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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和聲書院京崑課程學習小記
文  
康迪

香港中文大學和聲書院京崑課程由和聲書院贊助人、京劇名票李和聲博士，以及和聲書院院

監、京崑宗師俞振飛先生的弟子顧鐵華博士與夫人顧費肇芬女士共同創設，自二〇一四年起

開辦，是全港首次將京崑表演體驗納入學分課程。整個課程含京劇旦角、崑曲生角、崑曲旦

角三個方向，在學分課之外亦設有進階興趣班。筆者自二〇一六年初開始參加崑曲小生班課

程，本文乃就個人在學習過程中的所見所感，謹作紀錄。

在本港大學開設崑曲表演課，是項從零開始的工作。幾年來蒙顧博士勠力籌劃、李博士鼎力

支持，始終在探尋更加適合的教學方案。自二〇一六年春季至二〇一八年春季的五個學期，

課程與上海戲劇學院附屬戲曲學校（下稱戲校）、「上海崑劇團」合作，邀請老師每週末由

上海飛來香港授課。學分課的授課內容由京崑文化開始，輔助以李博士、顧博士特別為課程

編寫的教材。表演體驗部分先是教大家拍曲，繼而教授身段基本功，幾堂課之後，加入簡單

的劇目表演，令同學在有限課時內，獲得對崑曲的初步認知。為深化學習效果，課程又安排

同學們於假期時間，赴上海戲校參加為期七至十日的集訓。集訓期間，大家跟隨戲校學生的

時間表，每日上午訓練身段基本功，下午學習唱曲和劇目，晚上自行練習。訓練之外，也觀

看戲校學生及上海崑劇團的演出。第二年和第三年集訓時，戲校增設把子、化妝、衣箱等課

程，以擴闊同學們的知識面。

五個學期中，在戲校戴國良、潘潔華、石曉珺以及上海崑劇團張頲等諸位老師的悉心教授

下，崑曲班同學學習了《牡丹亭．驚夢》、《孽海記．思凡》、《牡丹亭．拾畫》等折子戲中的

片段。顧博士、顧太太、李博士從來不嫌我們表演的稚嫩，總是鼓勵大家，還每年策劃「姹

紫嫣紅」校園巡演，並不斷尋找其他演出機會，使每位同學都能踏上台板，透過實踐強化所

學。正如周志剛老師所說，崑曲表演訓練「排十遍不如響一遍，響十遍不如演一遍」。除了

上課和訓練，顧博士還會為大家開設講座或拍曲。每逢有京崑名角來港演出，先生們也會買

票給同學觀看。
二〇一七年「姹紫嫣紅」校園巡演合照 —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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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開辦崑曲課程受到師資、時間等多種條件制約，能從無到有、最終實現「課程＋集訓

＋演出」的教學模式非常難得。顧博士得京崑宗師俞振飛先生、紅豆館主門人張澍聲前輩授

藝，承師願努力振興京崑藝術。他曾表示，觀眾與演員相輔相成，對行業發展十分重要，因

此有心培養出一批會看戲的年輕觀眾。

二〇一九年秋季學期，顧太太特別邀請到上海崑劇團表演藝術家、在內地和台灣皆有豐富教

學經驗的周志剛、朱曉瑜老師共同來港任教。原課程計劃為期兩年，經過老師們與先生們的

反覆討論，制定出新的教學方案。第一學期，針對零基礎同學的學分課只拍曲及教授站姿、

台步等基礎身段，不學劇目。拍授的第一支曲子是《浣紗記．打圍》之〈醉太平〉曲牌，這

是一支同場曲，同場曲是崑劇中的群唱曲目，以同場曲為初學者開蒙是崑劇科班傳統做法，

既訓練咬字行腔，又能通過反覆習唱讓學生熟悉崑腔韻味。拍曲時，老師教同學們把桌台圍

在一起，令我想到崑劇「傳字輩」名家周傳瑛先生在《崑劇生涯六十年》書中記載，一百年

前，「傳字輩」科班開蒙時，便是這樣圍攏桌台拍曲，拍的也是這支〈醉太平〉。針對興趣

班同學而開設的進階課共分三班，分別教授生旦戲《玉簪記．秋江》之〈小桃紅〉片段、小生

戲《牡丹亭．拾畫》之〈顏子樂〉片段、旦角戲《牡丹亭．遊園》之〈皂羅袍〉、〈好姐姐〉

片段等。每個戲都是先拍曲，最好唱過上百遍才開始學身段。學身段不求進度，但求細緻準

確，用對內勁，以戲帶功。學分課與興趣班的教學內容互相搭配，循序漸進。周老師說，經

過這樣兩年的學習，基礎會相對扎實。

教學計劃進行到十一月，因大學停課而暫時中止。周老師、朱老師施教時間雖短，卻令同

學們表現出明顯進步，有同學甚至感歎「原來自己甚麼都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得益於

老師們高妙的造詣、一絲不苟的態度，同時，也是同學們通過自身體悟，對崑曲傳統教學程

序、方法的認可。

崑曲是中華傳統文化締結出的表演藝術，其理路情志、教學方法皆與今有別。現代人的頭腦

中，往往已存在一種認知體系，形成了固有學習方法，如同已經安裝好Windows系統，而

當新的程式是來自macOS系統的時候，儘管看到對方的美，卻不能識別兼容，進而產生諸

多疑惑、阻礙，甚至認為應該修改它以適應自己的系統。這時我們換一種思路，暫時關閉舊

系統，讓頭腦歸零，伸出天線，或許不難接通古人的頻率，對崑曲以及其中蘊含的華夏文明

本源智慧產生新的理解。例如，我們有一種觀念是，崑曲很慢，不適應現代生活節奏和觀演

習慣，因此需要讓她變快，採用的方法是，改編劇情使之緊湊，刪除次要相關的人物、唱段

等。然而，「現代生活」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很多人焦慮，甚至有情緒病。如果觀眾在欣賞

崑曲表演時，能夠體會古人的志閒心安，汲取恬澹虛無、精神內守的養長之法，則無異於服

用一劑治心安神的良藥。忘掉已知、概念、經驗，放棄舊思維，用空容器接納新訊息，在傳

統文化中是「虛己」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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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戲校集訓，由戴正昆老師主教把子課 — 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們自小學起，便接受邏輯、理性思維的訓練，並且習慣倚賴紙上的文字，從書本獲得知

識。然而，無論是學習戲曲、吟誦、書畫、古琴、中醫、功法，還是閱讀經典論著，「知

覺、感受、領悟」是更重要的功夫，它們決定了一個新學員能不能入門。戲以人傳，表演藝

術家通過經年累月的訓練與體悟，將自己變成藝術的載體，達至物我一體、出神入化的境

地。他們在表演、教學與日常生活中，散發出的訊息，並不局限於語言與思維層面，需要學

生以心傾聽，以神領會。周志剛老師是俞門弟子，又常年得「傳字輩」名家沈傳芷先生親

炙，功力不同凡響，他在教學示範時，能透過自己的演繹，帶動學生化身劇中人，看見人物

眼前的景象，體會其心情。能否掌握那些不落言傳的訊息，決定了一名訓練有素的演員能不

能成為藝術家。

崑曲開蒙，需要從腦至心的熏陶，需要唱唸做表的反覆練習，需要時間。一個人用學唱一

首歌的時間，無法學會唱崑曲，因為崑曲離我們的生活更遠，想做到唱腔「掛味兒」並不容

易。一個人即使能在短時間內模仿出表演動作，也不能模仿出「精氣神」，因為那需要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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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月的練習。顧鐵華博士自青年起每天練功，數十年如一日，最終成為一代京崑名票。他曾

告訴我們，當年的開蒙戲京劇《九龍山》一劇便學習了九個月。和聲書院課程的前幾年，我

們每次公開演出都演〈驚夢〉，有觀眾反饋「又是這個戲」，其實，不貪新求快，耐心用長

時間磨練一個戲是符合崑曲教學規律的。

和聲書院京崑課程開辦以來，培養了一批批青年學子，他們透過親身實踐體驗，推開戲曲

百花園的大門。不少學生畢業後離開香港，在世界各地繼續喜愛著京崑藝術；在港的很多學

生，工作後仍然參加每期課程，並出力支持課程繼續開展。筆者參與其中，深知達至如此效

果，背後困難重重。課程主辦者是三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們事事親力親為，不斷尋找可行

的路徑，其擔當、魄力以及對京崑戲曲的傳承和愛護之心，教人欽佩感銘。

康迪
自由撰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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