爷叔再回首，留下了给予金花的感情。

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这是离开这座城市近六十年，仍是异乡人的

“老上海”王家卫的情怀。
又何尝不是扎根这座城市，见证了沧海桑田

的“老上海”游本昌的情怀。
很多年前，游本昌在采访时说道：“我不是喜

剧演员，我其实是一个性格演员。 ”他说他享受把
全身心投入到角色里的过程，享受生命的新生。

这恰似很多年前他拍过的一部电视剧———
《了凡》。

《了凡四训》有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向前看是舞台，向后看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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