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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派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在既
有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探索创作的多
种可能性。今年是梅派艺术宗师梅兰
芳诞辰 130 周年、恩师梅葆玖诞辰 90
周年，我想以‘不一样的演唱会’来纪
念两位先生。”“台湾第一梅派青衣”、
梅葆玖开门弟子魏海敏对记者说。

魏 海 敏 近 日 携 手 岛 内 民 乐 团
体，创新演绎京剧声腔，以“在梅
边——天上人间”为名倾情献唱。
她随即前往北京、天津等地参加纪
念演出，与大陆的京剧名家共话传
承、致敬大师。

在岛内播下京剧的种子

“在台湾，梅派是大家最熟悉的
京剧流派。”“国光”剧团团长张育
华告诉记者，1949 年前后，从大陆
来台的京剧演员，不少是梅派传
人，包括顾正秋、章遏云、秦慧芬
等，他们通过演出和教学等方式，
在台湾播下京剧的种子，也让梅派
艺术传到台湾。

魏海敏回忆，台湾早年间有很
多“票房”（戏曲票友自发组织的演
出活动场所），学校里也有京剧社
团。在台湾的票友之中，喜爱梅派
者众多。魏海敏从戏迷票友处学习
梅派唱腔，还四处寻觅资料，跟着
录像带学戏，慢慢熏陶“梅味”。

1982 年，京沪两地京剧院团联
合赴港演出，梅葆玖和童芷苓带领
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的名角们
在戏院连演半个月。魏海敏彼时正
在香港待产，一场不落地追了每一
部戏。“从没想到打小就练的四功五
法 （指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竟
然可以传达出如此深刻的内涵。原
来，这才是京剧啊！”她震撼不已。

10 岁起进剧校学戏，已是“台
湾最忙全才旦角”的魏海敏，此前
对前途偶感迷惘，不知该不该继续
唱戏，曾一度去拍过电影。直到 25
岁首次亲睹梅葆玖演出，她终于下
定决心，要以京剧表演为毕生志
业。1988 年，魏海敏通过票友，在
香港与梅葆玖见面，并提出拜师愿
望。“台湾也有京剧吗？”梅葆玖对

京剧在宝岛的传承倍感惊喜。
1991 年，魏海敏随两岸交流大

潮来到北京，向梅葆玖正式行梨园
传统拜师礼。“老师特意播放了梅兰
芳先生谈艺的录音，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梅大师讲话的声音。行拜师礼
的时候，我喜极而泣。”魏海敏说。

2014年，在纪念梅兰芳诞辰120
周年巡回演出时，梅葆玖在台北的
舞台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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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巡回演出中，魏海敏最
后一次和恩师同台。

将流派精髓融入新编戏

“魏海敏拜师之后，用了10多年
时间沉浸在梅派艺术中，除了传承
经典剧目，还将学到的梅派精髓、
涵养的气质和品格，运用在新编京
剧的角色塑造里。”台湾知名戏曲学
者王安祈对记者说，作为“国光”
剧团、当代传奇剧场的灵魂人物，
魏海敏出演 《欲望城国》 里的麦克
白夫人，演得沉稳大气，又在 《王
熙凤大闹宁国府》 中扮演泼辣王熙
凤，辣得很有气度，这些都是她以
梅派为基础的再创造，也造就了台
湾新编京剧的时代。

“那些年的生活非常奇妙，新戏
演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创作力枯
竭。所以，学老戏对我来说就像把
钱存银行，在北京存、到台北花。”
魏海敏说，存和花之间，也相互交
织对照，渐渐地养分就长在了身
上，成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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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迄今唯一获得“梅花
奖”的台湾演员。2005 年，魏海敏
又以 《四郎探母》《玉堂春》 获上海

“白玉兰戏剧奖”。在台湾，她是京
剧舞台上“永远的女主角”，跨越流
派、行当和艺术样式，自在游走于
传统、新编之间。从艺至今，魏海
敏演出剧目超过150部。

“京剧艺术在台湾的传承，由于

资源有限，非常不容易。如今台湾
观众对梅派比较熟悉，很重要的原
因是魏海敏数十年间在舞台上的精
妙演出，让观众时常有机会领略梅
派传人的艺术创造力。”张育华说。

接续两岸传统文化血脉

1957 年出生的魏海敏，作为两
岸如今的梅派“大师姐”，越发感到
肩上传承的重任。魏海敏说，多年
来，一直有人希望拜她为师，但她
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代师传艺”，没
有资格收徒。新冠疫情期间，她通
过长时间沉淀思索，认识到唯有通
过收徒，才能将所学所悟传给年轻
一代。“特别是梅兰芳大师德艺双
馨，我在艺术生涯中也循此而行，
希望把唱好戏、做好人的艺术真
谛，与学生们分享。”她说。

去年 6 月，魏海敏接受剧团托
付，正式收“国光”剧团黄诗雅、
当代传奇剧场黄若琳、陈允雯3名优
秀青年旦行演员为徒。黄诗雅、黄
若琳毕业于台湾戏曲学院，陈允雯
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如今即将研究

生毕业。“2020年，当时我是中国戏曲
学院大三学生，主修剧目是梅派《凤
还巢》，在梅兰芳和梅葆玖两位先生
的录音中，我逐渐感受到梅派的美。”
陈允雯告诉记者，期待通过向魏海敏
老师一次次学戏，努力把梅派剧目
学扎实。“更希望随着年龄增长，我
能对梅派有更深的体悟，把内涵吃
透并融合在自己身上。”她说。

早在收徒前，魏海敏便时常关
照指点台湾年轻戏曲演员，从无门
户之见。对于徒弟她严格要求，8 个
字的唱词，有时也要磨上四五个小
时。多年前，魏海敏专门成立基金会
推广京剧，还在台湾中小学及大专院
校举办推广讲座，免费送戏进校园。
近年她获颁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大陆的梅派师妹也经常向她请教。

“旧雨新知在梅边”——魏海敏
梅派经典演剧曲集，4月中旬将在大
陆登场，魏海敏将与大陆京剧名家
同台献艺。“纪念两位梅先生，推广
京剧艺术，就是传承中华文化血
脉。希望梅派艺术的薪火，在两岸
绵延不绝。”她说。

（本报台北3月31日电）

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

京韵不绝，梅派在宝岛开枝散叶
本报记者 张 盼

魏海敏在收徒仪式上与3名弟子合影。魏海敏京剧艺术文教基金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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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3月30日电 （李松、
刘刚） 澳门和内地10余名书画家近日
走进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参观军事
展览馆后，与官兵一道挥毫泼墨，围
绕解放军进驻澳门 25 周年、练兵备
战、履行防务和爱澳亲民等进行书画
创作。

“这是我第四次来驻澳门部队参
观，还和官兵一起交流绘画心得，感
觉很亲切，像回家一样。”澳门华夏
文化艺术学会会长关权昌说，驻澳门
部队始终是维护澳门繁荣稳定的“定
海神针”，也与澳门同胞建立了深厚
友谊和感情。

“跟这么多知名书画家面对面交
流，机会很难得，收获也很大。”某

队列兵赵夏晗入伍前就有较好的书法
基础。这次她踊跃报名参加活动，积
极向来营书画家请教学习。

“书法和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华，不少官兵有相关的爱好和
特长，我们也积极创造相应的条件和
机会。”据驻澳门部队政治工作部负
责人介绍，这次邀请澳门和内地书画
家进军营，就是在增进军地情谊的同
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打
造驻军特色强军文化。

据介绍，驻澳门部队近年来在广
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常
态化与澳门各界开展文化联谊活动，
丰富官兵文化生活，不断增进与澳门
同胞鱼水情谊。

澳门和内地书画家走进驻澳部队澳门和内地书画家走进驻澳部队澳门和内地书画家走进驻澳部队

澳门和内地10余名书画家走进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在参观军事展览馆
后，与官兵一道挥毫泼墨，进行书画创作。 陈 帅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上海3月31日电（记者潘清） 除了担任
上海一家公司的高管，严新兵还有另一重身份——
守护烈士纪念设施志愿者。每到清明节等祭扫日，他
都会带领志愿服务队前往烈士纪念设施进行祭扫、维
护，其中包括位于徐汇区华泾镇的邹容烈士墓。

3 月 31 日，严新兵在此间举行的第 11 届海峡两
岸清明文化论坛上，讲述上海青年志愿者守护“革
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烈士墓的动人故事，引起在场
两岸嘉宾的共鸣。

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旨在建构清明文化的时
代意义，夯实两岸关系的亲情基础，为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找到新的增长点。

今年的论坛以“点亮共同记忆，增进血脉亲
情”为主题，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华东师范
大学台湾研究院及台湾章亚若教育基金会、中华教
育文化经贸促进总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协办。

此次论坛上，包括严新兵在内的 3位不同经历背
景的讲述者分享了促成两岸共同纪念抗日英烈、志愿
守护革命先烈设施、探寻“跨海共同体”的清明故事。

“两岸先辈曾经胼手胝足，一起建设家园；两岸
先贤曾经同舟共济，一起开发海洋；两岸先烈曾经
并肩作战，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上海市公共
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李秘说，点亮共同记忆将增进
两岸血脉亲情，激励两岸同胞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围绕清明习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两岸文化认
同等议题，两岸近 40位专家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专
家纷纷表示，随着地域变化和时代变迁，清明习俗
呈现多样性，但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涵没有改变，两
岸血脉相连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

本届论坛还邀请数十位两岸学子来到现场，参
与祭祀黄帝仪式，倾听亲历者讲述清明故事，加入
清明文化学术研讨。

同期举行的清明游园会上，两岸学子还一起体
验了丰富多彩的清明民俗，或制作青团茶点，或绘制
纸鸢团扇，或身着汉服、戴上柳枝花环，感受传统服饰文化魅力。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表示，清明承载着两岸同胞共同
的历史记忆和血脉亲情。以清明节等文化信仰为基石，两岸学术
界充分阐发同根共源的文化基因，两岸学生携手并肩传承中华文
化，有助于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为推
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创造条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钟晓敏表示，作为重要
的沪台民间交流活动，论坛承载着两岸各界人士对台海和平和两
岸交流的期待。希望两岸青年朋友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汇聚更多
力量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本报台北3月31日电（记者张盼） 台湾知名作家、学者齐邦
媛于3月28日凌晨去世，享年100岁。

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1930年后，她辗转多地，求学生涯
颠沛流离，最终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7年，齐邦媛来到台
湾。1969年她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
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2005年，齐邦媛以八旬高龄历时4年写作完成《巨流河》。这
部25万字的回忆录由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
口海结束，记述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时代变迁，为两岸留下
一部“至情至性的家族记忆史”。该书陆续在两岸出版后，销量达
数十万册，感动了不少读者。

齐邦媛曾说，我到台湾后，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那留在大
陆的23年青春。当我记下了今生忘不了的人与事，好似看到满山
金黄色的大树，在阳光中，叶落归根。

“齐邦媛写了很多文章推介台湾文学和年轻作家，一生都在为
别人着想。到了人生最后，她才用剩下的时间为自己写作。”台湾
知名诗人席慕蓉回忆道，齐邦媛生前长期居住在位于台湾桃园的
养老院，并在此创作《巨流河》。台湾大学外文系特聘教授廖咸浩
对记者说，齐邦媛是大时代的文学见证者，她学养深厚，胸襟宽
阔，为人和视野皆令人敬佩。

据新华社台北3月31日电（记者赵博、齐菲） 台湾2024工具
机展27日至31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600多家厂商在3350个
展位上呈现工具机数字化转型、环保节能的发展趋势。与会业者
表示，今年行业景气有望好转。其中，不可或缺的大陆市场为台
湾工具机业带来商机。

2023 年台湾工具机出口总额为 25.99 亿美元，较 2022 年减少
14%；工具机关键零组件出口 14.93 亿美元，较上一年同期减少
24.7%。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公会理事长陈伯佳表示，产业客户库
存去化已接近尾声，包括汽车、航天、半导体产业需求转强，行
业景气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出现转机。

本次展会上，不少业者表示，感受到客商询单热度增加，其
中不乏来自大陆市场复苏的因素。31日发布的统计显示，3月份，
大陆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8%，比上月上升 1.7 个百
分点，高于临界点，制造业景气回升。

《工商时报》《经济日报》 等岛内专业财经媒体分析指出，大
陆是全球最大工具机消费市场，也是台湾工具机出口最大市场。
台湾有三成以上中小型工具机厂专做大陆生意。近年来，大陆的
电动车、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崛起，对制造设备的需求强劲，为
台湾业者提供了广阔商机。

总部设在台中的旭泰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超音
波主轴模组，适用于电子、医疗、五金等多个制造行业。“我很看好大
陆市场。”总经理王政荣说，经多年发展，两岸之间已形成密不可分
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业者期待的是携手共荣，一起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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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工具机业者期待深耕大陆分享商机

台 湾 知 名 作 家 齐 邦 媛 逝 世台 湾 知 名 作 家 齐 邦 媛 逝 世

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依托区位优势，建立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基地17个，年蔬菜出口货值达42.55亿元。图为新田
县中山街道东升村，农民在忙着春耕。 钟伟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