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人物A19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66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其實張宇已於2016年底決定告別商界，安居
一隅，潛心國粹，為京劇藝術的產業化發

展貢獻餘力。但近年，他決意重出江湖，因看中
新界郊區未來的發展潛力，開始研究如何收購改
建新界的農田與舊屋，再以較低的價格賣給難於
在九龍及港島區置業的年輕人，「當年輕人買不起
樓，結婚都要住劏房，前途渺茫不知所措的時候，
又怎會關心文化呢？我想再賺多一點錢，也是想可
以對文化多一點支持。」原來，他最心繫的還是香
港年輕人，「學生們易受到誤導，情緒難以控制，
這點政府也需要檢討，為何過往會忽略通過教育帶給
年輕人一種對祖國和民族文化的歸屬感？」

擬元朗建中華民族文化體驗館
「我最喜歡的城市是香港，一世都不會離開這裏。
我看好香港，國安法對香港的長治久安有所幫助，否則
難以收場。」愛之深，責之切，他直指，「作為主權地
區，香港應該與國家步調一致。特區政府在推行文化方
面是短板，無論是官員還是商界，了解及關心中國文化
的人並不多，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過往香港所出現的
不盡人意的種種事件，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中華文化的
推行不力。」
中華文化，即為56個民族的文化總匯。張宇透露擬與梁

福元合作，將元朗大棠「冬季樂園」原址化身成為「中華
民族文化體驗館」，邀請56個民族輪流展示其特色，「之
前的『冬季樂園』是靜態的，而我想要打造一個動態的場
館，例如有蒙古包、民族歌舞和烤全羊，邀請香港市民領略
民族文化的精彩之處……」他將未來的計劃和展望娓娓道
來，相信此處將成為紅葉之外更為引人矚目的新景點。

京粵結合吸引更多觀眾
作為香港特區京崑劇團團長，張宇已在港數次登台演出，亦為
各類戲曲演出的忠實觀眾，他不由回憶起自己過往的經歷：「政
府有些場館形同虛設，有些劇場甚至是空的，這些都理應重新利
用。希望推廣京崑戲曲，但我的香港京昆劇團申請不到『88
牌』，也沒有收到政府任何的關心和資助，感到有些失望。」他表
示，政府重視粵劇的傳承與推廣無可厚非，但厚此薄彼使得京劇在
港振興的步履維艱，其實不論是京劇、崑曲，抑或是粵劇、黃梅
戲、越劇等，都不應割裂來看，齊頭並舉才是制勝之道。為了令更多
香港觀眾領略京劇之魅力，他的劇團嘗試將京劇與粵劇相結合，或同
台演出，或編寫新劇，「我們要融入，而不是互相排斥。」
當年，香港特區京崑劇團曾打破固有的演出模式，先「走出去」，
再「請進來」，先後在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等城市和當地京劇團
聯袂演出過百場。與此同時，張宇在港推廣國粹的步伐亦從未停止，
10年間曾於港九新界各戲院為市民免費演出十餘場，並通過「文化倉
京研社」組織將臉譜繪畫工作坊及京劇知識講座帶到中小學，亦曾於
大學校園開設工作坊介紹京崑服飾及演唱技巧。2017年，「南薛北
梅」藝術系列活動在港拉開帷幕，作為主辦單位的香港特區京崑劇團
贊助60餘萬元港幣，邀請京滬一批青年名家來港演出，使更多香港
觀眾了解京劇大師梅蘭芳的藝術造詣和精神。

文化商人自費數千萬弘揚國粹

甫到張宇
於新界大江埔

精心打造的工作
室，外表看來矮小簡

樸的新界民居，步入屋內
卻是濃厚的藝術氛圍撲面而

來，從掛畫到擺件，無不彰顯主人
的愛好與品味。而其中最令人驚嘆的，

莫過於工作室正中可容納數十人的戲台及觀
眾席，以及各式精美絕倫的戲服和頭飾。每逢周

末，這裏都將化身為票友們一展歌喉的小基地，過足
戲癮之後，或許會再開啟另一段把酒言歡的美好時光，

「我非常熱愛生活。」他指着位居一角的迷你酒吧笑說。
訪問終時，張宇與天津聯誼會京劇票社社長高鸞登上戲

台，演唱經典京劇
《野豬林》中的《廟
會》一段，餘音繞
樑，久久不散。小小
的戲台，凝聚着一代
人傳承與推廣國粹的
熱情與心血，這團火
將永不熄滅。在香港
搞文化，怎會就傻了
呢？

出生於上海的張宇畢業於上海師範學
院英語系，卻於偶然間被濟南軍區某部
京劇隊選中，成為其中的一員，兩年
的戲班生涯雖短猶長，當再次回到講
台執教鞭育人之時，那顆從小受父親
耳濡目染便種下的熱愛京劇的種子卻
正悄悄生根發芽……他1976年孤身
來港，曾任職過西服店店員、家電
推銷員等，最終憑藉累積的資金與
經驗，於銅鑼灣掛出第一間「文華
地產」的招牌，開始涉足地產業，
並於其後推出包辦裝修、搬屋、維
修家電等服務的「安居樂」業
務，逐步拓展房地產的經營範
圍，「我看問題比別人要快，這
也造就了我從10元到10億的過
程，」他自豪地說。這「10
元」，是他從上海隻身來港時
口袋中僅有的港幣10元；而這
「10億」，則是集團以10億
元人民幣投資發展上海南外
灘的科倫廣場。

事業成功之際，他受「振興京劇必須
從娃娃抓起」的理念啟發，連續三屆
（1992、1994、1996）贊助了「新苗獎
全國少兒京劇邀請賽」，為梨園推薦選
拔了一班茁壯的「新苗」。

「梨園伯樂」助京劇「新苗」
如今，昔日「新苗」已成為各地方京
劇團的中流砥柱，而作為中國京劇藝術
基金會創會理事的他，也在58歲時拜師
京劇藝術家馬連良義子馬長禮，擅唱譚
派，李派也頗有造詣，博採眾長，曾與
李長春、鄧沐偉等京劇名家聯袂演出。
在經歷了「看戲－助戲－學戲－演

戲」的階段，他於2010年成立香港特
區京崑劇團及春秋戲曲（香港）有限公
司，自資超過三千萬元在港推廣京劇，
對國粹的熱愛，已深深烙印入他的骨血
之中，「別人不理，我照做，活動照
開，政府沒有資金支持也無所謂。很多
人笑我是『傻佬』，問我怎麼做生意厲
害，搞文化就傻了呢？」其實，他不僅

自己贊助主辦京劇活動，還發動企業聯
合支持，通過合作激發商界關心國粹發
展，亦曾傾力相助中國文化藝術節、上
海歌舞團《金舞銀飾》劇組赴港演出。
一心一意想賺錢的人，大概不會傻到
去投資難以賺錢的民族傳統文化行
業中去，而這個世界，卻需要
更多的「傻佬」，傳統文
化才如此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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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張宇：：要做對的事要做對的事
不能總是不能總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

45年前，他孤身來港，白手

起家，開拓出屬於自己的地產事

業版圖。而近10餘年，他以商興

文，在港成立京崑劇團及春秋戲曲

公司，始終堅定地站在前線，為國

粹在港的發展推廣搖旗吶喊。香港特

區京崑劇團團長張宇今年75歲，如

今老將再次披掛上陣，誓要再為年輕

人做點實事。而他最大的願望，是香

港能建一座京崑戲曲藝術館，使得國

粹在港生根，也為年輕人增添一份對

祖國和民族文化的歸屬感。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焯羚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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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以文助商 以商興文」的經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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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前左三）、高鸞（前左二）、紹興旅港同
鄉會名譽顧問徐仁昌（前左一）、文化倉京研社負
責人陳金梅（後右五）等嘉賓於「文化倉京研社學
習成果展」合影。

●●張宇身後的正是可容納張宇身後的正是可容納
數十人的戲台及觀眾席數十人的戲台及觀眾席。。

●張宇與第三屆「新苗獎全國
少兒京劇邀請賽」獲獎兒童合
影。

●●張宇張宇（（左左））在新界建造了一個屬於自在新界建造了一個屬於自
己的天地己的天地，，高鸞常為座上賓高鸞常為座上賓。。

●張宇（右）拜師
京劇藝術家馬連良
義子馬長禮。

●與昔日「新苗」的合照都被他精心保存。

●●張宇張宇（（中中））在現代京劇在現代京劇《《沙家浜沙家浜》》之之《《智智
鬥鬥》》中飾演刁德一中飾演刁德一。。

●●張宇張宇（（右右
二二））在香港在香港
演 出 京 劇演 出 京 劇
《《大登殿大登殿》》
時飾演薛平時飾演薛平
貴貴，，謝幕時謝幕時
與演員及嘉與演員及嘉
賓合影賓合影。。

●張宇為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的學生講
解京劇知識。

訪問期間訪問期間，，張宇數次透露出自己最大張宇數次透露出自己最大
的願望的願望－－在港成立一座京崑戲曲藝術在港成立一座京崑戲曲藝術
館館，，以京崑戲曲為主以京崑戲曲為主，，同樣涵蓋各類地同樣涵蓋各類地
方戲種方戲種。「。「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城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城
市市，，南來北往的人很多南來北往的人很多，，喜愛粵劇的觀喜愛粵劇的觀
眾雖是大多數眾雖是大多數，，但亦有欣賞京劇和崑但亦有欣賞京劇和崑
曲的觀眾曲的觀眾。。推廣國粹推廣國粹，，不能僅靠每年不能僅靠每年
國家京劇院來港表演幾次國家京劇院來港表演幾次，，而是要而是要
靠香港自身的力量靠香港自身的力量。」。」他一如既他一如既
往地堅定往地堅定，，為自己的目標鍥而不為自己的目標鍥而不
捨捨，，稱已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交稱已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交
報告報告，「，「我勤奮我勤奮，，不抱僥倖不抱僥倖
心理心理，，我相信只有踏實苦我相信只有踏實苦
幹幹，，才能獲得好的成才能獲得好的成
果果。」。」這同樣也是他對這同樣也是他對
青年人的勉勵青年人的勉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