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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58歲的香港通心字體書法家謝景良以書法作為娛樂。由於小時候別人認為自己的字不夠「靚」，自十
三歲起開始無師自通鑽研字型，並於16歲時創出通心字書法，以小筆寫大字的方式，一筆過延綿不斷的方法
勾勒出端正秀麗的字體。謝景良認為別人收到自己的手藝時的喜悅感令他有無限的鼓勵。新年將至，為讓市
民感受不一樣的南區新年色彩，同時為「2013南區旅遊文化節」劃上完美句號，2013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
員會將於12月29日假赤柱廣場舉行2013南區旅遊文化節閉幕典禮，屆時更邀請了謝景良表演及教授如何透過
一筆延綿不斷的方法，勾勒出字體端正秀麗的通心字書法，並將祝福的字句以中國傳統藝術的方式送給親友。

創出通心字書法的心路歷程？
謝：從小一讀書時已開始學習書法，自小因為有人認為自己的字不夠靚，便開始從字體自學及研究字型，自我

發掘具創意的字體，為傳統的書法注入新穎及流行元素。研發通心字書法需要對字體比例有清晰了解，
以便設計勾勒出端正的形態。

如何看待書法這門傳統藝術？
謝：通心字書法是在傳統藝術上加以發揮，注入新穎及流行元素。現時新科技發展迅速，電腦已能取代很多技
藝。書法是中國傳統藝術，縱然沒有顯著的經濟價值，但獨有及將近失傳的藝術是無價，各人對藝術層
面均有不同定義。希望現今都市人能閑時發揮創新，在日常生活尋找突破，保留傳統藝術的同時，亦在
其加以發揮及創造，把技藝流傳下去。

書法與您生活的關係是？
謝：寫書法只是娛樂，沒想到別人會對自己的手藝如此迷。我經
常以獨特的書法分享祝福喜悅，別人收到自己的手藝時的喜悅
感能令我獲得無限的鼓勵——它可以洗滌人的心靈，沉醉於書
法的自我寧靜境界中，也可以幫自己成功釋放日常的工作壓
力，猶如洗脫繁囂、活在當下的感覺。

書法研習最有難度的部分是？
謝：我認為小筆寫大字很有趣，像一種遊戲。不用紙筆，隨手在地上拿樹枝或石仔就可在沙地上寫。而且只要
對字型熟悉，基本上沒有難處。

毛俊輝：你嘗試了很多不同角色，有傳統也有非常前衛的，包括跟國際羅
伯威爾森導演做《歐蘭朵》那個很實驗性的戲，那你認為作為今
天的京劇演員，怎麼將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

魏海敏：我想我的感受是有點反方向。不是說這個戲我要怎麼去演它，而
是說當初這齣戲要演的時候來找我——那它是必然要發生的，我
把它當成是我的一個功課，它沒有第二條路，沒有選擇性。沒有
選擇之後，你就會享受這個過程。我自己覺得這麼多年下來，我
對我自己最滿意的一點，就是我對我自己從來不滿意。所以我就
老嫌自己還不夠，可以有更多不同發展，每次扮戲也有這種現
象：每次化妝都希望自己是最好的，或者是有別上次的、或者要
和上次不同，這是一種奇特的心理反應。至於好壞？我想世上任
何事可能都沒有絕然的好與壞，而是看你可以做到多少？我相信
我們每個人在排新戲的過程中，最後改變挑戰的都只有自己，因
為唯有改變你自己，才是挑戰你自己。

毛俊輝：你的創作意願很清楚，這個非常好我覺得，幫助你打開一些路。
但比如說我看你《金鎖記》時既把張愛玲非常複雜的心理狀態表
演出來，但是你京劇功夫上的balance也很好，你會覺得有困難
嗎？（因為必然要花很多精神去探討怎麼演）

魏海敏：我的成長過程和一般演員也有一些差別性，我們小的時候在台灣
表演時，流派在我們身上並不那麼十分明確，不是甚麼流派就有
什麽宗師。你想想看，1949年到台灣去的大部分京劇專業演員都
才二十郎當歲，根本不具備所謂流派的更深造詣。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台灣劇校時唱了很多戲，唱的時候也不是因為流派，而是因
為戲本身比較有戲劇性效果，觀眾比較愛看，而且跟其他劇團要
有區別的，不能說你唱《四郎探母》我也唱，你唱《三堂會審》

我也跟唱。當時都是盡量大家分開來。我們有很多老師輩的，
把他們幼年的一些戲增加篇幅重新演出，所以流派在我們心目中
沒有那麼重要時，也就不會有太大規範說你一定要怎麼樣才是對
的。
其實我一直到1982年在香港（當年梅葆玖老師帶領北京劇團來香
港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在台下看大陸劇團實況演出，那種感動
非常深刻。我那時候的震撼，對自己而言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
為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原來我們的京戲真的是這麼好看——跟我以
前學的、小時候理解的完全不一樣。我看到京劇在我的內心發芽
了，按內行話說就是開竅了，之後1991年才去拜師。所以我的情
況完全是調轉過來。

毛俊輝：那你在成長過程中有沒有同時吸收了現代劇場、西方劇場的內容
呢？

魏海敏：有的。台灣是個非常自由的社會，所以我們吸收西洋的東西太簡
單了。最普及的當然是各式各樣電影，也有舞台劇、歌舞劇，在
台灣上世紀八十年代非常多這類演出。另外我小時候，姐姐她們
就經常聽西洋歌曲的，還跟跳舞，所以我很小就會跳舞、游
泳、溜冰，關於嗜好方面的東西好像都不是很難對我來說，很容
易就能上手。那麼進到劇校之後，這方面嗜好比較少了，可那個

種子一直都在，從小就在。加上我個人
蠻感興趣設計、美術方面，所以對藝術
類一直都有興趣。

毛俊輝：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今天的戲曲演
員——像我在北京接觸到一位程派女演
員，她從小就學這個，但今天要演的角
色和程派可能不太適合，她就扭轉不過
來，她自己也非常痛苦，然後要引導她
打開自己也很困難。而你是調轉過來，
先有一個空間給你。另外我覺得有些年
輕演員還有個很大問題：他們除了京劇
甚麼都不知道。反而我遇到一位上了年
紀的黃梅戲演員，告訴我他五十年代戲
校也上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課程。所
以我們學戲曲除了下很多苦功，還要找
到一個途徑去走。

魏海敏：對。我想是除了自己願意打開心之外，當你打開了，別人自然就
會看到你，就會有很多機會落在你身上。我相信就好像我們為
人，願意敞開心胸接受不同朋友時，各種朋友都會來。這應該就
是個吸引力法則。其實我在學戲唱戲過程中也有很多階段性，比
如剛開始我是個很內向的孩子，有點孤僻，內向靦覥，但畢業之
後我發現梅派藝術是我想要追尋的，所以就毅然決然地從台灣跑
到大陸去學戲，大概台灣也還沒有一個演員像我這樣，能夠在很
多部分義無反顧地去做，因為我知道那件事是我必須要做的，只
是我沒有那麼確切的一個說法去支持我，但我內心是知道的。因
為我知道我空虛——流派這個東西雖然小時候在我的學習中並不
那麼明顯，但它是我們每一個學戲的孩子必須要有的一個階段。
而我的階段是在比較後來才開始進行，但學習階段中，我是比較
痛苦的，所以從一上台亮相到做表，要一步步改成像我的老師梅
葆玖（或是自己想做成梅蘭芳大師的）那個樣子，台下學比較容
易，一到台上加入角色、加入其他表演、唸白等等加進去，往往
就會丟三落四，所以我大概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不斷在梅派表演
當中認真改變自己。

毛俊輝：從旁觀者觀眾的角度來看，其實我們欣賞那個流派不是只欣賞那
個動作，而是欣賞那種精神。那些前輩花了很多很多時間積累了
很多很多創作經驗，所以如果我們在不斷磨練這類東西，才是有
意思的。

魏海敏：京劇流派就是個人特色。譬如很多人都喜歡梅派，但你為甚麽喜
歡梅派？梅派好在哪裡？個人特色是甚麼？我會認為，梅蘭芳大
師所創造出來的角色都是一種非常年輕的感覺，不管唱、唸，都
顯示出來一種稚氣的感覺，所以他的角色感覺都很年輕。而程硯
秋大師自創了另一種表演手法，把那種很特別個性的女性，借由
他的聲腔作出很特別的表達，所以戲曲的流派跟唱唸做打特色是
分不開的。
流派真正講起來就是一件發揮個人特色到極致的事情，在那個年
代，京劇能創作流派，像梅蘭芳大師自己，他絕對想不到自己今
天會成為這麼流行的宗師，他只是有一腔熱情，覺得老戲在他心
目中已經不能用最好的狀態呈現出來了，而他又有天賦才華，就
去改變。而四大名旦之後，都是女性演員在繼承他們，所以繼承
下來了，像我們是第三代，還能繼承他們的表演，但第四代？很
難講了，因為這種承襲的東西往往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需要足夠
的運氣和機緣。我想我就只能說，我是個幸運者吧。

小筆寫大字的謝景良

京劇演員魏海敏：

魏海敏的名字，對於喜歡京劇的觀眾，可以說是如雷貫耳。她是台

灣國光劇團頭牌青衣，1991年拜梅葆玖為師，更勇於挑戰不同的演出

方式，既能演最東方的《遊園驚夢》，也能扮最西方的麥克白夫人，

乃至以獨角戲形式主演吳爾芙筆下的《歐蘭朵》。她創造了許多的京

劇新形象，並因著《金鎖記》、《孟小冬》等國光代表作走遍北京、

天津、上海、新加坡等地。而在2013台灣月演前講座「當時真是戲 今

日戲如真」上，魏凱敏更與香港話劇團的桂冠導演毛俊輝展開了一場

精彩對談。對於每一個深愛京劇的讀者來說，這場關於表演理念與熱

情的對話，想來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

魏海敏說，在我們現在這個年代中，看戲不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了——不像過去，在梅蘭芳大師那個年代，戲劇的文明可能剛剛開

始，慢慢才有唱片、有影像和大家見面，但現在看戲機會太多太多。

所以一個演員要如何在她的舞台上呈現讓觀眾感動的角色，需要的也

再不僅僅是（流於形象外表的）唱唸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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