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版    TNUA 
BULLETIN

2008國際舞蹈菁英學堂-舞蹈編創暨專業舞蹈工作坊

【本報訊】睽違十多年不見的一代京劇大師梅葆玖

先生(梅蘭芳之子)與當代京劇名伶魏海敏女士於日前
至北藝大戲劇系展開大師經典對談，並由戲劇系系主

任洪祖玲教授擔任引言人。會中兩位大師除了講述京

劇梅派等四大派別之各家特色與經典劇作，並於現場

親自走了一小段《貴妃醉酒》的身段與展現各派不同

之唱腔，讓所有的與會者不僅對京劇有著更深層的認

識，同時欣賞到難得一見之精彩示範演出。

梅葆玖老師說到，第一次來台是在1993年，那年
他們一行人在台北中山堂演出，當時也見到了許多他

父親-梅蘭芳大師的眾多戲迷們。他提到，從小跟著
父親學習京劇，那時正遇到八年抗戰，父親沒上台時

及上海淪陷時，他就跟著父親學戲，在他眼中的梅蘭

芳大師，是位慈父，更是位好老師。他表示，京劇的

藝術精神不僅在會說、會唱及會演如此而已，而是要

真正提升到文化的層面。除了要深入瞭解中華文化與

學習歷代之詩、詞、歌、賦之外，父親對於西方世界

的研究，也很早就有接觸。舉例來說，從小父親會要

求他聽歌劇、貝多芬、莫札特之樂曲，甚至是欣賞芭

蕾舞等。對於中西文化，父親都喜歡，且融匯了各種

文化藝術的元素在他的創作之中。此外，他也提到，

梅蘭芳大師很喜歡繪畫，像齊白石、張大千這些人著

名畫家都是他的益師益友。在抗戰八年那段時間，父

親沒唱戲就作畫，也開畫展。從蘭花、梅花到神佛、

達摩等都是他創作的題材，而每套戲服上的花卉圖

案，也都是出自父親親筆的畫作。而種種的因素與陶

冶，至今梅葆玖先生也追隨父親的腳步，不斷嘗試讓

新的元素融入京劇，如與交響樂結合配樂，用特殊舞

台燈光設計佈景，結合大合唱等，讓京劇隨著時代的

轉變呈現出更多元的風貌。梅老師提到，父親梅蘭芳

創造了京劇中的「梅派」，而繼承父親衣缽的他，則

是把父親的東西全部吸收消化，再轉成為自己特有的

京劇表演藝術。

梅葆玖先生強調，他一直告誡學生們一定要提高文

化，尤其是古典傳統文化，如崑曲、唐詩、宋詞等

等，也就是所詮釋人物之朝代、歷史背景，整齣戲的

當時條件都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瞭解，才能深入

這個人物，要把書都讀過了，演出來的角色才是有血

有肉的。

此外，現場播放了於1947年所錄製的梅蘭芳大師
演出《生死恨》之精采戲曲片段，與另一位四大名旦

之一的程硯秋先生紀錄片。梅葆玖老師說到，看了這

些前輩們留下來的珍貴資料，除了受益良多，從中可

以發現這些前輩都是全方位的演員，不僅會說、會

唱，更有著他特有的藝術意境、氛圍、含意，與實質

的東西，這些是年輕一代學之不盡、取之不竭的。他

表示，若讓他來解釋梅蘭芳大師的梅派戲劇為何至今

還有許多人在唱如《霸王別姬》、《貴妃醉酒》、

《洛神》、《鳳還巢》等膾炙人口的經典劇作，且屢

演屢受到觀眾們廣大的迴響，就是因為梅蘭芳大師在

詮釋每一個角色，他都是服從人物的，並以主角為所

有思路之中心出發點，演甚麼角色就要把他的所有一

切遭遇、情緒都要揣摩到位，與角色融為一體，他的

唱腔、舞蹈、姿勢與技術等，都是在為這個人物服務

的。一個好的藝術家，好演員、名家，他的武功技巧

都是指他的「術」，真正的好要在「藝」，而這即是

指在文化層面的提升。

梅葆玖先生說到，常有學生問梅蘭芳大師，為何昨

天這樣做，今天又不同？他則回應說，「我覺得今天

這樣做會更好！」故梅蘭芳大師的一切表演，全出自

當下的靈感，而這些靈感不是沒有依據的，都是有藝

術做為基墊的，決不是胡做。他強調，要用感情、用

心去表演，一出場就能掌握觀眾的情緒，你喜，觀眾

跟著喜，你悲，他們也會跟著悲。

梅老師表示，他現在除了擔任梅蘭芳京劇劇團團長

之外，還在北京、清華大學等地任教。此外，他也到

處參與表演與演說，對他來說，就是不斷的動、工作

及不斷地練習，所以才能保持健朗的體態與聲腔。他

強調，現階段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研究生、博士

生，不論是職業或是業餘的。他表示，京劇已有200
多年的歷史，且在國際間也受到相當的重視與極高之

評價，更是中華文化戲劇之代表，有生之年就要把這

傳承工作做下去，他也衷心希望魏海敏女士能在台灣

將這個國粹發揚光大，傳承下來。

梅葆玖老師也提到父親梅蘭芳大師對他的教導方

式，他說到，父親從不大聲責罵孩子，總是循循善

誘，而他皆以這樣的態度來教導其弟子與學生，父親

梅蘭芳就是一個這麼善良的人。他強調，一大聲責

備，學生一被嚇到，腦子也空了，怎麼還聽得進去。

此外，對於父親的名氣是否有造成他的壓力，或是常

拿來做比較？他說到，說完全沒壓力是瞎話，他皆以

平常心看待。梅老師認為，學習最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態度。會中，梅老師也表演了《貴妃醉酒》其中一

段舞扇的身段，不論是舉手投足之間，或是眼神，都

讓人不禁將所有的視線焦點聚集在他的身上，捨不得

離開。

最後，魏海敏女士親自示範表演了梅派、張派、程

派與荀派的不同唱腔，不論是嬌滴滴的小姑娘，或是

充滿殺機的潑辣女人，魏女士都能收放自如，完美唱

出各派別不同的特色。她說到，京劇這種傳統藝術可

以在21世紀仍如此蓬勃發展，要感謝前輩們的努力
與耕耘，不論它如何改頭換面，皆可呈現出不同的風

貌，她強調，京劇是難得的寶藏，而這也是中國人的

驕傲。

【整理報導 資料提供/舞蹈學院】由舞蹈學院主辦之2008國際舞蹈菁英學
堂-舞蹈編創暨專業舞蹈工作坊於8月4日至15日假舞蹈學院進行為期2週工
作坊等活動，這次的菁英學堂並邀請歐洲知名舞蹈編創教師及2位傑出舞蹈
技巧教師來台授課。此外，活動吸引了近百位校內外學員熱烈報名，其中

包含來自香港、韓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11位國際學生。
此次工作坊的課程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專業舞蹈技巧」和「舞蹈

劇場」。「專業舞蹈技巧」課程首重重要的專業舞蹈技巧，在多元環境下

啟發獨特見解。現代舞由來自美國的克莉絲緹娜．伯格 (Kristina Berger)授
課，教授台灣舞蹈訓練中少見的荷頓技巧；同樣來自美國的約瑟夫．萊文

森 (Joseph Levinson)，擁有彼拉提斯教練的專業認證，同時帶領芭蕾舞課
程。而另一項「舞蹈編創」課程則由來自斯洛伐尼亞的馬提．凱札 (Matej 
Kejžar)擔任指導教授，他擅長於以身體作為媒介的即興創作，其作品呈現
出對於性別議題的獨特見解，而透過這位歐洲編舞家的教學，學生得以有

這難得的機會可以學習到歐陸舞蹈創作的人文特色。

在經過兩星期緊湊的課程安排下，每位參與之學員都表示收穫豐盛、受

益良多，而這次的活動也在最後一天的成果展後，劃下完美的句點。

大師對談—

    梅葆玖先生與魏海敏女士

      道出不凡之京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