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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全国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台湾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是梅葆玖的开山弟子，1991 年拜入梅门，近 30 年

的师生情谊，为两岸文化交流创下许多佳话。近日，魏海敏专门赴北

京、天津等地，参加了多场演出纪念活动。本期采访魏海敏，请她讲述

数十年来，对京剧艺术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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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为了参加纪念梅兰芳诞辰
130 周年和梅葆玖诞辰 90 周年活动，魏
海敏再次专程从台湾来大陆，驻留将近
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连续演出，她还要到
北京京剧院带带梅派弟子，为她们说说
戏。这几年，魏海敏多次来京举办“在梅
边”系列活动，这是梅葆玖仙逝后，魏海
敏为了怀念师恩特别策划的项目，是对
恩师的纪念，也是对梅派艺术的传承。

2009 年，魏海敏来北京演出京剧
《金锁记》，记者曾有幸现场观看了这部
将张爱玲同名小说《金锁记》进行改编的
京剧作品，该剧以全新的叙事形式，给观
众带来不同以往的戏剧体验。

魏海敏的作品给戏迷的感觉是非常
“新派”，多年来她在戏曲领域做了诸多
大胆的探索和极具跨越性的演出。记者
在10余年来数次采访她，却感到她的性
格和为人颇有些“老派”，她严肃、谨慎、
内敛、低调。

采访她的那天，记者来到她下榻的
宾馆，已是名角儿的她，就住在北京京剧
院对面的一家普通宾馆里。她认真配合
记者的提问，每个问题都审慎回答。且
未间断地谈了足足四个小时之久。过程
中，见她也只是孤身一人，身边并无随
从。谈到北京，虽已在两岸间往来 30
年，但她对北京的地理似乎并不熟悉。
她说，每次来都住在北京京剧院附近，就
是为了方便学戏、演戏、传戏，其余时间，
几无其他活动。

访谈间，可见她独到的艺术见解、广
阔的视野和较深的文化修养。

“艺术家到最后比拼的，是文化底
蕴、文化视野和文化修为，以及为人处事
的态度。”魏海敏对记者说。“梅兰芳先生
博学多才、谦虚谨慎、广纳众言、呵护弱
小，这是他在那个戏曲演员普遍要‘跑江
湖’的旧时代里，能够脱颖而出，一跃成
为真正的艺术大家的重要原因。这也是
我从梅兰芳先生的身上所受到的启发。”
魏海敏补充道。

纪念梅兰芳先生和梅葆玖先生，一
方面是继承梅派艺术，而更为重要的，是
要尊重、学习、继承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
神财富。

魏海敏的
“老派”与“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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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梅葆玖，传承梅派艺术

魏海敏说，在她的演戏生涯中，有很多重
要的事情，而第一重要的事，就是拜梅兰芳之
子梅葆玖先生为师。

魏海敏自幼在台湾学戏。1971年，13岁
的她第一次挑大梁出演《穆柯寨》女主角穆桂
英。1978 年，20 岁刚出头的魏海敏，从台湾
海光剧校毕业，已成为海光京剧队的当家青
衣花旦，魏海敏在青年时就是台湾红极一时
的演员。用她的话说，自己从小便感受到传
统的美好和传统的力量。

回忆起第一次看梅葆玖先生演出，是在
香港，1982年。

因缘际会，1982 年，魏海敏在香港观
赏到梅葆玖和童芷苓等梅派名家的演出。
从小学戏的她，过去对于梅派的认知还不
是那么具体，但是当时坐在台下的魏海
敏，不断被震撼和震动——当时的她，正
身怀六甲。而那几年，已是“台湾最忙全
才旦角”的魏海敏，正对前途偶感迷惘，
不知该何去何从，甚至曾一度去拍过电
影。所幸，在她犹疑的这样一个转折阶
段，她看到了梅葆玖先生的演出。她深深
地感慨，原来，梅派艺术是这样端庄娴
雅、平和中正、圆熟匀称、蕴藉流畅！正
是这次演出，让她当即决意要继续追寻梅
派艺术，并誓要拜梅葆玖先生为师。

1988 年，魏海敏通过票友联络，在香港
与梅葆玖再次见面，并提出拜师愿望。“台湾
也有京剧吗？”当时两岸并未开放，梅葆玖对
京剧在宝岛的传承倍感惊喜。

苦等了9年，终于在1991年，魏海敏达成
夙愿，于北京前门饭店，她正式向梅葆玖拜
师，并成为梅葆玖第一位弟子，她也是首位前
往大陆拜师的台湾京剧演员。

从此，魏海敏开始了“双城生活”，往返于
北京和台湾之间，在北京安静地跟着老师学
老戏，在台湾马不停蹄地演新戏。

魏海敏跟随梅葆玖学习梅派艺术，她自
己要求，要极力像！声音要像，动作要像，眼
神要像！紧密追随梅葆玖学戏的 10 年时间
里，正是梅葆玖先生演出生涯非常辉煌的一
段时间。“这是我作为大弟子最‘占优势’的地
方。那时老师年富力强，演出频繁，他在台上
唱戏，我能够看老师演戏，与老师搭戏，近距
离地看老师的呼吸、气口，还有唱戏的样子、
眼神……”

1994 年，梅葆玖复排《太真外传》，魏海
敏跟着梅葆玖同台巡回演出。魏海敏说：“这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殊荣。我们花了很多时
间一起排戏，跟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到了 2000年，随梅葆玖先生学习的 10年后，
台湾观众再见魏海敏，纷纷惊呼她的进步之
大，魏海敏，已俨然变了一个人！“来北京学老
戏，于我，就像存钱进银行，北京存，台湾花。
北京的学习给了我的艺术以新的生命。”魏海
敏常常这样形容这段经历给她的艺术生涯所
带来的深刻影响。

很快，魏海敏的新戏 《金锁记》 于
2006 年首演。学习梅派十几年，魏海敏每
年都有一部新戏，《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埃
及艳后》《百年戏楼》《孟小冬》，并且每一
出新戏都立住了！

新戏与老戏在魏海敏这里融会贯通、相
互促进。“对一个演员来讲，二者缺一不可。”
而继承和创新，是每个戏剧演员必须要面临
的课题。

开拓国际视野，创新戏曲实践

魏海敏自幼学的是传统戏，却一直思考、
实践着戏曲的创新，并有着诸多与国际合作
的经历。她将很多国外题材的戏进行改编，
搬上了戏曲舞台。谈到如何走上了戏曲创新
的道路，魏海敏回忆道，1986年，台湾当代传
奇剧场将莎翁的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大胆
改编成中国京剧《欲望城国》搬上舞台，创下
了台湾多项舞台纪录，并赢得“台湾 40 年来
最好的舞台剧”的美誉。

“当时这部戏在台湾很轰动，也有争议。
有的人说台湾京剧有救了，也有人持否定态
度。那给我带来的是对一个戏曲演员自我认
知的改变。我们从小学戏，演的是传统戏里
面‘三从四德’的女性，她们贤良淑德、温婉美
好。麦克白夫人不是一个所谓‘好女人’的形
象，她有欲望、有心机、心狠毒辣，对于演惯了
传统戏的戏曲演员来讲，这部戏的冲击很
大。”魏海敏说。

戏剧是什么，戏剧人对社会有什么样的
贡献？早期的魏海敏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是
很深入，她曾觉得困惑甚至自我怀疑。究竟
是要颠覆以往的认知，去做一些戏曲的改编，
还是要回到传统中来？权衡之下，她认为《麦
克白》的改编是正确的选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魏海敏不断将新
戏带出国，参加不同国家的艺术节。1990
年，魏海敏带着《欲望城国》到英国演出，最后
一场演出谢幕时，剧院在没有预先告知剧团
的情况下，从舞台上方降下如雪片般的玫瑰
花瓣，这足足下了5分钟的花雨，淹没了演员
的脚踝，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感动得泪流
满面，相拥而泣。

1993年，希腊悲剧《美狄亚》被改编为舞台
剧《楼兰女》，魏海敏主演美狄亚，这是一部创
新力度更加之大的作品。《美狄亚》作为古希腊

悲剧代表性作品，剧作着重刻画的是女主人公
美狄亚杀子复仇的心理。又一个不同于以往
中国传统戏曲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时，表演
上，《楼兰女》完全没有了京剧的文武场，没有
京剧化妆，并且是以不同于戏曲演出的独幕剧
的形式上演，演出后，再次大获成功。

同年，魏海敏第一次在北京举办专场演
出，主演了《霸王别姬》《三堂会审》《穆桂英挂
帅》三出传统戏。魏海敏说，梅派艺术，是自
己戏曲道路上的根基，根基不能动。

美国著名导演罗伯·威尔森的《欧兰朵》
有英、德、法三种版本，担纲演出的都是世界
一级女演员。2009年，他选择了魏海敏独挑
大梁，演绎戏曲版的《欧兰朵》。故事讲述主
人公欧兰朵拥有了 400 年的漫长人生经历，
一生经历过两种性别，置身于无数的身份变
换之中。魏海敏认为，戏曲的面貌始终是在
发生着变化的。如京剧本身就是由徽剧、汉
剧合流的过程中形成的。《欧兰朵》演绎了一
个人一生的多种可能性，所以魏海敏认为，这
样漫长的一生，一定要以丰富的艺术形式来
呈现。于是，她做了大胆创新，她自己编曲，
用昆曲、京腔、歌曲甚至摇滚的方式来分别展
示欧兰朵400年的人生历程。对于这样大胆
的做法，魏海敏认为，“换汤不换药”，才是戏
曲创新中的症结点。

讲好戏曲艺术，促进国际交流

中西文化的借鉴，开阔了魏海敏的眼界
和视野。这也让她在近年来思考如何做好京
剧艺术在国外的宣传传播工作。

去年9月，魏海敏到美国进行为期两个月
的访学活动。梅兰芳先生 20世纪 30年代的
访美演出，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魏海敏想
借此次访学机会，也到美国的大学讲述梅兰
芳的艺术，和在这将近100年过程当中，发生
了什么样的变化。魏海敏到了19所大学做文

化外交活动。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卫斯理大学、
杜克大学等名校。在哈佛大学，她这样和师生
讲道：“凭我的学识，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站在哈
佛大学的讲台上。但是因为京剧艺术的关系，
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对京剧的缘起、产生，做一个
简单的脉络介绍。”魏海敏并做了声情并茂的示
范，通过现场示范讲解《贵妃醉酒》《欲望城国》

《麦克白》《楼兰女》等作品来诠释京剧艺术。“《楼
兰女》，没有文武场，没有京剧化妆，但是我是京
剧演员，我的戏曲表演是很重的。观众一下子
就了解到京剧艺术是什么样子的。”魏海敏说。

在芝加哥大学，有学生提问，“我们如何将
历史久远的时代艺术进行更好地包装，并进行
重要的文化输出？”听到这样的提问，魏海敏感
到很欣慰。因为今天业界外的普通年轻人也意
识到了这样的问题。

有人说，于梅派来说，魏海敏是忠实的继承
者，于京剧来说，魏海敏是智慧的开拓者。京剧
讲究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京剧需要发展，
没有发展就停滞不前。梅兰芳本身就是京剧艺
术的创新实践者，并提出了“移步不换形”的概
念。那么，如何在方圆之内砥砺前行，是我们对
京剧最理想的期望。无论是对于梅派艺术，还
是对梅兰芳、梅葆玖先生，魏海敏都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在传承着、纪念着、发展着。

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开拓
——梅派传人、台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访谈

本报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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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海敏在舞台剧魏海敏在舞台剧《《楼兰女楼兰女》》中饰演中饰演
美狄亚美狄亚

魏海敏饰演京剧魏海敏饰演京剧《《金锁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中的曹七巧

19911991年年，，魏海敏拜师时魏海敏拜师时，，随梅葆玖随梅葆玖
先生拜祭梅兰芳先生拜祭梅兰芳。。

20192019年年，，在纪念梅葆玖演出在纪念梅葆玖演出《《在梅边在梅边》》
之之《《四郎探母四郎探母》》中中，，魏海敏饰演铁镜公主魏海敏饰演铁镜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