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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講的「南」截然不同於粵港式的南派文化，
而是「江南」吳儂軟語的溫香。起源於江蘇蘇州的
評彈從明清一路沿襲至今，是江浙一帶最為本土的
曲藝藝術。優柔婉轉的蘇白，在評彈的撥弦說唱
中，娓娓道來得含蓄秀麗，深得上海蘇州等地人民
喜愛。所謂評彈，其實是彈詞和蘇州評話兩種，又
被稱為「小書」和「大書」。

今次來到戲曲節的上海評彈團，作為上世紀50年
代初便已成立的匯聚精英評彈表演人才的著名藝
團，則半個世紀如一日地將這門「江南曲藝之花」
演繹得枝繁葉茂。該團十八藝人之一、現年84歲的
陳希安先生是親身從事評彈70年的一位老藝人。他
擅演長篇評話、說表清晰，唇齒間的伶俐就已道盡

《珍珠塔》、《西廂記》的人世悲歡，所謂動人心
弦，全憑語言。因而他也認為，評彈的最根本魅
力，即是語言。語言可以栩栩如生，可以與觀眾交
流古今故事中的情感迎送，更可以見證眾生沉浮的
歷史長河。而所需的全部道具，不過是一桌兩椅

（「大書」更只需要一位男藝人）、一塊醒木、一把琵
琶、一個三弦，再加多一把摺扇。

「評彈既是對傳統文化的發揚，也是一種藝術享
受。」將畢生的曲藝生涯都獻給評彈的陳希安，見
證了這門藝術從舊社會的船塢碼頭、街頭巷尾，走
到今天的對傳統文學性的繼承。「評彈的創始人，
那些老先生們過去能唱紅，都是因為和觀眾的接觸
面最廣。」一個人可以說書，兩個人可以搭檔唱
演，身段韻味都在藝人的眉目口齒間。「無需燈光
或是舞美，我們這張嘴，就令觀眾聽得開心。我們
用嘴描述人物、噱頭也靠嘴上功夫。」

50年代時，評彈的觀眾數量僅次於電影，而今雖
然因 時代輾轉，多元藝術門類的發展為評彈帶來
衝擊，江浙一帶的廣播電視、劇場、甚至是大學校
園中，卻仍遍地皆有這舊派瑰寶的演繹，其受歡迎

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劇種。陳希安說：「我們的優越
性是與群眾緊密相連。沒聽過的人，一聽也會上
癮。」因為講的、唱的都是樸實百姓最喜聞樂見的
英雄故事、家庭倫理、兒女情長。雖說是江南的在
地文化，此前來港、去台灣演出卻都場場爆滿，方
言誠然是種隔閡，卻也從另一層面上，更能點燃異
地老蘇浙移民對故里的心魂牽念，那些委婉親切的
唱詞韻腳，都是家鄉的音、故土的情。

和其他傳統曲藝一樣，評彈一樣面臨 適應現代
社會、求得長遠發展的挑戰。然而談及在傳統的基
礎上革新，陳希安站在資深老藝術家的立場上，卻
有一番清醒的堅持。「評彈的改進，應當是從將傳
統曲目唱得更有韻味上面下功夫，提高中青年演員
的綜合素質、去掉一些過於鄉土、今天人們聽不大
懂的語匯。」陳希安強調，傳承是根本，而不是將
評彈生改為現代化形態。「我個人不贊成傳統角色
轉型。就比如包公如果突然說起現代話，這也會讓
觀眾覺得不舒服。」

評彈是傳統價值極為豐富的一種藝術形式，因而
才更要在傳承的基礎上去完善，而非加新。作為非
物質文化遺產，這門藝術中流淌的是古往今來的民
間智慧、最貼近生活本質無需雕飾的原生態喜樂。
因而今次上海評彈團來港，我們也有了機緣去親近
這門江南的質樸曲藝，方言雖然是海上軟語，卻也
能令我們領略到另種南方文化的婉柔。精彩的語言
配上古風古韻絲絲入扣的轉軸彈唱，我們從而得以
進入那段屬於江南的、屬於傳統中國曲藝人的歷
史。

近年歷史保育、本土文化、集體回憶成風，愈來愈多人關心會因為
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而產生對社區關係及個人生活的負面影響，例如因
為要重建舊區，將已有的本土人文特色連根鏟除，所以大家都希望在
發展之餘，能夠保留到一些有歷史及文化價值的街道及建築物。不
過，也因而引出另一重問題，如果選擇了保育的話，究竟要如何保
育，是保留，是活化？由政府還是私人牽頭及運作？也正因如此，保
育其實一直都是甚具爭議性。

收集灣仔的視覺記憶
在去年底，筆者曾報道由「灣仔視集」（Wan Chai Visual Archive）及

俄羅斯Strelka學院合辦的「城市故事」工作坊，幾十位莫斯科研究院學
生在一星期內遊走香港不同地方，分組設計出跟灣仔有關的iPhone程式
方案。項目策劃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授葉長安（Alvin）還帶筆
者參觀一幢在裝修中的灣仔服務式住宅，一樓作為展覽之用，上面兩
層會用來出租。

過了幾個月，「灣仔視集」早前正式「開張」，筆者再訪時，發現建
築物可說是體現了「灣仔視集」本身的宗旨——以非牟利非政府的新姿
勢冒起，嘗試在市區重建、文化旅遊和社區藝術的脈絡之間培育文化
卵巢，更找來良心企業和設計學院共同部署，邊討論邊創作，仲要做
研究，不忘齊齊進化。

葉長安曾告訴筆者，這次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業主，即是「灣仔視
集」的總監Carl Gouw（吳家耀），因為建築物在兩三年後擬定會改建

為酒店，但在這段「空檔期」，與其空置 等待清拆，不如試
試可否有其他用途，當中就包括變為藝術創意平台。

「現時地面是大龍鳳酒吧，一樓就是不到200平方呎的藝術
空間，營運全靠上兩層的出租公寓支撐，希望做到自給自
足，也同時能吸引藝術工作者，以及街坊的聚集，所以不單
純是藝術家的展場，也是藝術與社區的互動平台，之前辦過
的工作坊也主動邀請居民一同參與。」

為配合正式開幕，「灣仔視集」展出之前舉行4個工作坊的
作品，當中一個就是「都市物語：莫斯科看寫香港」，可以看
到去年底45位Strelka研究生為香港編織了12個概念式的iPhone
應用程式計劃書，以時下最流行的溝通軟件細看這片我們

「以為」熟悉的土地。
另外的展品還包括「針孔照全家福！」：新春時，20戶灣

仔街坊在針孔師張震揚（Martin）和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帶
領下，拍下的另類全家幅——在傳統的中式影樓，利用自製的
針孔相機影全家幅，利用藝術創作來記錄街坊們的共同回
憶；「聲畫」：藝術家曾慶豪（Thoma s）及彭倩幗

（Beatrix），加上理大及港大學生和一班聾啞人士齊齊帶上
LED，用手語製作了專為「灣仔視集」而設的聲畫——聾啞人
士將說不出的感覺及記憶，以光影畫出獨特的影像，可說是
灣仔的文化符號記錄；「視集設計」：札藝工作室及平面設
計新秀「三語」，以室內設計及視覺形象設計演繹對另類社區

藝術空間的看法。

活化的為何與如何
大家有沒有想過活化是為了

甚麼？它的大前提其實是可持
續性。歷史建築物缺乏了生命
力，才會被空置，如果日久失
修，甚至會變成危樓，即使業
主不想將建築物賣出，或改建
成新酒店或辦公室，樓宇本身
也難逃拆卸之結局。

活化就是要令歷史建築物重
新有生命，也就是有目的，有
方向，也有能力存在下去。固
然有些具高度價值的是需要政
府保留下去，但問題是成本
高，而且在香港這個地小人多
的地方，這方法反而未必是最
完美的方案。因此，或者「灣
仔視集」可以是一個既非牟
利，也非政府的參考例子。

■文、攝（部分）：曾家輝

展覽詳情：
展期：5月24日至7月31日
地點：灣仔慶雲街5-9號我們可以如何保育 灣仔視集

■藝術家曾慶豪和彭倩幗、理大及港大學生
與一眾聾啞人士齊齊帶上LED，用手語共同
製作了這個專為視集而設的聲畫。

■在開幕日，嘉賓們一同試影針孔照全家
福。

享譽國際舞台的北方崑曲表演藝術家史紅梅，今次以
《千里送京娘》與本土觀眾見面。她演過昭君，也演過貴
妃，是扮相俊俏、身段飄逸的旦角，才子佳人的故事她演
繹得優美細膩，而這次她帶來的京娘，則是一位十足古典
含蓄的東方少女。身為崑曲演員，她用她的情感，詮釋
這齣經典的英雄美人劇目，而透過她的表演，我們更可以
從中看到北方崑曲藝術家的獨到審美與個人境界。今次有
幸與這位表演藝術家展開對談，她與我們分享了這次演出
劇目的諸般特點，和北崑的精彩魅力。

記者：這次帶來香港的幾齣劇目有怎樣的特點？
史紅梅：我們這次是依照劇院中堅骨幹演員們的個人特

色，演出一些傳統劇目。新版《西廂記》是我們
近年投入較大的一齣戲，完全按照《西廂記》原
著劇本，作出新的整理與刪節，演員創作中融入
了現代對古代的認識。而《金不換》、《絮閣》、

《斷橋》等折子戲本身就是歷代藝人傳承下來
的、經過老一輩藝人淬煉過的經典劇目。

記者：你所主演的《千里送京娘》是一齣怎樣的劇目？
史：在演出樣式上尊重北崑劇院最早的版本，《千里送京

娘》不只是傳統劇目，更經過老藝術家整理改編而被
固定下來。從侯永奎到侯少奎，一路這樣傳下來。而
每代藝術家如想演好這部劇，都一定要把情感和靈魂
與劇目本身融合。這齣劇和過去我演的許多劇目，題
材上都不同，因而情感過程也不同。故事講的是趙匡
胤搭救京娘之後，千里護送她回荊州的故事，京娘戀
慕上這位俠肝義膽的義士，而趙將軍則胸懷大志，一
心想要報效國家，兩人最終依依惜別。京娘的感情保
持了東方美感中最內斂、優雅的純真含蓄，而不像現
代人那樣直白去表明心跡。而趙匡胤一方面要保護這
個女孩，另方面更不想因自己殺過土豪而連累她。這
種情感交流是非常打動人的。我首次演京娘已是十多
年前，但今日再演，卻依然有新的體會。舞台的傳承

調度其實並未改變，但我在其中能更多融入當下的感
受。

記者：你認為崑曲在繼承傳統的同時，該如何進行創新、
改編和整理？

史：繼承傳統是崑曲永遠要做的事。崑曲中的許多文學劇
本都有極高價值，但折子戲從時間長度上，因為篇幅
過長，可能現代人很難拿出幾十個小時去看完《牡丹
亭》這樣的整本戲。因而創作者可以通過節選和改編
一些最能對現代人有啟發的篇幅，來實現自己的藝術
風格、體現寓教於樂的審美。

記者：你認為通過何種方式，可以加強對崑曲的保育？
史：今年在非物質文化遺產10周年論壇上，我們許多專業

崑劇團和一些業餘曲社，也都齊聚一堂，大家都希望
崑曲能有更好的生存環境。對於我們北崑劇院來說，
因為現在還沒有固定劇場，所以長期演出下去也需要
這方面的支持，否則就像一個沒有家的四處流浪的
人，很難具備傳承的條件、傳承速度會很慢。舞台上
演員的風格很重要，但這門藝術不可能通過藝術家一
個人來完成，而需要一種整體的保護策略，不只是演
員的傳承，更需要整體的行業保護。

記者：這次來到香港，希望帶給香港觀眾一些怎樣的對崑
曲的認識？

史：只要是對崑曲藝術有興趣的觀眾，就請一定來到劇
場，看一看不同風格的劇種，看看北崑舞台上中青年
代表演員們對藝術的愛和對情感的解讀。

領略北方崑曲之美 被譽為「江南曲藝之花」的評彈

中國戲曲節2011：北方崑曲劇院
時間：7月8日至10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中國戲曲節2011：上海評彈團「吳音風韻」
日期：7月22至24日
詳細地點及場次請見康文署文化節目組網頁

■史紅梅飾
趙京娘

■北崑新版
《西廂記》

從中國戲曲節看傳統之繼承
新繹本的《李後主》傳奇正式拉開了「中國戲曲節」2011的帷幕，粵劇牽連粵港人心底濃濃的戲曲

情，延續傳統而又具有新意的《李後主》全場爆滿。然而既為戲曲節，自然除了我們本地的戲寶，更

有五湖四海的各個中華戲曲流派齊聚一堂。京崑北崑、閩南高甲戲、潮劇和上海評彈，各表一支的多

元戲曲藝術在本港的土地上綻放了不同地域的卓絕特色。今次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接近這次戲曲節，暫

且不談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廣東粵劇，而來了解一番江南評彈和北方崑曲兩種不太熟悉的劇種。無論是

繞樑三日的崑曲之美，或是婉轉伶俐的蘇白評彈，都繼承了傳統戲曲中瑰麗的聲韻情懷。強調美感的

崑曲，和強調語言的評彈，代表的是一北一南兩種地方特色。我們也有幸與兩位各自領域的出色表演

藝術家，一起分享其中精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