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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魏海敏，熟悉京剧的朋友肯定不
陌生。有着“台湾第一梅派青衣”美誉的
她，早在两岸音书隔绝的上世纪 80 年代，
便在港私下拜梅葆玖先生为师，成为其开
门弟子。此后十余年中“带艺投师”、密
集学戏，是众人称叹的“梅门大师姐”。
更因感佩梅葆玖先生直到最后一刻仍不忘
传播戏曲，笃志做“京剧推销员”。

2016年，梅葆玖先生仙逝。2017年清
明时节，魏海敏以 9 曲梅派经典唱段汇成

“梅派曲集”，深情缅怀恩师。
如今是大陆戏剧梅花奖和白玉兰奖

双奖得主的魏海敏，在自传中写，此生
为了上台做准备。已过耳顺之年的她，
如今大部分时间在大陆，对本报记者笑
称自己正迎来事业的第二或第三春。大
幕不落，红氍毹上，梅派京剧正于当代
摇漾风情万端。

懂行观众渐少，梅派如何传承？

记者：流派的概念在台湾有着怎样的
接受情况？现在还有很多人讲这个吗？

魏海敏：流派这个事情，在台湾当地
的环境是，确实观众中懂得的人越来越少
了。懂得流派的好坏，懂得里面更深的东
西，达到一种欣赏的高度，越来越少人有
了。但我想一个演员，如果没有流派的浸
润，还是比较空泛的。因为流派起到的作
用，其实是帮助演员更全面地发展，发展
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加入自己成熟的观
念，这才是一种比较完整的训练方式。

记者：您作为梅派传人，代表梅派在
台湾的当代发展，您觉得梅派如何能更好
地传承？

魏海敏：我们有些时候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但是我觉得未来的演员，应该有
更全面的教育培养。现在年轻演员没有更

多的时间来学戏，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太
大，一个月有很多的演出。真要去演一出
流派传承的戏，不多见。大概顶多两三个
月才轮到唱一次，相比之下真的很不够。

在这个时代，要成为一名京剧演员，
说不定要花费更多力量。因为他们已经没
有那个传统生长的环境，可以让他们有更
多的养分。现在没办法，那他自己要从什
么地方去得到，是要费一些功夫的。

谁在走进戏院，看到了什么？

记者：据您观察，京剧观众的年龄层
是什么样的？

魏海敏：现在的观众在我看来比较铁
杆的是五六十岁的、已经或面临退休的女
性观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观众群。年轻
人当然我们极力想要吸引他们，让他们进
到剧场看戏。但做归做，什么时候能发
芽 ， 我 们 不 知 道 。 我 现 在 有 很 多 “ 粉
丝”，年龄层也都不高，有“80 后”、“90
后”，他们真的很不错。

京剧是具有程式化特点的剧种，所以
在表演的时候，你往往看技巧的层面会比
较多，受感动的层面基本上是会减少的。
但是老年观众，在看技艺之外，还在看回
忆，感受年轻时候的回忆。他的取决点不
在于这个戏有没有意义，对这个戏他是有
感情的。

但年轻观众不是这样，他来接触你的
时候，他就是全盘地在观察，你这个戏好
不好看，有没有意思。如果没意思，掉头
就走了，所以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记者：您收到过怎样的观众反馈，比
较喜欢的评价是什么？

魏海敏：那当然是，“一种美好的观
剧经验”。另外，因为戏曲讲究美，尤其
梅兰芳老师，他的审美水平是很高的。他

编创所有的角色，前提是以美作为一个指
标。

我很喜欢这些年轻观众说，我演某一
个角色，让他特别感动，好像看到了女主
角的个性、背景等，这是我最喜欢的。因
为这块是我刻意想要去经营的部分，他看
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做到了吧。

四大名旦后，京剧如何发展？

记者：京剧目前在台湾以新编戏为
主，大陆戏曲界也开始探索各种形态。您
如何看待当前两岸新编戏的创作？

魏海敏：创新戏在台湾的创作历程还
是比较长。所以经验比较丰富，题材也比
较多元。大陆的创新戏有很多都希望是比
较主流的，希望
有一种更正规的
观念。但所谓专
业的戏曲创造，
到底是要什么样
的方式，现在比
较模糊。你可以
话剧式，可以地
方戏曲式，京剧
式 倒 反 而 变 弱
了。

真正的传统
戏曲的编创，在
梅兰芳老师以前
都比较以男性为
主，但那个戏剧
的形态，其实是
一个很传统的方
式。从梅兰芳老
师之后，你可以
明显看到，女性
题材的戏就创造出来了，比较多了。以前
都是以老生为主，后来就以女性为主，所
有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都是
这四大名旦所创造出来的戏。

京剧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在梅
兰芳老师他们那个时代创造出来，我认为
已经到最高点了。就它整个的形式，唱念
做打所运用的元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一座高峰。

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进步，但我们的
戏曲还没有进步，还维持在原本的元素。这
不是说一下就能改变的，没有那么容易。你
要找到新的形式，要有新的观念、新的审美
在里面，这个部分确实是现在的课题。

喜不喜欢京剧，这是个问题？

记者：大陆知名京剧女老生王珮瑜在
《奇葩说》节目中说，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
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还有一种是还
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您怎么看？

魏海敏：她的前提是每个人看了京剧

都会喜欢。但照我来讲不是的。或许应该
放大一个方向，其实有些人比较倾向于东
方文化，有些人比较倾向于西方文化。比
如民国时期，有很多国人喜欢西洋的东
西，跳舞、电影，他天生地更趋向于西化
的生活。但有些人就是喜欢很古老的中
国，书法、字画、古琴，这是前几世的灵
魂慢慢到这一世来，你就是这样的人。

京剧本身确实是一个过去精彩的东
西，现在我也不认为京剧真的很精彩。因为
已经没有那个创意了，这些戏都是我们前
辈创造的，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来，还在演这
个戏，根本没有创造、创意嘛。不是某一些
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大环境慢慢影响的。

人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命运，
京剧也有它的命运。但它应该还是源远流

长的，有很强的力量可以一直延展下去。
记者：如果让您模仿这个句式，来描

述下京剧观众，您会怎么说？
魏海敏：我的感觉是说，只要看京剧

受到感动的人，他就是一个身心灵都结合
的人。因为很多人身体和心其实是分开
的，更不要说他的灵了。身心灵结合的境
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真的看懂一个
戏里在讲什么事情，受感动的那一瞬间，
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合一，是非常有帮助
的。我想艺术都会是这样的。

走过许多城市后再回到香港，很多人
不得不感叹这是一座有着自己独特“味
道”的城市。深藏在香港小巷深处的老字
号店铺不仅让很多老食客吃到记忆里的味
道，也让新食客感叹名不虚传。

从门庭若市到濒临倒闭

在熙熙攘攘的铜锣湾，绿底红字的
“金记冰室”招牌引人注目。走进店中，格
子地砖、老旧电器、木质卡位，似乎将人带
进香港电影的场景中。打开菜单，奶茶、生
牛肉捞面、菠萝油……这些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就深受香港市民喜爱的食物，今天
仍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目前已有 50 多年历史的金记冰室在
香港有十多家连锁店。而这家现已小有
名气的冰室品牌，2000 年初也曾因为没
有传人面临倒闭的风险。

金记冰室是在香港筲箕湾起家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大兴土木，冰室
以其食物的快速、平价与美味招揽来不
少建筑工人。随着食客增多，口口相
传，金记冰室也成为地区内不少学生和
居民吃饭的地方，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
集体记忆。

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金记冰室最初
的经营者已年过九旬，无心无力再经营这
家茶餐厅，而他的后代也未能接手这家冰
室。倒闭还是继续经营？金记冰室走到了
存亡的十字路口。

下一代接力老字号店铺

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叶德平

说，看到不少香港老字号店
铺面临困境，他感到十分遗
憾。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
人，这些老字号店铺对他来
讲不仅仅是一家店铺这么
简单，更承载着香港人童年
的回忆和香港独有的饮食
文化。

在金记冰室面临倒闭
时，“80后”谢海发找到金记
冰室的老板，买下了这个品
牌，并开始经营这家老字
号。“我从小在冰室附近长
大，成为冰室老板可以说是
我的一个梦想。”

由于对“老香港”感
情深厚，谢海发还费了一
番工夫让店铺呈现香港过往的模样。他
与当年经营茶餐厅的伙计切磋交流，走
访香港还未消失的地标建筑，搜集过往
的老照片，从菜单的设计、饭店的装修
到菜品的味道都尽量还原“老味道”。

老字号品牌逐步商业化

在发展过程中，不少老字号都走向
商业化，但与此同时这些老店牢记着自
己的文化使命，力图兼顾传承与创新。

在叶德平看来，老字号店铺有两个
特点难能可贵，一是人情味，二是手工
制作。很多老店不仅卖东西，多年扎
根，还已与当地居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
起，成为人们“亲情的纽带”。

此外，许多老店因为手工制作，用
料天然，所以制作十分考究。“老店不仅

是老店，而是有生命力的。”
在传承的过程中有所创新，才能让商

铺逐步转型。现在香港的“网红”饼店奇华
饼家正是一例。有着近80年历史的奇华饼
家秉承“创新求变，传承饼艺”的理念，由
一家小型糖果杂货铺“华丽转身”，变为拥
有近百家分店的品牌。

据介绍，奇华饼家在保持原有传统味
道的同时不断开发多元化的中西饼食，引
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坚持本地制作的基
础上提高生产效率，并着力改革品牌形象
和产品包装。

“ 可 以 商 业 化 ， 但 不 仅 仅 是 商 业
化。”叶德平说，“我希望很多老字号店
铺在慢慢扩张的同时，记得开店铺时最
初的样子，通过自己的产品还原当时的
香港记忆。”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迎春年花日前在港亮相，超大兰花组合吸引眼球。众多兰花中有一款名
为“瑞犬报喜”，其花瓣在阳光下呈现金黄色，晶莹透亮，一抹淡淡胭脂粉红围绕
桃红色花蕊，花色饱满如同遍地黄金。图为模特与该兰花合影。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法 律 制 度 是
香 港 社 会 的 支
柱，而法治则是
法律制度赖以成
功的基石。实行
法治见诸众多方
面。法律是通过
实 践 而 得 以 彰
显，但是不应该
只由律师、法官
和政府实践。更
重要的是，整个
社会都应该遵守
和尊重法治。我
们的日常生活和
一举一动，都是
法治的明证。

我 们 各 人 须
共 同 承 担 责 任 ，
尊重、提倡和推
动法治，作为香
港 社 会 的 基 础 。
由国际组织进行
的 各 项 客 观 研
究，均显示香港
的法治水平持续
提升，但我们千
万不能自满，仍须努力改进，精
益求精。我们一方面必须继续坚
决捍卫和维护法治，另一方面也
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切勿任
意发表贬低法治，并可能对其造
成损害的武断言论。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
郑若骅

有时候，人们或会把个人对法
律程序的结果的期望，与司法体系
是否公正，或相关的法官是否正
直，联系起来。这情况在近年法庭
处理的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时，尤
其明显。这些案件来自政治、经济
或社会事宜。

因此，至为重要的是针对司法
机构工作的评论，不论表面看来是
褒是贬，都应当在有理可据的基础
上做出。

对绝大部分在香港的人来说，
法治是重要的。任何对法治的无理
批评绝不会对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马道立

法律界一直以来，都在适应各
种转变。香港在未来必定会面临众
多转变。全球化现象必然会继续为
香港带来更多新机遇与挑战——随
着“一带一路”、大湾区、与东南
亚国家联盟签订的经贸协议等社经
计划的落实，必会为香港引进更多
人才、商品、生活模式及不同文
化价值，意味着我们将面临更多
转变。

我们应谨记，只有当我们愿意
放下自己的保守心态，才可以利用
新的思维模式处事，找出与他人共
通的共同利益，真真正正的“适应
转变”。

——香港律师会会长苏绍聪

台湾第一梅派青衣

魏海敏：从师三十载，创新无止境
本报记者 张 盼

（扫 描 二
维码，阅
读人民日
报中央厨
房“日月
谈”工作
室长文版
访谈。）

魏海敏与恩师梅葆玖先生最后的合影。 资料图片

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晚会上，魏海敏 （右） 与梅派男旦第三代传
人胡文阁同唱《梨花颂》。 （全国台联供图）

香港老字号：留住味觉记忆
周雪婷 李雯迪

香港金记冰室。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香港迎春年花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