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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香港油畫研
究會主辦的「香港油畫大展2015」，現正於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
廳展出至11月9日。作為兩年一度的本地油畫展覽盛事，今屆入
選了80餘位老中青三代畫家的185幅作品，題材和表現形式各有
特色，且多幅畫作都展現了香港本土生活的場景。國泰企業傳訊
經理余似心（Maria）的《香港精神－自力更生》也在展覽之列，
得知作品入選的她表示：「好開心，是對我的好大鼓勵。」
余似心兩年前曾在太古坊與恩師沈平共同舉辦「家在香港」主
題畫展，展示香港溫情美麗的一面。而此次入選的作品《香港精
神－自力更生》亦以香港為主題，靈感來自她家附近的拾荒老婆
婆，她介紹說：「有一段時間每天早晨都能看到這位婆婆，很努
力地推着一車紙皮。這個情景令我印象很深刻，我想到香港的一
些老人家未必會領取綜援，他們自力更生、積極生活的態度值得
我們欣賞。」余似心表示自己最鍾意畫人像畫，因為人有感情，
易同觀眾產生共鳴，「我喜歡畫開心的主題，畫面中老婆婆推車
上的紙皮是用誇張的方法表現，並不是突出她生活的艱苦，而是
以這種方式展現自力更生的香港精神。」
余似心自小就於藝術專科學校學油畫及素描，曾因工作和家庭
暫放畫筆，近年再開始跟隨畫家名師重拾繪畫樂趣。「我現在一
個星期至少會抽出8個鐘來畫畫，還會繼續努力畫更多的作品，未
來會以系列作品的形式，展現香港各行各業人物的形態。我還在
計劃與油畫班的同學一起開聯展。」余似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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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腔漢調楚腔漢調
引發探討戲劇傳承

為了推介漢劇，普及戲曲欣賞和藝術教育，日前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湖北省博物館主辦「楚腔

漢調——漢劇文化周」系列活動。該文化周不僅推出了漢劇演出及展覽，以助本港市民了解漢

劇的歷史風貌，更舉辦研討會邀請兩地戲曲文化的業內專家一同探討如何保護傳承並發展中國

傳統戲劇。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部分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靳中興 漯河
報道）日前，在許慎文化園六書廣
場，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訓詁學研究
會授予漯河市「中國漢字文化名城」
稱號，這也是繼首個「中國食品名
城」之後，漯河市獲得的又一個金字
招牌。
漯河市獲得此榮譽稱號，與其「許
慎故里」的身份息息相關。許慎，我
國東漢時期著名的經學家、文字學
家、訓詁學家、詞彙家，畢生致力於
弘揚和傳播漢字文化事業。他編撰的
《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解
釋古代漢字的字典，也是世界上第一
部文字學專著，比西方的英語詞典早
了1,600多年，許慎也堪稱漢字學的
開山鼻祖。
而今，「許慎故里」也成為了漯河

市的又一張城市名片，位於漯河市郊

的許慎文化園也是業內學者嚮往的漢
文字聖地。
來自海峽兩岸的學者、業內知名人

士見證了「中國漢字文化名城」牌子
的頒發，並進行了第三屆許慎文化國
際研討會開幕式。我國著名學者，第
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許嘉璐做精彩演講並宣佈第三屆許慎
文化國際研討會開幕。在演講中，許
嘉璐從專業的角度闡述了許慎的經
學、文字學成果在兩漢經學乃至中華
文字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許
慎的學術成果不僅限於文字學，還存
在於經學領域，對中華學術影響至
深。
此次研討會彙集了國內文字學領域

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他們將就「許慎
與中華傳統文化」等話題進行討論，
推動許慎研究成果在當代的發展。

余似心油畫訴說香港精神 漯河市獲頒
「中國漢字文化名城」稱號

國粹京劇作為中國五大戲劇之一， 在
形成獨立體系之前曾於「徽班進京」

的諸腔齊奏時期，吸取眾家之所長，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源流便是漢劇。漢劇擁
有悠久的歷史，早在明末清初已成立專科
班，因培養出余洪元、吳天保、董瑤玠等
名角而幾度輝煌。歷經四百多年的發展，
漢劇不但劇目繁多，行當齊全，板式豐
富，表演極具特色，甚至因其廣泛流行，
影響了粵劇、川劇、徽劇等劇種的形成與
發展。

楚腔漢調徽漢合流
據武漢市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李金釗介
紹，漢劇的早期形式是楚調，漢調則是漢
劇的成熟形式。明清時期，長江、漢水沿
岸重鎮會館戲樓林立，逢年過節行幫集會
時，戲曲演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動。通過會館漢
劇得已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流傳，更在各地扎根與當
地戲曲藝術相結合，形成了廣東漢劇、閩西漢劇、
常德漢劇、漢調二黃以及溫江漢劇。而我們所熟悉
的徽班實際上就是亦唱漢調的安徽藝人戲班。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由於安徽桐城多人
入京為官，所以漢調被隨行的徽班帶入京師。直到
乾隆五十五年，為給皇帝祝壽，閩浙總督伍拉納推
薦揚州「三慶徽」入京，「三慶徽」與隨後進京的
多個徽班合併為三慶、四喜、和春、春台，史稱
「四大徽班」（其中春台班實為湖北班）。道光年
間湖北漢調藝人開始與徽班藝人搭班，據游逸叟
《梨園舊話》記載，當時甚至形成了「班曰徽班，
調曰漢調」的局面，至此「徽漢合流」，米應先、
王洪貴、李六、龍德雲、譚志道等漢調藝人成為了
最早的京劇藝人。
連京劇鼻祖余三勝早年亦為漢調藝人。於道光年
間進京後，余三勝將漢調與京腔相結合，又吸收崑
曲和秦腔曲調，發展了黃皮聲腔。而「伶界大王」
譚鑫培則在早年出科後師從余三勝習生行，他創造
的「譚腔」細膩委婉，並因文武均擅、唱做俱佳、
演技高超而成為清末民初最負盛名的京劇表演大
師。因此有着「香港京崑藝壇明珠」之美譽，曾獲
第八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的香港著名戲曲演員鄧
宛霞表示：「如果沒有漢劇就可能不會有我們今天
的京劇了。」

巔峰之後每況愈下
1952年北京舉行首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陳

伯華主演的《宇宙鋒》獲得表演一等獎，漢劇發展
呈現出嶄新局面。陳伯華，藝名新化釵，後改名為
小牡丹花，她融旦、貼表演技巧於一身，既有優美
清亮的唱功，又有細膩靈巧的做工。陳伯華突破青
衣，花旦的行當限制，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大大
提高了漢劇的知名度，導致除湖北省漢劇團和武漢
市漢劇團外，各地、縣也都成立了漢劇團，將漢劇
的發展推向了新高度。
哪怕逾三十年悄然流逝，鄧宛霞仍然對陳伯華維
妙維肖的演繹記憶猶新，她說：「我有幸看過陳老
師的演出，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新光戲院。有
兩齣戲我印象特別深刻，一齣是《櫃中緣》，一齣
是《宇宙鋒》。陳老師扮演了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
角色，將《櫃中緣》中的小姑娘活靈活現地展現在

觀眾面前，《宇宙鋒》中又有很多特色表演，例如
在裝瘋的時候將雙眼完全對起來。李金釗老師在21
歲開始成為陳伯華老師的琴師，在音樂方面無疑卓
越非常。」然而談及漢劇目前的發展狀況，李金釗
認為總體來說是每況愈下，湖北原有24個漢劇團，
現在已所剩無幾，形勢不容樂觀。

培養機制環節缺位
儘管漢劇2006年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但李金釗表示，漢劇在保護傳承方面仍處在
起步階段，希望能吸取香港保育粵劇之經驗。而嶺
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系主任李小良卻指出，雖說香
港當下依然有不少業餘愛好者，但近年來粵劇在劇
本創作、專業唱功方面都相對薄弱，培養一流演員
更是困難重重。他說：「演藝學院雖然可以系統地
訓練表演人才，但學生畢業後就有能力上台演戲了
嗎？香港又沒有那麼多團，沒有那麼多的演出可以
提供給新人鍛煉。受歡迎的演員可能一年有兩百天
戲，問題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再出類拔萃，未經捶
打也趕不上大老倌的藝術成就，如何給新人提供機
會是一個大問題，香港目前尚缺環節之間的配合機
制。」
對於李小良的觀點，身兼京崑劇名

旦與香港藝術發展局戲曲小組委員雙
重身份的鄧宛霞也表示認同，她補充
道：「內地在培養人才方面有很多配
套機制，如果確認了人才值得培養，
畢業後就安排進團，入團就給排戲，
香港有些脫節了。而且政府在培育表
演人才時不可一概而論，戲曲和樂器
演奏、實驗戲劇、舞蹈統統都不一
樣。不像鋼琴演奏，即使是新人也能
獨立上台，戲劇一開始就需要一大隊
人馬，包括樂隊、劇本、生旦淨丑等
等，一個都不能少。哪怕是我們要教
一齣折子戲，都需要一生一旦兩位老
師。我認為政府在扶持不同的藝術形
式時，應該採取不同的辦法。」

未來發展撥人心弦
聽罷李小良與鄧宛霞的分享，京崑劇場駐場導演

兼導師耿天元提出了他對粵劇相對樂觀的看法。耿
天元說：「我們其實不應看得太灰色，還是有很多
陽光的一面。首先，粵劇在香港有觀眾，很多中學

生、大學生在某些場合都能唱幾
句粵劇。業餘愛好者又非常多，
雖未必粉墨登場扮成戲曲人物，
但你唱老生我唱旦均不是問題，
這就是基礎。其次，演藝學院也
有專門學習粵劇的課程。一些藝
術家也開設各種各樣的學習班。
我因為排戲，還接觸到一些三四
十歲既唱戲，又寫劇本的優秀青
年演員。其中一位一年要寫十個
劇本，而且全部會用於演出，部
分還獲得了政府的資助。政府非
常支持粵劇劇本的創作。只說一
句傷心的話：一旦發現了好苗
子，我們賠着本也要去教。」
而鄧宛霞則回應說：「這都不

是賠本的問題，我們在京崑方面也發現一些苗子嶄
露頭角，而且難得的是他們有這心想投入這個事
業。都是一心一意想要學，可是後頭怎麼走？談到
前途大家都很茫然，只能走着瞧。如果說我們有一

個像香港話劇團這樣的組織，就可以鼓勵他們快點
辭工加入，但現在就只能盡量學，走一步看一
步。」鄧宛霞建議政府放下經理人的心態，並提出
疑問發人深省：「蓋最好的劇場，請國內外最優秀
的劇團來演出，政府在藝術發展方面的投資巨大。
可意大利不是因為有頂級的Opera house才值得驕傲
的，是因為有普契尼嘛。我們為什麼就不能自己培
養國際一流的人才呢？」

■《香港精神－自力更生》

■多幅參展畫作展現香港本土生活場景。

■■漢劇漢劇《《打花鼓打花鼓》》王曉璐飾鳳陽婆王曉璐飾鳳陽婆。。

■■漢劇漢劇《《蒯徹裝瘋蒯徹裝瘋》》熊國強飾蒯徹熊國強飾蒯徹。。

■■漢劇漢劇《《哭祖廟哭祖廟》》黃彥安飾劉湛黃彥安飾劉湛。。

■■漢劇漢劇《《蘇三起解蘇三起解》》盧玉華飾蘇三盧玉華飾蘇三。。

■漢劇展覽現場。

■武漢市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李金釗（右三），香港著名戲曲演
員鄧宛霞（右二），京崑劇場駐場導演、導師耿天元（左
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系主任李小良（右一）。

■■武漢市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李武漢市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李
金釗金釗。。

■高達6.5米、重16噸的許
慎金絲楠木雕像。

靳中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