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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传统戏曲
在台湾在台湾⑤⑤

不同于昆曲贵为“百戏之母”、京剧曾是
“国剧”的地位，豫剧作为河南省地方剧种，能
够在台湾立足背后的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1949 年到台后，蒋介石看重豫剧“教忠教孝”
的意义，外省官兵中不少亦为河南籍，一时间
军中豫剧团队纷纷成立，后随观众老去而退出
舞台。六七十年间，豫剧在台湾依靠河南原乡
的力量，并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薪火相递的顽强生命力

“激昂凄楚、热耳酸心”，台湾学者曾永义
如此形容豫剧。1949 年后，豫剧随国民党军队
来到台湾，主要用于鼓舞士气和慰藉乡愁。尽
管台湾三军均成立过自己的豫剧队，民间亦有
零星的豫剧团队，但海军陆战队于 1953年成立
的“飞马”豫剧队，却表现出最顽强的生命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飞马”豫剧队的灵魂
人物是张岫云，她在河南崭露头角，并深得京
剧老生马连良赞许，赴台后大放异彩。蒋介石
看过她率团演出的“爱国名剧”后大加赞赏，
向在场军政要员称“豫剧是最富教育之剧种”。
随着“艺术为政治服务”年代远去、爱听经典
老戏的外省老兵凋零，豫剧团相继解散，仅存

“飞马”豫剧队一枝独秀，后成为台湾唯一的公
立豫剧团队，更名“台湾豫剧团”。

曾永义说，中国地方戏曲剧种，如果算上
大戏、小戏、偶戏共400余种，随国民党当局迁
台而传入的也有 10来种。这些新传入的地方戏
曲虽在过去几十年中曾慰藉不少人的思乡情
怀，但迄今犹能像豫剧那样活跃于舞台，且老
干新枝薪火相递者，可以说完全没有。

台湾学者王安祈认为，其实豫剧在台湾的
处境十分尴尬，没有原生土壤的草根，也没有
京昆的学术定位，但是它却受到公家保护，因
此每当面对资源的争取分配时，豫剧总是难以
理直气壮。但最强有力的论述就在艺术自身，
梆声一响，民间活力跃然登场，信手拈来尽是
自然口语，寻常琐事沁人心脾，激动处掏肝剖

肺痛快淋漓。

不只是年纪大的人才懂

韦国泰是“飞马”豫剧队最后一任队长，
并在剧队改制后续任负责人 10余年。他对记者
说，“我们早前接触台湾年轻观众，他们说，豫
剧是老一辈的娱乐，我们不喜欢。我就想，老
一辈是到老了才喜欢戏曲吗？不是这样啊，他
们也是从年轻时开始培养兴趣的，那我们为什
么不能培养年轻观众？”

有“台湾豫剧皇后”之称 （台湾河南同乡
会颁赠）、台湾豫剧团顶梁柱王海玲告诉记者，
豫剧团原先真的是靠外省老兵捧场，不止是河
南人，周边几个省的人也喜欢看，后来老观众
越来越少了。“不光是从业人员传承戏曲，观众
也要讲传承。这些年我们进校园做推广，很多
年轻学子看过后才知道这么好、豫剧不只是年
纪大的人才懂得欣赏。”

据王海玲介绍，京剧和歌仔戏等其他剧种
的观众也会来看豫剧。“觉得好看，很精致，又
很有艺术性，观众也不在乎语言。其实河南话
跟普通话差不多，在语言上没有那么大的隔
阂 。” 她 曾 听 观 众 将 豫 剧 称 作 “ 中 原 歌 仔
戏”，还互相介绍说豫剧来自大陆河南、跟歌
仔戏很相似。王海玲深以为然，“都是地方性
的剧种，表演非常具有乡土性、很淳朴，大
喜大悲。”

王海玲说，两岸观众的欣赏习惯不大一
样。大陆观众比较“重口味”，音响要开得很大
声，拖腔要够长，很注重技巧性的表演。大陆
演员的表演比较夸张，很卖力，这也是观众期
待看到的。台湾讲究比较自然、接近生活的表
演，也很活泼、很多元。“大陆豫剧演员的基本
功很扎实，嗓音很好，唱的都是纯正河南腔。
我在台湾生长，先学会了河南话，才学习唱
念。大陆同行觉得我的河南话说得还好，我的
学生再往后说得就没那么纯正了。”

借大陆资源缓解“人才荒”

韦国泰说，有人会认为豫剧是大陆原生
的，但在台湾落地扎根，你要有自己的东西。
30 年前开始跟大陆交流，我们的戏除了音乐，
甚至导演、编剧、舞美也都用大陆的人才，后
来逐渐选用台湾当地的人才。现在除了音乐上
的创作还要依靠河南方面帮助，其他基本可独
立进行，演出一直很受观众欢迎，上座率基本
超过九成，年轻观众也有很多。

“豫剧在台湾如果只用当地的人力发展，肯
定早就无疾而终了。”韦国泰说，20年前我们就
已经懂得运用大陆的戏曲资源，帮助豫剧团队
在台湾成长进步。河南省近来也一直帮忙义务
培养人才，台湾学生送过去，那边机票食宿全
负担。

王海玲说，“台湾豫剧团演员只有 20 人上
下，连箱管 （戏曲衣箱管理者） 都要去兼任演
员。有大陆豫剧团听说才这些人，说你们这戏
怎么演啊。我们就戏谑，我们是小而美、小而
省啊，要加强功能性。编制小，经费少，但功
能性却强。”

“台湾戏曲学院早年已经把豫剧科取消了，
我在 2014年就去找校长，说再这样下去这个剧
种在台湾会毁掉。”台湾豫剧团现任团长彭宏志
对记者说，现在戏曲学院学生“学科”课时量
高于“术科”，慢慢地“术科”就变弱，他便找
歌仔戏科主任谈合作，帮助辅导歌仔戏学生身
段并送其去河南学豫剧，“联合培养、两条腿走
路”，有豫剧演出需要可抽调歌仔戏演员，尝试
缓解“人才荒”。

据韦国泰介绍，台湾豫剧团还统筹设立了
“南戏小镇”，除豫剧团外，另有 10个台湾南部
剧团，如歌仔戏、客家戏、布袋戏等，原先是
台湾南部传统戏剧教育资源网的概念，不久后
也将在实体剧场落地。“台湾豫剧团培养了很多
人才，够努力，够水准，面临危机时总有贵人
相助，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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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豫剧
团经典剧目 《杨金
花》 宣传照，图左
为名角王海玲。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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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占中”中负责清场的 7名香港
警察，因涉嫌殴打袭警人士，近日被判入狱两
年。这一判决震惊香港。至此，“占中”者普
遍获轻判或逍遥法外，而辛苦执勤、承受巨大
压力的警察却因一时失误遭重判。这样的判决
是否合理，将对香港造成什么影响？

社会普遍不满

“我个人对这个判决感到非常意外”，香港
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顾敏康教授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他说，一般而言，司法独立
意味着法官判决案件不需要各方满意。但是，
当一个判决令社会大众普遍感觉不满意时，很
难说这个判决是公正的。

顾敏康说，毫无疑问，警察在执法时殴打
疑犯是不可以的，也可能因此构成犯罪，但对
7 名警察一律判处两年监禁显然是过重了。法
官根本没有考虑这 7名警察当时面对的是穷凶
极恶的疑犯，他们被围攻、被淋尿液、被辱
骂，殴打疑犯是在极其愤怒下的激情冲动行
为。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冲动失去职位和有关福
利，已经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罪成而判
缓刑是比较合理的。

诉讼期间，法庭收到上千封来自市民的求
情信，为警察中的首被告求情。警察被定罪
后，有法庭外民众当场痛哭失声，批评“判太
重”“警察难做”。2月 20日，不少香港市民和
民间团体上街声援警察，并为失去俸禄的他们
募捐生活费。

法官立场偏颇

香港适用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 （判例
法），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此，顾
敏康认为，此案中法官的立场的确引起了公众
的质疑，因为人们看到那些反政府人士虽然因
为冲击政府或袭警被判罪成，但往往是“高高
提起、轻轻放下”、所判处的刑罚往往是社会

服务令；相反，为维护香港法治作出贡献的警
察却因为冲动殴打行为需要被监禁两年。“如
果这样都可以，那么香港的法治就令人十分担
忧了。”

判决此案的法官杜大卫是英国人，而香港
法律系统中不仅有大量外国籍法官，且更多人
是港英政府培养出来的。顾敏康说，从制度上
讲，《基本法》 允许保留这种状况。但是，这
种制度显然存在商榷的地方，那就是立场问题
可能影响他们对案件的判断。

他举例说，法官在轻判冲击政府广场的学生
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时，认为此案与其
他刑事案件不同，他们犯罪是因为出于良好的动
机，即真心因自己政治理念或对社会现状的关心
而“表达自己诉求”（冲击变成了表达诉求）。

法治严重受损

袭警的曾健超仅被判囚 5周且获缓刑，7名
警察成了整个“占中”事件中获罪最重的人。顾
敏康认为，这个判决对香港法治的冲击巨大，因
为“占中”搞手至今逍遥法外，维护法治的警察
因为冲动行为被重判，令将警察妖魔化的反政
府人士感觉理直气壮，令整个警队的士气严重
被挫，政府依法施政将不可避免受到更大阻力，
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动荡。这令人担忧。

2014 年香港“占中”期间，7 名警察肩负
守护公共秩序的工作，示威者曾健超刻意挑衅
在先，站在天桥上向桥下10多名警员淋泼尿味
液体并拒捕，眼见同僚受辱，7 名警察在拘捕
过程被指殴打曾健超。香港舆论普遍认为，7
名警察对曾健超有辱人格的挑衅产生反应是人
之常情，绝非恶意或无缘无故的袭击，也没有
对曾健超造成严重伤害。因此，特区政府律政
司将7名警察告上法庭，本来就是小题大做。

对此，律政司起诉警察也是依制度办事，
但“占中”过去两年多，律政司却迟迟不起诉

“占中”搞手，对香港法治有重大负面影响。

警察被重判冲击香港法治
——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顾敏康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顾敏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平平

鸿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投资“摩拜”
了，几乎同一时间，“优步”宣布 2 月 10
日退出台湾市场。公用自行车“摩拜”和
网约车公司“优步”，都堪称共享经济的
代表。不想，大陆的“摩拜”受到台湾知
名企业家青睐，投资入股参与其中；“优
步”在台湾成立 4 年、运营 1500 万人次，
却被处巨额罚单被迫出局。两种态度截然
不同，耐人寻味。

或许个案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台湾当
局与台湾企业家存在认知差距倒也不是新
鲜事。远的不说，今年春节期间在台湾海
基会举办的台商联谊会上，仍有台商恳切
呼吁“应尽快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寄希望于条例通过后可以重启两岸服贸协
议。不管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如何答复，
实际上台“经济部”去年就裁撤了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小组，台湾媒
体直言“服货贸走入历史”了。

企业家与台湾当局立足点不同，存在
认知偏差难免。不过，无论企业的管理
者还是地区的领导者，同样需要审时度
势。优秀企业家更会有清醒的自知，明白
世界不会因你而变，你只能随着世界而
变。他们会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顺势
而行，应势而动。这正是郭台铭看好“摩
拜”的原因所在，他看到的是“摩拜”代
表的新趋势。而台湾当局是如何应势而动

的呢？放弃 ECFA，拒绝与一水之隔、蓬
勃发展的大陆合作；舍近求远，积极争取
加入未来飘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半年前更强力推动“新南向”政
策，押宝在尚不成熟的东南亚市场。结
果，TPP 因美国退出面临无疾而终的命
运，“新南向”政策更是钱投了不少，始
终看不到起色。

从台湾当局对企业界的回应看，并不
仅仅是审时度势能力不足，判断失误。他
们一再承诺要“维持两岸现状”，表示将
优先处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显然明
了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的重要性。但向来
靠两岸关系紧张渔利的民进党，只要怀了
一党一己之私，就很难客观看待两岸关
系，很难从台湾前途命运出发，作出真正
有利于台湾人民福祉的决策。这也正是企
业家看清什么样的两岸政策对台湾有利，
台湾当局却背道而行的原因所在。

结果是可以想见的。企业家自会寻找
出路，纵横四海。台湾向来不乏优秀的企
业家，近一段时间，鸿海、台积电、台塑
等大企业纷纷传出境外投资建厂的消息。
可怜的是台湾老百姓，他们只能在台湾当
局固步自封的政策下坐困愁城。

郭台铭为何跟“摩拜”结拜？
木 鸣

郭台铭为何跟“摩拜”结拜？
木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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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2月20日电（记者周雪婷）
2016年香港旅游业表现低迷，香港迪士尼乐园度
假区也不例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20日召开
的 2016财政年度业绩发布会披露，乐园 2016财
政年度净亏损1.71亿港元，为连续第二年亏损；
同期入场人次为610万，同比下跌近10％。

面对接连亏损，香港迪士尼乐园积极应
对。为吸引更多游客在乐园停留更长时间，乐
园度假区第三间酒店——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
店将于4月30日开幕。与此同时，上月开张的

全球迪士尼乐园首个漫威主题游乐设施也赚足
眼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刘永基
表示，该游乐设施在港正式开幕后，显著推动
了农历新年假期游客数量的增长，乐园入场人
次同比增加13％。

此外，香港迪士尼乐园已提出109亿港元的
全新扩建发展计划建议，正待特区立法会审批。
计划包括增建漫威超级英雄及迪士尼电影《冰
雪奇缘》两大主题区，扩建城堡及广场，推出日
夜两场全新汇演，探险世界也会加设新体验。

连续两年亏损 香港迪士尼乐园出招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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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谢希语）第六届
全港运动会 （港运会） 2月19日在九龙公园
体育馆主场举行十八区誓师仪式，标志着
全港十八区的参赛运动员已准备就绪，将
在4月23日至5月28日举行的各项赛事中全
力以赴、争取佳绩。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

在主持誓师仪式时表示，港运会是特区政
府推广体育“普及化”的其中一项重点活
动，不仅为来自十八区的业余运动员提供
尽显潜能的大好机会，同时也能提升市民
对居住地区的归属感，加强社区凝聚力。

第六届港运会共设有8个体育项目，包
括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

泳、乒乓球、网球及排球。各区通过公开
形式甄选出符合参赛资格的居民，现已组
成地区代表团参赛，共有约 3200 名运动员
参与。

第六届港运会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
主席汤伟抡在仪式上表示，港运会作为一
个本地大型体育活动，已被纳入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

港运会自 2007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
由香港体育委员会主办，是以十八区区议
会为参赛单位的全港性大型综合运动会，
旨在为社区提供更多参与、交流和合作体
育的机会，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香港将举办第六届全港运动会
推广社区“普及体育”文化

身为河南人，记者在台期间听说豫剧在当地颇有市场，其

实有些意外。歌仔戏、客家戏受热捧倒不稀罕，毕竟闽南人和

客家人占台湾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若说起豫剧，别说观众

要一路听着相对陌生的河南方言，就是在台湾生长的演员想学

河南话也难。即使这样，也愣是在宝岛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