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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滇北旅遊，不僅見識了迷人
的麗江古鎮，讓人讚嘆的雪山，世

外桃園般的香格里拉；對迷一樣的少數民族，也多少增加了
解。世居雲南西北部寧蒗縣瀘沽湖畔的摩梭人，是中國唯一
還保存 「母系氏族社會」 特徵的人群。摩梭人的子女，跟隨
母親居住，血統世系按母系計算。

換言之，摩梭人只認母親， 「父親」 可有可無。摩梭人
有自己的母語摩梭語，沒有文字，主要信奉藏傳佛教。

「男不婚，女不嫁」 的 「走婚」 制度，至今猶存。
走婚，摩梭人稱為 「阿夏婚」 ，結合自由，離散隨意，

是名副其實的 「婚嫁自由」 。紡織是摩梭女子的傳統手藝。
這是攝於麗江的摩梭紡織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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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滌生鄭孟霞烽火結良緣唐滌生鄭孟霞烽火結良緣
□岳 清

1942年唐滌生和鄭孟霞結為夫婦，兩人在香港共同度過最艱苦時刻，在淪陷期
間，鄭孟霞演過約六十部唐滌生編寫的粵劇，是演出唐滌生作品最多的演員之一。兩
夫妻一個演戲，一個編劇，對戲曲藝術不離不棄。鄭孟霞常常向唐滌生提供京崑劇藝
的不同處理手法、唱腔、身段等豐富資料，使唐滌生在編寫粵劇時，將京崑劇藝融匯
於粵劇內，鄭孟霞對唐滌生的創作功不可沒。

摩梭姑娘

民 俗 搜 奇民 俗 搜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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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到這位衣着整潔、身材瘦削的
七旬老者，就想起一段有趣的對話：

「我喜歡畫家……他們都很逗，跟平常
人不一樣：梵高把自己的耳朵切了，畢加索
跟他又正好相反，好像一輩子都在拿畫畫哄
自己玩兒。我看來您家裡的畫家也有挺怪的
，有的人留着大鬍子，有的叔叔還梳小辮兒
。可您跟他們不一樣……您是一位性格嚴謹
的人。叔叔您說，什麼樣的性格當畫家好呢
？」

「什麼性格的人都有可能畫得好畫，也
有可能畫不好畫，關鍵看你能不能認真對待
自己手底下的作品。」

對肖像畫情有獨鍾
這是一個叫苗苗的孩子和中國當代油畫

家靳尚誼的對話。當筆者面對這位成就不凡
的老者，竟也產生了與苗苗相同的想法。的
確，他是位性格嚴謹的畫家。

靳尚誼的藝術成就集中表現在油畫肖像
的創作上。他對人物肖像的造型美有獨到深
刻的理解。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靳尚誼
就曾說： 「肖像畫中的形象，應酷似所要表

現的人物，但求貌似只是一方面，人物的個
性及其精神狀態必須鮮明而生動，兩者缺一
不可……構圖的選擇要非常簡練有力，因為
肖像畫的構圖比較單純，整個畫面要嚴格符
合造型美的要求。」談及他的油畫之路時，
靳尚誼說： 「人的興趣是會發生變化的，但
對於我來說，再怎麼變化，我畫人物，畫肖
像的興趣也不會變，因為我對人感興趣。以

前我畫過大量的人物寫生，今後我還想再畫
下去。」

是什麼讓靳尚誼對油畫肖像如此鍾愛、
如此堅持？靳尚誼如是答道： 「之所以畫肖
像畫，完全是順其自然發展。對於各色各樣
的人，我很喜歡。人是社會的中心，人的形
象變幻莫測，其味無窮，尤其是人本身的形
象和造型的特點，既單純又豐富，表現起來
難度非常大，但又最富有表現力，我把自己
在藝術上的追求集中在肖像畫這一小範圍上
，有助於自己的深入研究，也可以說把現實
生活複雜的一面進行濃縮。在創作中，我不
是有意地去表現時代，但我忠於對象。」

從偉人到平民角色
靳尚誼前期的油畫肖像創作主要對象是

偉人。早在 20 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創作的
《毛主席在十二月會議上》、1964年創作的
《長征》（原名《踏遍青山》）以及1956年
《在和平講壇上》等肖像油畫，把毛澤東、
周恩來等領袖的形象風采刻畫得栩栩如生，
引起美術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些肖像創
作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凸顯了靳尚誼肖
像創作的藝術表現力。

隨着社會的進步與時代的變遷，靳尚誼
的創作對象和審美眼光發生了轉換。上世七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的畫筆開始轉向
了普通人。採取側光的方式，一半亮一半黑
，用強烈的明暗對比凸顯人物造型，借助西
方油畫技巧，以柔潤的筆觸、單純而強烈的
紅黑兩色，描繪了一位羞澀、含蓄的美麗姑
娘。這便是1983年靳尚誼的標誌性轉型代表
作《塔吉克新娘》。後來，他的《青年歌手
》、《醫生肖像》、《畫家》、《晚年黃賓
虹》等作品相繼問世，並成為當代油畫的代
表作而得到廣泛傳播。靳尚誼說： 「藝術不
關注現實就沒有意義，我的畫筆轉向老百姓
就是關注活生生的現實生活，這一系列的作
品，實際上是通過人物表達我當時的心境和

對理想主義的追求。」
當年，靳尚誼選擇學油畫，是因為他喜

歡油畫而不喜歡中國畫。可是，隨着年齡增
大、修養加深，他卻越來越喜歡中國畫了。

妙在似與不似間
「我覺得中國畫特別的妙。油畫需要畫

一大堆才能表達的東西，中國畫幾筆就能表
達出來了。」油畫寫實，中國畫寫意。中國
畫妙在哪？他用一句話形容： 「妙在似與不
似間。」

1978年靳尚誼考察山西永樂宮和甘肅敦
煌，中國古代壁畫優美的造型、流暢的線條
、艷麗的色彩令他嘆服不已。隨後，他訪問
西德和美國各地藝術博物館，西方古典繪畫
大師們高超的繪畫技巧也使他讚嘆流連。從
此，他開始嘗試將西方古典油畫技法與中國
傳統繪畫神韻相結合，使作品獨具東方情調
和現代特點。

靳尚誼認為， 「中國油畫應根植於中國
傳統的民族文化，中國的油畫藝術必須在掌
握西方的油畫技術和基礎之後，再把中國水
墨的寫意性和油畫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的畫
風，從而使油畫具有中國風格。」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期創作的老畫家畫像《晚年黃賓虹》
，把中國水墨的寫意性融入油畫創作，而凸
顯油畫的中國風格。1997年創作《老橋東望
》以佛羅倫薩為背景塑造意大利修女形象。
2001年創作的《醉》，以屏風為背景表現日
本藝妓醉態，反映東方社會現代化後的 「醉
生夢死」現象和畫家本人對社會的看法。

（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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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唐滌生
的粵劇新作《再世紅梅
記》在利舞台戲院首演
，當台上的任劍輝、白
雪仙演至第四場 「脫阱
救裴」時，在台下觀看
的唐滌生心臟病發作，
突然昏倒，翌日溘然辭
世，終年四十三歲。今
年，剛好是他逝世五十
周年。

成名於上世紀 50 年代的唐滌生，有 「粵劇鬼才」
之稱，對粵劇改革影響深遠。

唐滌生之所以被稱為 「鬼才」，一是產量多，一是
質量高。

從 1938 年第一部粵劇作品《江城解語花》，到他
1959年去世的二十年間，唐滌生總共寫了446個劇本，
也就是說，平均一年 「生產」二十多個劇作。

事實上，他在全盛時期，每年都寫30至40個劇本
。其中，1943年寫了43部，1944年更多至58部，是他
寫作生涯中創作最多的年份。

唐滌生筆下的劇本，情節緊湊吸引，人物刻畫傳神
，辭藻清雋雅麗，聲調優美動人。

如開篇提及的《再世紅梅記》之 「脫阱救裴」：
「畫欄風擺竹橫斜，如此人間清月夜。愁對蕭蕭庭

院，疊疊層台。黃昏月已上蟾宮，夜來難續橋頭夢，飄
泊一身，怎分派兩重癡愛？不如彩筆寫新篇，也勝無聊
懷舊燕，誰負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

又如《紫釵記》之 「燈街拾翠」：
「攜書劍，滯京華。路有招賢黃榜掛，飄零空負蓋世才華。老儒

生，滿腹牢騷話。科科落第居人下，處處長賒酒飯茶。問何日文章有
價？混龍蛇，難分真與假。一俟秋闈經試罷，觀燈鬧酒度韶華，願不
負十年窗下。」

除了作品又多又好，唐滌生對傳統粵劇的布景包裝、舞蹈編排、
燈光效果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大膽改革和創新，讓粵劇真真正正能雅
俗共賞。

聽粵曲睇大戲，是早年香港人的重要娛樂。豪華大劇院如利舞台
，便專為粵劇演出而興建。利舞台建成之初，大戲一台緊接一台，夜
夜笙歌，電車幾乎通宵行駛。

當年的粵劇紅伶多不勝數，其中包括：薛覺先、馬師曾、陳錦棠
、芳艷芬、紅線女、鄧碧雲、何非凡、麥炳榮、吳君麗、羅艷卿、任
劍輝、白雪仙等等。他們都有自己的班底，自己的戲迷，但無一例外
的是，他們都演過唐滌生編撰的劇本。

然而，演出唐滌生作品最多的演員，還是唐滌生的妻子鄭孟霞。
香港淪陷期間，鄭孟霞演過約六十部唐滌生編寫的粵劇，成為演出唐
滌生作品最多的演員。

鄭孟霞不僅是早年演藝界明星，還是舞蹈家、京劇票友。唐滌生
編寫粵劇時，常將京崑劇藝融入粵劇，鄭孟霞乃幕後功臣。

本期文摘刊用了岳清的《唐滌生鄭孟霞烽火結良緣》，對唐滌生
和鄭孟霞這段戰火情緣作了較詳盡介紹，讀者可從另一側面了解這對
才子佳人。

味精樹
雲南貢山的青拉筒山寨中，有一

棵高約 27 米的大樹。烹調時，只要
摘一片樹葉或刮一點樹皮入鍋，菜餚
味道便格外鮮美。

泌油樹
陝西省有一種白乳樹，只要撕破

它的葉子或扭斷其枝條，破損處就會
流出白色的油液。這種油既可食用，
又可點燈。

木鹽樹
黑龍江和吉林省交界處，有一種

木鹽樹，每到夏季，樹幹上凝結一層
雪花似的上等精鹽。

蘇打樹
新疆有一種叫異葉楊的樹，它的

樹皮上、樹枝丫和樹窟窿裡，長出一
些純白色的蘇打。

荷花樹
陝西勉縣武侯祠東桂園後面的

「旱蓮」樹，已有 1700 多年的歷史
，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樹種。每當清明
時節，旱蓮樹開滿荷花，香氣襲人。

下雨樹
江西武寧縣有一棵腰圍一抱、高

約 23 米的檀樹，每逢連續天晴乾熱
三、四天，稀疏的樹葉就會灑落水珠
，猶如下雨一般。

氣象樹
我國廣西忻城境內，生長着一棵

高 20 米、直徑 70 厘米，有 150 多年
樹齡的青岡樹。這棵樹的葉子顏色會
根據氣候的變化呈現出規律性的變化
。在晴朗的天氣裡，葉子呈深綠色；
當天氣快要下雨時，樹葉就會變為紅
色；當雨過天晴之後，樹葉又會恢復
其原來的顏色。由於人們可以觀樹測
天，這棵古樹自然就成了深受當地人
民愛戴的天然氣象台。

（摘自李澤民編《世界奇聞珍聞
趣聞集錦》，四川辭書出版社）

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位
於中區心臟地帶，東起自雲咸街，西接
皇后大道中，是香港早期建成的街道。
街名是用威靈頓將軍的名字命名。

威靈頓將軍不僅是英國著名的軍事
家，而且也是政治家。他的全名可譯成
阿 瑟 ． 韋 爾 斯 利 ． 威 靈 頓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他於 1769 年 4
月 29 日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先在伊
頓公學受教育，後往法國陸軍軍官學校
留學。1787年3月畢業，回英加入英國
陸軍，1790 年升為陸軍中尉，同年當
選為都柏林下議院議員。1793 年為英
陸軍 33 團中校，並參加遠征歐洲大陸
的戰役，屢建奇功。他的軍事奇才為英
國上上下下賞識是 1807 年領兵到葡萄
牙突破拿破崙的封鎖英國的政策。從這
一年起，他是唯一能令拿破崙頭痛的歐

洲聯軍的將領。
他徹底擊敗拿破崙於滑鐵盧的戰役

，是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從此他名震
世界，他被封為公爵，俄國的沙皇亦頒
給他為俄國的榮譽陸軍元帥。這是他在
軍事上的成就。

1828 年他奉命組閣，成為英國首
相，直到 1830 年。1840 年他任上議院
議長，1842 年又再被委任為英軍總司
令。這時期正當香港開埠，參與香港開
埠建設的英國軍政人員，對威靈頓公爵
的敬仰是一致的，當開闢一條街道時，
用他的名字命名這條街道，是很自然的
事。

威靈頓公爵於1852年6月4日去世
，享年83歲。

（摘自《香港街道命名考源》，香
港政府出版）

唐滌生（1917 ─ 1959 年）本名唐
康年，1917 年 6 月 18 日在黑龍江出生
，其籍貫是廣東中山縣唐家灣人。他曾
在上海修讀美術，但因日本侵華，以致
他無法完成學業。

1937 年廣州淪陷，他避走香港，
因從姊唐雪卿的關係，介紹他到姊丈薛
覺先的覺先聲劇團做抄曲工作。後來他
得到薛覺先和馮志芬的賞識，繼而從事
編劇工作。1938 年他與薛覺先的十妹
薛覺清結為夫婦。

在港同度艱苦歲月
1941 年香港淪陷，唐滌生和薛覺

清此時已離婚，唐滌生留在香港。1942
年唐滌生和鄭孟霞結為夫婦，兩人在香

港共同度過最艱苦時刻，在淪陷期間，
鄭孟霞演過約六十部唐滌生編寫的粵劇
，所以鄭孟霞是演出唐滌生作品最多的
演員之一。

淪陷時期和唐滌生合作過的名伶有
張活游、白駒榮、區倩明、鄺山笑、黃
侶俠、馮少俠、羅品超、余麗珍等，較
為著名的作品有《落霞孤鶩》、《龍樓
鳳血》、《銀燈照玉人》、《白楊紅淚
》、《曉風殘月》、《魂斷藍橋》。

鄭孟霞（1912 ─ 2000 年）和唐滌
生的結合亦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本身
是舞蹈名家和京劇票友，在 1934 年上
海的舞壇，於一所唱片公司的舞后選舉
會中，以超卓舞姿，從當紅的北平李麗
手中搶過了舞蹈冠軍的名銜。那時的舞

伴是另一位舞蹈名家陳高聰，也是她生
命中第一位丈夫，後來兩人南下香港，
可是在1938年，陳高聰卻因病辭世。

一個編劇一個演戲
鄭孟霞曾經在 1938 年加盟覺先聲

劇團，後來因和唐雪卿有爭拗，所以演
完一屆便沒有再續約，1939 年她開始
參加電影工作，她和薛覺先合演過《銀
燈照玉人》。

在淪陷時期，她參加新時代、大中
國、天上、百福等劇團演出，由於她對
京崑藝術的熟悉，所以提供不少京劇題
材讓唐滌生改編成粵劇演出，如《水淹
泗洲城》、《三擒費德功》、《雙錘記
》、《霸王別姬》、《漢壽亭侯》、
《花田錯》等。在《霸王別姬》中，鄭
孟霞先反串飾韓信，後飾虞姬，顧天吾
則飾項羽。

這期間唐滌生的創作題材還有以小
說和電影為藍本，他把著名小說家張恨
水的名作《落霞孤鶩》、《似水流年》
、《啼笑因緣》和望雲的小說《黑俠》
改編過來，也有根據《銀燈照玉人》、
《魂斷藍橋》等受歡迎電影改編的，還
有把廣東著名武術故事搬上舞台如《方
世玉打擂台》、《胡惠乾打機房》等。

兩夫妻一個演戲，一個編劇，兩人
對戲曲藝術不離不棄，他們經常討論戲

場的安排，鄭孟霞常常向唐滌生提供京
崑劇藝的不同處理手法、唱腔、身段等
豐富資料，使唐滌生在編寫粵劇時，將
京崑劇藝融匯於粵劇內，鄭孟霞對唐滌
生的創作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粵劇滲進京崑韻味
戰後唐滌生主要協助李少芸編寫劇

本，1945 年和平後到 1949 年，唐滌生
漸漸受到各大劇團的讚賞和聘請，如馬
師曾請他參訂《我為卿狂》，譚蘭卿請
他重編《癲婆尋仔》，陳錦棠、紅線女、
芳艷芬、李海泉等人亦找他編寫劇本。

踏入五十年代，唐滌生和李少芸在
粵劇界已是平分春色，鄭孟霞則甚少演
出粵劇，偶爾客串演出，以慰戲癮，如
在任劍輝、白雪仙的多寶劇團參與《花
都綺夢》，鄭孟霞與白雪仙跳探戈舞，
又在吳君麗的麗聲劇團反串演出《百花
亭贈劍》的田連御，和《血羅衫》的徐
家璧，這些劇本都出自唐滌生手筆。

唐滌生為仙鳳鳴劇團編寫的戲寶當
中就滲進了濃厚的京崑韻味，如《牡丹
亭驚夢》向崑曲《遊園驚夢》借鑒，
《九天玄女》尾場的 「天女于歸」的歌
舞場面就有京劇《洛神》的風格結構，
《再世紅梅記》的 「鬧府裝瘋」向梅蘭
芳的《宇宙鋒》移植過來。麗聲劇團的
戲寶亦是京崑改編為優良粵劇的好例證
，如《香羅塚》、《白兔會》、《雙仙
拜月亭》等。

（摘自《烽火梨園─ 1938 至
1949年香港粵劇》，香港一點文化有
限公司）

位於中區心臟地帶的威靈頓街

有粵劇 「鬼才」 之稱
的唐滌生

▲鄭孟霞對唐滌生的創作功不可沒

◀唐滌生二十年間寫了近四百五十
個劇本

靳尚誼的代表作《塔吉克新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