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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戲的緣分始於母親
如果追溯史紅梅戲路生命中的最初引領

者，一定是她的母親。她的出生地山西是
個戲曲大省，欣賞戲曲看大戲的習慣十分
普及。紅梅的母親是忻州地區戲校的老
師，因而她自小就住在戲校內，學戲的學
生們排練，她也跟 在旁邊看。
1979年，紅梅10歲時，趕上戲校招新，

她的母親認為戲曲是非常穩定的職業，全
部學費國家承擔，畢業後也有出路。「當
時只是聽家人講，這是份好工作。我父親
在糧油運輸隊工作，經常一出門好幾個
月，母親希望孩子能少些奔波。」紅梅和
年長一些的哥哥都進入了作為當時國家戲
曲類職業人才培養途徑的戲校，學制7
年，前3年練基本功，不分戲種，戲校的
老師中有從京劇川劇過來的，也有研習本
地劇種的，戲理都是相通。紅梅當時學文
戲，卻不愛紅裝愛武裝，學的第一齣崑曲
也是武戲《扈家莊》。她說自己最初對崑
曲的感受只是「覺得表演很特別」，每段
唱腔的身段都很嚴密，與歌舞結合得也緊
密。3年的腿部、身體韌度訓練課程結束
後，學校開始根據學生性格，正式分派學
習劇種與角色。分了行當沒多久，14歲的
紅梅已開始正式登台，並憑演出經典戲曲
劇目《殺宮》獲獎，很快被分配到忻州市
北路梆子劇團。
「母親一生有許多藝術追求，其中一

些，她自己未能達到，因而就更希望自己
的女兒能達到一種好的藝術狀態。」母親
的要求很嚴格，將自己的經驗都傳給了女
兒，幫她找到良好的戲感。17歲的紅梅生
了一場大病，而這一階段，也是她生命中
第一次對戲曲產生迷惘，一度想去學唱民
歌。「當時參加了一個城區的十佳歌手比
賽，覺得唱歌是那麼輕鬆，音樂輕柔，而
沒有了板胡的尖厲。」但母親堅決反對，
不認為女兒應當丟掉已經積累多年的戲曲
經歷，鼓勵紅梅病癒後重新回到戲台。

從梆子到京崑的轉型
在忻州地區北路梆子劇團，史紅梅雖然

年少，卻很快因為出色的唱腔，成為劇團
花旦。而她亦因常來北京與名師陳國為學
習《小上墳》，開始了解到山西之外的北
京有中國戲曲藝術最高學府──中國戲曲學
院。1990年12月，戲曲學院開始招收第一
屆表演系本科班學生，表演班雖以京劇為
主，但學校規定必須增招兩名地方戲學
生。而有了5年演出經驗的紅梅，此時一
方面對自己開始有更高要求，另方面也想
離開家人的視線去探索一番廣闊世界，因
而她放棄了自己在劇團的安穩生活。「不
走出去，我看不到更多東西。」
戲曲學院有最好的京崑老師們，但對於

紅梅而言，從梆子到京崑的挑戰，卻是一
種重大轉變，從語言到演唱的旋律節奏都
要調整，更要講好標準的普通話。而她對
自我的要求是，既然學，就要學到精通。
戲曲學院課程設置的嚴謹也令她的京劇訓
練日漸精進，唱念做舞都十分到位。「語
言、聲腔這些地方戲帶過來的習慣我都要
解決。」而很快她也憑藉在校排演的《打

神告廟》中擔任女主角，獲得全國青年戲
曲比賽優秀表演獎。「但當時其實是在我
嚴重體力透支並患上肺結核的情況下參加
的。」
為甚麼身為北路梆子、京劇、崑曲多面

手，最終卻選擇了崑曲為畢生志業？紅梅
正式走上崑曲之路，則離不開傅雪漪老師
對她的重要影響。她在學校與傅老師初學
崑曲時，老師便問過她：「你能不能留得
住啊？」太多學崑曲的學生改了行，反而
是日本許多學生專門來中國學藝。「傅老
師當時說過一句話，他說我不希望有一
天，中國人學崑曲居然要前往日本去
學。」這話觸動了紅梅的內心，她意識到
了崑曲是這麼好的藝術，其中的深厚內涵
和文學之美令人無法不為之打動。
紅梅的底子從《刺虎》的北曲轉到學

《遊園驚夢》的南曲，也是她學習中遭遇
到的最艱難時段。她當時學了整整一學期
《牡丹亭》卻沒學會，學不進去只好第2個
學期再學一遍。「後來我明白是因為崑曲
的文學性太強，白話突然都變成詩的方
式，內涵就增加了很多。」當時她覺得背
誦崑曲台詞最難，之前習慣的語言方式是
板腔體，但崑曲的所有表演卻是根據文辭
而生，杜麗娘「看 紫嫣紅開遍」時內心
的愁緒卻是因為從未見過外面的世界，這
種繁復細密、結合不同手勢動作的表演，
一度讓紅梅覺得心裡沒底。她說「崑曲的
最難點是演唱和形體要統一在一種規律之
下。」90年代初的中國，崑曲比賽剛剛開
始興辦，紅梅便憑《刺虎》在首屆全國崑
曲比賽中脫穎而出，被包括北方昆劇院在
內的諸多團體所認識。大學畢業後，本可
以在京劇界也發展得很好的她，去選擇了
正式進入北崑擔任演員。

傳承崑曲的文化使者
「後來我發現，為甚麼很多人不了解崑

曲？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就沒有這個渠
道去了解。」紅梅說，欣賞音樂要從小訓
練一種聽覺和視覺習慣。今日已是北京舞
蹈學院戲曲表演特聘教師的史紅梅，強調
建立崑曲認知的價值。雖然如今整個社會
已開始更多關注崑曲，就連歌曲大賽都會
有許多選手演唱民歌與戲曲，但她始終沒
有忘記崑曲曾走過的那些最難的時間。
初入北崑最大的尷尬，不是紅梅自身的

表演，而是觀眾之稀少。她說那種心理落
差是非常巨大的。「過去跟 地方劇團去
露天演出，台下都從來沒缺觀眾。反而是
剛來到北崑時，我感到了舞台上孤獨
感。」

崑曲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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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德國排演《梅蘭芳與布萊希特》邀請紅
梅加入演出，她才了解到崑曲也可以採用有小劇場
形式演出。其後近兩年時間中，她往返於德國與丹
麥，連續參加了兩屆奧胡斯藝術節，在崑曲中打開
了自己的國際視野。「再回國時，國內的崑曲環境
已開始改善，北崑開始每周六在湖廣會館專場演
出。」也是那時開始，紅梅開始在舞蹈學院教授戲
曲表演，她最擅長的水袖絕活，其時正是從崑曲的
悲情劇目中提煉出的技術性層面技巧。她演天女散
花，美得讓人目不暇接；她去東京藝術節演《紅梅
記》中的李慧娘，滿堂喝彩之餘，她坦言自己只是
在崑曲內部追求自己。
從02年第一次結緣香港文化中心小劇場，演出

《偶人記》中的紫霞，直到今年再來戲曲節演《千
里送京娘》，這位藝術家的心境已截然不同。她說
崑曲真正開始進入大眾的視線，是在01年5月18日被
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99至01年，我們雖然
在辦專場，卻還是在心裡自問，劇院是否會自生自
滅，還能演多久的崑劇，心中並不清楚。」她自己
掏腰包買票請朋友來看《遊園驚夢》，只因為希望
大家能了解崑曲多一些。
直到今日，紅梅還是在思考探索崑曲該如何引導

觀眾來欣賞。其實崑曲可以用許多題材實現自己的
獨特表現力。史紅梅認為，具有文化魅力的事物，
一定是屬於全世界的，就像這次來香港的講座交流
中，有些觀眾的提問便非常專業，看得出他們對這
門藝術的興趣。
自從0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史紅梅開始更不

遺餘力地將作為文化遺產的崑曲進行廣泛推廣。
「要保護崑曲，就要保護傳承人，對劇院環境也要
做整體保護。」無論是通過教學方式，還是尋求社
會對崑曲的更廣泛認受，都因為她太愛這個舞台。
她始終將舞台視為責任，更堅信這是一個她作為藝
術工作者永遠不會離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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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園30載戲如人生

今年13歲的鄧卓謙，將在本周五舉行的
「藝無疆：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2011」上
大展身手，除了表演鋼琴獨奏，還要與他的
大朋友黃梓豐合作四手連彈鋼琴，與其他進
入決賽的十二個個人和團體角逐大獎。
其實卓謙對比賽一點不陌生。他6歲開始

學鋼琴，之後又被學校挑選參加小提琴學習
和訓練，自2007年獲得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
比賽第1名後，便成為大小比賽的「熟面
孔」。演出前，記者相約來到位於葵興的一
間琴房，看卓謙和搭檔黃梓豐練琴。請卓謙
表演一曲，他與身邊拍檔老練的低聲討論，
隨後便開始了《土耳其進行曲》。旋律歡
快、熱烈，卓謙陶醉其中，即便是站在他的
身後，也能發覺他在笑。音樂令這個孩子很
快樂。
卓謙很小的時候，因為一次事故而導致雙

腿肌肉萎縮，從此以後只能依靠輪椅代步。
在一旁陪練的母親，不願多談過去的事情，
但說卓謙從未覺得自己和別人有甚麼不同。
「這點和很多人不一樣，他雖然很早就知道
發生了甚麼事，但心理上沒有留下包袱。」
媽媽感到很欣慰，同時認為，讓兒子接觸音
樂，可以調整他天生急躁的性格。
但卓謙其實比別的孩子早熟。他在外人面

前並不保留自己的情緒，偶爾和媽媽或者黃
梓豐開玩笑。說起此次合作的機緣，比卓謙
年長一倍的黃梓豐原來是受卓謙之邀。曾為
卓謙所在學校教過音樂課，印象最深的是對
方的主動。「卓謙的特點是喜歡和年長的人
交朋友，很自信，不會因為害羞或別的而收
埋自己。」卓謙對兩人相識的經過印象很
深，「那時看到他（黃梓豐）彈琴，就覺得
他很勁，就很想認識他。」他的朋友中，年

齡最大的有50多歲，
是他打乒乓球的隊
友。

文藝小童
他是家中獨生子。雖然學音樂是媽媽的帶

領，但他從來不覺得練習很苦，甚至已經定
下將來走音樂道路的志向。說起他的偶像，
他頑皮的指了指身邊的阿豐哥哥，媽媽在一
旁插嘴說是李雲迪，他也不置可否。「可是
他不喜歡郎朗。李雲迪更靚仔。」他媽媽笑
說。媽媽並不要求兒子將來真的能成名成

大家，只希望他能通過音樂體驗快樂，但卓
謙自己很有要求，「我不喜歡聽流行歌曲，
真的很難聽。古典音樂我平時會聽一些
的。」
年紀小小的卓謙也不沉迷玩電腦遊戲。

「我只是用它上facebook，和朋友聊
天，或者為功課找資料。」其實
他是個愛安靜的孩子，連做媽媽
的都覺得很難得。以前的業餘活

動還有打乒乓球，「現在都讓給了音樂。」
卓謙說。除了旋律本身，音樂還帶 他看世
界。去年廣州舉辦亞殘會（亞洲殘疾人運動
會），卓謙有份被選去表演，是離開家最遠
的一次，不久前他還參加了西貢音樂營，7
日6夜，「每日拉足5小時的小提琴，真是充
實。」
除了音樂，卓謙成績最好的是英文，中文

是喜歡讀不喜歡寫。他喜歡讀亦舒和張小嫻
的情感小說，懵懂情愫也可以在書裡找到知
音。「徐志摩的詩我也喜歡。」他的心思都
在那些或傷感或迴旋的故事中成長。

■ 文：Cate

鄧卓謙：輪椅少年圓音樂夢

■ 史紅梅（左一）參與京劇《霸王別姬》

演出。

■ 在《千里送京娘》裡，史紅梅（右一）演京

娘。

■ 史紅梅（中）表演《昭君紅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