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帆告訴記者，三十多年來，上海京劇院與香
港的交流從未間斷。早在1992年，老藝術

家尚長榮先生就帶着他的代表作《曹操與楊修》
初代版在北角星光劇院演出。上京另一位老藝術
家、麒派傳人陳少雲先生，亦曾攜手梅花獎得主
安平，聯袂在港獻演新編歷史京劇《成敗蕭
何》。此外，上京的藝術家如李國靜、胡璇、熊
明霞，年輕一輩的藍天、李春、畢璽璽等，都曾
參與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的演出，深受香港觀眾
的喜愛和尊重。
香港觀眾對於京劇藝術的濃厚興趣和熱情令上
京的藝術家們印象深刻。無論是京劇的傳統劇
目，還是上京這些年來新創作品，都能在香港的
舞台上引起熱烈的反響和共鳴。張帆說，觀眾每
一次恰到好處的叫好聲，都顯現出他們的專業
度。同時，觀眾們對京劇的表演形式、音樂、唱
腔等方面也都表現出極高的欣賞水平和深厚的文
化素養。「香港觀眾對上海京劇院的高度評價，
也促進了我們希望常來香港的願望。」

麒派經典接力演出
本次上京在港的演出，將以8月2日於香港文化
中心大劇院上演的《烏龍院》開始。這部作品取材
於《水滸傳》，由周信芳先生幾經打磨，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成為麒派經典劇目。全劇由《鬧院》
《下書》和《殺惜》組成。即將到香港演出的麒派
名家陳少雲先生表示，這部戲雖然人物不多，但各
有各的看點。他從藝六十多年來，向很多老師學習
了這部戲。《烏龍院》能夠很好展現麒派藝術特
色，比如在「四功五法」上講究精氣神，善於通過
真情實感去表現人物等。
今次到香港演出的這版《烏龍院》，還展現了

麒派藝術在上海京劇院的傳承與新發展。該劇的
宋江一角，將由陳少雲先生和他的弟子、青年演
員魯肅接力演出。這是魯肅跟隨師父較早學習的
一齣劇目，他本人非常喜歡。魯肅還認為，年輕
一代參演這樣的經典，希望不僅能演出麒派的特
色，還要演出新意來，讓傳統經典演得更符合當
代年輕觀眾的審美。

呈現海派京劇代表作
8月3日和8月4日，上海京劇院將在香港文化
中心大劇院獻演近年來復排的經典：連台本戲
《七俠五義》。這部作品被譽為海派京劇的代表
作，2019年曾在香港演出過上本就大獲成功，現

場座無虛席。當時，香港戲迷們就對下本高度期
待，上京也立下了再度相見之約。
今年如約而至的連台本戲《七俠五義》是上海

京劇院保留劇目之一，自1957年首演以來深受觀
眾喜愛。該劇武戲豐富，動作場面驚險刺激，無
論是新老觀眾都能快速入戲、看得過癮。現在呈
現的這個版本是上海京劇院於2017年開始復排
的。在主演、上海京劇院青年演員傅希如看來，
該劇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在於主演眾多，同事們
既能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又能以梨園傳統的
「一棵菜」精神，將整個院團的整體風貌展現出
來，這是其他戲所不能比擬的。對於演員自身來
說，這也是檢驗藝術水準的試金石。在劇中，傅
希如和不少同事一樣都要身兼不同的角色，如他
這次到香港的演出，上本是白玉堂，下本是顏查
散。另一位演員魯肅，上本是包拯，下本則要演
出起到引渡劇情作用的馬叟。不過，對於這樣的
「穿越」功夫，藝術家們都坦然表示並無難度。
對他們來說，在較短時間，甚至是瞬間就能完成
角色轉換，亦是基本功。
曾在2019年赴港演出過《七俠五義》上本的藝

術家們，對香港觀眾的專業水準記憶猶新：「他
們都是懂戲的。」魯肅坦言，一開始非常忐忑，
因為他演的包拯屬於南派，與觀眾傳統印象中的
花臉完全不同。但沒想到，觀眾給了他莫大鼓
勵，「你的每一個點他們都會get到，都會報以熱
烈的回應。」傅希如也表示，香港的粉絲對他們
的動態關注度極高，「很多在香港演出的海報和
消息，都是他們先傳給我的。」這一系列的雙向
奔赴，都給了藝術家們更大的信心。「復排好了
下本，我們第一時間就想到一定要帶去香港。」

傳承創新精彩待續
一手是傳統經典，一手是最新復排劇目，上海
京劇院此次赴港演出的安排，也可以算是該院
多年來堅持劇目建設和人才培養並舉的一次集
中成果展示。
張帆告訴記者，上海京劇院很早就認識

到，要能夠傳承和發展，人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近二十年來，在培養人才上花了很
大功夫。院內推出了「青春跑道」項目，
五年一季，已經延續了兩季。得益於這個
項目，上京的人才梯隊已經初具規模。既有
尚長榮、陳少雲這樣老一輩的大師，亦有史
依弘、王珮瑜這樣的中堅力量，後續還包括藍

天、傅希如、田慧、高紅梅、王璽龍、趙宏運、
郝帥等等，基本覆蓋了「四樑八柱」。
在劇目建設方面，近年來，上海京劇院為傳統

劇目傳承做了大量工作，聘請了很多老師手把手
教。如今，京劇傳統的優秀劇目，如《龍鳳呈
祥》《四郎探母》《王寶釧》《盤絲洞》，以及
海派京劇代表，如這次赴港的《烏龍院》，乃至
難度更高的《龍潭鮑駱》《雁蕩山》《四進
士》，以及南派武生宗師蓋叫天的代表作全本
《武松》等等，依託上京現有的人才梯隊都能呈
現。
同時，藝術家們也不遺餘力地探索創新，推出

了不少新經典原創，如尚長榮先生的三部曲《曹
操與楊修》《貞觀盛事》《廉吏于成龍》，陳少
雲先生的三部曲《狸貓換太子》《成敗蕭何》
《金縷曲》。此外，包括此次赴港演出的《七俠
五義》在內，上京還致力於挖掘和復排院團成立
之初就傳承下來的原創保留劇目，使之在當代煥
發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兩部大戲的演出，上海京

劇院此次還將在香港舉行講座和交流活動。另
外，除了中華文化節，上海京劇院還是每年香港
藝術節的積極參與者。
上海京劇院與香港的緣分，精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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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俠五義》被譽為中國武俠小說的

開山鼻祖。金庸先生曾多次談到對這部

作品的喜愛，也啟蒙了他日後的創作。

多年來，《七俠五義》曾被多次翻拍成

影視劇，為香港觀眾所熟悉。事實上，京劇版《七

俠五義》歷史更為悠久。

1957年，在時任上海京劇院院長、京劇大師周信

芳的推動下，《七俠五義》作為上海京劇院建院以

來第一部連台本戲在滬上首演，連演半年，幾乎場

場爆滿。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京劇院重排《七俠

五義》，反響依舊熱烈。2017年11月，上京將暌違

舞台60年的連台本戲《七俠五義》上本再次搬上舞

台亦廣受好評，包括香港觀眾在內的戲迷們一直期

待下本問世。

京劇版《七俠五義》是一部生、旦、淨、丑行當

齊全，唱唸做打一應俱全的海派京劇，對演員的藝

術功底有很高的要求。通過這部作品，可以全面展

示上京中青年演員的實力風采。同時，極具觀賞性

的舞台也是海派京劇的一大特色，一系列設計精妙

的舞台機關布景在給予演員充分表演空間的基礎

上，巧妙結合環環相扣的劇情，為觀眾營造身臨其

境的冒險體驗。如上本中從窗外插入案台的飛刀，

千斤石、千刀陣密布的螺螄閣、橫懸江面的獨龍橋

等場景驚險刺激，下本中大屏多媒體影像與布景有

機結合，衝霄樓的大型吊橋、陰森威嚴的襄陽王

府、鏡面交錯重疊呈現幻境效果的八卦銅網陣以及

暗流洶湧的逆水寒潭等場景，相信都能引導香港觀

眾，開展一段不遜於影視大片的沉浸式武俠之旅。

雖然對香港舞台已經不陌生，近年來更在港不
斷「漲粉」，上海京劇院青年演員傅希如還是認
為，能夠參加中華文化節非常幸運。如果時間允
許，他還想觀摩其他院團的演出，學習更多藝術
形式和優秀劇目充實自己。
傅希如告訴記者，此前因為參與演出《七俠五

義》上本，以及一些折子戲，他曾多次來過香
港，對於香港在傳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方面所
作的工作印象深刻。香港的觀眾群年輕時尚，觀
演氛圍也非常融洽。「我覺得香港很尊重，也很
樂意去傳播和欣賞傳統文化。這種對傳統文化的
尊重令我感動。」

與粉絲互相成就
因為對傳統文化共同的熱愛，使得傅希如在香

港結交了很多粉絲朋友，年齡從25歲到50歲都
有。有些還長期保持着密切聯繫。不過，香港粉
絲給傅希如的不僅是追捧，更多的是「壓力」。
「他們經常和我探討唱腔，有時候會直接到後台

來請我教上一兩句。」
最令傅希如意想不到的，可能還是有位在香港

從事金融投資業的粉絲因為喜歡京劇，在公司選
派員工赴內地工作時，毫不猶豫報名前往上海。
由此，能夠更方便向他學戲，進而在文化領域開
拓了事業新天地。這樣「互相成就」的美好經
歷，也推動傅希如在藝術上不斷精進的同時，更
積極致力於京劇藝術的傳承。

守正創新傳承經典
近年來，傅希如不僅在京劇舞台上屢獲殊榮，
還積極參與跨界合作，包括受邀演出話劇、音樂
劇、綜藝節目、唱京歌等等，甚至還有粉絲強烈

要求他嘗試粵劇演出，但和團裏很多成功跨界出
圈的青年演員一樣，他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身
上的標籤還是「京劇」。
傅希如直言，必須堅持守正創新。「京劇是中國
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傳統不能丟。」在此基礎
上，也應該積極探索用現代思維去演繹，拉近與現
代觀眾的距離。「近年來，很多院團、機構，包括
很多的個人都在做這個事情。儘管做的方向不統
一，我覺得就像一棵大樹長出各種各樣的果子，到
底哪顆果子是最好吃的、最成功的，現在還沒有定
論，但凡是為這個方向做出努力，都是值得稱讚
的。我也非常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形式和內容可以
拉近傳統戲曲和現代觀眾的距離。」

傅希如：香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令人感動

啟蒙金庸武俠創作
「開山鼻祖」當代表達

闊別五載，「老朋友」上海京劇院8月將重返香江舞台，帶來麒派經典名劇《烏龍院》

和連台本戲《七俠五義》，在「中華文化節——焦點城市上海」暨「上海文化周」中獻

演。上海京劇院院長張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多年來，香港觀眾的厚愛

給上京帶來了提高藝術水平和文化修養的不竭動力。此次再臨香江，是完成代表作《七

俠五義》在2019年就與香港觀眾定下的再見之約，亦是與香港朋友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交流之旅。上京的藝術

家們目前仍堅持在高溫下刻苦排練，期待能以最佳狀態與香江舞台再續前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圖：上海京劇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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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節：上海京劇院
日期：8月2日、4日 晚上7時30分

8月3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七俠五義》上本，傅希如飾演白玉堂。

再探《七俠五義》

◆◆《《七俠五義七俠五義》》上本劇照上本劇照。。

◆《七俠五義》下本，郝帥飾演白玉堂，傅希如飾
演顏查散。

◆《七俠五義》下本，馮蘊飾演鄧麗姑，郝帥飾演白
玉堂。

◆《七俠五義》下本精彩紛呈。

◆《七俠五義》下本，恰到好處的布景設置，也為
全劇演出起到錦上添花效果。

▶《烏龍院》魯肅飾宋江。

▶《烏龍院·
殺惜》陳少雲
飾宋江。

▼《烏龍院》
楊揚飾閻惜
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