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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演员接续传承

“国家京剧院赴台演出30年，历经了至
少四代人。每一次到台湾来演出，我们都倍
感珍惜，也非常荣幸。”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于魁智告诉记者，京剧大师梅兰芳是国
家京剧院首任院长，“李袁叶杜”（李少春、
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同为国家京剧院
艺术风格奠基人。“1993 年首次赴台，袁世
海和杜近芳两位大师都到了，还有众多名
家，可见国家京剧院的重视程度。现在这批
赴台演员都有00后了，在两岸传承和推广京
剧，我们一代代京剧人前赴后继不懈努力。”

此次演出由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与李胜素领衔，流
派纷呈好戏连台。为了提携后辈，让优秀
的年轻演员锻炼成长，戏中原本由他们一
唱到底的角色，特别安排和后辈双演。

“当年我作为年轻一辈有幸被提携，袁
世海和杜近芳两位大师的《龙凤呈祥》，让
我和孙岳老师分饰刘备前后各半场。这次

《杨门女将》《打金砖》《霸王别姬》《大保
国·探皇陵·二进宫》我们也安排年轻演员一
起登台，体现的正是薪火相传。”于魁智说。

台湾知名戏曲学者王安祈对记者说，
李胜素原在山西京剧院，被台湾已故剧作
家贡敏慧眼相中，建议台湾传大艺术公司
邀请来台与于魁智搭档，“黄金组合”从台湾
红回大陆，不久李胜素即进入国家京剧院。

“传大邀演促成‘当代京剧舞台最佳拍档’，我
们作为台湾观众，真是与有荣焉。”王安祈说。

“受疫情影响，4年没能来台湾演出，这
次重聚实在期盼已久。每次来台湾跟大家
见面，就像探亲访友一样，非常亲切。”李胜
素对记者说。“台湾拥有一流水准的京剧观
众，每年赴台，我们都会预排档期，反复排
练，期待以最佳状态回馈观众。”于魁智说。

“台湾观众懂戏的人很多。”李胜素
说，“当年到了台湾演出，才知道当地有
那么多‘票房’（戏迷票友自发组织的演
出活动场所），票友自己玩自己唱，还邀
请我过去。我发现他们唱得都挺好，好多
传统戏是我们都没听过的。”

两岸名家以戏会友

一脉戏韵连两岸。令大陆戏曲界齐声
赞叹的台湾观众水平，归功于当地不绝如
缕的戏曲滋养，而这源头活水正来自大
陆。1948年，梅兰芳爱徒、20岁的名伶顾
正秋从大陆带着“顾剧团”应邀至台北永
乐戏院演出，京剧的唱念做打首次在宝岛
完整呈现。顾正秋等人后来也留在台湾，
成为京剧的播种者。梅兰芳遗憾未曾去过
台湾，梅葆玖代父完成心愿，并将宝岛

“全能旦角”魏海敏认作开门弟子。
“京剧在台湾有着辉煌的过去，很多

来自大陆的前辈艺术家，培养了一大批戏
曲演员。”于魁智说，国家京剧院艺术风
格奠基人之一李少春之子李宝春，也在台
湾长期致力于传播京剧艺术。“每次我们
去台湾演出，李宝春老师不管多忙，一定
要到剧场来看望我们，为我们加油鼓劲。”

“1993 年，不仅是国家京剧院演员表
演，我们还跟魏海敏等台湾艺术家们同
台，合演 《四郎探母》，一时间传为佳
话。”于魁智回忆道。

“前些年两岸戏曲交流很多，经常有
联合演出。我和李宝春老师合作演出过

《宰相刘罗锅》，梅葆玖老师也曾带着 4 位
徒弟，魏海敏、董圆圆、张晶和我同台演
出。”李胜素说。

“两岸戏曲界的交流互动，不仅有力
地推动了京剧艺术在两岸的传播发展，同
时培养了一大批台湾观众。”于魁智说，

有很多老观众一路支持我们20多年，现在
带着小观众来看戏，也有越来越多年轻观
众加入。

国家京剧院青年演员刘垒2015年起加
入赴台演出队伍，他告诉记者：“老师们
对剧目的安排特别上心，有些戏难得一
见。在台湾演出的戏都很大，几乎都有 3
个小时，观众没有提前走的。散戏以后，
好多老戏迷还有年轻戏迷，都在后台等着
演员，热情地打招呼，这让我特别感动。”

倾囊相授薪火相传

“每次去台湾，我们都觉得有做不完
的事情。”于魁智说，这些年，国家京剧
院同样重视戏曲进校园。“我们去过台湾
的大中小学，刚开始规模不大，后来整团
进校园，有讲座有演出。我经常跟团队里
的年轻人说，我们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
桥梁，要把国粹京剧艺术传递给更多台湾
民众，让更多年轻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之美。”

台湾如今有公立、私立京剧团体各 2
家，分别是“国光”剧团和台湾戏曲学院
附设京剧团，吴兴国的当代传奇剧场和李
宝春的台北新剧团。多年来，大陆不仅派
出名师指导，也会借出演员乃至乐师，为
台湾戏曲人才培养、演艺事业发展提供强
大助力。

“1993 年以来，国家京剧院、北京京
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专家轮番去台湾任
教，有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一年，可以说是
倾囊相授。”于魁智说。

“台湾戏校学生好学，大陆老师也愿
意教。”李胜素说，有时台湾戏校或者剧
团有戏要排，或者有一些重要演出，需要
大陆老师指导，这边就可以派人去，大家
都挺熟悉。

“这些年去台湾，我们都有了很多好
朋友。”国家京剧院青年演员吕耀瑶告诉
记者，有些台湾演员是在当地演出时有过
交流，有些是他们来中国戏曲学院上学时
结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作为京剧传承
者，我们有共同语言，可以互相切磋学习。”

“台湾学生来中国戏曲学院读本科或
者研究生，来大陆演出实践，有些后来回
到台湾加入京剧团，前些年真的见到了很
好的成效。”于魁智说，“京剧艺术薪火相
传，要有专业的人一代代接续。两岸戏曲
交流合作，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很好的效
果，我很愿意继续投入这项工作。”

国家京剧院赴台演出30周年——

好戏连“台”见深情 传艺不绝结桃李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张 盼

近日，数十名来自台湾的骑行爱
好者齐聚河南省新乡市南太行旅游度
假区，在绿水青山中享受骑行乐趣，
饱览太行风光，感受太行山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人文魅力。

图为台湾同胞在活动中骑行。
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供图

本报电 （钟欣） 由香港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金紫荆杯深港青少年庆国庆绘画
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香港举办。

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金会主席陈鸿道介绍，本次绘画
大赛共收集了 2000 多幅作品，全
方位展示了中国新时代的精神气
象。他希望深港两地的家长和教
育界共同努力，鼓励学生保持对
艺术创作的热爱，使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人能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并发扬光大。

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金会常务副主席谭镇国表示，此
次大赛收到的学生作品画种多
样，以拼贴、水墨、素描、油画
等不同方式绘画出对祖国的情感
及美好祝福。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促进青少年发展，推动香港
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需
要学校和各大艺术团体的参与和
支持，还有家长和老师们的培养
指导。他希望深圳和香港的青少
年能够继续保持对艺术的热爱，
多互动多交流，为祖国的文化艺
术发展作出贡献。

颁奖典礼现场还展示了本次
比赛幼儿组、小学组和中学组共
168幅获奖作品，每个组别分别有
一等奖10名、二等奖16名、三等
奖 30 名。在现场参观获奖画作的
市民表示，这些色彩明快、充满
正能量的绘画作品，展现了孩子
们心中的美丽世界和丰富的想象
力，充分表达了孩子们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

主办方表示，该比赛自6月启
动后，受到深港社会各界的热烈
支持，期望通过绘画的方式，激
发深港两地青少年对祖国的美好
愿景，加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共同为祖国绘画出美丽的画卷。

▲ 小朋友在欣赏获奖画作。
侯 宇摄

刘玉龙和同事戴着口罩和手套，用
放大镜对准一块玉石细细察看纹理，并
对着光线反复观察；桌面上，一台特制
的微型摄像机无声地摄录着，红色指示
灯一闪一闪。

“口罩和手套是为了防止飞沫和手
汗，用放大镜看细节，而摄像机摄录下
全过程，便于万一文物在打开时破损可
以照原样修复。”刘玉龙说。

刘玉龙既不是珠宝鉴定师，也不是
文物从业者，而是香港海关情报科监
督。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香港
海关首支国家文物鉴别专队“队长”。

今年 7 月初，为提升打击文物走私的
执法能力，香港海关成立首支国家文物鉴
别专队。在刘玉龙眼里，这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事。“我们海关作为口岸主要执法
部门之一，守护着祖国南大门，责任重大。成
立专队，意味着我们要在各方面加大投入，
坚决打击文物走私，保护国家文物安全。”

专队成员从内部选拔，选拔标准除
了海关工作方面的要求外，一要普通话
达标，二要爱好文物，热爱中华文化。

消息一公布，100多人报名，署理高级督
察倪百禧是其中一个。以前读历史小说
时，敦煌文物流失的情节曾让倪百禧耿
耿于怀。“现在有机会亲身参与，能为保
护国家文物做些事情，一定不能错过。”

经过选拔，倪百禧和来自香港海关
的 30 名同事加入了专队。专队成立后的
第一项重大“行动”，是集体去陕西西安
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参加由国家文物
局和香港海关联合举办的首届内地与港
澳防止文物非法贩运能力建设研修班。

研修班由来自国家文物局、公安
部、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的业内专家授
课，课程涵盖文物鉴定、文物市场监
管、防范打击文物违法犯罪的相关法律
和执法策略。首场课堂讲授在陕西考古
博物馆拉开帷幕。习惯在出门前做攻略
的督察吕成功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用心：

“从考古角度带领我们进入文物世界，既
有宏观视野又有历史纵深。”

课堂上，授课老师在讲到文物被盗
卖时，气愤地握紧拳头，这一幕感染了
每一位队员。“现在看文物不再是看表面那

么简单，文物承载着不同的历史风貌，有些
更经历了被盗卖流离的沧桑。”倪百禧对唐
代珍品武惠妃石椁漂泊数年被追讨回国的
案例印象深刻，“现在国力强大了，我们更
有决心和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国宝。”

回到香港，专队成员被分成四个小
队，每队值守一个月，轮流待命。在口
岸有需求的时候，提供文物监管支援。
同时，加强情报收集、研判以及和内地
相关部门的交流，及时掌握文物走私的
动向，部署打击走私策略。此外，以专队
成员为师资力量的培训工作也逐步展开。

“现在的文物走私已出现职业化、智
能化、集团化的趋势，跨境走私分工很细，
走私方式更趋隐秘。而香港作为世界上最
繁忙的物流中心之一，面临的挑战是长期
和艰巨的。必须提升全员风险防范意识和
能力，才能更精准地执法。”刘玉龙说。

吕成功成了第一批培训老师。他把
研修班的学习内容进行了整理，在香园
围口岸给同事讲了一堂 40 多分钟的课。
讲课时，他特地深入结合一线工作实
际，比如打开包装箱第一步应该注意什
么；年代久远的书画对温度湿度特别敏
感，要注意控温控湿；取出花瓶时要避
免习惯性地抓住瓶颈部位，因为对于文
物来说这个部位非常脆弱，“要像抱初生
婴儿一样双手托抱住才行”。

研修班结业证书上印着队员的名
字。“每一位队友都非常珍视这个证书，
这不仅是学习的证明，更是难忘的西安
之行最好的纪念品。”刘玉龙说，“我们
也与国家文物局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
有需求时可以请求他们的专业援助。”

吕成功已经在高铁沿线圈定了下一
个目标——湖南博物院，打算利用假期
就近打卡。倪百禧则惦记着与家人再赴
西安，想穿上汉服在大唐不夜城美美地
走上一回。“街道很宽很长，很干净，一
路走过去，很有长安的感觉。”

（据新华社香港电）

深
港
青
少
年
庆
国
庆
绘
画
大
赛
颁
奖
典
礼
举
办

深
港
青
少
年
庆
国
庆
绘
画
大
赛
颁
奖
典
礼
举
办

香港海关的首支“国家文物鉴别专队”
陆 敏

1993年，国家京剧院首度赴台，近百人演出团巡回全台近1个
月，主演尽是名家，场场爆满，轰动一时。三十年一弹指，国家京剧
院一行80人此番重访宝岛，在9月26日至10月1日连演6场精妙好
戏，其中《杨门女将》《打金砖》《霸王别姬》《龙凤呈祥》再现当年戏
码，让岛内戏迷大呼过瘾。

▲ 于魁智（右）与李胜素领衔演出
《龙凤呈祥》。 国家京剧院供图

◀ 国家京剧院部分演职人员在台
北记者会上合影。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

刘
玉
龙
（
左
）
和
同
事
察
看
玉
石
。

李

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