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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十一届广东省艺术节上，广东香山粤剧团推出首个自创大戏《血沃共和花》，获得了优

秀表演（刘建科）、优秀导演（郑卫国）等奖项，但是他们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与《南国红豆》

杂志社及我们工作室联系，开展高校师生观戏评戏

的系列活动，希望广泛听取来自高校学子和专家的

感受与意见，对剧目和年轻演员再细加雕琢。

　　2011 年 11 月 30 日，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大学等高校逾百名师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观看

了《血沃共和花》的汇报公演，随后，香山粤剧团

又将他们的年轻团队带进高校，与学子专家零距离

交流。

　　12 月 3 日下午，《血沃共和花》剧组零距离见

面交流会在中山大学永芳堂热闹举行。为了办好这

次活动，剧团不仅带来了年轻的演员、乐师主力，

而且还把刀枪剑绸等演出道具和高胡、扬琴、琵琶

等演奏乐器都搬进了校园。

　　邓志驹总经理、蔡法团长首先介绍了剧团经营、

剧目排练等情况，其后，同学们也积极谈起看了《血

沃共和花》的具体感受。从剧情到唱腔，同学们说

剧团高校交流零距离
学子专家热议共和花

吴伟绵　关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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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沃共和花》剧组零距离见面交流会现场

（任冠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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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仔细，有的同学还将话题延伸到了现代题材与传统唱腔及音乐设计如何协调、剧本在历史感

与文学性之间如何平衡、戏曲程式运用和话剧化表现的冲突如何处理等问题。

　　聊完《血沃共和花》这部戏，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走进粤剧世界，《血沃共和花》的几位年

轻演员亲身为大家展示了各种粤剧身段和技艺。刘建科的上马、吴国文和梁恒宇的刀枪开打、都

好好（黄嘉裕）的水袖、李江林的耍大刀、金凤的彩绸……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让近距离观赏的大

学生眼花缭乱，惊叹不己。心动的同学还主动上前“拜师学艺”，有模有样地学起各式等身段动作。

在“学艺”过程中，同学们真切感受到粤剧表演的不容易。

　　交流会末尾，在香山粤剧团的年轻乐师现场伴奏下，刘建科、都好好与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

习班的学员们合唱粤剧选段《花好月圆》，为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

　　在此次交流会上，工作室向香山粤剧团赠送了一套罗家宝舞台形象塑像。香山粤剧团当家小

生刘建科和李江林都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的徒弟，这份礼物象征着一份传承的信念，祝

福粤剧继往开来，生生不息。

　　12 月 8 日下午，《血沃共和花》的主创团队再次来到中山大学举行座谈会，中山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以及粤剧界专家济济一堂，畅谈观后感。

　　与会者普遍认为《血沃共和花》这部戏在主要人物设计、粤剧味的保持与创新等方面做了很

成功的尝试。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提出，《血沃共和花》是近现代题材，但是戏曲化程度

很高，譬如陆皓东和尤都好回高第街那段，很紧张，包括亲兵在追，朱琪怎样引领清兵，都运用

了程式，但是不老套不古板。又譬如监狱那场戏，舞台调度非常灵活 , 这就是与时俱进的戏曲化创造，

避免了话剧加唱的弊端。另外，这个戏本身来讲比较好的地方是历史感和新鲜感结合——很多人

不了解陆皓东，但这个人物的的确确又是一个历史存在，其实是补了民国史的一课，让大家知道

孙中山身边确实有很多人跟着一块打革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认为，这部戏因为是表

现无知无畏的革命青年，所以很适合香山粤剧团这批年轻演员。剧名定为《血沃共和花》而不是《陆

皓东》，就使得整个戏发挥的空间很大，而且将整个戏的意象推向了“共和”。无论是编剧，还

是舞台意象设计都突出“共和”，能将本来可能有党派色彩的东西掩盖，而突出一些永恒点的价值。

　　 粤 剧《 血 沃 共 和

花》观后座谈会现场

（任冠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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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这个词汇或者主题能帮助我们超越党派、超越偏见，能表达出年轻人追求的是理想的国度。

　　同时，大家也为《血沃共和花》提出许多修改建议。一是如何让剧中人物更贴合历史语境，

以尤都好为例，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范德怡认为她在剧中对陆皓东表达爱慕过于直露，不符合

清末民初女子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其二，如何更恰当合理地展现妻母“毁家纾难”，中山大学

博士后关瑾华提出，为了使得剧情更紧凑，“毁家纾难”可以考虑以暗场的形式处理。其三，年

轻演员应该在唱念方面再下功夫以切实提高。大家都殷切地期许，“农学会”、“取名单”等片

段完全有基础打造成街知巷闻的折子戏，而整个戏，经过打磨，从纪念辛亥革命的应景戏能够成

为常演不衰的经典。

学曲小记
范德怡

　　加入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学习粤曲曲唱已经有了一个学期。我有时想，如果这个曲社一

直办下去，若干年之后，会不会有一群人把曾是曲社成员作为彼此之间相互认同的一个精神桥梁。

　　

　　一、广州这座城

　　很久以前就发心要学习一样关于广州的技艺，在曾走过的那么多地方当中，广州尤其令我钟

爱且放不下。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学会某一地特殊的技艺，那么，这个人就真正地在一定程度

上与这个地方有了血脉关系。所以当重新回到广州，回到康乐园，我努力张开自己的感应器官，

搜寻这样一个目标。于是，2011 年 9 月的某一天里，我走进了中山大学中文堂 915 课室，成为中

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的一员，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粤曲学习历程。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几乎每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都会准时出现在那个几乎有些狭小的空间，与粤曲相会。

　　教我们学曲的两位老师中，陈仲琰老师乃陈卓莹前辈的哲嗣，他既是高胡演奏家，又是曲唱家。

李月玲老师也系出名门，上世纪 80 年代初曾拜谭佩仪和何紫霜两前辈学唱，如今唱粤曲已愈三十年，

也是资深曲唱家。在我所参与的每一次粤曲课上，两位老师都是同时到场，分别承担平子喉的演

唱示范，陈仲琰老师以弹奏为主，李月玲老师负责叮板，二人合作无间。也许有某些时候没有到

场的学生，但陈李二位老师的二人组合却是雷打不动地到场，守护着这一方粤曲的讲台。

　　陈李两位老师走进中山大学教授粤曲，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粤剧粤曲文化工作室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我曾感叹，在中山大学学到了很多免费却珍贵的知识，

比如三年前仇江老师的太极拳，又比如这一次的粤曲。这些传统的技艺及他们背后的文化，因为

有了这样一批人而得以传承下来，而仇江老师以及陈仲琰、李月玲二位老师都是地道的广州人。

于是我想，广州这一座城市，其实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而变得充满魅力，令人热爱。

锣鼓咚咚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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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

　　一班同学，以中山大学本校同学为

主，但也有大量来自其他高校的同学。

广州并不是一座小的城市，另外一所大

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区，以及往返一

个多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的路程，但我注

意到，班上这些外校的同学都很少因为

距离而放弃粤曲的学习。有时候，我几

乎要因为其他事务甚至只是午睡过头而

放弃赶赴这场约会，但出于不想浪费任

何一个学习机会的心理，我还是坚持上

课。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

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后来就成为

必然，需要协调和妥协。无论是距离，还是其他也许更有趣的事情。于是每一个周日的下午，那

些自各处赶到中文堂 915 课室奔赴粤曲之约的同学成为彼此这一段的同路人。

　　在所有这些同学中，我是极少数的外省学生。算来在广州前后待了接近 3 年，听粤语已经可

以七七八八，但却一直没有勇气讲。毕竟在学校里还是说普通话的场合多，连听粤语的机会都不

多。但粤曲班却成为我的第一个全粤语环境，无论是课前开场白，教唱中的讲解，还是和同学的

现场互动，老师们用的都是地道广州话。在广州话营造的这个环境里，我全无失落，反而觉得兴奋，

有广州人地道的情感和表达，身处其中悉心聆听和感受，就是我贴近广州文化的一个途径。

　　

　　三、学曲初体验

　　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正式开班早在 2011 年初，我其实已经是研习班开办以来第三期学员。

第一次课前，有幸听赏第一期同学的演唱，我大呼过瘾，心中也暗赞两位老师教导有方。作为第

二期学员，我学唱的上一支曲是粤剧《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一出。由于我之前对粤曲几乎

是一无所知，除了冷冰冰的几条历史知识和某几个人名，我甚至没有完整听过一场完整的粤剧，

所以在拿到《幻觉离恨天》曲谱的那一刻，我简直无从措手。经过一个学期的浸润，现在我渐渐

知道一些眉目，甚至可以唱出完整的曲子。虽然水平仍然有限，但相比之前，都算是莫大的进步，

所以在此多谢两位老师的无私教导。

　　回顾我这一个学期的学习，花在粤曲上的时间其实并不少。首先，像我这样的外省同学有语

言关要过，如果要我直接听某段粤曲，则简直是如同听天书。我的解决方法是，先对着唱词听熟，

再将陈李二位老师的录音复制到在手机里，走路或者睡觉的时候再听。因为再陌生的曲子，听得

多也会熟悉起来，这样唱出来就是水到渠成了。不得不说，粤曲实在很好听，我曾经一遍又一遍

地听陈李二位老师的录音以至于夜深而无法入眠。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为了避免一听入迷而不忍

割舍的情况，睡前听粤曲这件事还是少做为妙。

　　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电脑正播放着陈李二位老师的《幻觉离恨天》。如今我完全可以不

　　红线女老师现场唱《打神》，风采依然。（罗丽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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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曲辞而听得懂两位老师所唱之每一个字，兴之所至，也可以跟着和上一两句。想想半年以前，

它们与我没有任何关联，而如今这样优美的曲唱竟然可以自然唱出，难能不因此有几分得意。但

我亦深知，一个学期短短几十个小时的课程，对于粤曲的学习来说实在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李月

玲老师曾说的那样，她唱了三十年有余，我们这些学生们至多也就是三十个小时多一点的课堂时间，

要想唱得似模似样，实在需要更多工夫。

　　另外一个感受是，不要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准备和相关经验而放弃学习粤曲。当然，在粤曲班，

大多数同学都是广东地区甚至就是广佛的同学，他们不仅有语言优势，并且自小多多少少接触过

粤曲，学习起来轻松得多。像我这样的零基础也许是少数，但我们就是一张白纸，两位老师都是

业界有口碑的人，有他们带着，我们的起步高得多。并且因为觉得自己不懂，所以特别信任老师，

亦步亦趋学习和接受老师所讲授的所有知识。

　　

　　四、粤曲菜鸟的足迹

　　中山大学粤剧粤曲研习班的课堂实际无限大，远远没有局限在中文堂 915 课室这个空间之内。

而我们学习的老师，也远远多于陈仲琰、李月玲二位老师。

　　今年 11 月正好是广东省艺术节举办以来的第十一届，戏剧类节目中上演的粤剧好戏自然不少。

并且艺术节三年一届，繁密的看戏机会实在难得，为了满足大家看戏的需求，研习班也通过社会

关系为学员争取到了各场粤剧演出的戏票。由于有研习班提供的戏票，我有幸观看了《血沃共和花》

一剧获奖之后在中山纪念堂的第二次演出。再后来，我有幸受邀成为这台戏的观后研讨会的一名

学生代表，与广州地区高校的戏曲研究专业的老师们、戏曲类专业媒体代表、学生代表、剧团负

责人以及演员围坐一堂，畅谈自己的观演感受。

　　12 月底，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老师将在红线女艺术中心庆贺 87 岁生日，闻此消息，关瑾华

老师带领曲社成员观摩了这一盛事。在此之前，我们曲社还特意拿出时间学习了红线女老师著名

的《荔枝颂》，期待能和红老师共歌一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传奇女性，她满

头银发，一袭红衣，站在大厅之中，亲自迎接到会的嘉宾。她对粤剧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传奇的

人生经历，使她自身就有不输粤剧的魅力。　　

　　（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粤剧的市场之路该怎么走？
　　2011 年 12 月 5 日，时值开办一周年，粤剧文化沙龙迎来了在刚刚结束的省艺术节上有精彩表

现的三个省市剧团的行政负责人：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勇、广东粤剧艺术大剧院副院长

陈奔、广东香山粤剧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志驹。三位嘉宾根据各自院团的实际情况，就“粤剧的

市场之路”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沙龙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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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推广粤剧教育？

　　余勇认为，不管文化体制改革与否，粤剧一直都是在走市场之路。政府的拨款只是提供基本

保障，演出才是正道。广州粤剧院现已改组为公司，改制后，培养人才的难度更大，但是，也打

开了人才流动的瓶颈；同时，改制为下属各院团带来了新风气，他们的精品意识增强了，创作力

度加大了，换句话说，市场化运作的观念也更浓了。

　　陈奔也认为，虽然省剧院是政府“正规军”，但也是一直面向市场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剧

团都无法避免的事实。现在的粤剧演出市场走势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粤西还是有很大的演出

市场可以发掘。而对于粤剧发展方向应该“搞市场”还是“搞艺术”这个问题，陈奔认为，其实

两者是互补的关系，应该“两条腿一起走”，并驾齐驱。他特别强调，现代戏、新戏、调研戏的

创作并不代表粤剧界的创作走向，而只是一个尝试，只有把握住市场，不断尝试，才能真正做到

市场与艺术并行。

　　而邓志驹在回顾了 20 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之路之后提出，从 1989 年前的院部统筹到 1989 年后

的院部权力下放、各团的自主经营，再到如今的为市场而奔波，市场主导了院团创作，艺术家为

衣食奔波，创作无条件，人才流失，行当凋零，这是粤剧行业面临灾难的二十年，改制得不偿失；

现在，体制改革势不可挡，我们要做的，便是借助政府的支持，不断改进，同时利用经营上的灵活性，

人才培养、艺术创作、演出等各个方面都努力做到最好的配置，并慢慢形成一个良性市场，真正

职业化。此外，他认为，在搞好市场的同时，各剧团也应协同粤剧界其他同仁，做好艺术传承工作。

　　2011 年 12 月 29 日，来自香港的几位从事粤剧研究和推广粤剧活动的学人在沙龙中介绍了在

香港，他们是如何培养观众，开展粤剧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与程美宝、谢少聪、关瑾华、罗丽

交流了穗港粤剧教育的异同。

　　李少恩曾获任香港教育统筹局艺术教育组粤剧课程发展实验小组委员，在小学中开展粤剧的

推广工作多年。他介绍了香港中小学的粤剧课程设计及其推广情况。在香港中小学里，粤剧课程

属于音乐科必修内容，学生除了欣赏，还能参与其中，包括演唱、弹奏，以及云手、跑圆台等简

单的动作，甚至还有一些简单的创作，譬如数白榄。至于课程推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李少

恩认为，在学校推广粤剧课程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演员，而是培养观众。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在师资培养方面，具体实践这项工作的老师音乐学习背景大多是以西洋音乐为主，虽然已有一些

老师开始主动去学习粤剧知识，但师资仍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应该加强师资培训。另一方面，中

小学老师最需要的是教材、教案，要在推行这个课程之前就准备好，这样就不用他们自己去设计，

也让老师们的工作轻松了一些。此外，李少恩还介绍了香港教统局面向康文署在职人员的短期课程，

整个课程包括了音乐、戏曲等等不同的艺术范畴。虽然只有几堂课，但是要教粤剧、京剧、昆曲

等很多内容，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职员通过这样的在职培训，可以多认识一些艺术，当他们在工

作的时候，至少能判断哪些是需要关注的。如果这一类的课程能够有针对性地帮助一些文化部门

的行政人员提高相关知识，并应用到实际工作里，那是非常有益的。

　　戴淑茵是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副主任，也一直参与粤剧课程的校园推广，她介绍到，

香港不少著名老倌，譬如阮兆辉，都曾经帮忙做课程设计的工作，并为中小学音乐老师做示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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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如果一些老师对自

己去教粤剧尚不自信，

可以选择向同学们播放

一些已制作好的视频。

另外，香港教育统筹局

正在组织他们尝试音乐

和文学课程的跨学科学

习策划，将一些粤剧知

识融入到其他课程，目

前教材还在编写当中。

　　郑宁恩之前在教统

局工作，在粤剧教育师

资培训方面，教统局经

常开班办一些课程或者

短期培训，请一些专业

人士来讲授一些基本的

粤剧音乐专业知识和粤剧的基本概念及历史，让中小学音乐老师能够尽快在课堂上教学生。而她

现在则在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及创意艺术学系负责有关粤剧传承及教学方法的研究计划，计划主要

研究内容是比较师徒制和学院制，希望能结合二者的优势，找到一些更好的教学方法，然后在中

小学的教学中推广。

　　来自香港演艺学院的周仕深向大家介绍了演艺学院的中国戏曲课程的学制，并介绍其招生情

况及学生的来源与出路。演艺学院现在正在筹备着开设粤剧的本科学位课程，他希望能借此在整

体上提高整个粤剧行业的文化水平。

　　香港中文大学戏曲资料中心行政统筹张文珊则介绍了戏曲资料中心的概貌和工作情况。戏曲

资料中心的核心价值是资料，包括文本、影音资料等等，因此，中心的工作是围绕这些资料在搜集、

整理、公众使用这三个方面展开，也成为香港粤剧教育普及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援。

　　（黄静珊 整理）

　　日前看到华南师范大学克惠娜等同学的文

章《从建设广州粤剧博物馆说开去》，我作为

一个关注粤剧的人，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对粤

剧理解不多而从一次论坛能提出这些中肯而具

　　编者按：香港一位关注粤剧发展的热心读者在看了 2011 年第 4 期通讯上克惠娜等

同学撰写的文章《从建设广州粤剧博物馆说开去》后，向工作室写来信函，表达自己有

关该文的一些看法，特摘录刊发。

回音壁

　　第 6 期粤剧文化沙龙与会者合影，左起：戴淑茵、程美宝、关瑾华、谢少聪、
李少恩、张文珊、郑宁恩、周仕深、罗丽。（黎月梅 / 摄）

体的意见，洞察力很强，思考也算周到，非常

难得。特就文章提到的几点看法，谈谈自己的

一些看法。

　　首先，我非常赞同“仅仅以粤剧博物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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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来强调孰为正宗并非我们传承与保护粤

剧的初衷” 。地方官员 / 领导人都爱争取一些

虚名作为争取更多利益的本钱，往往不切实际

地堆砌理由。

　　其二，文中以佛山粤剧博物馆和东莞粤剧

博物馆为鉴，提出“博物馆如何持续吸引公众

来参观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据我所知，佛

山粤剧博物馆成立后，几年间已无人参观。原

因之一，展览品无新意，许多捐赠文物自始至

终没有展出，甚至，收集之后就“藏”起来，

没有好好处理，到底有多少东西？是些什么东

西，大概无人说得清楚。原因之二，博物馆自

开幕典礼之后，从未听闻有什么公开活动，即

使有大家都不知道，公众如何参与？公众与博

物馆之间这样疏离，怎样保持他们持续参观的

兴趣？ 本人忝为佛山粤剧博物馆顾问，自首任

馆长退任、余慕云先生辞世后，即无从得知博

物馆任何消息。至于东莞的粤剧博物馆就更少

人知道了。博物馆完全没有和公众建立感情关

系，又怎样展现它的存在价值呢？这些都关系

到博物馆的营运管理与人事制度问题。

　　其三，作者认为粤剧“剧目陈旧，精品不

多”是无法吸引年轻观众的原因。我认为，好

的剧目俱已陈旧，但陈旧不等如不好，问题出

在：好剧目却演得不好。年来官方鼓励创作新

剧，动辄花费一千数百万公帑，打造了不少“精

品粤剧”，这些精品都非常现代化，但是，吸

引到时下的年轻观众吗？没有。为什么那些“实

验先锋话剧”能叫大家排队抢票，“精品粤剧”

却无人问津？到底什么才叫精品粤剧？若放在

吸引年轻观众的目标上，就应该以观众为本，

从观众角度看，不是在剧团的成绩表加分，实

则剧团的成绩表上很大分数在观众多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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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索阅交换 ～

“雏凤鸣剧团”，一晚只演四折戏，每场演的

是同样剧目，能连演 25 场卖个满堂红，演的都

是旧戏，观众还是要看，其中原因涉及粤剧行

业本身的许多问题，请那些专家和专业演员好

好反思吧！

　　其四，文中介绍到“据相关调查显示，大

多数年轻人是因为不了解粤剧，没有接触过粤

剧，所以对粤剧没有兴趣，也就无所谓喜欢与

不喜欢了” 。我觉得，不光是年轻人，一般粤

剧观众都不暸解粤剧，一般人更是一无所知，

当然谈不上兴趣，这培育观众的责任该谁来承

担？专家们提个意见吧。艺术是需要教育的，

以香港为例，香港自英政府实施西方教育以来，

一般人都认识西方音乐，认识芭蕾舞，认识小

提琴、钢琴、戏剧……这不能不归功于艺术教

育的成功。是政府刻意传播西方艺术吗？其实

没有，是英国人本身重视艺术修养，在教育的

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有了这些元素。这点很值得

参考。

　　其五，文章最后提出“粤剧艺术的当代生

存与发展必须关注自身艺术品味的提高与观众

的培养”。我想，艺术品味的提高是两方面的，

一是演员本身，演员自己都没有品味，演出来

的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是观众，观众来自民

众，就是说，一个社会和社会的民众有艺术品

味的话，无论那一种表演艺术，都会有喜爱它

的观众，说艺术品味的提升，又回到艺术教育

的问题上来了。

　　以上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非纸上文章可

下定论；不过作为学术研究也是一个有趣的课

题，希望同学们能再深入一些，最后可能提出

一些可行的建议，对粤剧文化的推广传扬不无

裨益。                                           香港  廖妙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