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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黃梅戲的故鄉——安徽安慶到香港，相隔千里，但距離無法阻
隔這段「香江情．黃梅韻」。韓再芬猶記得，自2017年攜院團

赴港演出《徽州女人》《女駙馬》和《折子戲》後，與香港已一別
七年，故今次赴港演出並與理大師生交流別具意義，她希望黃梅戲
能促進安徽與香港的文化交流融合，也讓兩地的情感更為親近。她
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黃梅調電影曾在香港風靡一時，證明香港已有黃梅戲
的基因和發展土壤。我們希望和香港有一個美好的約定，以後每年都來這裏演
出，雙向奔赴，培養更多熱愛黃梅戲的觀眾。」

常演常新《女駙馬》頻「破圈」
黃梅戲是中國五大戲曲劇種
之一、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被譽為「中國最美
鄉村音樂」，而《天仙配》和
《女駙馬》是黃梅戲的經典保
留劇目。《天仙配》講述玉皇
大帝之七女，不戀天宮繁華，
同情為葬父而賣身為奴的人間
青年董永，遂私自下凡與其結
為夫妻。七仙女一夜織得錦絹
十匹，使董永三年長工變為百
日。百日工滿，夫妻雙雙回
家，憧憬美好生活。不料，玉
帝卻令七仙女重返天庭，拆散
了這對天上人間的美好姻緣。
而《女駙馬》則講述民女馮素
珍冒死救夫，經歷曲折終如願
以償，成就了美滿姻緣的故
事。該劇通過女扮男裝冒名趕
考、偶中狀元誤招東床、洞房
獻智化險為夷等一系列近乎離
奇卻又在情理之中的戲劇情
節，塑造了一個善良、勇敢、聰慧的古代少女形象。
經典劇目常演常新，得益於藝術家的堅守與不懈創新。韓再芬說，傳統戲曲

藝術的傳承發展，需要創作出具有藝術水準和緊跟時代步伐的精品力作，「我
們國家有300多個劇種，有的劇種有着數百年的歷史，而黃梅戲作為年輕的劇
種，更適宜去創新發展。」當年韓再芬在1958年原版《女駙馬》的傳統基礎上
融合了舞台劇、影視及其他戲曲藝術的表演元素，使其煥發新光彩，而2022年
國風連載漫畫《女駙馬》更使黃梅戲「破圈」走進「二次元」世界。

黃梅戲要展現當代精神面貌
反覆打磨經典的同時，再芬黃梅藝術劇院從未停下創排新劇目的腳步，從
1999年的《徽州女人》到近年的《鄧稼先》《鴨兒嫂》《祝福》《不朽的驕
楊》等都廣受戲迷歡迎。韓再芬說：「戲曲發展既要保留傳統劇目，也要結合
時代不斷創作新劇目，才能實現『百花齊放』。無論是傳統戲還是現代戲，重
要的都不是形式，而是它的思想內涵。我們創作新劇目時，若思想不能活在當
下，便沒辦法與年輕人對話，展現當代精神面貌是黃梅戲的使命。」
作為黃梅戲領軍人物，韓再芬也在不斷探索傳統戲曲藝術在新時代的創造性
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播，促進黃梅戲與科技融合以及線上和線下融合。無論是
漫畫、短視頻，還是直播、線上劇場，或者是以上種種的融合呈現，每每都能

吸引眾多新老觀眾。「我們院團在運用互
聯網媒體宣傳方面做得還是不錯的，在全
國院團中算是名列前茅。」但她也強調，
黃梅戲是主體，互聯網是傳播工具，最終
目的還是吸引更多觀眾走進劇場，畢竟戲
曲是舞台藝術，最能完整展現戲曲魅力的
地方還是劇場。「我堅守的是劇場文化，
黃梅戲是劇場藝術，我就要把劇場文化和
劇場藝術做好。我們不能什麼都做，什麼
都想要，如果本末倒置，一味追名逐利，
最終是會失敗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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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到「誰料皇榜中狀元」，黃梅

戲朗朗上口的唱詞可謂家喻戶曉。一連兩日（10日、11

日），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劇「二度梅」

（兩次梅花獎）獲得者、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韓再芬攜安徽

再芬黃梅藝術劇院的老中青三代演員，於香港理工大學賽

馬會綜藝館演出經典黃梅戲《天仙配》和《女駙馬》，以

戲為緣，邀香港觀眾重溫經典，亦領略黃梅戲在新時代的

別樣風采。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演出前，再芬黃梅藝術劇院特別舉辦了一場「黃梅戲與
黃梅調主題交流會」，院長韓再芬與院團12位演員為理
大師生、校友及黃梅戲愛好者介紹黃梅戲與黃梅調的歷
史，解答觀眾疑問，示範演唱黃梅戲《蔡郎哥哥他要走》
《對花》及黃梅調《扮皇帝》《愛歌》，並邀兩位觀眾上
台現場學唱《天仙配》選段。交流會氣氛熱烈，現場不時
爆發出雷鳴掌聲和陣陣笑聲。
來自內地北方城市的大一學生Tom表示，自己是第一
次參與黃梅戲交流活動，「我之前只從播客中聽過黃梅
戲，這次可以近距離與演員交流，我特別開心，也成功報
名觀看11日的《女駙馬》演出。」
戲迷宛先生自稱是從小聽黃梅戲長大的「黃梅人」，得
知交流會和演出訊息的他第一時間報名參與，「剛才聽到
那些熟悉的黃梅戲選段，我好像回到了孩童時代，感覺特
別親切，但在香港聽到黃梅戲的機會並不多。」他冀望再
芬黃梅藝術劇院可搭建兩地交流平台，除舉辦更多演出
外，還能邀請香港學生去安慶近距離感受黃梅戲文化。
對此韓再芬表示贊同，並笑說：「如今互聯網時代，只
要在手機上一點，便可以欣賞喜愛的戲曲。內地有高雅藝
術進校園的活動，我們今次也來到了香港理工大學，其實
就是一次與觀眾的親密交流。待會我們可以加個微信，如
果你有什麼關於黃梅戲的事情想了解，我們都可以互動。
我們雖然不能經常來到香港與大家面對面交流，但可以通
過其他方式讓你對黃梅戲更加愛意滿滿。」

黃梅戲與香港的淵源可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內

地製作的黃梅調電影《天仙配》在香港上映，深受香

港觀眾歡迎。邵氏電影公司順應潮流，支持旗下的導

演李翰祥，嘗試把黃梅調元素加入影片之中。早在

《貂蟬》（1956）一片拍攝時，李氏已加入了黃梅調

插曲，頗受觀眾歡迎，而陸續推出的《江山美人》

（1959）、《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等作品，更

邀請到當時不少南來香港的音樂人才協助歌曲創作、

音樂編排和幕後代唱工作，務使黃梅調電影具傳統元

素的同時更現代化，吸引更多海外觀眾。《梁山伯與

祝英台》（1963） 在台灣上映時，曾獲得第二屆金馬

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音樂等六項殊榮，可說

是把邵氏旗下的黃梅調影片推向高峰。而除了導

演李翰祥外，岳楓、嚴俊、何夢華等導演也拍攝

過黃梅調影片。從1956年的《貂蟬》到1977年的

《金玉良緣紅樓夢》 ，這 20 年間，黃梅調可謂

是邵氏電影歷史中的一項標誌性元素，亦在港、

澳、台及東南亞等地掀起了一陣黃梅調熱潮。

為何黃梅調電影能夠在當年風靡多地？韓再芬

解釋道：「黃梅戲具有隨意性、親民性、互動

性、鄉土性和親切性五大表徵，它的腔調和音樂

特別溫婉，屬於能夠流淌在人們心中的曲調，令

人感覺美好且溫暖，可以調劑生活中的苦與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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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年輕演員接「黃梅薪火」
戲曲藝術的傳承發展，人才永遠是第一位。韓再

芬憶述自己2005年接手院團時，內心已經設定了一
個人才培養計劃，「一座黃梅城，滿城戲中人；一
曲黃梅調，誰人不知是安慶。安慶的黃梅戲文化生
態已經很完備，如果生態不好，文化的傳承會很有
難度。安慶有黃梅戲的專科學校和本科學院，首先
教育體系是完整的，學校的人才可以直接對接到我
們院團的平台。」
她補充道：「當然，從戲曲學校學到的東西還遠

遠不夠，畢業生來到我們院團後還要『打通關』，
即每年必須學會12齣黃梅戲的小戲，有量的累積才
會有質的躍進。年輕演員『通關』後再由老演員傳
幫帶，以老帶新上舞台演出，當他們的能力有所體
現的時候，再實行『人人當主演』計劃，現在每個
年輕演員身上都有自己主演的大戲。」如今，再芬
黃梅已搭建起行當齊全、結構合理、脈絡清晰的
老、中、青、少人才梯隊，同時實施「星計劃」，
通過個性化培養、師傳徒、定製演出平台等方式，
實施優秀青年演員培養計劃，打造戲曲新星。
無論是繼承傳統、開拓創新，還是培育年輕演
員，對韓再芬而言都離不開溫暖的「情感」二字，
這種情感包括對黃梅戲的深刻熱愛，對年輕演員的
殷切期待和關懷，以及對觀眾的濃濃眷戀。「我的
目標非常簡單明了，就是要把黃梅戲一代一代地傳
承和發展下去，並且創作出更多順應時代的優秀作
品。只有創作出好的作品，黃梅戲才能深入人心，
感化更多當代觀眾。」

邵氏黃梅調電影曾風靡港台

演員與理大師生交流
現場教唱《天仙配》

●韓再芬希望黃梅戲能促進安徽與香港的文化交流融合。

●韓再芬在《女駙馬》中飾演馮素珍。
再芬黃梅藝術劇院供圖

●「再芬黃梅公館．看戲」線上直
播劇場吸引眾多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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