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良塑造多情戰神呂布
林穎施為貂蟬獻美 勤練「電眼功」

近期由粵劇界兩位當時得令新貴文武生王志良及
花旦林穎施擔綱演出的新編粵劇《呂布情傾貂

蟬》未公演已備受關注，宣傳攻勢鋪天蓋地，尤其
紅隧入口巨型廣告及港鐵站沿線燈箱，掛上充滿電
影感的海報，更是矚目。首度出任總策劃兼出品人
的資深傳媒人彭美施日前向大家公布好消息，12月
12日首演場早已爆滿，她說：「近日收到很多戲迷
查詢購票，首場已售罄，不過11月 26日再開賣
2022年2月26及27日兩場門票，希望大家到時繼續
購票，盡量滿足戲迷。」擔綱演出的王志良及林穎
施當然感到鼓舞，感激出品人彭美施給予他們機會
嘗試。

林穎施用一炷香關注練眼神
很多外行的觀眾也許並不知道，粵劇是幾乎沒有
所謂的導演的，是次演出的《呂布情傾貂蟬》花了
很長的時間準備，能夠飾演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蟬，
林穎施表示感到開心，但她認為傳統的貂蟬形象比
較固定和單一，「但我覺得現代女性越來越內外兼
備，所以希望這次呈現的人物比較新穎，賦予她一
個比較新時代的內涵。」她說。新編粵劇《呂布情
傾貂蟬》與傳統的粵劇不同之處是古老粵劇套《呂
布傳》從劇情表現手法較複雜，做法傳統，但新編
就有一些改動，例如貂蟬獻美的戲，現在便換作京
劇版本的獻美，演繹表達上的感覺更加強烈。穎施
需要施展強勁的「電眼功」，她回憶，要經常拿着
一炷香來練眼神，「演員的演技源於生活、高於生
活，平時都需要練眼神。」她說。同時，貂蟬舞技
了得，劇中便有多場舞蹈場面，林穎施與舞蹈員一
起跳舞，「其中有扇舞，舞蹈編排為12個人，需要
整齊去舞動一把扇，難度頗大。」
「在這次演出裏的呂布形象和傳統的不一樣。本
來的呂布在戲劇中是個反派人物，但這一次我們想
為他平反，塑造一個有情的形象，創造一個比較溫
情的情節。」王志良介紹道。王志良為了演呂布早
前更遠赴杭州拜會崑曲大師林為林學習崑劇《呂布
試馬》，要掌握當中功架及神韻。生旦二人本來已
經默契很好，過往演出都不用排戲太多次，但這一
次的《呂布情傾貂蟬》是排練、開會次數最多的一
次，為求盡善盡美，《呂布情傾貂蟬》小生旦戲裝
也專門從北京訂製，看來值得期待。

「王林配」20年默契無人可替代
戲曲藝術中雙人搭檔比比皆是，多以情侶姿態上
演，例如白雪仙與任劍輝的組合便成為傳奇佳話，
流傳至今。而林穎施與王志良這一對視前輩任劍輝
和白雪仙為偶像，曾為了學習任白的名劇演出方
法，也共演《紫釵記》、《蝶影紅梨記》折子戲，
學習港式粵劇的演繹方式。
二人搭檔的時間中，大部分是以情侶夫妻的角色
亮相，「比如他一舉手或者一個眼神，我就知道下
一步會怎麼做，這種默契的確是要通過長期的默契
來達成的。」林穎施說道，她與王志良二人出道逾
20年，算起來合作也差不多20年了。20年間，二人
自然也分別與別的演員搭成伴演戲，但默契不如對
方，「如果和其他人搭檔，因為沒有基本的默契，

就需要排練很多次。」王志良也說。

耳濡目染學戲 赴港深造增修養
粵劇作為一門表演藝術，當中的藝能需求並不比

影視演員少，相反，基本功更是要求扎實。王志良
說：「做粵劇是需要天分的，聲色藝都需要，有時
候你有聲音，但不一定有樣，是一種很綜合的能
力。」而他自己則自小習武，王志良認為與粵劇有
緣分，「我入行唱戲是一種緣分，本來是學武術
的，但中間有粵劇這個派別，於是就決定要學粵
劇。」而他所屬的「文武生」更是對基本功有嚴格
的要求。
林穎施與王志良都因家人對粵劇的喜好，自小耳
濡目染，對粵劇有天然的喜好，「當我考廣東粵劇
學校的時候，就決定要將粵劇作為
終身職業，因為當初其實有一個選
擇是去學醫，但其實這是一個冒險
的決定。」林穎施說。幸運的是，
二人雖都做下相對「冒險」的選
擇，卻都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勵，
亦都遇上了良師。
林穎施畢業於廣東粵劇學校，

2007年獲香港演藝學院獎學金攻讀
中國戲曲課程，師從粵劇名家鄭培
英及倪惠英。但在此之前，年紀輕
輕的林穎施其實在內地已算得上大
好前途的「角兒」了。記者不由疑
問，既然在廣州已經聲名鵲起，為
何選擇來香港演藝學院讀戲曲？讀
演藝最大的得益和提升又是什麼？
她答道：「當時已經拿了很多全國

的冠軍，如果在內地的話算是鐵飯碗，但我覺得人
要不斷進步、更新自己，所以選擇了來香港進修，
相信要充實了自己才會走得更加順。」
來到香港的他們，雖然算不上清零重來，但終究
要開拓一片嶄新天地，「比較得益於在求學時期就
經常排戲。」林穎施說，「技巧要進步，但最重要
是內在，這是一種演員的自我修養。我們要代入不
同的角色，所以要將自己清零，但在這個之前，你
必須要有很多歷史、文化底蘊。」

以現代化唱法為粵劇注入生命力
從廣州到香港，林穎施的個人表演方式有否進行

香港本土化的修改？唱腔和表演方式又有何不同？
她表示：「香港的粵劇表演更着重演戲，各位演員
的互動反應講究即興。何謂『唱腔』？前輩名家在
梆簧上下句拉腔或收腔所設計的旋律也，每位都有
特定的模式，如名旦芳艷芬收反線中板陽平下句或

慢板上句，與其他子喉的旋律是不一
樣的。粵劇經歷了差不多一百年的發
展，再要在梆簧上尋求突破而又悅耳
動聽的旋律，雖不至緣木求魚，但可
能徒勞無功。所以現在唱粵曲，更應
該着重在演繹每句每字切合其意思及
處境的感情，貫以抑揚頓挫之氣，令
粵曲的唱法現代化，更能使聽者入耳
動心。」
她隨即補充道，無論廣州還是香港

的粵劇發展，都面臨着相同的問題，
就是需要提高粵劇和粵曲的觀眾和聽
眾的欣賞能力水平，「提升這水平，
要靠建立起客觀評論的文化氛圍才可
達至，令演員追求更高更善更美的表
演藝術，擴大觀眾群到社會不同的階
層，令粵劇粵曲注入新的生命力。」

粵劇，作為南戲的主流戲曲形式，從鼎盛時期至今，從

未跌下過香港文化的舞台，但外行有外行看的熱鬧，內行

亦有內行看的門道，箇中講究不勝枚舉。林穎施與王志良

作為新一代粵劇「旦」、「生」搭檔的代表之一，自廣州

來，要挑起香港粵劇的門樑，看來已是時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王志良為「呂
布試馬」一幕不
時鍛煉腿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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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齣戲，演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功
夫講究四功五法唱唸做打，配樂則中西合
璧古今交融。但無論舞台上如何千變萬
化，粵劇的故事內核，始終是懲惡揚善、
忠孝節義的中國傳統倫理。正因這樣的藝
術魅力，青年粵劇演員藍天佑學戲、入
行、創新、傳薪，在粵劇的藝術殿堂步步
攀登，越走越長。近日他接受香港中通社
專訪，談起了他的學戲之路。

9歲學戲 因熱愛而堅持
9歲學戲，11歲入讀廣東的粵劇學校，
儘管幼年並未接受傳統師徒制教育，藍天
佑仍憑一身「童子功」，成為香江梨園當
紅文武生。學院派、師徒制作為傳統戲曲
在當代的兩種傳承方式，在他看來效果各
有千秋，在學院，學生能夠循序漸進、有
綱領、系統化地理解和學習粵劇，學藝過

程同樣辛苦。
據他回憶，粵劇學院的學生天不亮就起

床，7點出門做早操，跑步幾公里、壓腿、
吊嗓之後才能吃早餐，上午和晚自修都要
練基本功，每周只休息一天。高強度訓練
下，受傷成了家常便飯，在做翻騰、倒立
動作時，眼睛的毛細血管常會充血爆裂，
前滾翻、後滾翻等動作更容易造成拉傷骨
折，即便如此，他和同學仍因熱愛堅持下
來。
「初登台，年紀小，不知道害怕，因為

沒有好壞的概念。長大了，認識到一山還
有一山高，粵劇這行沒有畢業，沒有學成
下山。」藍天佑說。

粵劇回暖梨園朝氣蓬勃
於是，藍天佑來到中外文化薈萃的香

港，就讀香港演藝學院，並在這裏找到創

作靈感。
此時，粵劇在香港已走過黃金年代，陷

入市場萎縮、觀眾流失、後繼無人的窘
境。一方面，教授粵劇的演藝學院，要求
報考學生必須中五畢業，意味着就讀學生
年齡偏大、筋骨固定，再難彌補缺失的基
本功。
另一方面，香港劇團要求演員「私伙」

自備行頭，令剛入行的演員入不敷出。從
七八千元的鳳冠，到上萬元的戲服，一套
行頭花費通常超過2萬港幣，並隨着本地
戲服製作手藝式微，售價更加水漲船高，
「升幅比香港樓市還誇張」。
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從事粵劇表演的

年輕人鳳毛麟角。與藍天佑同期就讀的同
學僅五六人，畢業後更只有二三人留在梨
園。
近年，隨着特區政府加大支持、粵劇入

選非遺項目，香港粵劇大環境和市場逐漸
回暖，平均每晚至少有3場戲上演。藍天
佑發現，新入行演員增加，劇團內多了不
少年輕面孔，香江梨園朝氣蓬勃。
儘管當前整個行業仍須面對資金短缺難

題，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衝擊，藍天
佑仍積極看待香港粵劇的未來發展：「國
家國力強盛，提升了傳統文化的影響力，
香港粵劇正迎來一個發展機會。外國朋友
來香港，難道去看歌劇嗎？你要帶他欣賞
本地特色，還得是粵劇。」
在藍天佑看來，市場和觀眾從未遠去，

當一個人到了某個年紀，關注的東西會改
變，年輕人喜歡蹦迪、打遊戲，年長後或
許會欣賞書法、茶藝、戲曲，觀眾會一代

代成長起來。
香港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也讓粵劇藝

術歷久彌新。在藍天佑近年創作的新劇
《女兒國無人愛》中，唐僧展現七情六
慾，最終通過對大愛的理解克服小愛，充
滿當代哲學。在他Facebook和Youtube的
直播間裏，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跨越時
差，共同領略東方魅力。
採訪結束時，藍天佑說起他赴海外演出

的經歷，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英
國、加拿大、澳洲，當地華人和外國人的
熱情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作為表演者看
到觀眾這樣熱愛，更加印證這門藝術不能
沒落、不會沒落。」

●文、圖：中通社

藍天佑攀登梨園藝術殿堂
學藝無止境 粵劇正當年

●藍天佑（右）
曾於9月演出
粵劇《血海迷
航》。

●濃脂厚粉，
為藍天佑的角
色添上幾分俊
朗英姿。

冀望粵劇觀眾「降齡」
以長久發展

●●林穎施與王志良合作林穎施與王志良合作
近近2020年年，，默契十足默契十足。。

●●二人搭檔大部分是以情侶二人搭檔大部分是以情侶
夫妻的角色亮相夫妻的角色亮相。。金童玉女金童玉女
非常合襯非常合襯。。

林穎施現為「穎施藝術中心」創辦人，中心旨在傳
承粵劇藝術，令更多人了解粵劇博大精深的魅力。
「來香港是很值得的一個決定，覺得自己既努力又幸
運。其實人生沒有多少個十年，當你去到那一步就更
要嘗試不同的方面，做到更全面。」她說。
2021年在施政報告裏面得知政府願意去推動文

化，林穎施覺得是一個福音，「因為粵劇是屬於我們
的根的東西，我們需要去發展。香港沒有固定的粵劇
團，包括我們的服裝都是私伙，但內地都有劇團提
供。」她認為粵劇文化既然需要傳承，那麼一個能夠
擔大樑的劇團便不可或缺。遇到有興趣從藝的年輕
人，林穎施覺得需要鼓勵，「因為現在香港目前的粵
劇環境是非常樂觀的，很多成年人不光是喜歡看，也
有興趣去學，這對文化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推廣和保
存。」但她認為營運一個劇團是需要票房的支持的，
目前粵劇最大的問題還是觀眾不夠年輕化，「所以觀
眾比較固定，也就比較有限，每個曲目要找到『班
主』是一件難事，」她說，「有時候自己會做班主，
但是非常困難，因為要收回成本其實不容易。」
王志良介紹道，在讀書的時候就經常去推廣粵劇，

大中小學、幼稚園都有，「這裏的學生雖然沒什麼機
會接觸粵劇文化，但其實一旦他們能接觸到，就會很
有興趣。」而林穎施則認為在教育方面政府可以多一
些推廣，「因為這是一件首先需要被知道的事情。」
他覺得香港目前的粵劇環境很好，因為有很多「願意
自發買票的人」，「在香港的觀眾，喜歡的那些就一
看看了幾十年，所以他們真的會買票來看、支持，這
一點是很好的。」他說。
正因如此，將粵劇的觀賞觀眾「降齡」便成為一個

能夠長久發展的重點，王志良說：「創新是重要的。
以前我們做戲是四小時，但現在的觀眾可能耐性不足
以支撐這麼長時間的演出。我們的推廣最重要的一點
讓觀眾明白一套戲的內容，看得懂才能投入。」

●●王志良與王志良與
林穎施正積林穎施正積
極 投 入 排極 投 入 排
戲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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