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的一場「兩岸戲劇名師對話」，
讓疫情下難以相聚、同台的兩岸戲曲藝
術家久違地齊聚一堂。在訪問中，魏海
敏也再次聊起兩岸戲曲交流的往事與她
對戲曲在兩岸發展延續的信心。
台灣從來不缺票友。魏海敏說，50年
代台灣就有很多票房、票社，學校裏也
有「國劇社」，演出時還會請來專業演
員為參演師生化妝。票友之中，喜愛梅
派的尤多。魏海敏有機會從小熟悉梅蘭
芳大師的聲音，正有梅派戲迷的功勞。
她十來歲還未從劇校畢業時，就因是梅
派新秀受到許多票友喜歡，票友們贈給
她梅蘭芳的唱片、卡帶，還給她唱腔上
的指導。魏海敏自認，能在拜師梅葆玖
前脫去唱腔的「奶黃子味」，票友朋友
們功不可沒。
「台灣觀眾思念戲曲流派、思念梅蘭
芳大師、思念傳統藝術，這種思念在
1993年(大陸京劇表演團體赴台)達到一
個高峰。」魏海敏解讀，她在台灣的老
師輩自大陸來台後一直演出傳統老戲，
使戲曲這份珍貴的中華文化能鮮活地保
存在台灣。只不過，他們來台時大多20
歲上下，來台後全靠從前所學、又要摸
索面對不一樣的觀眾，成長十分不易，
故在特定流派的「地道」上，或有欠
缺。因此大陸20世紀80年代起將傳統
老戲恢復起來後，台灣觀眾對大陸戲曲
如飢似渴。當 1993 年大陸名角兒來
台，「觀眾簡直是川流不息」。
魏海敏回憶，那時觀眾白天看戲，晚
上就到演員們住的酒店探望。梅葆玖、
葉少蘭、張學津……每位名角兒都有大
批粉絲。魏海敏無論何時去酒店，梅葆
玖的房間都滿是人，只要沒有戲就被請
去吃飯。「好像是在舉辦一個盛大的慶

典，人人都好開心，酒店滿滿都是人，
房間裏也都是人。我們有這麼多角兒、
這麼高超的藝術，揚眉吐氣了！」
魏海敏說，梅老師累到嗓子都啞了，

但戲迷的熱情一次都未拒絕。「老師說
梅蘭芳大師很希望來台灣，但一直沒有
機會；現在他能代表父親來台灣，有這
麼多觀眾朋友喜歡他，一定要把全部的
時間給他們。」
後來梅葆玖一直與台灣戲迷持續互

動。過年時他總會親自去照相館洗劇
照，寫上新年賀詞簽名寄給親友、戲
迷，其中一部分就是送給台灣的戲迷朋
友。魏海敏幫忙轉交過好幾次，包括給
名伶顧正秋、政界人士辜振甫等。魏海
敏說，他們中許多人年輕時看過梅蘭芳
的戲，因此看梅葆玖分外親切。
師從梅派二十年來，魏海敏自覺慢慢

體悟到為何梅派藝術讓大家那麼喜歡。
她說，首要就是梅蘭芳大師刻畫女性絲
絲入扣，「他不只是演一個女人，而是
有女人味的女人。」京劇是中華文化的
精髓，代表着中國人的審美，梅蘭芳敘
述女性人物時，一個畫圓的手勢，就能
展現出東方審美中的女性特質。「他在
性別轉換上達到了極致，建立了『非仙
即后』、風格化的表演。」
魏海敏說，後輩們沾了前輩很多光，

一直在運用他們的藝術與觀眾交流。但
新生代演員以前輩藝術高度為目標的同
時，也要繼承他們的創作精神，跟着時
代向前走。對她而言，這意味着詮釋出
更多元、豐富的女性形象。近年來，她
在新編京劇中塑造了突破傳統女性角色
的王熙鳳、樓蘭女、曹七巧等形象，令
觀眾眼前一亮。她很高興地告訴記者，
她的新戲在大陸有不少年輕粉絲，他們
認為她的表演與眾不同。可惜的是，當
前受疫情所阻，無法與他們有更多交
流。她很希望能在大陸舉辦戲迷見面
會，與年輕朋友聊一聊她對傳承梅派、
對如何理解不同女性角色內在的想法。
「現在的年輕人是我很喜歡的族群。

年輕觀眾裏熟悉戲曲的是少，但也因此
沒有門戶之見的包袱，只要踏進劇場、
覺得好看，就一眼愛上。京劇很豐富，
裏面有我們的歷史、文學、音樂，還有
人生的況味，很值得推敲。年輕人不怕
推敲，一推敲就吸收得更快。」魏海敏
說，在台灣，她也看到了戲曲演藝團隊
與觀眾的年輕化，而年輕人的新觀念正
為戲曲帶來「意外之喜」。
「不要忘了，梅蘭芳大師的年代，看

戲、演戲都是年輕人多。」魏海敏笑
說：「戲曲一直都是很青春的。」

文：中新社

2021年的台灣國際藝術節，魏海
敏呈現了獨角戲《千年舞

台，我卻沒怎麼活過》。藝術家再現其表演
生涯中的六個經典角色，也回溯台灣過去的
六十年。穆桂英、楊玉環、曹七巧、孟小
冬、米蒂亞，以及歐蘭朵，跨越東西，穿越
古今，是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也如同是魏
海敏留在舞台上的靈魂碎片。而最引人細味
的是，在劇中魏海敏首次演出「魏海敏」，
將自己的半生情緣細細道來，訴說自己如何
「活在」舞台。
對魏海敏來說，這數個角色於她有着獨特
意義，其中出自梅蘭芳《太真外傳》中的楊
貴妃與《穆桂英掛帥》中的穆桂英，特別能
表達她對梅派藝術的觀察。

梅派的純粹乾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娛樂還沒有那麼多
元，但已有了唱片，使京劇黃金期的創作得
以流傳。1927年，梅蘭芳大師以《太真外
傳》，在《順天時報》舉辦的評比中獲選為
四大名旦之一。這齣戲光在選材上就非常大
膽，例如華清賜浴一場，這樣『洗澡』的情
節，梅蘭芳大師竟有辦法將之細膩地鋪陳演
繹為重點場次。梅大師以完全創新的唱腔，
細細地鋪陳了貴妃的羞澀情態；華清池水氣
氤氳的氛圍，將一個絕代美人給後人的想像
空間完全展現。梅蘭芳大師是男性，他以素
裙子和白紗象徵了貴妃的裸體，將之完全昇
華成一種視覺的美感，滿足了觀眾的遐想。
一段《聽宮娥》，唱腔婉轉動聽，將『色』

給雅化了，創造出一種高雅雍容的風情萬
種，令人感到角色的冰肌玉骨，一種骨子裏
的潔白乾淨。」魏海敏說。
這種對角色的乾淨本色的呈現，在她看

來，一直延續到了梅蘭芳的壓卷之作《穆
桂英掛帥》中。「時至1959年，梅蘭芳已
經許久沒有創作，他從河南梆子戲中取
材，將被朝廷冷落多年的老年穆桂英要不
要在國家有難時重掌帥印的心情，轉換為
極為經典的《捧印》一場。穆桂英在佘太
君的勸解下，理解到當回歸初心、只問自
己能為國家做什麼，過往朝廷的冷遇抑或
二十多年沒上戰場，都不再是問題。不可
思議的是，梅大師並不直接以語言表達這
心境的躍升與轉化，而是從《姜維觀陣》
中吸取靈感，以啞劇的方式表演，純粹以
舞蹈來說明穆桂英的思慮。當穆桂英最終
唱出『難道說我無有為國為民一片忠心』
時，角色澄明乾淨的心志有難以言說的動
人力量。這份純淨的琉璃心，梅大師畢生
都保有，也反映在他創造的角色上。很幸
運的是，《穆桂英掛帥》成為我演出最多
的梅派劇目，我也渴望盡到自己那一份純
粹。 」魏海敏說。

對「性感」體認大不同
除了東方傳統女性，魏海敏亦銳意求新求

變，成功演繹了多個西方戲劇中的女性形
象，吳爾芙筆下由男變女的歐蘭朵、改編自
古希臘悲劇《美狄亞》的《樓蘭女》、《慾
望城國》中以馬克白夫人為改編原型的敖叔

征夫人，皆性格強
烈，讓人一見難忘。
演繹這些角色，是

否體認到東西方文化對女性形
象塑造的不同？魏海敏分享
道，她最強烈的感受是東西方
對女性「性感」的認識截然不同。
「我曾經排過一齣《艷后和她的小丑
們》，講埃及艷后的故事。埃及艷后在西方
故事裏是一個非常美艷也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帝王。我演這個角色時感到，西方語境中女
性的『性感』，其實散發在這個女性的所有
面相中，譬如她的說話、動作。在東方人看
來，這可能叫做『賣弄』風情，但西方人對
身體散發的性感，似乎看作一件很自然的
事。這個性感不是貶義詞，是褒義詞，是可
以在女性身上看到的一種風情。而在中國，
雖然古語說『食色性也』，但我們在各個朝
代裏，為了杜絕男女之間關係的紊亂，似乎
始終將『性感』視為『不允許發生』的，尤
其在戲劇當中。雖然歷代詩詞裏還是可以看
到對風月場所女子風情的描繪，但正常人家
裏面好像絕對不可以談論這個，我想這是中
西很不一樣的地方。」
而她在梅派藝術中所感受到的女性美，則

在於舉手投足間令人如沐春風。「比如梅葆
玖老師一直跟我說，虞姬的美在於她在項羽
眼中的美，即便項羽落魄，她依然笑臉相
迎，這種包容、寬厚與溫柔才是讓項羽覺得
迷人的地方。這大概就是不同文化之下美感
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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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魏海敏，為何探索塑造多元的女性
角色如此重要，她說：「在梅蘭芳大師的
時代，男性的距離，使他能在藝術手法
上，以風格化的方式創造出許多極美的女
性。四大名旦各有不同的聲音、形象，塑造
的角色人物也不同，因此在性別轉換之時就可
以建立風格。而女性演員打扮、表演起來，聲
音、身段其實比較雷同，再談形象風格的建
立，其實已不大有空間了。我身為女性，獨有的
是真實的女性生命經驗與現代的處境，也使得我

更長於人性的剖析。我們這個時代的演員，
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對女性內在的挖

掘，如何把女性的各種精神層面挖掘
出來。戲劇是跟着時代走的，不同時
代的人有不同的生命經驗，身為演
員，我得想想這個時代的觀眾需要
的是什麼，人又有什麼新的面
貌。」

她認為，今時今日，女性看
起來地位有所提高，所受的限
制也比以往少，但女性的內
在是否得到真正的、豐富的
展現，卻仍有很大空間。
「女性還是有很多被誤解
的地方，也還是有很多
女性被禁錮、被漠視。
很多對女性的評價都是
簡化的。而這個世界

需要陰陽協調的
能量，才能創
造出和平美
好的社會。

當然，所謂陰
性能量也並不

單指女性的力
量，它指的是人

類之中包容、慈
悲、溫柔的力

量。」

從
虞
姬
到
艷
后

從
虞
姬
到
艷
后

跨
越
東
西

跨
越
東
西
呈
現
千
面
女
性
靈
魂

呈
現
千
面
女
性
靈
魂

憶梅葆玖赴台盛況：
戲曲在兩岸間始終青春

◆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對香港觀眾來說，京劇梅派傳人梅葆玖的大

弟子、台灣京劇藝術家魏海敏是老朋友，她所

主演的《慾望城國》、《樓蘭女》、《金鎖記》、

《孝莊與多爾袞》等都曾來港演出。舞台上，魏海敏

演繹過各種各樣精彩紛呈的女性形象，有楊貴妃、穆

桂英等梅派劇目的經典女性角色，也有新編戲劇中演

繹改編自古希臘悲劇或莎士比亞名著的樓蘭女與敖叔

征夫人。這些角色或堅韌或秀美，或壓抑或奮身不

顧，皆個性獨特、情緒濃烈，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對於魏海敏來說，從梅派「非仙即后」、高雅純真

的女性角色，到跨越文化、個性迥異的多元女性，東

西、古今戲劇審美中又有何不同的女性之美？

繼去年繼去年 99月份的第一季月份的第一季「「綻放大綻放大
館館」」取得巨大成功後取得巨大成功後，，全新一季全新一季「「綻綻
放大館放大館 20232023」」載譽歸來載譽歸來，，並將於即日並將於即日
起至起至22月月1212日帶來更璀璨耀眼的光影日帶來更璀璨耀眼的光影
匯演匯演。。這項表演由創意和技術合作夥這項表演由創意和技術合作夥
伴伴 The Electric CanvasThe Electric Canvas 與一群本地藝與一群本地藝
術家攜手合作術家攜手合作，，再度以嶄新的演繹方再度以嶄新的演繹方
法法，，震撼視覺張力震撼視覺張力。。
第一季第一季「「綻放大館綻放大館」」以幻影敘述了以幻影敘述了

歷史古蹟營房大樓的歷史故事歷史古蹟營房大樓的歷史故事，「，「綻綻
放大館放大館20232023」」匯演將帶領觀眾進入截匯演將帶領觀眾進入截
然不同的世界然不同的世界，，讓觀眾隨光影牽領到讓觀眾隨光影牽領到
虛幻世界虛幻世界，，大館建築物將成為主角大館建築物將成為主角，，
由流動的光影賦予建築物盎然生氣由流動的光影賦予建築物盎然生氣，，
展現出一系列氣勢磅礴的古典建築元展現出一系列氣勢磅礴的古典建築元

素素，，在觀眾眼前顯得活靈活現在觀眾眼前顯得活靈活現、、繪聲繪聲
繪色繪色。。匯演中匯演中，，光影的動畫將在現實光影的動畫將在現實
與虛幻之間與虛幻之間，，以幻影扭曲建築的幾何以幻影扭曲建築的幾何
原型原型，，同時為觀眾回顧香港的特色與同時為觀眾回顧香港的特色與
情懷情懷，，從煙花從煙花、、傳統節慶到霓虹燈的傳統節慶到霓虹燈的
蹤影皆一一盡現蹤影皆一一盡現。。
日期：即日起至2月12日

下午6時30分至8時30分
地點：大館檢閱廣場

������-

「綻放大館 2023」光影匯演

回應時代脈搏
展現女性的內在與精神

◆1993 年，梅葆
玖（左二）赴台演
出，弟子魏海敏
（左一）與眾多友
人、戲迷朋友到機
場迎接。

中新社

◆1996年，梅葆玖（左）
赴台灣演出期間，與弟子
魏海敏合影。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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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海敏魏海敏（（中中））演繹演繹《《金鎖記金鎖記》》中的中的
曹七巧曹七巧。。 劇團提供劇團提供

◆魏海敏與吳興國主演的《慾望城國》改編自莎
士比亞名作《馬克白》。 中央社

◆◆魏海敏在魏海敏在《《樓蘭女樓蘭女》》中飾演樓蘭公主米蒂亞中飾演樓蘭公主米蒂亞。。
當代傳奇劇場提供當代傳奇劇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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