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線女早
年攝於香港。

▲紅線女晚年登台表演。

▲《昭君出塞：紅線女唱腔藝
術精選》唱片封面。

▲香港星光大道上刻有紅線女的手印。

《我是一個女人》
這是紅線女在香港拍最後一部

電影，與當時還是童星的蕭芳芳、黎小田
合作，這種新老交接的巧合在日後看來相當

溫馨。
職業婦女在今日的香港極之普遍，然而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進步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中往往需要
取捨。紅線女在該片飾演畢業後嫁人、育有三名子
女的少奶奶，但仍保持貢獻社會的熱誠。編劇朱克
為紅線女度身訂造處於新舊文化夾縫中的知性少婦
形象，由導演李萍倩寫實描繪婦女平衡家庭與工作
的兩難境地，溫和批判社會上的成見和不公，軟性
啟蒙觀眾男女平權與家庭和睦兼容的當代觀念。
片中出現大量外景，猶如女性走進社會後的廣
闊視野，同時增強香港故事的實感。

《慈母淚》
1953年上映的黑白粵

語文藝片，該片講述王嘉平有
三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自己過度

操勞，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嘉平
要妻子程紉芷把三個孩子撫養成人的
故事。紉芷對孩子十分溺愛，大兒子阿基誤入歧途，
把妹妹靜嫻害死，自己也犯法判了死刑，小兒子阿梁
從小孝順，好學上進，終於成為名醫，侍奉母親終
老。

紅線女在戲中的角色是從年輕演到年老，挑戰
性比較大。影片好評如潮：讓人體驗到母性的崇
高和人性的善良。紅線女的表演對影片的成

功有很大的作用。

《胭脂虎》
由秦劍執導，程剛、秦劍編劇，紅

線女、李清、盧敦、謝賢、南紅等主演
的劇情電影，於1955年12月30日在香
港上映。

該片講述蘭枝為報母仇進入胭
脂樓，利用美色挑撥土豪父親韓佛
慈與其子麒麟，最終麒麟誤殺
佛慈，蘭枝與愛人丁兆雲遠
走高飛的故事。

《胭脂虎》

《我是一個女人》

《慈母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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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南來文人中，有一代粵劇大師紅線女
的身影。紅線女，原名鄺健廉，出生於廣州西關
的一個殷實家庭。由於母親一系同粵劇有着較深
淵源，紅線女從小在粵劇的薰陶下成長。

香港拜師學藝 立志成戲又成人
1938年，日寇燃起的戰火在中國迅速蔓延，

紅線女一家因戰爭被迫逃難到澳門。當母親提出
希望女兒去學戲時，父親堅決反對，認為 「成

戲不成人」 。當時，紅線女就下定決
心， 「我一定要成戲又成人」 。隨

後，紅線女赴香港拜舅媽何芙
蓮為師，正式學藝。

1941年底，日本侵略
者攻佔香港後，強迫演
藝界開工演出，以粉
飾太平。廣東順德籍
粵劇大師馬師曾組織
「太平劇團」 ，在
兩廣地區 「以演代
戰」 。離開香港後，
紅線女經人介紹參加
了馬師曾的劇團。此
後，唱功不俗的紅線

女，成了太平劇團的第
三花旦，隨馬師曾和演員

們一路走一路演。1943年7
月，在肇慶演出《軟皮蛇招郡

馬》時，紅線女的一次成功救場讓
她升為正印花旦。那一年，她19歲。

抗戰勝利後，紅線女再度定居香港。1947
年，對於紅線女來說是其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
年，正是這一年，她開始接觸兩個新的藝術品
種，一是灌錄粵劇唱片，二是作為粵劇演員投入
電影的拍攝工作，由此開始了劇、影兩棲的藝術
道路。

在香港紅線女拍過近百部電影。無論是粵劇
電影、時裝片還是文藝片，無論是風塵女、名女
人還是勞動婦女，她都信手拈來。《紅白金
龍》、《啼笑姻緣》、《胭脂虎》、《慈母
淚》……逢新片上映，觀眾祝賀她演出成功的花
牌甚至曾有三層樓那麼高。

「電影賦予我的，絕不僅僅是名利，它最使
我迷戀、珍惜的是，它就像一面鏡子，忠實地記
錄下我的每一次表演，既可以看到何處有長進，
又可以看到哪裏還有不足，敦促我向更完美的境
界進取。電影教會我把握體驗和體現之間的微妙
關係，潛移默化地滋養、豐富了我的舞台表演藝
術。」 紅線女曾這樣回憶自己的電影生涯。

《一代天嬌》奠定「紅腔」基礎
在電影藝術事業紅極一時的時候，紅線女對

粵劇藝術的追求從未停步。1951年，紅線女參與
創作並首唱《一代天嬌》主題曲，她在潛心研究
粵劇前輩歌唱藝術的基礎上，又吸收兄弟劇種如
京腔、崑腔演唱藝術，以及西洋美聲唱法為己所
用，使唱腔突破原有的格局，讓海內外觀眾為之
傾倒的 「紅腔」 也正式誕生。

把粵劇旦角唱腔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紅
線女依然不滿足，她組建起了 「真善美劇團」 。
真善美劇團排的第一部劇是根據意大利歌劇《蝴
蝶夫人》改編的。由於劇裏的女主角蝴蝶夫人是
一名日本歌妓，為了更好地演出其風韻，紅線女
一行人遠赴日本，走遍東京、大阪、神戶、鐮
倉、奈良等城市；走訪底層平民，拜訪士紳富
人，觀察他們的日常生活；還參觀了為小津安二
郎發行電影的松竹電影公司，觀看他們的布景製
作，為演出搜集音樂、舞美資料。

《蝴蝶夫人》正式演出時，戲中的部分場景
還融入電影元素，一幫電影界的朋友幫助她，實
現一邊演出，一邊緩緩落下銀幕，同時放映主角
的回憶畫面。這種新穎的粵劇形式，吸引了當時
許多留洋歸來的年輕人，粵劇不再是他們刻板印
象裏的舊把式。此後，紅線女還與馬師曾、薛覺
先合演了《清宮恨史》等劇，為香港粵劇界吹來
一股清新之風。

在香港紅透半邊天的紅線女，始終有一個困
惑： 「這種藝術上的追求與嚮往是不能僅以高額
的票房價值來作彌補的，我希望客觀能有更好的
創作條件，讓我在藝術上有更大的提高和發
展。」 （紅線女《紅豆英彩：我與粵劇表演藝術
及其他》）一直到1955年，當她應邀參加建國6
周年國慶觀禮活動，親眼目睹了祖國翻天覆地的
新面貌，看到文藝工作者受到社會尊敬的現狀，
紅線女深深觸動，也終於有了答案。於是，1955
年年底，紅線女拋下在香港演藝界的顯赫位置和
優越的物質條件，來到廣東粵劇團工作。紅線女
曾公開表示，此後的10年是她藝術生涯中最具創
造力的10年。

「紅線女在回到廣州之後，與香港各界，特
別是文藝界、粵劇界仍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多次
應邀回到香港演出。」 黃芳認為，最值得記錄的
是1980年紅線女帶領廣東粵劇團赴港澳演出。那
是紅線女自1955年回廣州工作以來首次赴港澳演
出，火車抵達紅磡車站時，香港市民早已聞風而
來一瞻紅線女風采，當地報紙稱之為掀起了 「紅
線女旋風」 。

「香港是哺育我成長的搖籃」
劇影兩棲的紅線女，真正在香港影壇闖蕩的

時間，不過短短八年，留下的電影作品卻有近百
部，其中《秋》、《家家戶戶》、《天長地久》
三部更入選 「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 。

1998年，香港有關機構舉辦了 「銀海艷
影——紅線女從影50周年紀念展」 。紅線女深受
觸動，曾公開表示： 「香港沒有忘記我。我愛香
港，香港是哺育我成長的搖籃，香港是我藝術的
發祥地。幾十年來，我常常為之魂牽夢繞──這
顆東方明珠在我心中所佔據的位置，沒有任何東
西可以代替。」

如今，香港星光大道上鐫刻着紅線女的手
印，進一步體現紅線女對香港電影的巨大貢獻與
影響力。

2025年是紅線女誕辰100周年，紅線女藝術
中心將聯手多家機構在北京及粵港澳大灣區推出
系列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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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25日，《大公報》刊登
紅線女帶領廣東粵劇團來港演出 「省
港紅伶大會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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