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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故乡

白先勇与昆曲结了一辈子的缘。抗战
胜利后，只有9岁的他，在上海随家人去看
戏，恰好赶上梅兰芳登台演出。由于抗战
期间久未表演，梅兰芳担心皮黄戏调门
儿高而唱不上去，再加上自己的琴师没
来上海，便与京昆名家俞振飞搭档唱了4天
昆曲。

“恰好我看到的，是最后一天的 《牡
丹亭·游园惊梦》。当时年纪虽小，可是
不 知 为 什 么 ， 其 中 《皂 罗 袍》 那 支 曲
子，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里。”白先勇回
忆，第一次接触昆曲，好像冥冥中有一
条情索，把他和昆曲连在一起，再也分
不开了。

生于广西桂林的白先勇，儿时辗转多
地，后来在台北住了 11 年，又前往美国生
活 40 年，退休后重回台湾。有人问他乡关
何处，他总是回答：“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我
的故乡。”故乡对于白先勇而言，早已超越
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关于精神寄托和文化
乡愁。“听到昆曲乐声一响，就好像回到了
家。”他说。

在不到 30 岁的青春时节，白先勇便已
创作出惊艳文坛的代表作，满纸尽是人世沧
桑之感，仿佛拥有“老灵魂”。学者夏志清
赞誉其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
才”。经典小说 《游园惊梦》 讲述秦淮河畔
昆曲名伶蓝田玉一生起伏的命运，白先勇几
易其稿，写作时启发灵感的唱片“听得都快
磨穿了”，播放的正是梅兰芳的《牡丹亭·游
园惊梦》。

1982年，白先勇将小说《游园惊梦》改
编成同名舞台剧。剧中女主角唱了几段昆
曲，昆曲的文武场 （即乐队） 也被搬上舞
台。梅兰芳义女、著名华裔影人卢燕和昆曲
名家华文漪都曾担纲主演。昆腔绕梁袅袅不
绝，锣鼓笙箫旖旎多情，在中国话剧史上，
率先将昆曲融入话剧在舞台上演出，在两岸
演出均轰动一时。

惟愿昆曲常青春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但
纵有 600 多年历史，享有“百戏之祖”美
誉，昆曲却逃不过大师老去、观众老化的传承
危机。昆曲名家汪世瑜回忆，当时台上演员比
台下观众还多，观众七成以上都是老年人。

昆曲如何在新世纪寻回观众？制作一出
经典大戏，借此培养一批青年演员接班，并
以青年演员吸引青年观众——这是白先勇想
到的办法。2003年，他携手江苏省苏州昆剧
院，并集结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联手创
作青春版《牡丹亭》。

“我们选中《牡丹亭》，因为这出戏本身
就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容易被
青年观众接受。《牡丹亭》 是明代剧作家汤
显祖的扛鼎之作，明传奇中的翘楚，几个世
纪以来在舞台上搬演不辍。”白先勇说，将
这出戏定名为“青春版”，是希望昆曲生命
能永葆青春。

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台北首演大获

成功，并掀起“昆曲热”，此后20年连演不
衰，累计演出近 500 场，共吸引 80 万观众，
其中约六成是年轻人，主要是高校学生。有
大陆学者认为，1956年，昆剧《十五贯》是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青春版 《牡丹
亭》则是“一出戏传播了一个剧种”。

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首度进入北
京大学演出，当时至少有95%的学生从未接
触过昆曲。2009年，白先勇推动“昆曲传承
计划”在北大落地，并陆续在台湾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等校设立昆曲讲座，希望带动更多
青年学子欣赏昆曲之美。2018年，来自北京
16所高校和1所中学的演员24人、演奏员14
人组团演出校园传承版《牡丹亭》。“两个半小
时的小全本戏，学生们演得有模有样。”白先
勇欣喜于多年来“昆曲进校园”开花结果。

一生挚爱在红楼

“我觉得 《牡丹亭》 和 《红楼梦》 是一
个调子，讲到底，都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美和情。两者展现的都是中国人的至美、中
国人的至情。”白先勇说，林黛玉路过梨香

院，无意间听见《牡丹亭》中的唱词：则为
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于是心动神摇，
如醉如痴。“那一段描写对我的启发蛮大
的。”白先勇说，曹雪芹是他的“师父”，自
己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阅读 《红楼梦》，
看了一辈子，它一直是枕边书。

白先勇说，《红楼梦》 书中提到的唱戏
主要是昆曲，贾府为了元妃省亲，去姑苏买
了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而苏州正是明清
两代的昆曲中心。元妃点的四出戏，《豪
宴》《乞巧》《仙缘》《离魂》 也都是昆曲，
分别来自当年流行的传奇本子 《一捧雪》

《长生殿》《邯郸梦》《牡丹亭》。
1994年，白先勇从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退休。《红楼梦》 导读是他在该校东
亚系主要教授课程，分中英文两种，持续近
30年。2014年，台大外文系毕业的他，受邀
回母校开设《红楼梦》导读通识课，以小说
家的眼光，将“庚辰本”与“程乙本”对比
解读，分三个学期讲完，讲稿汇编成《白先勇
细说红楼梦》一书，深受两岸年轻人欢迎。

“我觉得至少要把 《红楼梦》 从头到尾
看一次，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白先勇说，念过且念通之
后，对于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处世的道理
以及中国人的文字艺术，会有更深的理解。

白先勇说，现在人类社会进入AI（人工
智能） 时代，我们如何应对科技给生活带来
的冲击？“我劝现在的年轻人，要把中华文
化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AI即便聪明厉害，
却缺少灵魂。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灵魂，保持
文化的认同。”白先勇说，《牡丹亭》《红楼
梦》这类文学经典，乃至唐诗宋词、儒释道
文化等，在这个时代变得更为重要。“如果
好多人都看《红楼梦》，看《牡丹亭》，看懂了被
感动了，我想，那个人就不一样了。”他说。

台北市近日举办“象山田园
基地绿意生活开箱”活动，邀请
市民前来栽种绿植花卉，美化城
市环境。台北市近年来推动构建
田园城市，目前已建立700余处田
园基地，遍布市区内公园、校园
及闲置空地。

图为市民在台北象山田园基
地栽种绿植。

本报记者 孙天霖摄

▲ 白 先 勇
在台北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

◀ 昆 曲 青
春版 《牡丹亭》

“十二花神”的
设 计 受 《红 楼
梦》影响。

在香港视觉文化博物馆 M+的咖啡
店，市民李小姐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
有一款彩虹咖啡，其图案色彩与前不久
在此展出的日本彩虹艺术家的作品一模
一样。得知这是经作者授权的艺术打印
咖啡，李小姐立刻点了一杯，并开心地
自拍留念。

刚刚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看完
“圆明园——清代皇家园居文化”特展
的游客张先生，在楼下的“下江南”餐
厅里，吃到了慈禧太后爱吃的驴打滚小
吃。“以前也吃过，但今天的感觉真不
一样！”

在香港文化地标西九文化区，艺术
餐饮店尝试将艺术元素融入餐饮场景，
与博物馆展品呼应，将观展感受延伸到
舌尖味蕾，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M+楼下的咖啡店和顶楼的艺术主
题中餐厅“CVIEW华”，以及香港故宫
文博馆的博物馆特色中式餐厅“下江
南”，同属香港一家文化艺术企业集
团。“我们尝试通过餐饮将艺术融入生
活，这种方式更接地气，能覆盖更多人
群。”创办人吴振宇说。

“重要的是找对商业点。艺术品门
类很多，有的非常高冷，有的则雅俗共
赏。”吴振宇此前在一家老牌拍卖行工
作近 7年，这段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艺
术嗅觉和较为扎实的“落地”能力。

“首先要找到适合的艺术品，以大
众易于理解的方式演绎出来，还要符合
餐饮的特点和运营规律。”2018 年，吴
振宇初试水温的第一家艺术咖啡西餐厅
开业。

“店面挑高的空间差不多有四五米
高，非常适合举办艺术活动。”他邀请
艺术圈朋友来讲座和研讨，并推出了主
打产品——艺术打印咖啡，通过与很多
艺术家合作，展示和销售各种艺术潮
玩，市场给予了积极反馈，成为港岛的
热门餐厅之一。

2019年初春，吴振宇接到正在建设
中的西九文化区邀请，参与投标 M+咖
啡店。经过前后三轮的激烈竞争，最终
赢得标的。

“我们的产品有很强的独特性，而
且很灵活，可以紧跟博物馆的展览做各
种配合，不断吸引人流，这是艺术餐饮
的独特竞争力。”吴振宇说，他们配合
M+草间弥生作品展推出的南瓜作品打
印咖啡，香港故宫文博馆三星堆文物展
推出的三星堆面具造型雪糕和巧克力，
都深受欢迎。

吴振宇第一次参与竞标的时候，西
九文化区还是一片工地。而今，随着一
系列文化设施的相继建成及配套完善，
这一区域已然成为香港的文化地标。

在吴振宇看来，香港是全世界最大

的艺术交易平台之一，每年的艺术展会
备受业界关注。近年来香港故宫文博馆
等一批新博物馆的出现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海内外艺术人才。

“现在香港的文化艺术生态活力满
满。”吴振宇说，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会给艺术餐饮
带来发展新机遇。

他们以艺术餐饮店为平台，不断推
出相关艺术项目，开展文化交流。今年
3 月，他们先后举办了好几场重量级的
艺术分享会，包括邀请来自欧洲等地的
艺术家进行对话和研讨；还与美国插画
家合作，制作其作品的打印咖啡和打印
饼干。此外，他们尝试开办工作坊，拓
展茶艺、插花等新品类。

在艺术餐饮的探索之路上，做好博
物馆项目一直是吴振宇的“初心”。他
透露，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近期推
出其IP产品新系列，他们正紧锣密鼓地
研发餐饮新品与之配合。

“我相信市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需求是个趋势，作为业内人士我们
有责任做好市场推广。”吴振宇说，“特
别希望能为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尽一
点力，这是我非常想做的。”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敏）

作家白先勇：

AI时代，中华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作家白先勇一生有两大追求，分别关于昆曲和《红楼梦》。从主持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
亭》到细说《红楼梦》，他用融入现代感的全新诠释，让古老经典走进更多年轻心灵。耄耋之
年，白先勇仍不断奔走推广，只为中华传统文化至美的传承。

白先勇在台北接受记者专访时，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回台庆演刚刚落幕，60万字的
主题新书同样新鲜出炉。前期艺术导赏、演出谢幕致辞、新书发布演讲……台上的他始终神采
奕奕。白先勇解读《红楼梦》的袖珍版书籍也问世不久，他还为此首次在Tik Tok（抖音国际
版）上开讲，希望带动更多人领略经典魅力。

来香港，体验舌尖上的文化来香港，体验舌尖上的文化

本报电（钟欣） 由穗
港澳三地联手打造的2024
年“粤韵湾区杯”作文与
美术主题大赛近日在香港
九龙丽泽中学启动。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副局长施俊辉表示，穗港
澳三地同受岭南文化熏
陶，文化同源、语言相
通、人缘相亲。这次活动
正是让三地学子切磋所识
所学、分享所感所悟的理
想平台。香港特区政府教
育局期望为增强粤港澳大
湾区内的文化交流与教研
合作、促进大湾区青少年
的互动作出贡献。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
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嘉祺
表示，穗港澳三地地缘相
近、人文相亲。文化传承
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期望三地学生通过参与本
次作文与美术主题大赛，
更好传承中华文化。

广州市教育局宣传与
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刘琦
宝表示，去年广州市教育
局与广州日报社主办“粤
韵杯”赛事，收到7万余件
作品，在网络上收获超过
3500万次点赞。今年大赛
进一步拓展，与港澳两地教
育局共同联动，期待穗港澳
三地青少年发挥丰富的创造
力，再创佳作，用文艺创
作牵紧大湾区情感纽带。

活动现场还展出了
40 件粤港澳三地中小学
生美术作品，每一幅画的
笔触饱含浓浓深情，刻画
出大湾区的标志建筑、传
统艺术和地道美食等，充
分展现了粤港澳青少年对
岭南文化的热爱，也让人
感受到他们对文化传承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 现场展出的 2023
年大赛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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