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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3年开始，国家京剧
院几乎每年都派豪华阵容赴中
国台湾演出。2023年中秋国庆
期间，于魁智、李胜素领衔国家
京剧院一团80人，作为疫情后
赴台的第一个大陆剧团，第24
次登上了台北的舞台，演绎六
场精彩大戏，在台再次掀起“京
剧热”，也翻开了国家京剧院30
年访台演出的新篇章。

回顾国家京剧院30年访
台演出台前幕后种种难忘往
事，暌违四年后重新登上台北
舞台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
魁智无限感慨：“国家京剧院赴
台演出30年、24次，历经了至少
四代人。每一次到台湾演出，
我们都倍感珍惜，也非常荣幸。”

第一次赴台演出被请到张

学良家中做客

“我第一次来台演出是
1993年，记得当时是两千三百
多个座位，连走道都特殊加
座。”于魁智对30年前第一次
到台北演出的经历记忆犹新。
1993年，国家京剧院代表团首
次赴台巡演，吕瑞明领队，袁世
海、杜近芳担任艺术顾问，杨秋
玲、孙岳、王晶华、刘长瑜、冯志
孝等前辈艺术家领衔的97人

演出团，在台连演16
场，场场爆满，轰动一
时，成为两岸文化界
的一大盛事。为了让
更多戏迷能看到戏，
主办方甚至还在剧场

后方摆上折叠椅，给买不到票
的人增加位置。
“我当时就是个国家京剧

院的青年演员，能跟着大师级
艺术家，共同见证两岸文化交
流的开启，特别荣幸！我这次
还把我们1993年到台湾演出
的宣传画册找出来了，我数了
数我当时排在第几位。从袁世
海先生排下来，我是第18位，
从人物介绍上我排的是第22
位。”当年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青
年新秀于魁智，已经崭露头角，
他主演的《打金砖》《文昭关》等
戏，精彩表演赢得了台湾观众
的热烈欢迎，获得了高度认可。

于魁智还记得当年张学良
一连来看了六场演出，并盛情
邀请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在
席间连声称赞于魁智：“真是唱
得好！”于魁智说：“我就是那个
时候跟张学良将军建立起忘年
友情的。他特别幽默，见我面
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他的小老
乡，他比我大一个甲子60岁。”
1996年，张学良95岁大寿时，
于魁智还受邀远赴美国为张学
良寿宴献唱。后来于魁智还在
京剧《西安事变》中成功扮演了
张学良。“这都缘于1993年建

立的情感，京剧起到了沟通桥
梁的作用。”

正因为看到台湾观众对京
剧的热爱，让于魁智在心里立
下了心愿，要做两岸文化交流
的使者，以京剧艺术为桥，连起
两岸民众的同根情感。

一出《打金砖》30年传递

两岸情

“每年看国家京剧院的演
出，已是台湾戏迷的习惯和仪
式，这份情深意切的交流铸就
了一段传奇。”台湾大学戏剧系
名誉教授、著名作家王安祈也
是资深戏迷，她至今记得30年
前刚刚32岁的青年才俊于魁
智在《打金砖》《文昭关》中的演
出技惊四座，并表示，《打金砖》
这出戏见证了时代变迁：“当
年，台湾戏迷看到这出戏，都爱
上了于魁智，这是一部‘定情之
作’。2005年，它更发挥关键作
用，当时国家京剧院来台演出
已准备停办，于魁智再度推出
《打金砖》，拟以此与台湾观众
告别。戏迷们奔走相告，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一定要再见’
的呼唤，鼓舞了邀请方一路续
办至今。”

2023年国家京剧院访台演
出，再次带来了这部让台湾观
众情有独钟的《打金砖》。为了
提携后辈，让优秀的年轻演员
锻炼成长。“当年我们作为年轻
一辈有幸被提携，袁世海和杜
近芳两位大师的《龙凤呈祥》，

让我和孙岳老师分饰刘备前后
各半场。这次《杨门女将》《打
金砖》《霸王别姬》《大保国·探
皇陵·二进宫》我们也安排年轻
演员一起登台，体现的正是薪
火相传。”于魁智说，“1993年的
时候，我们就已经是三代演员来
台湾了。今年赴台演员中都有
“00后”了，很多人比我儿子还
小，所以已经是四代人在传承这
个文化推广活动了。在两岸传
承和推广京剧，我们一代代京剧
人将前赴后继，继续不懈努力！”

两岸艺术家同台合演《四

郎探母》

1993年赴台湾演出，于魁
智还跟魏海敏等台湾艺术家们
同台合演了《四郎探母》，引起
轰动，一时间传为佳话。“《四郎
探母》中杨四郎对家乡的思念、
对母亲的思念，触动了台湾很
多观众，尤其是特殊时期离开
大陆去台湾的老人内心最脆弱
最柔软的一面。特别是那些老
兵，泪流满面。”于魁智说，“这
让我感到京剧还有这么大的影
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祖国、
故土的强烈情感，让我们都很
感动！”

走进台湾校园培养更多年

轻观众

国家京剧院还从访台演出
第一年就开始走进台湾校园，
非常受欢迎。“台湾京剧团的专
业人士也进校园，但他们更希
望大陆的艺术家们能够走进青

年人中去。台湾的大学中学小
学还有女子中学我们都去过，
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课，大
家参与态度都特别踊跃。”于魁
智感慨道，“我们感觉到这项工
作在台湾有广泛的受众，所以
每次去台湾，除了演出还有做
不完的事情。两岸一家亲，当
你真正走进了台湾，真正走进
了台湾民众当中，就能感受到
两岸的亲情，文化的相融相通。”
“两岸戏曲界的交流互动，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京剧艺术在
两岸的传播发展，同时培养了
一大批台湾观众。”于魁智说，
有很多老观众一路支持他们20
多年，现在又带着小观众来看
戏，也有越来越多年轻观众加
入。2023年在台湾演完最后一
场《龙凤呈祥》后，一位台湾观
众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突然
想到我们和几百年前人们看的
戏是一样的，物换星移，人心却
不变，几百年后还是有我们大
家欣赏的这出戏剧，这才是真
正的传承。”
“我经常和我们团队中的

年轻人说，我们来台湾不单单
是演出，我们是两岸文化交流
的纽带和桥梁，一定要有这样
意识。”于魁智表示，“我们国家
京剧院责无旁贷，就是要把优
秀的传统文化，最精美的国粹
京剧艺术传递给台湾的民众，
传递给台湾的青年观众。”

（摘自京报网）

回顾国家京剧院30年访台演出台前幕后故事

于魁智 以京剧为桥连起两岸情

2023年12月12日，一个大
雪过后的寒冷夜晚，周海媚工
作室发布消息，向公众告知，著
名香港演员周海媚去世。

因为《义不容情》中的李
华、《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
《末代皇孙》中的纳兰如意等角
色而深受观众喜爱的她，刚刚
在几天前度过了57岁的生日。

在人们心中，周海媚是众
多“港风”美女演员中比较特别
的一位。20世纪90年代，在干
练、知性美颇受欢迎的香港，周
海媚天生有着温柔的外形，也
因为她身上这种反潮流气质，
她的古装剧形象才会如此精准
地表达剧情，深入观众们心中。

不过，实际生活中的周海
媚，却是一个有别于电视形象
的、敢想敢冲的“港女”。她喜
欢大笑，爱做鬼脸，对于网友津
津乐道的、她的精彩“哭戏”，反
而不太喜欢。她做决定干脆直
接甚至有点叛逆，但很少会因
为这种叛逆冲动而后悔。无论
是年轻时选择转换事业方向，
闪婚、离婚，还是突然放下香港
的事业搬到北京，她的一切抉
择都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很少被
他人动摇。在那些凝聚了无数
人投射的美丽形象背后，她几乎
从未在荧幕上痛痛快快地表达
过真正的自己——那个幽默直
爽、富有主见的“叛逆女孩”。

“最美周芷若”

说起周海媚，人们最熟悉
她的角色自然是1994年版《倚
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这个角
色被称为“最美的一版周芷

若”。熟悉金庸小说的人都知
道，这个角色的性格跨度极大，
要从年轻时的善良乖巧，变成后
期的叛逆、狠毒，这种复杂性极
强的角色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彼
时周海媚不过28岁，但她却通
过自己的琢磨演绎，将这个角
色深深刻在了观众的记忆中，成
为电视史上最高光的角色之一。

凭借一部古装剧得到如此
高的评价，并被观众铭记将近
三十年，是周海媚遇见了自己
的天时地利人和。

1992年，通过TVB的几部
电视剧在粤语地区走红的周海
媚，又通过张学友的一首《吻

别》走进了全亚洲观众的视
野。那几年，她还连续被评为
“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演员”。

后来，金庸本人甚至难得
地高度评价了周海媚版的周芷
若，他表示，如果当初他知道是
周海媚来演周芷若，他愿意为
她修改剧本，让她和男主角张
无忌终成眷属。能够得到原著
作者如此高的评价，确实是周
海媚作为一位演员的荣耀。
温柔外表下的叛逆灵魂

生活中接触到周海媚的
人，一眼就能感觉出，真实的她
和她在荧幕上的形象有着强烈
反差。在生活中，她一开口就

有一种快人快语的感觉，给人
的感觉是侠气冲天，直接大方。

周海媚生于中国香港，幼
年曾跟着外公外婆在海岛上和
大自然为伴，像野孩子一样长
大成人。小时候，周海媚的名
气不小，因为她调皮又外向，甚
至曾经为了自己的狗被毒死和
邻居打架。周海媚的父亲是居
住在香港的满族人，因为家族
传统，父亲对她的教育中一直
有一些对礼仪的要求，看到她
这样野性难驯，就开始担心她
“嫁不出去”，但她依旧充耳不
闻。另外，她也感觉不到自己
天生长得漂亮，只记得小时候

自己深度近视，天天戴着镜片
极厚的眼镜，摘了眼镜，连自己
的长相都看不太清。

到了18岁那年，周海媚的
父亲偷偷给她报名参加香港小
姐选美，本意是让她通过选美
的培训学习，学着更加端庄、淑
女一些。结果周海媚本性难
改，参选时面对镜头时常不自
觉地咧嘴大笑。电视台的人问
她是否喜欢看电视，她直接回
答“不喜欢”。比赛结束后，她
如愿落败，只获得第十五名，她
还兴奋地跟其他港姐握手，对
她们表示祝贺，像小孩子一样
跑来跑去。即便如此不拘小

节，但周海媚依然因为亮眼的
外形被香港TVB电视台看中，
签入旗下做演员。

电视台看中的，自然是周
海媚亮眼的外表。因此，一开
始做演员那几年，她接下的剧
本大部分都是符合她先天外表
的温柔女孩。周海媚的形象又
给“港女”加上了温柔和亲和
力，也就自然迅速成为那个时
代许多男性的梦中情人。但很
快，周海媚就对“成为大众内心
投射的一部分”感到了烦恼，因
为那种投射并不是真实的自
己。她决心不再跟电视台续
约，宁可没有固定收入地沉淀

一段时间，也要搞清未来的事
业方向在哪里。有段时间，她连
房租都交不起，却依旧没有因为
经济压力而放弃。也正是因为
这种坚持，最终让她等来了周芷
若这个红遍全亚洲的角色，也开
启了她全新的演员生涯。

随性生活，绝不后悔

2002年前后，周海媚突然
将事业重心搬到了一个陌生的
城市：北京。那年，她曾在北京
拍戏，拍戏期间恰好赶上了一
场大雪，她在雪里兴奋地玩耍，
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很
快，她就做了决定，不顾家里人
的不舍，坚持到北京来。在她

的讲述中，对北京的向往来自
两点，一是喜欢北京大气宽敞
的市内环境，另外一点她也曾
承认过，就是因为当时，她在内
地谈了恋爱，“为了拍拖”。

这种选择，很符合周海媚
自认的个性，除了刚强、叛逆，
她也深知自己在生活上的随
性，并愉快地接受自己这样的
性格。当年，二十多岁的她选
择和演员吕良伟闪婚，也是并
未考虑太多，凭借直觉做出的
抉择。很快，因为演员生活不
规律，与家庭生活产生矛盾，她
也毫不拖泥带水地选择了和吕
良伟迅速离婚，毫不在意外界
的眼光。

从香港来到北京，她重新
布局自己的演艺事业。2018
年，在大热剧《香蜜沉沉烬如
霜》里，周海媚饰演反派角色荼
姚，演技遭到争议。在这件事
上，周海媚选择直接退出微
博。“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
诅咒。陌生人你好，感谢你的
爱意和乖张，微博再见，继续我
的地阔与天长。”这是她留下的
最后一句留言。此后，周海媚
的信息都会通过工作室和视频
平台发布，她的个人微博再没
有更新过一次，坚决的“不后
悔，不回头”。 仇广宇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周海媚去世：
再见，“最美的芷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