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底山川記錄饒宗頤遊歷四方

為慶祝香港回歸26
周年、紀念梅蘭芳誕辰
130周年，由香港各界
文化促進會主辦的大型
話劇《梅蘭芳》，昨日
（7月30日）在北角新
光戲院大劇場上演。整
場演出於舞台光影間濃
縮講述一代京劇大師梅
蘭芳的藝術人生，深情
再現近半個世紀時代變
遷下的名伶往事。

大公報記者

劉毅、實習記者聶溥（文）

何嘉駿（圖）

責任編輯：張佩芬 徐小惠 美術編輯：劉國光

該展覽日前舉行開幕禮，港大
副校長（教學）何立仁、港大饒宗
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及港大美術博
物館館長（教育）張寶儀等出席主
禮。何立仁在致辭中提到，饒宗頤
於1952年加入港大，在學術領域成
就斐然，其極具個人風格的國畫亦
享譽藝壇。

詩畫合一山水意象
今次展覽展示饒宗頤以筆墨演

繹各地山川名勝的作品，涵蓋描繪
香港、內地及海外著名景點的巨幅
畫作。他秉承中國傳統水墨的精
髓，並融合西方風景畫的技法，寫
出一幅幅壯麗山水畫，記錄各處的
獨特美景。從這些作品中，可見其
延續詩畫合一的文人畫傳統，呈現
出如臨真境的山水意象。觀眾透過
展覽，可以追溯饒教授步履所經之
地，感受世界各地的景致所帶給他

的觸動和啟發。
李焯芬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提到，饒宗頤在求索學術的道路
上，遊歷四方，足跡遍及歐洲、亞
洲、非洲、美洲和澳洲， 「比如他
曾去到日本研究流失日本的甲骨，
也曾去到歐洲研究流失海外的敦煌
文獻。」 而在這些旅途中，他揮灑
筆墨，以中國畫的手法，記錄海外
的水光山色，今次展覽正是其印證
與展現。 「歐洲很多知名的漢學家
都受他影響拜他為師，他其實是最
早的，在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人
之一。」 李焯芬說。

饒學研究基金永遠會長、饒宗
頤次女饒清芬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
時提到，今次展覽應為本年度最大
型的饒宗頤書畫作品展。 「以往經
常以他的荷花為題作展（覽），這
次我們想做一些不一樣的。」 她
說。

展期：即日起至9月30日

時間：周日下午1時至6時、周二至周六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
時，周一、大學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港大美術博物館徐展堂樓一樓

費用：免費

查詢：22415500

20幅書畫+50張照片 印證求索學問之路

適逢香港大學（港大）饒宗頤學術館成立20周年，同時為紀
念國學泰斗饒宗頤逝世5周年，港大美術博物館與港大饒宗頤學術
館時隔數年再次合作策劃，舉辦 「眼底山川——饒宗頤教授寰宇
藝蹤」 展覽，展現其1960年代以來在世界各地的遊歷，展出20幅
繪畫和書法作品以及50張昔日照片，呈現他在當時如何向世界講
述中國故事。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文、圖）

展訊 「眼底山川——饒宗頤教授寰宇藝蹤」

▲饒宗頤作品秉承中國傳統水墨的精髓，並融合西
方風景畫的技法。

▲展場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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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梅蘭芳》首次來港
重現京劇泰斗傳奇一生

《梅蘭芳》選取梅蘭芳一生中從
戰亂初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
所經歷的跌宕人生，講述他如何拜師
學藝，從舊時代的伶人成長為新時代
的戲曲大師，詳細呈現他如何從揚名
戲壇到歷經戰亂的顛沛流離，再到被
迫隱退及復出後重現輝煌之全過程。

現場座無虛席
話劇《梅蘭芳》由已故梅蘭芳之

子梅葆玖在生前與香港導演吳思遠聯
合打造，國家一級演員白永成主演，
劇目曾獲第11屆中國戲劇節優秀劇
目獎。演出現場，幾近座無虛席，觀
眾看得投入，不時鼓掌叫好。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席涂輝龍
致辭表示，香港與內地在文化藝術領
域合作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今次話
劇展示戲曲大師傳奇一生，以此致敬

梅蘭芳精神，呈現梅蘭芳的家國情、
手足情和師徒情，相信會為觀眾留下
深刻印象。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
道，話劇《梅蘭芳》由內地帶到香
港，令香港觀眾認識到一代京劇泰斗
的傳奇一生。劇目在展現梅蘭芳高超
的藝術才華外，也深刻刻畫了人與人
之間的感情，令觀眾能生動了解戲劇
底蘊的同時，也能了解國家的歷史。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稱讚該劇可以
令人感到京劇魅力，也能緬懷梅蘭芳
的家國情懷。

話劇融合戲曲
話劇從梅蘭芳拜師學藝講起，呈

現梅蘭芳的藝術造詣，既不避談他與
孟小冬的感情糾葛，以及他赴美演出
的艱難，更有梅蘭芳在國難當頭時展

現的臨危不懼的浩然正氣。
白永成飾演梅蘭芳，舉手投足間

展示梅派藝術魅力，唱腔扎實，有表
現力，展示唱段包括《汾河灣》《貴
妃醉酒》《霸王別姬》等經典內容。
雖然是一部話劇，但一眾演員的戲曲
表現也是可圈可點，演出具生活氣
息，且京味十足，實現了話劇和戲曲
之間恰到好處的融合。

此外，為表彰話劇《梅蘭芳》主
創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方面的努力，
主辦方還為主要演員頒發 「中華文化
傳播貢獻獎」 ，以及為白永成頒發
「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成就獎」 。

出席昨日演出的主要嘉賓還有：
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張國義，立法會
議員馬逢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總編輯李大宏，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等。

「我希望能快點找到傳
承人，將話劇《梅蘭芳》一

直演下去。我們是首次來香港演出，未來希
望能走向海外，令愈來愈多人了解京劇梅派
藝術之魅力。」 大型話劇《梅蘭芳》主角梅
蘭芳扮演者白永成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
如是說。

雖是首次來港演出《梅蘭芳》，事實上
從1994年開始至今，白永成已經演出過三百
場，用他自己的話說：「歷時三十年，角色早
已長在了肉裏。」 談及出演角色的機緣，白
永成形容，起初是被梅蘭芳的經歷所吸引：
「我想演出這位梨園奇男子的故事，他的創
作力，乃至堅持的精神，都打動了我。」

梅葆玖親授梅派特色
而後白永成結識了梅家人，獲得了梅紹

武夫婦的首肯，在1994年推出大型話劇《梅
蘭芳》，聚焦 「蓄鬚明志」 ，獲得成功。
2012年白永成又遇到了梅葆玖， 「梅老師教
我唱京劇，一句一句地教，起初他聽我唱的
戲是程派味道，後來又指點我如何唱出京劇
梅派的特色。」

白永成說，起初他表演時個人痕跡明
顯，加上本身學秦腔，出演梅蘭芳需要他丟
掉原本的一切，重塑自身， 「為了演出梅蘭
芳的神韻，我去學習梅葆玖老師以及胡文閣
生活中的樣子。」

另一個挑戰是話劇《梅蘭芳》以話劇形
式表演京劇傳承，演好話劇的同時，還要演
出戲曲感，真實呈現戲班生活特色， 「劇中
我在生活妝和京劇妝之間穿插，更需要五分
鐘就化好一個京劇妝，且要呈現梅蘭芳部分
經典功架，這些都是很大的挑戰。」

經過梅葆玖指點，再加上自身努力，白
永成的演出愈發自然， 「我想
演出一個真實的有瑕疵的梅蘭
芳，特別是在感情生活上，呈
現他想擺脫孤獨，又懼怕孤獨
的特質。」「今次能來香港演出話
劇《梅蘭芳》，也是梅葆玖老
師生前的心願。」白永成續說。

昨日演出開場前，人們紛紛
在話劇《梅蘭芳》海報前拍照留

念，有的觀眾甚至從內地特意趕來，本地觀眾也是
慕名而來，他們告訴大公報記者，一定要來看，因
為梅蘭芳的名字太有號召力了。

香港觀眾鄭先生表示，自己曾在1947年觀看過
梅蘭芳在上海的現場演出，今次來觀看演出，是想
從中感受那段輝煌歷史以及濃濃家國情。

內地觀眾王小姐表示，作為年輕人其實之前對

梅蘭芳的了解不算太多，只是聽長輩經常提起，知
道他是唱戲的名角。今天通過觀看《梅蘭芳》話
劇，深刻了解梅蘭芳的藝術生涯，看到了他的更多
故事。

香港觀眾楊小姐帶孩子前來，她希望孩子在感
受京劇魅力同時，也能體會當時人的家國情懷。她
還提到演出進行期間，白永成咪高峰一度出現問
題，但他臨危不亂，在不使用咪高峰的情況下依舊
讓觀眾聽到他的聲音，足見其深厚功底。

梅蘭芳的名字太有號召力了
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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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梅蘭
芳》的演員與
主 禮 嘉 賓 合
影。 ▲白永成（前排右）希望演出一個真實的梅蘭芳。

▲話劇《梅蘭芳》令觀眾感受到
京劇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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