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線女親身嘗試了粵劇與各種藝術形
式、表演樣式和文藝體裁的融合、創新。
1984年，她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粵劇戲
曲小調音樂會，這是中國戲曲藝人的首次
個人演唱會。而後，她又嘗試用鋼琴、交
響樂為粵劇伴奏⋯⋯進入這個世紀，紅線
女年近八旬之際，又傳出了她全程攝製
《刁蠻公主戇駙馬》動畫版並親自亮嗓配音
的「壯舉」。她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表示，
「『我老了，我不幹了』，這句話我是不會講
的。當然，實事求是，不能超越，有些事
情不能超越。因為我年紀大了，這個形象
還應該出舞台亮相嗎？不應該。但是我還
可以用我的嗓音歌唱。我想到這個動畫
片，把《刁蠻公主戇駙馬》這個觀眾很喜
歡的戲拿出來，讓我去導演，去配音，我
都願意。做什麼工作我都願意。」
記者了解到，這部動畫片，是紅線女晚

年最鍾愛的「孩子」，近年來目睹她多次親
自去文博會、藝博會、演藝交易博覽會
「站台」推廣，就是想讓更多的年輕觀眾、
特別是孩子們領略到粵劇的魅力。
此外，2009年，紅線女還親自帶領攝製

組輾轉北京、廣州、上海、香港、澳門等
地，親身回憶和講述了從藝七十年來的人
生經歷和藝術生涯，拍出了大型文藝性紀
錄片《藝海明珠——紀念紅線女從藝七十
周年特輯》。這一回，她的身份是製片人、
藝術總監、主演「三位一體」。

紅線女一生成功塑造過翠蓮、朱簾秀、王昭君、李
香君等多名女性角色，在她演過的幾十部粵劇中，無
論是小家碧玉、大家閨秀，還是宮廷貴人，青樓妓
女，都形象鮮明，動人心弦。
上世紀50年代，紅線女在廣東農村體驗生活，茶餘飯

後，老鄉請她唱支粵曲。紅線女即興清唱了《黛玉歸
天》唱段，一曲罷，伸出手來，旁人一觸，冰涼冰涼
的。旁人感到，彷彿黛玉死了，紅線女也離了魂兒。
當後輩多年後問起她何至於此，紅線女說：「這個

當然應該。我對於人物的塑造從來都是要求真實，喜
怒哀樂，都是發自內心。不是說都是我紅線女去演祥
林嫂，我紅線女去演沈潔（現代戲《白燕迎春》女主
角，一位醫生），而是我演《白燕迎春》我就是沈潔，
我演《搜書院》我就是翠蓮。不是我演什麼，而是我
是什麼！我的腦袋、思想、眼睛、說話，全部都是角
色的。」
曾受過「紅線女」指點的韶關粵劇團正印花旦陳路

詩也說，她和「女姐」同台的時候，就算是很小的演
出，「女姐」的手都是緊張到冰涼的。「她已經是這
樣的『大老倌』了，卻給自己這樣大壓力。但一上台
後，她渾然就是那個人（角色）了。

深情投入
身心與角色渾然一體

十年浩劫未損「女姐」初心 身居陋室不忘練曲

紅線女的去世，帶走了粵劇發展史上光彩奪

目的「紅線女時代」。她熟悉的身影，是中國傳

統戲劇文化不可替代的一個符號。從初登舞

台、海報上排在最末的「小燕紅」開始，到大

紅大紫幾十年的「女姐」；參與200多個粵劇劇

目、近100部電影，及至晚年還涉足動畫片、紀

錄片；大起大落、縱橫捭闔⋯⋯香港著名詞人

黃霑曾評價她，是「女版的唐吉訶德」，是「半

生所未見之奇人」，「奇就奇在她對粵劇一往情

深，直教生死相許」。

本報記者通過對其親友、同事、親傳弟子的

獨家專訪，細述這位屹立舞台75年之久的粵劇

大師，為粵劇存血脈、續火種的初心，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的情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紅線女原名鄺健廉，出身於梨園世家。她的堂伯父
鄺新華是同治年間粵劇再度興起的著名武生，在

廣州重建粵劇行會組織和會館，並被推為「會首」；祖
父聲架南（譚傑南）是馳名東南亞的武生；叔父靚少佳
是歷任人壽年、聖壽年等省港大班的正印小武，在粵港
澳和美國、東南亞等國家地區均享有盛譽；舅母何芙蓮
也是著名花旦。

「成戲亦成人」成畢生動力

紅線女成長在一個與粵劇淵源深厚的家庭，從小就展
露出表演天分。據紅線女公開憶述，她八、九歲時就跟
㠥留聲機學唱粵曲，經常在父親招待客人時，就被叫出
來演唱一首，得到客人的誇獎和父親獎勵的二毫硬幣。
早期的粵劇，經常下鄉，每班都備有船隻，船身多髹上
紅色，粵劇「紅船」名稱，即由此起。靚少佳問紅線
女：「這樣顛簸流離的『紅船』生活，你不怕辛苦嗎？」
早已醉心粵劇的紅線女天真地說：「我什麼都不怕！」
然而，在那個時代藝人的地位和口碑並不高，做父親

的反對女兒進入這一行，他生氣地撂下一句「成戲不成
人！」這句話讓學歷只有初中一年級水平的紅線女一直
難忘，也成為了她今後70多年努力的動力。「我就要認
認真真唱戲，清清白白做人。無論做什麼，我都會告訴
自己，我要做個好人，不能給我父親小看了！」

勤勉好學一年背熟數百劇目

在母親的支持下，1938年，12歲的紅線女來到舅舅的
戲班，開始師從舅母何芙蓮學戲，從此在戲班中練功、
學唱，夜場演出扮丫鬟、宮女的小角色，在觀眾瞌睡、
演員也瞌睡的所謂「天光戲」中，才有機會擔當主角。
天資聰穎的她非常刻苦。每天早上五點天未亮，她就

起床「工車何四上」地由低向高地叫喚，練嗓子一直到
七點，才去伺候師父倒水洗臉、沖茶。紅線女的關門弟
子、廣州粵劇一團（團長）當家花旦倪惠英告訴記者，
紅線女就算在幫何芙蓮打扇的時候，也在旁偷師，僅一
年時間就把幾百個劇目的曲調、唱詞爛熟於心。「『蓮
姐有時唔記得一句點唱，都要問我㝎！』」倪惠英淚光
盈盈，「老師說起這段往事時，臉上是得意的俏皮表

情。她的天賦和努力，確實旁人難及。」

破門戶成見獨創「紅派」表演

1943年的一次演出中，紅線女臨危受命，頂替突然生
病的花旦藍茵出演《刁蠻公主戇駙馬》，年方19的她在
台上聲、色、藝都從容不迫，高尖的聲腔不㠥痕跡，猶
如行雲流水，珠落玉盤。救場大獲成功，她也正式升任
正印花旦，從此聲名大噪，成為街談巷議的粵劇新星。
在粵劇大師馬師曾的指點下，她漸漸學會了拉腔、偷
氣，最終形成了讓戲迷津津樂道的「馬調紅腔」。
但是，紅線女並未止步於此，正如她的最後一個入室

弟子、珠海市粵劇團當家花旦瓊霞所說：「老師總是要
求『爬坡，爬坡，再爬坡』。」事業如日中天之時，紅線
女破除門戶之見，拜梅蘭芳為師學梅派唱法、請程硯秋
設計身段水袖、請俞振飛指點《桂芝告狀》⋯⋯根據自
己的天賦、嗓音條件，在傳統旦角的基礎上，廣泛借鑒
京劇、昆劇、話劇、歌劇、電影等演唱技巧，創造出的
令海內外觀眾為之傾倒的「紅腔」，更是把粵劇旦角唱腔
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至今無人能及。京劇一代宗師
梅蘭芳也不禁讚歎她的藝術表演已臻化境，「表面上好
像沒有一個身段，其實處處有身段，時時有脆頭」。

晚年振興粵劇初心不改

「文革」以後，紅線女已經漸入老境，對於粵劇，她
身歷其盛，又眼見其衰。她以振興傳統藝術作為餘年事
業，1988年國慶前夕，率廣州粵劇團到北京舉行「紅線
女專場」，創造「紅腔潤脆動京華，三日繞樑入萬家」
的盛況。以望八之齡，上演新編時裝戲，還嘗試以動漫
的形式表演《刁蠻公主戇駙馬》。每有機會，必呼籲重
視編劇人才。對於傳統藝術的振興，有一種「知其不可
而為之」的意志。就算年至耄耋身體不堪重荷，她也堅
持每日九點準時到紅線女藝術中心「上班」，開會、學
習、研究劇目；每次與親友、弟子聚會，其所言所談也
從不離粵劇。可謂一以貫之，生死以之。
「母親是那種正在輸液也要拔掉針頭，堅持上台演出

的人。」紅線女幼子馬鼎盛在紅線女逝世後，回憶起她
生前點滴難掩心痛。到了後期，這位「從不言退休」的
89歲老人，已有十分嚴重的骨質疏鬆和肌肉萎縮。「其
實我不喜歡看她表演，或者說是不忍。但事實上，沒有
人能阻擋她。她說，只要去唱去聽(粵劇)，就什麼病都
趕走了。」

「紅線牽古今，癡情寫春秋。我願隨大江東去，一碧
萬里，淘盡千古愁。」一代名伶，一世絕唱，紅線女的
藝術生涯最終定格在11月30日而翩然謝幕。「老師，你
終於可以在天堂好好休息了。」採訪最後，瓊霞顫聲對
為粵劇耗盡一生心血的恩師說出這句話，卻已經淚如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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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勇：從未停止探索創新腳步
紅線女初入行時藝名「小燕紅」，後來因唐代俠盜

「紅線盜盒」的故事而改名為「紅線女」。終其一生，她
也未辜負這個藝名，是個敢有作為、勇於革新的藝術
家。
廣州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勇告訴記者，近年來，

粵劇舞台上出現現代舞佈景、有了「吻戲」、唱腔嘗試
更加音樂化⋯⋯當這一系列的變化出現，人們拿去徵詢
「女姐」的意見，她很少有反對的時候，都是支持和鼓
勵。她常說，粵劇之所以成其為粵劇，裡面最重要就是
有生活，有生活才有進步！「她說：『如果你說這些都
不能接受，那以前我入行的時候粵劇還是唱起來用白
話、念白用中州韻白呢，現在不也改變了嗎？創新應該
鼓勵，演員摸索、創新第一年、第二年不行，第三年總
會好一點，好一點慢慢就會成熟了。』」

紅線女於上世紀50年代加入廣東省粵劇團，及後卻
不幸遇上文革被紅衛兵批鬥，慘遭指為牛鬼蛇神及被
剃頭，一度被稱為「黑線女」。據與紅線女始識於60年
代的老同事、粵劇編劇潘邦榛透露，因文革十年浩
劫，紅線女曾離開舞台13年3個月之久。他曾在幹校勞
動時見過紅線女幾次，「她神色平靜，那樣艱苦的生

活沒有改變她的心志。」

雷雨天餵雞時偷偷練嗓

在13日首映的紀錄片《永恆的舞台》中，紅線女自
己憶述時也說：「那時每次開會都要唱歌。我們不能
唱，但我內心在唱。」 片中，這位可愛的老太太一頭
銀髮，言談間活潑又機智，說到「文革」期間被送到
養雞場的兩年是怎麼練聲時，紅線女說：「打雷時大
喊幾嗓，餵雞時喊『唧唧唧唧唧唧唧』（拉起粵劇聲
腔），不就是練聲嘍。拋雞食時，不就是練水袖？」即
使身居僅4平方米的陋室，她也不忘練身段、擺舞姿、
走台步、跑圓場。「因為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我總
是告訴那些紅衛兵，毛主席知道我，周總理知道我，
我不是反革命。我堅信自己以後還會演戲，所以我一
直很樂觀。」出於對戲劇的無悔的熱愛，紅線女面對
種種辱罵和苦難，總是能夠一笑置之，當成是自己追
求藝術道路上得一種磨練。

作為紅線女第一代女弟子，著名花旦、梅花
獎得主曹秀琴告訴記者，上個月26日，是眾弟
子們和師父紅線女結緣40年的專場紀念會，大
家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了「粵劇情繫我心」的紀
念演出。「當時我們曾預定在12月25日（紅線
女生日）晚上舉行，但老師一直說『哎呀我等
不及了，你們快一點吧』⋯⋯好像已經隱隱有
預感似的。」
廣州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勇回想起來，

也覺得老太太像在「跑㠥步」安排後事。從11
月的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開始，疾病纏身
的「女姐」半個月間活躍於各大舞台，多次深
情演繹經典粵曲《荔枝頌》。「去世前幾天，
她還逐一約得意弟子歐凱明、郭鳳女、黎駿聲
等出來喝茶，談如何弘揚和振興粵劇。」工作
密度和強度十分罕見，足見「女姐」為粵劇事
業至死方休的一片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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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姐」為粵劇奉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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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女

指導青年

粵劇演員

陳敏紅佩

戴頭飾。

廣州粵劇

院提供

■與紅線女始識於上世

紀60年代的老同事、粵

劇編劇潘邦榛憶起與故

友點滴。 李叢書攝

■紅線女幼子馬鼎盛提起

母親的身體，難耐心酸。

李叢書攝

■廣州粵劇院

有限公司董事

長余勇表示女

姐對新派粵劇

很支持。■「女姐」在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上高歌《荔枝頌》。

■女姐生

前對粵劇

動畫電影

《刁蠻公

主 戇 駙

馬》十分

關注。

成戲亦成人 唱足七十載
紅線女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