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

中國戲曲節，在疫情影響下停辦了三年，

日前終於又重響鑼鼓，並安排了八個劇種

共三十九場演出以饗知音觀眾，而打頭陣

的就是本月十六至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

演出的全國 「名牌」北京京劇院演出團，

由張（君秋）派青衣王蓉蓉掛頭牌，主要

演員有路潔、劉明哲、方旭、魏學雷、裘

識、周恩旭等一批優秀中青年演員，說得

上陣容鼎盛，令人眼前一亮，而三天文戲

武戲俱備、演員全力 「卯上」、演出精彩

紛呈，觀眾不斷報以熱烈掌聲和喝彩叫好

聲，場內氣氛熱烈，演畢謝幕再三，堪稱

是近年難得一見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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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劇院精彩演出為中國戲曲節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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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北京京劇團近兩
個月的演出，受到港澳及海外觀
眾的熱烈歡迎，香港演出劇場外
部大排長龍盛況空前。

而對不少中老年一輩的觀眾來說，
北京京劇院演出團此次的訪港盛況，正
好打開了一段已塵封逾半個世紀、整整
六十年的美好回憶。

冠蓋雲集車水馬龍
上世紀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下旬，由

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趙燕俠率領
的北京京劇團，自京南下進行訪港演
出。這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首
個訪港的京劇團，之前來港演出的主要
是綜合性的歌舞藝術團，京劇只是作為其中一個
節目演出，如《三岔口》等短打武生折子戲。

因此，北京京劇團要來香港演出的消息甫一
公布，在本港的上海江浙等外省人圈子中簡直就
有如 「炸了窩」 ，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不脛而
走，上自富豪巨賈、下至商販店員，以至大批當
年南下香江的知識分子、學者報人，都無不爭相
打聽日期、戲碼、票價、陣容等演出消息，就如
小孩子過新年、穿新衣般的高興。

九龍彌敦道上當年的普慶戲院，巨型廣告牌
掛出，門票預售開始，排隊的人群早三天已開始
出現， 「神龍見首不見尾」 ，把整個普慶戲院團
團圍住， 「裏三層外三層」 的擠得水洩不通。演
出期間，普慶門前，冠蓋雲集、車水馬龍，買不
到門票的來等開場有無 「退票」 ， 「黃牛」 票
「吊起來賣」 ，樓上後排票本來兩元的要賣十
元，還要多人爭奪才能搶到一張，每天為門票
「大打出手」 的事兒絕不罕見。而因為反應實在
太過熱烈，主辦方只得一再加場，結果由四月二
十六日開演，到六月二十四日結束，整個演出前
後近兩個月五十多場，說得上 「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 ，稱之為 「空前絕後」 ，亦不為過。

事實上，以當年馬、張、裘、趙四位名角
「挑樑」 的北京京劇團，在港演出引起如此轟動
的效應，絕非意外。四位名角，在一九四九年前
後已是各自組班掛頭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
加入新成立的北京京劇團之後，經過重新整理劇
本和編排新戲，強調互相支持合作，不論角色大
小都要全台戲 「一棵菜」 ，加上排戲練功吊嗓以
至生活作風上都有所要求和改進，還有 「後浪推
前浪」 ，由國家培養的青年演員開始冒起，馬、
張、裘、趙以至其他同時期的名牌角兒，在唱做
上都進入了最成熟和最興旺的黃金時期，藝術創
造力和魅力如火山爆發，令京劇表演藝術達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在港演出，瘋靡一時的《趙
氏孤兒》，馬連良飾演捨子救孤的程嬰，張君秋
的莊姬公主、裘盛戎的大將魏絳，三人的唱做聲
情並茂、佳腔迭起，馬連良繪圖說家史的 「老程
嬰提筆淚難忍」 、裘盛戎回朝鋤奸的
「我魏絳聞此言如夢方醒」 ，都成了馬
派、裘派中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叫戲迷票友等不為之如痴如醉亦難矣。

孟小冬來港聽戲
北京京劇團的訪港演出，不僅轟動

香江，在海峽對岸，也掀起了一股熱
潮，但當時格於形勢，赴港看大陸藝團
演戲不能公然進行，不少老戲迷都先委
託在港親友購票，然後悄悄地來港看
戲，翌日就立即返台，據悉其中不乏台
灣當局的高官要員。而這其中，最為人
津津樂道的莫過於 「冬皇」 孟小冬的翩
然而至。一九四九年後居港的孟小冬，
在杜月笙病逝後移居台灣，訪港的北京
京劇團，內中有多位角兒都是過去在京
滬等地演出時的舞台搭檔和朋友，而內

地有關當局對孟的影響力及藝術也非常重視，一
早就由專人多方設法聯繫，邀請孟來港看戲。果
不然，一天晚上，本來已經熱鬧的普慶戲院更加
萬頭攢動，原來是 「冬皇」 看戲來了，當晚演出
的是《趙氏孤兒》。無獨有偶，一九四九年孟小
冬離開大陸前，在上海最後一次登台，上演的就
是《搜孤救孤》，即《趙》劇的前身，而當日合
演者正正就是今日普慶舞台
上的裘盛戎，兩者也可謂巧
合矣。

觀劇過後，老朋友不免
敘舊。當時的香港，社會政
治氛圍和治安情況仍然嚴
峻，這一會面可不能在公開
場合進行，孟小冬本人亦心
存顧慮，結果在各方商議
下，會面選擇了在灣仔軒尼
詩道的大公報六樓社長會客
室進行，孟還審慎地逐一看
過會面人士的名單，馬、
張、裘是老朋友要見，青年
演員譚元壽是譚富英之子也
「可以一見」 ，餘者就算是

團長領導， 「不認識的就不
見」 ， 「冬皇」 的氣勢也可
謂不小也。

會面當然是親切愉快
的，彼此還互贈禮品，裘盛
戎帶來了當年孟小冬喜愛的
北京名店繡花布鞋面、手絹
和扇子等。而馬連良更即席代為轉達了周恩來總
理的邀請，請 「孟老闆」 方便時赴京一行，灌錄
唱片，作為後學教材及以饗知音。好個 「冬
皇」 ，委婉地表達了對 「周先生」 的謝意，赴京
錄音事則 「容後再思」 。當然，遺憾地這 「再
思」 並沒有實現，如今戲迷和同行能夠聽到的，
是孟小冬在滬最後舞台實況錄音《搜孤救孤》中
的 「白虎大堂奉了命」 ，台下真是 「一句一個

好」 。如果當日赴京錄音之事能夠實現，將是
「京劇藝術之寶」 和 「戲迷之福」 矣。

一再加場滿足觀眾
六十年一甲子，時光荏苒，今天，馬張裘墓

木已拱，就連當年團中的青年演員譚元壽、馬長
禮也已作古，情況令人唏噓。而今日回顧當年北

京京劇團在港連演兩個月、
連滿兩個月的盛況，更叫人
深深感受到中華文化和傳統
戲曲藝術之魅力，也令人對
馬張裘趙等老一輩京劇表演
藝術家登峰造極的造詣為之
讚嘆不已和懷念萬分。而京
劇藝術和角兒與戲迷觀眾之
間的深厚感情和緊密聯繫，
也是叫人感動和難忘的。例
子之一就是當日北京京劇團
在港演出，一再加場，原本
帶來的 「戲碼」 已一再 「翻
場」 ，不能再翻了，而港戲
迷和票界也提出了一些要
求，如點名要求 「裘老闆」
唱 「連環套」 之《坐寨盜
馬》。此劇因為唱做並重、
「累功」 吃力，裘盛戎本人
在京也已經不 「動」 此劇久
矣，但看到香港觀眾如此熱
情，也就慨然答允從北京火
速補運服裝 「行頭」 ，演出

一場《盜御馬》。
演出那天，台上台下的情況只能用 「火爆熾

熱」 四個字來形容，裘盛戎 「喬裝改扮下山崗，
山窪一帶紮營房」 唱段一張嘴，全身綠色箭衣、
紅色髯口、背插鋼刀的造型，加上矯健優美的身
段動作，台下的觀眾都坐不住了， 「蹦起來」 叫
好，裘盛戎也使出渾身解數，演得分外賣力，有
人形容為 「台下瘋了，台上也瘋了」 ，當日張君

秋沒戲上，也一早趕到後台 「看老裘
去」 ，站在上場門看了一整齣《盜御
馬》，而裘盛戎演畢回到後台，整個人
就如從水裏撈起來一樣，襯底的棉背心
「胖襖」擰得出水來，癱坐在那裏，人差
點累壞，心情卻是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今天，時移勢易，六十年前的香江
「人人爭說京劇好」 的盛況已成明日黃
花，世上也再無馬張裘，但京劇藝術的
發展和人才培養的步伐並沒有停下來，
仍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在探索向前。眼

前，正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戲曲節，就
是各方努力弘揚中國戲曲藝術的成果之一。

延續傳統京劇魅力
當然，時代不同、條件有異，今天要將文化

中心台上的北京京劇院演出團與當年 「馬張裘
趙」 團相比，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馬張裘趙
等多是科班出身，從小學藝，一身唱做唸打的本
領，是吃苦捱打 「打」 出來的，而今天的中青年
演員，包括今次 「挑樑」 的張派青衣王蓉蓉以及
一眾新秀，可以說是在 「甜水」 裏長大的，有國
家和集團培養，當然個人努力也是需要的，但最
少生活不愁、兩餐無憂，和過去 「不紅就沒飯
吃」 、還要養活一大幫 「下手」 、家人的日子不
可同日而語。也正因如此，青年演員想要成才、
成大器，就要加倍的自我要求和努力，才有可能
達到，而客觀環境和道路也未必一帆風順。因
此，要評說相隔一個甲子的兩次北京京劇院訪港
演出，光 「說好說歹」 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
要好好總結前人經驗，把握今日發展條件和時
機，要求青年演員繼續上進、不斷努力，在唱唸
做打基本功上狠下工夫，演戲要全神貫注、全力
以赴，認真鑽研人物和劇情，不能 「一道湯」 ，
當年馬連良塑造的程嬰、裘盛戎的魏絳以至 「盜
馬」 竇爾敦，還有一眾京劇名家名角塑造的舞台
形象，老戲迷都是一眨眼就 「如在目前」 ，看過
後一輩子都忘不了。今日的青年演員，如果基本
功不夠扎實，或平日努力不夠，上了台還要瞻前
顧後、邊想邊唱邊做，那戲又如何可以演得好、
演得感人呢？

當然，今天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青年演員上
台的機會不夠，演出不夠多，所謂 「功多藝
熟」 ，如果演員自己在台上也感到陌生和不習
慣，那是無法入戲和 「放開」 的，戲也自然是演
不好的了。

今次北京京劇院訪港團的三場演出，都是具
備應有水準和令人滿意的，全團繼承了劇團的優
良傳統，人人全力以赴，服飾講究 「三白」 ：護

領白、水袖白、靴子白，出來就是一台
戲，連龍套、宮女、 「下把」 也精神奕
奕。主演王蓉蓉，唱做俱佳，噪子圓
潤、表演壓台，稱為 「張派領軍人
物」 ，當之無愧，據悉蓉蓉來港前半月
才 「陽」 了，此次是抱恙登場，但自言
一定要對得起香港觀眾，戲德也是一流
的。其餘一眾青年演員：梅派青衣路潔
路子正、唱做大方，是 「大青衣」 的樣
子；中青年武生魏學雷，身手不凡，動
作乾淨利落，周恩旭扮相英武、動作夠
狠勁，屬可造之材；兩位青年老生演員
裘識和于欣澤，都有好噪子、個頭也適
中，唱唸在余、馬、楊之間，應集中在
唱腔和人物上，再努力琢磨，是老生行
當難得的 「好苗子」 。期望北京京劇院
再接再厲，繼續為香港戲迷觀眾送來好
角和好戲！

▲六月十八日晚，京劇《金山寺．斷橋．雷峰塔》路
潔飾演白素貞（中），王春燕飾演小青（右），劉明
哲飾演許仙。

▲京劇《詩文會》，王蓉蓉（左）飾演車靜芳。

▲一九六三年，北京京劇團首訪香港。歡
迎宴會上，馬連良（中）、薩空了向時任
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左）敬酒。

▲《趙氏孤兒》演出後謝幕。

▲馬連良（右）、張君秋
（左）與夏夢合影。

▲馬連良（左）與孟小冬當
年在大公報館會面合照。

掃一掃 有片睇

▼北京京劇院於 「中
國戲曲節2023」上演
《狀元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