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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戏之祖 惊艳宝岛

昆曲在台湾落地生根，至今已有七十
余载。台湾的戏曲学者王安祈撰文称，两
岸开放交流前，昆曲在台湾只是极少数人
的个人爱好，没有正式演员更谈不上职业
剧团。昆曲的专业演出在大陆，台湾观众
连观赏的机会都没有。

1987 年，大陆五大昆班在香港汇演，
许多台湾戏迷一路追随到香江。1992 年，
上海昆剧团成为两岸开放交流后，首个赴
台演出的大陆传统戏曲团体。台湾北中南
巡回连演9场，观众仍意犹未尽，又特别加
场演出。台湾不少文化人至今对当年演出
盛况津津乐道，犹记得每场演出结束后，
观众起立鼓掌叫好，“都快把屋顶炸开了！”

此后，大陆昆剧团访台演出轮番登
场。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向
记者回忆起20多年前的往事：“当时大陆七
大昆曲院团一起去台湾演出，有折子戏和
大戏，场面很盛大，对于我们青年演员，
也是宝贵的学习机会。台湾观众真的很懂
戏，会跟你主动交流，进行深层次的探
讨，这给我的触动很深。”

知名小生温宇航与魏春荣在学戏时是
同窗，后来赴台发展，是台湾唯一的专业
昆曲演员。2004 年，台湾剧团推出新编昆
曲大戏《梁祝》，魏春荣与温宇航出演“梁
祝同窗”，谱写一段两岸佳话。“两岸戏剧
名师对话”现场，二人再次隔空对唱，默
契不减当年。

“北方昆曲剧院去台北演出过 《红楼
梦》 和 《续琵琶》。《续琵琶》 作者是曹雪
芹的祖父曹寅，我们特意选取祖孙两代人

的作品，由此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
承。疫情之前，我也经常去台湾演出传统
的折子戏。”魏春荣说，她尝试跨界汲取艺
术养分，欣赏过台湾云门舞集的演出，参
与过台湾知名戏剧人赖声川在乌镇戏剧节
制作的沉浸式戏剧，也期待和台湾艺术家
有更多的交流。

“梅”开两岸 师徒情长

1948 年，梅兰芳爱徒、20 岁的名伶顾
正秋，从大陆带着“顾剧团”赴台演出，
京剧的唱念做打首度在宝岛完整呈现，由
此播撒下艺术的种子。

10 岁进入台湾剧校学戏的魏海敏，直
至 25岁首次见梅兰芳之子梅葆玖演出，领
略真正的梅派艺术，排山倒海的震撼下，
才惊觉自己演了那么多戏，“其实都是空
的”。1988年，魏海敏得偿所愿，在香港拜
梅葆玖为师。

1996 年 ，魏 海 敏 凭 借 梅 派 经 典 剧 目
《宇宙锋》《贵妃醉酒》，摘获中国戏剧表演
艺术最高奖“梅花奖”，也是迄今唯一获得

“梅花奖”的台湾演员。2014 年纪念梅兰芳
诞辰 120 周年演出是魏海敏最后一次与恩
师同台，此前 1 年多，梅葆玖携众弟子重
走梅兰芳昔日全球巡演之路。在台北舞台
上，梅葆玖说，“我父亲的遗憾之一是没有
到过台湾，我很幸运，不但来过好几次，这
里还有我的开门弟子魏海敏。”

本次活动现场，魏海敏与京剧梅派第
三代男旦传承人胡文阁隔着屏幕互致问
候，亲切地以“师姐”“师弟”相称，并共
同演绎恩师梅葆玖的代表作《梨花颂》。胡
文阁对记者说，梅派艺术在两岸都有很深

影响，两岸文化人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代代传承下去，也期盼通过相互交流切
磋，让戏曲艺术更上层楼。

30年前，京剧“马派”创始人、“四大
须生”之一马连良之子马崇恩赴台交流。

“他知道我不是唱马派的，就问我要不要学
一学马派？当时台湾的京剧团已经快要解
散了，我们年轻时学戏的条件也很有限，
马崇恩教了我三出完整的老戏，我非常感
激。”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创始人吴兴国
说。临行前，马崇恩将父亲传给他的珍贵
竹水衣 （演出时穿在戏装内，透气隔汗以
保护行头） 赠予吴兴国，既为褒奖，也是
传承。台湾会场的吴兴国讲起竹水衣的故
事，听者无不动容。

同根同源 亲如一家

“台湾观众怎么这么好！”北京市曲剧
团国家一级演员许娣分享道，1997 年，她
第一次去台湾演出交流，担心北京曲剧是
地方剧种，台湾观众很可能不知道，演出
效果大概不会好。“令人惊喜的是，观众虽
不熟悉曲剧，但他们观看演出投入极了，
一直随着剧情哭、笑、鼓掌，真是太懂得
欣赏艺术了。”

2001 年，北京市曲剧团带着 《四世同
堂》《龙须沟》《茶馆》 三出戏赴台演出。

“当时正赶上春节，台湾的节日氛围很浓，
感觉跟大陆一模一样，让我对两岸的同根
同源颇为感慨。”许娣说。

“两岸同胞同宗同源，对于中华民族的
艺术表现形式，台湾同胞很容易理解和接
受。”冯远征说，北京人艺话剧 《茶馆》

《风雪夜归人》 先后在台演出，“台湾观众

很喜欢，散场后我们卸完妆，发现观众还
等在那里。路上也会有人认出我们，主动
来打招呼，很亲切”。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 70周
年，北京人艺曾创排大戏 《故园》。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导演唐烨分享道，
该剧融合了传统的歌仔戏和台湾民谣 《雨
夜花》。演员用闽南语演唱 《雨夜花》，借
由思念情郎的歌词表达对祖国、对家园的
思念。

“通过排这部戏，做案头工作、体验生
活，我们了解到很多台湾同胞在抗战时期
作出的贡献。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人艺
的舞台上，展现这样一群台湾人的故事。”
唐烨说，“我们请在京台湾同胞来看，观众
们老泪纵横，第一次知道父辈有多不容

易，也更加认同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本次活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演

艺集团、旺旺集团主办。现居北京的台湾
青年戏剧人、在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学生
代表也应邀到场聆听分享。

左上图：知名昆曲演员魏春荣 （右）
与温宇航在新编昆曲大戏 《梁祝》 中出演
同窗。图为剧照。

资料图片
右上图：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晚会上，

“台湾第一梅派青衣”魏海敏（右二）与京剧梅
派第三代男旦传承人胡文阁（左二）同唱《梨
花颂》。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下图：北京人艺经典剧目《茶馆》剧照。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崽崽，来吃饭了。”中华大熊
猫苑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郎舜筠亲
切地呼唤着，将切好的胡萝卜、馒
头等端到大熊猫的圈舍。

神树坪基地青山绿水环绕，位于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是由香港特区
政府援建的。这里是大熊猫的家园，
也是香港姑娘郎舜筠的第二故乡。

吃过美味的午餐，几只大熊猫
幼崽爬到树上，踏踏实实地做起了

“美梦”。“我在神树坪基地工作两
年了，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很久没
有回香港了，但在这里处处看得到

香 港 援 建 的 痕 迹 ， 感 觉 特 别 亲
切。”郎舜筠说。

郎舜筠在香港土生土长，从小就
喜欢大熊猫，长大后终于实现了儿时
的梦想，在香港海洋公园当了一名大
熊猫饲养员，负责照顾中央政府赠送
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熊猫。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央政府决定向
香港赠送一对大熊猫。从此，四川与
香港围绕大熊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9 年 5 月，大熊猫“安安”
“佳佳”正式与香港市民见面。市民

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国宝风采。
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又
赠送香港第二对大熊猫“乐乐”和

“盈盈”。两只大熊猫都是2005年出
生，跟“安安”“佳佳”一样来自四川
卧龙自然保护区。

2016年，大熊猫“佳佳”离世，终
年38岁，是迄今全球最长寿的圈养
大熊猫。今年7月，大熊猫“安安”离
世，终年 35 岁。现在，“乐乐”和“盈
盈”一起，生活在香港海洋公园。

因大熊猫结缘的不仅川港两
地。2015 年，郎舜筠在陪着“盈盈”
回四川卧龙老家“相亲”时，在神树
坪基地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动物管理部部长董超，两颗年轻的
心因为熊猫走到了一起。2018 年，
郎舜筠嫁到四川卧龙，成了四川媳
妇。如今，他们已有一个 4 岁的儿
子，组成了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2008 年 5 月 12 日，突如其来
的汶川大地震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带来巨大损失，卧龙核桃坪
基地全部被破坏，通往外界的道路
严重受损。因大熊猫与四川结下深
厚情谊的香港，决定援建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及相关设施，共计

23 个灾后重建项目，援建资金约
14.22亿元人民币。

2016 年 5 月 11 日，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
中华大熊猫苑顺利开园，标志着香港
援建卧龙的灾后重建工作全部完成。
为感谢香港的帮助，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都江堰
基地向香港市民永久免费开放。

“虽然暂时不能回香港，但我
很想念‘乐乐’和‘盈盈’，经常
会跟香港同事分享大熊猫的相关工
作心得和最新资讯。”郎舜筠说。

往年大熊猫进入发情期的时
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会
特意派员赴港，为公园动物护理和
兽医团队提供协助。近两年因为疫
情，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
家无法赴港，不过双方很快就制定
了替代方案。以大熊猫为媒，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与香港建立了
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

（据新华社成都电）
左上图：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饲养员郎舜
筠与丈夫董超给大熊猫幼崽喂竹笋。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熊猫为媒，川港交流故事多
新华社记者 余 里

两岸名家畅叙戏剧情缘
本报记者 张 盼

两岸名家畅叙戏剧情缘两岸名家畅叙戏剧情缘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化艺术是最容易打破隔阂，让彼此心灵贴近的形式。”曾三度赴台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说，台湾观众很热情，他们喜欢看大陆送去
的演出，尤其喜欢听我们说北京话。新冠肺炎疫情虽影响两岸演出交流，但
两岸艺术家始终互相牵挂。“大家如今隔着屏幕相见，也觉得非常亲切。这
种艺术上的交流对话，拉近了两岸的距离。”

“两岸戏剧名师对话”活动近日通过视频连线形式，在北京和台湾两地举
办。北京会场的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北京曲剧名家和知名戏剧人，与
身在宝岛的京剧和昆曲表演艺术家“云端”相会，畅叙两岸戏剧情缘。

本报电 据中新社报道，2022
贵州黔南文旅和农特产品展示推介
活动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多
款贵州农特产品纷纷亮相。近年
来，黔南聚焦粮食和生猪、茶叶、
蔬菜、水果、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
业发展。目前，当地已成功申报

“绿博黔南”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培育了都匀毛尖茶、龙里刺梨、罗
甸火龙果等 16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生产基地总数达46个。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华祥说，黔南正以
打造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州、粤港澳
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国家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发展方向，期待企

业到黔南投资兴业。
李华祥说，黔南不同的海拔，多样

的地形，形成了低海拔高热、中海拔温
热、高海拔冷凉三个立体气候带，同一
季节，既有天然温室，又有高山凉棚，露
地栽培实现周年生产，时令蔬果应季
上市。与此同时，黔南“三废”污染少，森
林覆盖率高达66%，山地起伏大，土层
深厚温润，有机质含量高，为特色产业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黔南开展“直播带
货”新模式，投入协作资金 180 万
元，用于电商州级枢纽仓提质扩
建、粤黔协作名特优产品选品展示
中心建设，同时建体系促销售，与
广州市相关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推进“黔货出山”。

贵州黔南：

打造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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