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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傳承與發展─楊德衡畫展」正於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行。該展
覽由劉海粟美術館、遼寧省文聯、遼寧畫院主辦，共展出畫家各階段的主要作
品八十餘幅。 「這是本館推出的 『中國畫傳承與發展』系列展覽之一。」著名
畫家、劉海粟美術館研究部主任徐懷玉表示。

楊德衡出生於一九三九年九月，遼寧丹東人。一九五六年考入東北美專
附中，六四年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系花鳥畫專業。此後楊德衡分別
在中國美協遼寧分會、遼寧美術館、遼寧畫院從事專業美術創作，並曾任
遼寧畫院副院長等職。現為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美術學院八年修業為楊老的繪畫技術打下了基礎，此後五十餘年的專
業學習與實踐，融藝術探索與人生閱歷於一爐，工筆花鳥畫藝術漸臻佳境。
「遷想妙得、皆成天趣」，徐懷玉評價道： 「他是趙夢朱、鍾質夫教授的高

足，重師承，更重筆墨傳達時代精神。擅長工筆重彩，兼長沒骨，尤精繪
鶴，其作品傳遞出清純剛正、平和雅致的氣息。」

楊老的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美展和出國展覽，多次獲獎。《稻香季節》、
《傲雪》、《春歸》、《哺育》、《古藤逢春》、《搏擊風雲》等分別入選
全國美展和國家級展覽。《春歸》獲第六屆全國美展優秀獎，《搏擊風雲》
獲國家級美展佳作獎。他參加省級以上展覽五十六次，獲省級獎十七次。

該畫展展期至本月三十日，地點為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虹橋路 16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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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京劇《金鎖記》
以蒙太奇手法貫穿全劇

▲ 台灣著名旦角演員魏
海敏飾演曹七巧

台灣國光劇團《金鎖記》是今屆新視
野藝術節閉幕節目之一。十一月十九及二
十日在沙田大會堂共演兩場。

這齣《金鎖記》取材自張愛玲的同名
小說。其實，這本小說近年來頗受文藝界
熱捧，而根據原作改編的各種版本，先後
在兩岸三地演出。當中包括二○○二年長
安影視公司的同名電視劇、○四年上海話
劇中心的同名舞台劇、同年台東劇團的音
樂劇《曹七巧》、○六年台灣國光劇團的
同名 「新編京劇」，以及過去兩年香港焦
媛的同名舞台劇。

王安祈是靈魂人物
「國光」的《金鎖記》，由王安祈與

趙雪君合編。並特意寫給梅派名家魏海敏
擔演。雖然說是合編，但兩位編劇應以身
兼此劇藝術總監的王安祈為主，趙雪君為
副。或許，說得更確切一點，王安祈是此
劇的靈魂人物。

關心台灣戲曲發展的朋友，對於王安
祈必有認識。她既是知名學者，亦醉心編
劇。她在○二年出版的《台灣京劇五十
年》，為寶島過去半世紀的京劇進程做了
大量的編採輯錄，成為台灣歷來最有系統
的京劇史專著。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

既有縱向敘述，亦有橫向分論；下冊則載
列各方圖照以及名家訪錄。在創作方面，
王安祈亦先後寫了《孟小冬》、《王有道
休妻》、《青塚前的對話》、《三個人兒
兩盞燈》等。王安祈對台灣戲曲事業用功
之深、貢獻之大，實應深得推許。不過，
由她主導改編的《金鎖記》，又應如何評
價？

大幅度將原作再創造
製作班子把這齣戲標示為新派京劇，

而王安祈更在場刊裡的專文《張愛玲．曹
七巧．魏海敏》明言此劇的處理手法是：
「首先在敘事架構上採取虛實交錯、時空

疊映，掌握的不僅是傳統戲曲時空流轉自
如的特色，更是現代京劇對區塊切割做出
和主題相應的有意設定，因而，蒙太奇貫
串全局。」

編劇既然有上述這種手法的意念，必
然對原作進行大幅度的再創造。藝術再創
造是必須的，但問題是這種再創造能否為
原作錦上添花，進一步凸顯原作的藝術本
意，抑或適得其反，令致原作更形蒼白貧
乏？這正是我們要探索的。由於此劇標明
是新編京劇，我們可從 「新編」與 「京
劇」這兩大方面分析。

大幅增改人物與情節
但凡看過張愛玲小說的讀者，總覺得

大體上她十分擅於刻畫人物、描摹情境，
在敘述男女情愛時尤精於剖示女性的心理
狀態；但在鋪演故事情節方面，卻非她所
擅長。換言之，她的小說特色不在於情節
豐富，而在於運筆奇巧，遣詞精絕，常令
讀者驚嘆不已。或許基於這個原因，王安
祈把原作的人物與情節進行頗大程度的增
改，嘗試加強原作的故事性。

首先，原作的開端是以兩個婢僕的對
話，概括交代故事的背景。然而，新編京
劇版（下稱 「京版」）卻以曹七巧與兒女
對話作序幕，然後倒回兄嫂來訪的情節

（即原作第十二頁左右）。其二， 「京
版」增添了原作並沒有的情節。例如大
爺、大奶奶、七巧、雲澤、三爺季澤
打麻將的情節。又例如三爺要求七巧
為他挑選妻子，並且馬上接受七巧

所隨意挑出的人選。其後， 「京版」更增
添了一幕七巧穿插於季澤洞房之夜，在台
上來一個時空配置。以上這兩節戲，不但
不見於原作，更是倒逆了原作的故事性。

加添人物的烘托對照
其三，二爺（即七巧的患病丈夫）在

原作只是一個被描述的人物，由在世至離
世，都沒有半句詞兒，亦沒有行為動作；
但 「京版」裡既有詞兒，又有動作，目的
是凸顯七巧所受的淫辱。

其四，原作的情節發展比較單一，人
物的勾畫主要集中於七巧的心理狀態。
「京版」則加添了很多烘托對照，例如透

過大爺與大奶奶的說白，加強七巧與姜家
的對立面，以及表達大爺作為長房對三爺
浪蕩行為的不滿。其五， 「京版」以露骨
手法呈現三爺與七巧的曖昧關係。這種手
法與原作的意趣大相逕庭。

情節增改優少劣多
凡此種種，難以枚舉。不過，我們面

對這些多不勝數的增改時，所須秉持的準
則，是一切改動能不能加強原作的藝術本
意，抑或是肆意扭曲，以致敗壞原作？

儘管觀感各有不同，立論見仁見智，
但筆者認為，概括而言， 「京版」的增
改，劣多於優，特別是時空轉移太多，致
令沒有看過原作的觀眾，根本難以跟從劇
情。至於人物與情節的改寫，則過於窮形
盡相，反有蛇足之嫌。

京劇曲唱少之又少
關於 「京劇」方面，縱觀全劇，歌曲

並不算多，而且嚴格來說，可予歸入京劇
曲唱範疇的歌曲，根本少之又少。劇裡正
式唱西皮二黃的，找不上幾處，而又往往
是板腔難分，旋律莫辨。必須強調，即便
是現代京劇，曲唱上也不宜與傳統相去太
遠。

與其說 「國光」的《金鎖記》是京
劇，倒不如說是一齣略帶曲唱的現代舞台
劇罷了！因此，名旦魏海敏所演的曹七
巧，以至老生唐文華所演的三爺，也無需
按傳統京劇的唱做評騭了。

塵 紓

【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
道： 「歲月流金」廣東省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成立六十周年紀念晚會日前在
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晚會首個環節
「向從藝六十年的老藝術家致敬」，

在《我愛你中國》的旋律伴隨下，著
名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等從藝六十年的
六十位老藝術家登上舞台，他們雖已
白髮蒼蒼但激情滿懷。現場掌聲雷
動，觀眾紛紛站立起來，向老藝術家
們致敬。

向老藝術家致敬
晚會通過 「歲月．激情」、 「春

天．旋律」、 「和諧．未來」三個篇
章，再現六十年來廣東文藝發展的歷
程，從宏觀上反映不同歷史時期廣東
文藝的時代風貌。

「歲月．激情」展示一九五零年
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廣東原創的經典作
品。其中由著名歌唱家郁鈞劍演唱的
《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以及
《人民軍隊忠於黨》等歌曲至今仍然
廣泛傳唱。粵劇《山鄉風雲》首演於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粵劇現代戲的
「里程碑」，當時有 「北看《紅燈

記》，南看《山鄉風雲》」的盛譽。
改革開放後，得風氣之先的廣東

文藝家，藝術作品突破禁區，帶着鮮
活氣息，讓人耳目一新。在一九八零
年至一九九九年期間，流行音樂、現
代舞蹈、都市電影、粵語電視劇大行
其道，精品不少。 「春天．旋律」通
過《彎彎的月亮》、《濤聲依舊》、
《請到天涯海角來》等流行歌曲聯

唱，展示廣東崛起的流行音樂，在上
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樂壇獨領風騷。
此外，還有語言表演藝術家姚錫娟與
高胡演奏家余其偉、琵琶演奏家方錦
龍合作的《俏丫鬟抱屈夭風流》，再
現經典作品的藝術魅力。倪惠英、陳
學希、李仙花三位梅花獎獲得者的戲
劇聯唱展示了粵劇、潮劇、漢劇的魅
力。

進入新世紀，廣東文藝家在網遊
動漫、新媒體歌曲等文化產業再創輝
煌。 「和諧．未來」包括了本世紀十
年來 「廣東製造」的文藝精品，由歌
唱家張也演唱的歌曲《走進新時代》
和網路歌曲《月亮之上》家喻戶曉；

話劇《十三行商人》、舞劇《風雨紅
棉》、音樂劇《星》、芭蕾舞劇《風
雪夜歸人》等榮獲 「文華獎」的舞台
劇具有鮮明的嶺南地方文化特色和獨
特的藝術品質。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長黃華華
等到場觀看演出。廣東省委常委、宣
傳部長林雄在講話中指出，嶺南人傑
地靈、文脈悠遠，新中國成立以來，
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文藝工作
者創作出一大批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文
藝精品。老一輩的藝術家已經創造了
不平凡的成就，後來者要繼承發展，
薪火相傳，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新業
績。

粵文聯晚會展時代風貌粵文聯晚會展時代風貌

▲廣東老藝術家們上台接受觀眾的掌聲與敬意 本報攝

▲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舉行晚會紀念成立六十周
年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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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新生代音樂家章紅艷下
月在港舉行兩場琵琶演奏會。首場演奏會於
二○一一年一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二時三
十分在南蓮園池香海軒舉行，她將聯同古箏
演奏家吳曉紅演奏《陽春古曲》、《訴─
讀白居易〈琵琶行〉有感》、《龍船》、
《春江花月夜》、《普庵咒》、《遠方的客
人請你留下來》及《霸王卸甲》。第二場演
出於一月十日（星期一）晚上七時三十分在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她將與鋼琴家約
瑟‧利卡多攜手演奏《交響音詩─春江花
月夜》、《霸王卸甲》、《琵琶行》及《草
原小姐妹》等。

章紅艷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及碩士生導
師，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席學者。她追
求東西方音樂的融合與提升，以 「琵琶與交
響樂隊」、 「中國彈撥音樂的多項性組合」
作為研究與實踐課題，是中國第一位以中國
樂器與西方交響樂隊合作舉行協奏曲專場音
樂會的演奏家。

章紅艷演奏曲目廣泛，技巧精湛，才情
豐沛，極富音樂表現力。曾在內地多個城市
舉行獨奏音樂會和巡迴演出，並應邀訪問美
國、德國、
法國、意大
利 、 奧 地
利、波蘭、
韓國、新加

坡以及台灣、香港、澳門
等地。她又曾與中國國家
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
團、上海交響樂團等多個
樂團合作演出。

「章紅艷琵琶演奏
會」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主辦 「南蓮園池中樂系
列」節目之一，門票即日
起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
售，票務查詢可電二七三
四九○○九；網上訂票：
www.urbtix.hk。

▲章紅艷追求東西方音樂
融合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俄羅斯交響樂團合唱團之 「開懷集」 合唱音樂會，下
午四點於荃灣大會堂上演。

■團劇團主辦之 「歌舞人生」 結業演出，下午三時半與
晚上七時半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演出兩場。

■丹心粵藝社主辦之 「蹁躚粵藝齊共賞」 折子戲專場，
晚上七時十五分在高山劇場演出。

■東區文藝協進會主辦之 「東區兒童合唱團二十七周年
音樂會」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辦。

■Homeless Alien，The Time Traveller 及 Kidrace 三
個獨立樂隊，今晚七點於藝穗會獻上聖誕搖滾音樂
會。

■中華完備救恩會受託人法團主辦之 「Nobody‧獨有
你」 音樂會，晚上七時半在大埔文娛中心上演。

■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之 「南區少男兒童合唱團聖誕音
樂會」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上環文娛中心舉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