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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君豪認為學謝君豪認為學
院是打好基礎的院是打好基礎的
地方地方，，熱情與堅熱情與堅
持才是表演這條持才是表演這條
路的唯一捷徑路的唯一捷徑。。

「可以說一直都比較順利。」

在謝君豪對自己的演藝事業的描

述中，這是他自己較為確定的一句。事

實上，相比起與其同期出道並有相當知

名度的演員，大多於草莽中打滾，或拚

搏或幸運，在芸芸中殺出一條血路。很

少是如他一般由科班一路扶搖而上，後

生時便注定了一條「戲骨」之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場地鳴謝：香江花月（利舞臺廣場）

◆◆謝君豪自稱選謝君豪自稱選
角色最重要是看角色最重要是看
對其有沒有心動對其有沒有心動
的感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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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樓》

香港呈現
備受期待

看過謝君豪的作品的人很難忘記他，演反
派角色的時候，眼神如鷹，陰森得讓人

不寒而慄，正派起來威嚴端正，愛恨都在血
液裏，尤是《南海十三郎》裏，演活了那
個桀驁焦愁又輾轉了大起大落人生的十三
郎。他不似「明星」熠熠發光，而是穩健
踏實地注入自己的痕跡在每一個角色裏，
呈現活靈活現的戲劇靈魂。

表演是舒展自己的最佳方式
自選擇了表演這條路開始，謝君豪輸
出的作品是源源不絕的，電影、電視、
戲劇舞台等等盡是他的身影，興許是對
角色的詮釋太過顯著了，讓人總記得他
塑造下的名字，尤以內地觀眾為多，
「原來是他！」如此評論不絕於耳。
近十來年的時間裏，謝君豪不怎麼挑戲
拍，因為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的表演經驗
足夠豐厚，即便是同一類型的角色，他覺
得亦不盡相同，「選角色最重要是看我對
其有沒有心動的感覺，就算同樣的職業，他
們也有不一樣的背景、家庭關係、心理狀
態……如果你一直困在同一種『玩法』裏面，
就很悶，無法做得長久。」
也可以不接。但看到有趣的劇本，能挑戰的角
色，謝君豪不想放過，因為對於他來說，表演是
他舒展與呈現自己的最佳方式，「舉個例子，一個
畫家，會通過畫畫表達自己，歌手通過唱歌，而我是
一個演員，我就通過表演去表達自己。所有事情並不是
非黑即白的，並不是別的渠道表達不清楚，而是我覺得這
種方式是我最佳的輸出。」他說，「藝術創作為什麼總是引
人入勝，就是因為有一種這樣的功能——表達自己更多。」

舞台上鏡頭前各有各「玩法」
或許是得益於多年前便早早地參與了「曠世名作」，事實上，
謝君豪被譽為「戲骨」的時間點比他自己想像中更早一些。正
因如此，無論是哪種表演形式，或不同舞台、鏡頭前的呈
現，對於製片方或觀眾來說，早已是一種信心滿溢的保
障。
「所有表演形式我都喜歡，『玩法』不一樣。」
雖然分析劇本、角色的方式都差不多，但謝君豪還
是無法抉擇出究竟哪種表演模式更讓他享受。
「比如舞台來說，我覺得自己好像站在一個無
邊無際的懸崖邊上，非常空曠，我用盡全身氣
力，大聲叫出來，然後我享受那個回聲。而
影視呢，是我享受和那個鏡頭『勾勾搭搭』
的感覺，是非常細膩的。其實兩種形式都
會有反饋。」他說道。
享受攝影機一遍遍拍下再呈現出的自
己，但也會挑剔那一絲一毫不夠極致完
美的小瑕疵，「所以我也會有害怕看自
己的作品出現在大熒幕、電視上的時
候，有懊惱的感覺總不是太好。」
當然也更享受戲劇舞台，因為當中的
純粹與不確定性讓他興奮，「影視上你
能看到，你能挑骨頭，但是舞台上看不
到，是另一樣事情，那種即時的互動才
構成劇場。劇院裏面，後台到觀眾，那
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我覺得做舞台，就
算是幕後的工作者，他在那一天，可能從
早到晚經歷了很多事情發生，可以很不開
心，或者很開心，但是當你一進來戲院，燈
一打開，音樂一開始，突然間所有人都變得
很單純，都會拋開自己本身的生活，那是很
奇妙的。我覺得可以在晚上那三個小時享受一
刻的寧靜，一刻的單純。」他說。

有空揣摩角色屬「奢侈」享受
有戲約這件事對表演者來說，絕對是一種幸福。也
有檔期非常滿的時候，但謝君豪偶爾想要「奢侈」一
下，「因為你要有足夠的興趣才能做得好，是很奢侈，那
段時間什麼都不做，只是做準備前期。」
當年拍攝《長恨歌》，謝君豪特意提早前往上海，在陌
生的大街小巷裏穿梭了整整兩個月，和當地的文化人交
流、聽那裏從古至今綿長的故事，「因為我完全沒有去過
上海，但這齣戲要從解放前一直做到解放前夕，需要時間
去融入。」他說，「要想做到有感情，一定要花時間，找
當地人，甚至將自己短暫地變成一個當地人，不僅僅有幫
助，更是大大提升了好的效果。」
三十多年的演藝生涯，不可盡數的榮譽與獎項，謝君豪
還在追求什麼呢？「沒有目標，因為覺得一切都還不
夠。」他說道，「永遠都不會達成『目標』，達成了之後
怎麼辦呢？再找另一個嗎？不如盡量在每一步做好。」

◆對謝君豪來說，表演是舒
展與呈現自己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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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冀平編劇，
司徒慧焯導演，謝君豪

主演，香港話劇團呈現的舞
台劇《天下第一樓》計劃於今

年年底演出。該舞台劇門票到目前
為止已經基本售罄，受歡迎程度可見
一斑。
如今兩地再度合作，這次香港話劇
團將要排演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經典
劇碼《天下第一樓》。《天下第一
樓》是何冀平的成名作，1988年由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首演，當時
的班底包括楊立新、王長立、岳秀清
等，後獲得國家文化部戲劇最高榮譽
「文華獎」和中國戲劇文學「曹禺
獎」等多項大獎。劇本講的是京城老
字號烤鴨店「福聚德」從入不敷出、
危如累卵，到東山再起，而後又再度
面臨倒閉的曲折故事，被譽為當代現
實主義劇作精品。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許多劇目，我
當年有幸看過，這些都算是神級的戲
劇，個個都是前輩、高手，能學到很
多東西。《天下第一樓》來到香港的
時候，我覺得簡直太厲害了，很嚮往
和崇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時隔
許多年，謝君豪聊起來當初那個青澀
的坐在台下悉心觀賞的自己，仍然有
掩飾不住的興奮之情。「《天下第一
樓》是在那個年代對我影響很深的其
中一部戲，當時是如癡如醉的感覺，
那種北京味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
是一個年代的捲軸。它是用一個填鴨
店去經過很多大時代的變遷，橫跨了
很多重大事件，用一家店去展開那個
歲月。」他說。
這齣戲現在來到了香港，作為香
港話劇團成立45周年的劇目，

一經發布便受到了極大的

關注，但謝君豪坦言無法盡數還原當
年的感覺，「我們當然沒有辦法還原
那種北京味，首先是語言的問題，我
們追求不了，反而我們重視的是它
的精神什麼樣，生活是什麼樣。
而我覺得也應該這樣做，因為強
求不了，不如用我們自己的方
式去演繹。何冀平老師也給
我們打了強心針，告訴我們
不需要照搬原版那樣。」
既是如此經典的「神

劇」，在他心中亦有相
當的地位，要以自己的
方式來演繹這個角色，
謝君豪不覺有壓力，反
而頗有前人栽樹後人乘
涼的喜悅，「我在先前
就看了很多『戲骨』的
表演，這次接到角色的
感覺就是太棒了，因為
一個角色有這麼多前
輩，有這麼多經驗可以
參考，有很多豐富的資料
放在面前，壓力是完全沒
有的，根本不需要去想那麼
多。」他笑說。

◆謝君豪也會在意自己在
影視作品中的小瑕疵。

行政長官李家超今年公布上任後首份施政報
告，宣布已要求香港演藝學院重點研究為本地以
至大灣區培育所需文化藝術人才，以及在「北部
都會區」設立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比例。香港
演藝學院方面歡迎行政長官的有關決定，同時感
謝行政長官透過開展不同文藝範疇的見習計劃，
資助演藝學院學生在藝團和西九文化區實習。
作為「大師兄」，謝君豪對於香港演藝學院的

新建校區和擴張計劃，表示絕對的支持，但他認
為：「社會大眾要明白，演藝文化事業並不是說
政府拿了多少錢出來，我們就很快有一班人才出
來，表演人才不能一蹴而就。目前這個社會本身
發展速度很快，形成許多東西無法真正沉澱，沒
有積累，是大問題。好像一條河一樣，河水奔
流，泥沙沉澱不下來，沖一沖就沒有了，怎能淘
金子？我經常強調要『奢侈』一點，花多點時間
去沉澱自己，積累經驗，準備工夫做好，等機會
來臨就能應付，要不然就像流水，隨波逐流，過
去了就過去。」
演藝學院的學生出路向來是個問題，文化行業

僧多肉少，形成很多不滿情緒。謝君豪覺得：
「學院是個打好基礎的地方，並不是給你一份保
障工作的合約，沒有人可以擔保任何事情，許多
事都是靠自己努力。其實我今年看了很多演出，
我看到了很多團火在那裏，他們的才華其實完
全是呼之欲出的。」他堅信，熱情與堅持
才是表演這條路的唯一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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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樓》
日期及時間：
2022年12月3-4日、7-8日、10日 7:45pm
2022年12月4日、10-11日 2:45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謝君豪願呈
現有香港味道
的《天下第一
樓》。
攝影：Barr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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