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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前吉隆坡粤剧活动初探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Cantonese Opera Activities in

Kuala Lumpur Before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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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 Shea Tieng)

摘要

独立前粤剧在吉隆坡已经历了萌芽和全盛时期，直至马来亚独立时粤剧的
发展开始呈现顽势。战后粤剧依然盛行于吉隆坡，职业粤剧团和粤剧伶人活跃
于各个游艺场，其中月团圆粤剧团是广为吉隆坡观众所熟悉的本王剧团。观赏
传统戏曲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甚至有着"追星热潮"。然而现代电
影和声光科技对粤剧造成不小的冲击，分散了粤剧的观众数量。当时就有传统
艺术爱好者提出对粤剧进行改革的评论，期望粤剧不被时代和社会转型而遭淘
汰。粤剧在吉隆坡曾风光一时，为吉隆坡传统戏曲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吉隆坡、粤剧、剧团、月团圆粤剧团、新时代

Abstract

Before Independence, Cantonese opera had taken flight and reached its peak.
However, it took a downturn when Malaya achieved its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post war period, Cantonese opera was still popular in Kuala Lumpur. The professional
Cantonese opera troupes were active in various amusement parks. Moon Re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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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ese Opera Troupe was one of themore well-known local opera troupes.Watching
traditional opera then was the main entertainment for many. It even became a trend to

support popular opera actors and actresses by attending their shows. However, modem
film, sound and lighting technology adversely affected Cantonese opera, reducing the
number of its audienc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raditional art supporters who suggested
revolutionizing Cantonese opera，with the hope that it will remain relevant through
time and societal change. Cantonese opera had its glorious days in Kuala Lumpur. It
left a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e Kuala Lumpur traditional drama scene.

Keywords: Kuala Lumpur, Cantonese opera, opera troupe, Moon
Reunion opera troup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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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狗过隙，梨园伶人对于老一辈经己恍如隔世，年捏一代只能

从书籍影像中认识传统戏剧。掀开一页又一页泛黄的报纸，当时的娱乐新

闻就属戏台不断推出和介绍剧目，戏班伶人不断巡回各璋粉墨登场。摹然

回首，吉隆坡曾是梨园弟子必访的南洋重镇么一，粤剧、闽剧、京剧、潮

剧和琼剧皆曾在此处上演，牵动着无数人的屯、情。物转星移，如今传统戏

剧己式微，不复当年辉煌，只剩下片段的文字记载和照片定格的一瞬间。

在影视娱乐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传统戏剧是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

然而学界对吉隆坡戏剧的研巧近乎空白，，因此本文尝试窥测独立前

粤剧在吉隆坡的发展动态，主要W《中国报》和《联邦日报》所刊登关于

粤剧的新闻和个人评论来探索吉隆坡粤剧的足迹。《中国报》和《联邦

日报》是吉隆坡当时的地方报章，新闻内容吉隆坡为主。基于许多文

献资料被战火所毁或散佚四方，加上当时影音科技在马来亚还不甚发达，

因此，尚存于国家巧案馆的《中国报》（1946-1957)和《联邦日报》

(1%2-1955)是本文搜索吉隆坡粤剧的主要文献资料来源。虽然只能透

过报纸新闻片面观察粤剧的发展动态，不过却反映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庶

民性，较之文化菁英阶层，更贴近草根阶层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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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年吉隆坡的戏剧活动

吉隆坡自开巧后就逐渐聚集了大量的华人，不同的籍贯方言自然吸引

不同的戏班前来演出，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传承庶民文学，让民间艺术生

生不息。娱乐性的传统戏剧在十九世纪己经存在于吉隆坡，并在当地戏院

登台演出。W下是吉隆坡《广时务报》一则关于当地伶人演戏时受伤的新

闻：

十王晚本蜂戏院演胡亚乾闹机房，一够用真军械，偶尔不检，伤
及伶人头巧血券殊。然戏本无益，此犹小马者也。2

透过这则新闻报导，我们得知最迟于1897年时戏班已进驻吉隆坡市

场，反映了华人通俗文化的热闹景象。除了在戏院做公开演出，戏班也应

承民间私人之聘，上府为婚丧嫁娶、升官发财、进学登科、乔迁落成等喜

庆配合演剧。试看1910年的一则报导：

雪兰義地方，华绅李君广霖，W具庆下之承欢，为其寿母六秩开
一祝寿。特于本月廿屯、八、九连日，在吉隆坡本宅演剧，设宴
W志庆兴。中西南洋各款茶点宴席，错襟毕陈，W徐亲友。斑衣
彩戏，斗詩介眉，人子既富之而为也。3

李广霖为母亲祝寿而聘请戏班到府连续王晚演戏助兴，显示了主人家

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优渥。当晚戏班搬演的《斑衣彩戏》是一出孝亲故

事，也符合庆生祝寿的主题。从W上两则新闻大致可W推断传统戏剧在吉

隆坡发展己有一段时日了，到战前可谓是己臻成熟。

传统戏剧最重要的还是作为酬神戏而上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国家档案馆收藏了一份珍贵文献，1905年吉隆坡半山芭的村民想要酬谢神

明，推举村民林阿鸿为代表，上书殖民地政府申请搭建酬神戏戏台的准

证4。这封申请信件投映了早期华人社会的民俗活动，而酬神戏正是組成

本地华人文化的重要拼图。戏剧研究者康海玲就认为，中国传统戏剧在

"马来西亚的特殊生存境遇"深具研究意义。除了娱乐性质的演出，"华



156 张晓婷

语戏曲在马来西亚上演，总是伴随着华人的宗教仪式和节庆民俗活动。" 5

传统戏剧随着中国移民的迁徙移植到多元文化的马来亚，经过时间的揉

合，"一方面与中国本王的戏曲状况相区别，一方面又与东南亚其他国家

的华语戏曲状况风格迴异。" 6

作为迄今吉隆坡所知晓最早成立的粤剧业余团体一一最乐剧团，除了

聚集了同好之人一起研磨粤剧艺术，对于公益活动亦不落人后。为善最乐

的最乐剧团，1924年曾远赴新加坡为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义演筹款。这一善

举更获得当时《南详商报》的弹细报导：

本月二日该团假座本坡牛车水戏院街梨春园演剧，男女嘉宾，人
山人海，拥挤非常，全场满座，几无容足之地。场内装饰辉煙財
烂，打光照映板为悦目。钟鸣八时，首由邱雁宾君宣布理由（词
附后），次由该团团员叶兴隆悬致谢词，继即巧鼓喧天，而粉墨
登场，表演戏剧矣。第一晚剧名《英雄本色、巾恼流香》，第二
晚《恶因成正果、得志勇青年》，第五晚《真德假挪输、临江双
破石、薛平贵别害》。综观互天所演各剧，唱做俱娘、传情达
奧、庄谐并作，殊堪赞羡。本坡女界尤乐往观，一连五晚皆占多
数。7

新加坡是当时南洋政经文教的枢纽，最乐剧团跋山涉水到星洲演剧筹

款，足见吉隆坡的最乐剧团在新马一带粤剧界颇享盛名。作为业余粤剧团

体，最乐剧团连续=晚的演出获得当地观众的赞许，肯定了他们的技艺。

娱乐性演出的职业粤剧团和粤剧伶人频繁在吉隆坡、怡保、榜城等城

市巡回登台，造就了粤剧繁盛的风光时期。根据曾是粤剧演员的白剑萍对

早期粤剧活动的叙述：

从王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间，单在按城便有"大观园"、"春
满园"、"新世界"等游乐场；怡保则有"天华阁"；吉隆坡
有"中华游艺场"、"安乐世界"、"普长春"戏院等，长期固
定演出的场地。那时真的夜夜莖歌，民安国泰，到处呈现一片升
平景象，也因此，在该段时期尊剧孕育了不少芭术良才，能人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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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知名度高的红伶有"薛保辉"、"规金牛"、"规升仔"、
"蛇公成"、"曹操坤"、"规之亨"、"习蜂月"、"孙颂
文"、"鲜花化"、"声架悦"、"新贵显"等等，各领风骚，
不胜枚举。这批成名的前辈亦拥有自己成名的首本好戏，如"电
山起祸"、"可怜阁里月"、"钟无艳"、"薛仁贵征东"等
等，都是叫座又叫好的猛剧。据说"规之亨"的"电山起祸"是
可W包收的金钻戏畫。……中期的艺人，也表现得很出色，他
们的造诣，与前辈不遠多让。当时在艺坛上大放异彩的则有四
大天王美誉的"梁醒波"、"刘剑非"、"文少秋"、"罗剑
飞"等。另外同负盛若的尚有"邓秋侠"、"陈伟华"、"叶露
仑"、"紫凌霄"、"邵振裹"、"小卿卿"、"陈醒依"等，
文、式、喝、做、打，各有千秋，风行一时的名剧有"紫塔留
恨"、"我为卿狂"、"阴阳河"等。8

由此可见，从北马到中马地区都有供传统戏剧的演出空间，职业粤剧
团循着送条商演路线北上南下，同时培养了一批批的粤剧伶人。每一个当
红的粤剧伶人都练就了一身不凡的技艺，各自拥有独口绝活，犹如"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传统戏剧即是地方戏曲，虽然存在着方言和派别上的差异，不过剧目

的故事内容还是具有世俗化和大众化的共通之处。传统戏剧是民族文化精
神的延续，兼具教化的功能，同时隐含着古人的智慧。

;、战后百花齐放的戏剧活动

光复后，经济萧条，百业待兴，买票看戏似乎不切实际。其实不然，

即使在抗战期间，职业剧团也没有停止运作。在本地粤剧名伶蔡艳香的曰
述回忆中，身处粤剧戏班大家族的她，在日军入侵马来亚期间，跟随家人
走难到煤炭山，戏班照旧开演。"蔡艳香还记得煤炭山沦陷时期有个日
本军官大多，是个台湾人，军阶很高，模样英俊，举止斯文，喜欢来看
戏一一当然性子暴躁的，也有大不乏人，有个叫川田的，找了戏班的陈锦
波做伙头，觉得不合胃曰，一个兜屯、脚，踢打不断，非常恶劣。"9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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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谋文笔，这段苦涩的岁月跃于纸面，像是叙述者的无声控诉却也无可

奈何。

就报纸的新闻报导来看，粤剧观众主导了当时吉隆坡的传统戏剧市

场，职业粤剧团和粤剧伶人的报道篇幅和频率都多过其他戏种。兹将曾经

见报的粤剧团列表如下：

表一：早年吉隆坡所见职业粤剧团

新新粤剧团 金龙粤剧团 普庆粤剧团 大中华粤剧团A

万年青粤剧团A 昇平粤剧团 大龙凤粤剧团A 永丰年粤剧团A

兴丰年粤剧团 大光明粤剧团A 飞鹰粤剧团A 月团圆粤剧团A

大鸿运粤剧团 欢乐粤剧团 大泰山粤剧团 新龙凤粤剧团

四喜粤剧团 新万象粤剧团 胜利年粤剧团 金凤屏粤剧团

整理自《中国报》（1946-1957)和《联邦日报》(1952-1955)
* A为可确认之本王职业粤剧团。

这些粤剧团当中也有部份属本地职业粤剧戏班。粤剧风气盛行影响之

下，吉隆坡的民间社团也有业余性质的粤剧组织或社团附设的粤剧部，如

最乐剧社、人镜慈善白话剧社、显华业余音乐队、小韻业余音乐研究社，

雪兰義建造行粤剧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南国红豆在南洋遍地开花，其

他的戏种亦不逞让多，不让粤剧独领风骚。随着不同戏曲戏班频繁来隆，

闽剧、潮剧、京剧、琼剧的职业剧团，皆有固定的观众支持，吉隆坡的传

统戏剧一时展现百花齐放的景观。

表二：早年吉隆坡所见各类职业剧团

闽剧团 牡丹闽剧团、红化丹闽剧团、黑猫新剧团、鸾燕闽剧团、昆仑剧
团、同意闽剧团、新赛凤闽剧团、鸾声闽剧团、金福兴闽剧团、新
顧麟闽剧团、南艺闽剧团、福建启福闽剧团、福乐天福州班

潮剧班 青囊玉楼春班、老赛宝潮州班、中玉春香潮剧班、老赛桃源潮剧
团、老玉楼春班、新玉楼春潮剧班、老一枝香潮剧班、新荣和兴潮
剧团、老正天香潮剧班



独立前吉隆坡專剧活动初探 159

琼剧团 二南剧团、新南丰琼剧团、新国风琼剧团、培风琼剧团、明天琼剧
团

京剧班 上海同乐大京班（后来加入上海永春歌剧团）、安乐歌剧团

整理自《中国报》（1946-1957)和《联邦日报》（1952-1955)

继粤剧团W后，职业闽剧团在吉隆坡有着庞大的观众群。紧随其后

的是潮剧班，写下了潮剧在吉隆坡的辉煌时刻。琼籍方言社群在吉隆坡不

比闽粤社群，不过依然还有数个琼剧团为琼籍人±推来喜讯，不时来隆演

出。在传统戏剧竞争激烈的吉隆坡，京剧还是占有一席之位。表二展示了

来隆演出不同剧种的职业戏班，数量上间接反映了吉隆坡各个方言社群

的人口W及粤语是主流用语。当时吉隆坡顾曲周郎的朝圣之地有两处，一

是武吉免登律（今之Bukit Bintang)的中华游艺场，另一个则是地处甚都
律（今之Jalan Tunku Abdul Rahman)的安乐世界。这两处游艺场内有不
同娱乐设施，其中包括舞厅、戏院、歌台、儿童乐园、篮球场、露天溜冰

室等，提供不同娱乐活动，供成年人和儿童消遣解闷。中华游艺场同时

拥有华丽台、广州台、上海台和寒宫茶室等数个舞台，让不同的剧团同时

演出，"使这些公众演出场地成为了继会馆社团之后最为显着的方言性文

化、语言（当然包括音乐）空间。"W固定的演出据点和稳定的观众数
量，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自然吸引不同的戏班前来登台，满足娱乐市场

的需求。

庞大的粤剧观众意味着市场需求量大，自然吸引大批来自省港（广

州和香港）的粤剧伶人南下，不时巧临吉隆坡登台演出。英殖民时期的星
马一带被称作"州府"。新加坡、马六甲和换柳鸣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统

称"呈州府"，而露需、雪兰義、彭亨、森美兰则统称为"四州府"。李
天碟为粤剧女武状元蔡艳香撰写个人回忆录有这么提到：当时唐山人一一

广东粤剧在各州府盛行，许多戏班均来演出，回去港穗则声名大噪，像过

了一道关卡，鑑了一层金粉似的。11因此，省港一带的粤剧伶人积极把握

到南洋登台的机会。所W—旦到南详登台累积经验后，再返回省港即可身
价水涨船高，而W下说法也可W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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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伯明先生则说，从前伶人在省港登台，若在若字之下写着"南
洋回"互个字，这个伶人就声价千倍，表示他曾到外面去见识I归
来，班主请伶人之时，特别犀待"南洋回"的伶人，因为他们的
号召力比较大。n

汤伯明本身既是粤剧伶人，自然知晓圈内行规。因此，像薛觉先、融
元亨、张舞柳、陈好遂、关德兴、陈醒化、罗家权、倩影依、陈皮梅、罗
剑郎、梁醒波、桂名扬、石燕子、紫凌霄、秦小梨、小卿卿等，是广为吉
隆坡粤剧观众熟悉的省港红伶。粤剧在"州府"的魅力竟有如此者：

專剧艺人因为"过州府"而在海外崭露头角、成名"扎起，，，回
国之后大走紅运的，可W说是大不乏人。前期的如规荣、金山
柄、周瑜利、规元亨、兰花米、蛇仔利、扎脚胜、余秋耀等，中
期的如薛觉先、马师曾、白-的荣、陈非依、新珠等，后期的如舰
少佳、罗品超、文觉非等。这些演员之所W艺有所成，名扬專剧
剧坛，离不开华矫观众的热哺育和严格要求。规少佳说过：
"星洲的矫胞，对專剧不仅很热爱，欣赏水平也很高。所W，能
在这里立足的老信，无不有过硬的本领。"u

华侨观众对粤剧的热爱表现在他们观赏粤剧时对伶人的严格考究。这
点无疑鞭策粤剧伶人精益求精，不断琢磨粤剧的表演艺术，从而提升本身
的演出水准。到"州府"演出就像走进考场，把毕身所学的技艺发挥得淋
漓尽致，才能征服台下的"考官们"。从商业角度看，出堵到东南亚，可
巡回新加坡、马六甲、吉隆坡、金宝、怡保、検城、婆罗洲、越南等多处
登台，除了掘金和累积经验，还可建立知名度，拓展个人市场价值。随粤
剧团到不同城市巡回演出，粤剧伶人就像现代的国际巨星，在各个地方拥

有支持者。另外，跟不同的伶人同台演出，可W互相切磋，同时给观众带
来新鲜感。可W想见，在粤剧的辉煌年代，各处梨园热闹的光景，伶人在
舞台上化身生旦淨丑，一出虎度口，唱做念打，绝不欺场。

粤剧、伶人、观众，当这兰者同处在粤剧场内，会是一个怎样的光

景。现今，我们只能透过留下的只字片语来想像还原粤剧场的情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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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位署名"天地"的读者就投稿至《中国报》，讲述他观赏粤剧时的经
验：

当你一脚入XX院的时候，入场的地方早就挤满了人，里面熙熙
攘攘，人声鼎沸。不管台上唱到力竭声嘶，台边的音乐弄怎样的
卖力，总没有使观众走入静的境界。从座位中，随时可W发现大
婆和四婦对家庭或袖巧间的琐事拿来大开谈判，或者黄老对张司
理关于今天某宗买卖成盘的起跌高声讨论。你王言，我两语，早
把看戏忘记得一干二净。当一幕演完了换景幕的时候，除了平添
了一阵更嘴声的音之外，伺机而动的小販们，都好像学会了打北
派师传的矫健身手，闪电一般的敏捷跃进你的眼前。于是，汽水
与瓜子左右齐飞，龙眼和杨桃满场乱滚。视界所及，更觉蔚然大
观，可能插足的地方，都填满了人。站在座位上的、座在椅靠上
的、赤胸的、旗袍而路脚的形形式式。人抽涌，"顶爆戏院"的
一句广告术语，并没有过份的宣传。这当儿，你一下子会奇怪，
我刚才是打那一条路进来的，入场的口口搬到那里去了。M

此番描述相当贴切作者下的标题——《粤剧场如闹市》，剧场内一片

喧哗声，台上台下各自精彩热闲。不过这毕竟还是作者的个人经验，不能
W偏概全，认为所有的粤剧观众皆是如此。当时追捧名伶的风潮亦曾席卷
吉隆坡，顾曲周郎纷涌而至剧场的情景就像现今时代的追星一族。再来看
-段：

中华游艺场内的專剧团的剧场里，闹哄哄地，空气异常紧张。
因为观众们拥挤不堪，对号座位满座之外，要求临时配给座位
的，犹板难W应付，尤其是正在好戏开场第一时节，锡鼓徑错的
响声，与观众们的急欲觅座听唱的嘴杂声，闹成一片。其中渗混
着不少太太小姐们的劝巧鸾声，什么"我哦位系边处，我常定％
位哩！"幸而找到座位的，顿时欢天喜地，自然欣快异常；找不
到座位的，也只得摆出礼让的态度来，说一声"明晚早些儿来"
了，于是就倒退到后面较远的座位去坐下，也还称满意。这种
情形，约算经过十分至千五分钟久，平常虽然有这种挤拥的现
象，但无如这一晚的令人感到特别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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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的什么呢？不错，大家争看專剧名伶桂名扬啊！"

为了一睹名伶身手风采，观众提前订座，深怕错过"大巧信"的精

彩演出。从作者的叙述中，可W感觉到观众的也情是辕巧的，现场气氛已
临界沸点。桂名扬的号召力经由上文可见一斑，座无虚席，堪称是票房保
证。

二战结束后，市场经济逐步复苏。有关也政治时事者认为在这关键
时刻，粤剧应跟随时代脚步，投身中华民族的建国事业。有位署名冷月

的读者写了一篇《给粤剧的工作者》IS,呼吁粤剧界应该"从事建国性戏

剧的创作和演出"，应W粤剧内容作为教育和组织群众为优先，而把营业

和娱乐居于次要的位置。对于粤剧红伶的做功与唱功，亦不时有戏迷读者

来稿一抒己见，如《粤剧演员的条件》、《粤剧生旦群，四大与五小》、

《红线女与谭兰卿》、《评小卿卿一一看〈无良父> 归来》、《坤伶朱月

弹》、《刮目相看陈醒依》、《粤剧文武生紫凌霄》、《粤剧文武生罗剑

郎》、《粤剧艳旦白凌霜琢玉成器》、《关德兴见义勇为》、《推介桂名

扬》、《推介小董志扬》等。活跃于戏剧界的剧评人赵伯欢先生，对粤剧

红伶和剧本的评论亦见报纸栏位上，如《评危城鹤鱗》、《悲剧圣手孔绣

云，看〈六月霜〉演出后》、《与卿谈剧》、《雪兰義华人福利会主办福
利周游艺会粤剧介绍》、《谈〈一把存忠剑〉》、《看了两齡1粤剧W后》。

盛极一时的粤剧，梁长龄先生曾提笔赋诗二首，刊于报上。诗题为《观粤
剧感赋口号》"，兹列如下：

千金一笑寻常事，曾记江山换美人。
闻道飞琼楼玉宇，分明明月是前身。

毁家巧难古曾有，报国如君古未闻。
调化兴亡关匹虹，终嫌天月浑微云。

在吉隆坡拥有大批忠实拥是的粤剧红伶，也曾应慈善公益活动邀约，
W义演形式替相关单位筹款。像薛觉先、親元亨、何芙莲、黄千岁、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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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秦小梨、石燕子、徐柳仙、张舞柳、苏少棠、关德兴、陈小汉等粤剧

红伶，曾W义演形式替同善医院和银植老妇院筹款。这些红伶具有一定的

号召力，因此筹款成绩往往相当不俗。当时名震港澳、拥有粤剧"花旦

王"美誉的芳艳芬，答应为同善医院筹款，在吉隆坡光艺戏院登台献唱，

筹获的善款更是突破万元。另外，白玉棠、陈艳依、卢海天和羽佳则是直

接捐款，受惠对象为同善医院和麻疯病院。罗剑郎于清明节选演《廿四

孝》一剧，演绎行乞时亲自下台，动作和表情打动了观众，纷纷掏出腰

包，最后将"行乞"获得的款项全数捐给银稽老妇院。除了^^>1个人名义参

与公益活动，当时在吉隆坡演出传统戏剧的职业剧团，也有主动性参加

的。例如牡丹闽剧团主动致函驻隆领事许孟雄，为备眼亚比华侨难胞请

命，提议义演筹款援助。此举动获得许领事的复函和赞许，并特介绍该团
的义演美举予社会大众。这起苏岛华侨难民事件，在吉隆坡华人社会中引

起巨大回响，许多社团沮织纷纷对其伸出援手。其中，吉隆坡快乐歌剧社

和雪兰義建造行透过义演筹款，演出的粤剧有《儿女英雄》、《五国团

结》、《皇姑嫁何人》及《挥戈寒敌胆》。月团圆粤剧团自费为同善医院

义演，同时获得吉隆坡兰位业余芝人客串演出。除了弱势团体，育兰学

校、华侨日夜学校和南洋大学都皆曾获得显华音乐队、小韵业余音乐研究

社、南艺闽剧团、雪兰義建造行粤剧部及雪兰義潮州京菓商行分别演剧筹

款。最乐剧团和精武会亦不落人后，数次参加雪兰義福利会举办的游艺

会，W粤剧表演艺术行善。星洲圣安德路校友会英语义演由熊式一编撰
的《王宝钥I》，协助吉隆坡蕉赖路火烟因住民迁徙筹款。W英语在吉隆坡

演出中国传统戏剧，这尚属首例"。参与慈善公益活动，除了能提高伶人

和戏班的知名度，同时还可营造和宣传正面形象。

四、月团圆粤剧团与蔡艳香

穿梭在不同的城市的粤剧团和伶人，因职业关系而四处登台演出。

餘了面临来自行内的竞争，还得面对电影的抢滩。伶人的名气就像现今的

明星艺人，影响力和号召力从票房可见一斑。"蔡艳香"和"月团圆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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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这两个名字，对早年热爱粤剧的吉隆坡观众是相当熟悉的。"月
团圆粤剧团"由蔡金球和林巧粧所创办，他们是蔡艳香的父母亲，虽然

彼此间并没有血缘关系。蔡艳香原名蔡丽鸾，出生于1933年的森美兰州芙
蓉，由林巧粧收为养女。蔡艳香的母亲林巧粧也是粤剧花旦，"她身处其
中的其实是大家族粤剧戏班，祖父蔡南生是在花寨替琵琶仔打扬琴，姑妈
蔡群玉，伯父蔡金泉、八叔蔡金就等人其实都进入了戏行，最早追溯个到
W前，在广东曾经也上过红船。""出身粤剧世家，蔡艳香在耳濡目染
之下，很快也踏入粤剧界，十兰岁时就接任正印花旦了。吹打弹唱皆通的

八叔蔡金就教了蔡艳香乐器的方面，不过她"自认不是金嗓玉音，故此在

武打技艺下功夫"。为此蔡艳香的父亲"找来了京班师傅，亲自教授，陈
宝顺、李春虎、少铃童和张鹤楼这些人身怀武艺"w，结果让她学了不少
南派和北派的功夫，W后虫口"踩沙烫"绝技和南北派武术闻名，更有
了 "女武状元"的美誉。

月团圆粤剧团跟来自广州香港的粤剧团一样，在马来亚半岛四处登

台，去过芙蓉、煤炭山、文冬、安顺、安邦、马六甲、北婆罗洲、丹绒马
林等。横跨南中国海到北婆罗洲的日子，巡回演出粤剧的日子将近两年之
久。这一段时光，也深深地刻印在蔡艳香的回忆里：隔着一道海，那是另
一个世界似的，小地方的名字陌生异常，除却小香港山打根，斗湖，其他
如根地咬、保佛，后来去古晋、美里、测里街……皆是戏班必到之地，有
的坐船，有的须坐火车。"在吉隆坡安乐世界登场亮相后，月团圆粤剧团
和蔡艳香吸引了吉隆坡粤剧观众的目光。作为本主粤剧戏班，月团圆粤剧

团的演出水准和档次并不比省港的粤剧团逊色，粤剧演出甚至获得赞赏。
当时一位署名"剧探"的作者观赏了月团圆粤剧团的演出后，动笔写下一
篇文章，举出月团圆粤剧团的兰点独特之处！ 一、粤剧的乐队经验丰富，

跟演员的做作唱功配合紧密，非常到位；二、工作人员换景快速，避免观
众呆等，节省许多时间；兰、剧团中的各个演员各有所长，相得益彰。22
同时，这位作者还给蔡艳香很高的评价；

说到蔡艳香小姐的舞台艺术，台步、工架、喝工、关目，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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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纯青的地步。舞台演出，允文允式具。文静则有古典美人的
温蝴淑静的风度，打武戏，则巾恼须眉的英风雄赴的气概。在今
日马来亚專剧艺坛中，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23

跟随月团圆粤剧团的日子让蔡艳香不断累积和磨硕自己的舞台技艺，

同时学习处理人际关系，了解社会上的人情世故。1956年，蔡艳香在吉隆

坡创办了 "艳阳天粤剧团"，在六十至走十年代红透一时。李天谋这么形

容蔡艳香跟粤剧千丝万缕的关系：粤剧的黄金时代，蔡艳香适逢其盛，是

一片空歌霞光里其中一个发光体。24

五、新时代的冲击与考验

战后经历了复苏、发展和酝酿，到了五十年代粤剧新伶峨起，形成了

崭新的格局。不过，吉隆坡粤剧整体处在起伏不定的阶段。W上可见有来

自省港的粤剧团或本地粤剧团在吉隆坡登台演出，吉隆坡中华游芝场和安

乐世界都有固定的聲剧演出，甚受观众欢迎捧场。粤剧的发展和前途看似

一片风光，然而事实似乎不尽如此。

受到现代电影与声光科技的冲击影响，电影的盛行在粤剧留下深刻

而明显的痕迹。从事香港粤剧推广工作多年的黎键先生，认为"粤剧剧艺
的唱做分立、乐艺分立，其实是粤剧、曲艺、粤乐兰者长期分立的一种民

间传统" 25。然而这种现象却产生了变化，粤剧转向重唱功。结果，粤剧

主题曲开始逐渐流行，甚至在粤剧中占有重要的份量。"从唱片曲到主题

曲，便奠下了粤剧'卖’主题曲的'传统'。五十年代，编剧家可W不懂

程式排场，但必须善于撰曲，或懂得觅人写曲。……剧W曲著，度己成了

五、六十年代W后粤剧卖座的保证，但说到底，这只不过是粤剧向电影学

习的结果。" 26黎键先生送段一针见血的论述，确实可在来自省港的粤

剧伶人身上略窥一二。为了吸引观众进场，粤剧戏班着重介绍伶人的唱功

及大力宣传演出剧目的主题曲，藉此吸引一众顾曲周郎捧场。回顾当时吉

隆坡报纸的新闻标题，如《今晚徐柳仙献演〈新大耐梅知府〉》，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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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伶唱哭灵主题曲声腔并妙〉，还有新闻内容"今晚徐柳仙张舞柳联衔

主演，歌王歌后竞献特殊唱功，万众欢迎的名贵主题曲，届时请全隆丽的
呼声听户，按时收听。"27显而易见，粤剧戏班W伶人唱功和主题曲作为

卖点，观众进场"听歌"的目的大过于"看戏"。

香港粤剧红伶徐柳仙于1955年4月抵隆，旋即获得吉隆坡戏曲观众的
青睐。徐伶的唱腔独树一峽，W粤曲平喉演唱著称。徐柳仙在大光明粤剧
团登台演出，逗留吉隆坡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获得当地报章的热烈报
导。《徐柳仙演〈禅院偷香〉，观众拥挤破最近五年来记录》、《今晚徐
柳仙兰演〈再折长亭柳〉，丽的呼声特予转播》、《今晚徐柳仙献演名贵

戏宝〈新断肠碑>，唱片新古腔名曲自备古乐拍和》、《徐柳仙张舞柳今
晚联合演出〈风流司马夜琴挑〉，徐伶亲自操琴唱名贵主题曲》、《今明
两晚大光明演〈情天血泪〉，歌王徐柳仙名曲中外风行》、《今晚歌王歌
后献演伟大史剧〈风流天子〉，有唱片名曲二阀唱功巧妙异常》、《今晚

大光明选演风流史剧〈游龙戏凤>，徐柳仙张舞柳合唱唱片名曲》等新闻

标题，足见徐柳仙在吉隆坡掀起一阵"听歌"风潮。新闻记者在撰文时亦
给予徐伶极高的评价：徐柳仙风靡了全隆粤剧观众，号召力强劲，为近十
年南来红伶第一人，徐亦足W自豪矣。28结果，徐柳仙成了票房保证，主
题曲成了粤剧的核屯、，观众的兴趣间接主导着粤剧表演的走向。

当西方文化传播至亚洲，一点一滴地渗入，粤剧自然也不例外受其

影响。于是，粤剧的表演形式开始融入了西方文化色彩，根据区如柏的说
法：

首先在音乐方面，專剧棚面突破了全用中国乐器的范畴，大胆地
使用西方乐器，如小提琴、木琴、吉他、色去风、电风琴、緑去
鼓和班组等。据说，有一段时期，薛觉先率领的"觉先声"剧团
甚至全部使用西方乐器。不过绝大部份的專剧戏班则中西合璧，
他们的乐队，既有中国乐器的大巧、大後、大鼓、二弦、王弦、
高胡、革胡、翁、笛、锋等，也容纳了西方乐器的小提琴、色去
风、吉他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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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段文字揭示了中国传统乐器失去了在粤剧中的绝对位置，部分

乐器遭西方乐器取而代之。舞台上依然是粤剧演出，演奏的还是粤曲，不

过伴奏乐器却是中西合并，伊然是中西艺术上的交流。此种现象虽然普遍
上存在于当时大部分的粤剧戏班，不过还是有拒绝中西合并，坚持采用古

乐的人。1954年11月关德兴受邀到中华游艺场内大光明粤剧团登台演出，

剧目为《关云长水淹屯军》。当时的新闻报导特别说明"关德兴继续复古

运动，首演享誉古本，采用全部"古乐"，……并废除播音机，高唱原

音曲白。"W可见关德兴有意改变时下粤剧戏班采用西方乐器取代中国

乐器的潮流，坚持W "原汁原味"的粤剧表演艺术呈现给观众。再看粤剧

舞台的转变，由简陋的布景转向拥有立体布景、灯光、活动机关等配置。

为了吸引刺激观众，飞鹰粤剧团主人陆飞鸿不惜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宇

宙灯"，为《白憐占龙宫》一剧演出时增添视觉效果。不久后大光明粤剧
团也配置了宇宙灯，甚至聘请宇宙灯专家，只为让《新斩龙遇仙》的灯光

与布景达致完美的效果。陆飞鸿引进"宇宙灯"引起吉隆坡粤剧观众的注
目，新闻记者也对此而撰文一篇：《粤剧布景传奇一一由粤班初有布景说

到宇宙线光》31，谈论粤剧舞台受到白话戏剧的影响而逐步改变。电影和

话剧使用的特技方法，也为粤剧所效法，戏剧效果深受观众欢迎。

1948年的一则评论《电影日趋发达粤剧届临存亡关头，有也人提出

兰点救亡意见》32,送倍大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直接道出传统戏剧跟电

影的正面交锋，粤剧处于劣势，甚至面临淘汰的威胁。作者提出经济不景

气、粤剧缺乏知音人、行内习气、人材缺芝等因素，是构成粤剧没落的原

因。欲挽救粤剧的没落趋势，作者认为务必改正粤剧行内的不良风气，粤

剧应该公开化研究，让同道中人互相研究切磋，在艺术的道路上精益求

精。另外，戏剧能移风易俗，粤剧应作表率，在社会上建立良好之风气。

最后，健全演员的基本教育和常识，让演员了解剧情和体会剧中人的身份
感受，做出贴和适合演出。

1954年《《邦日报》副刊版面"影剧之窗"的栏位上刊登了一篇标题
《粤剧事业的不振有兰个很大的原因》33的文章，笔者署名"毕"。该

位作者认为剧本的品质大幅下降，有滥竿充数的现象。当时上演的剧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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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口，美其名曰大胆改革创新，跟随时代的脚步。不过剧本内容逻辑乱

伦，隐含毒素，几乎没有教育成分。剧务（编剧者）负责粤剧团的所有演

出的剧本。在垄断制作权、粗制滥造和枪手代作的情况下，作品自然无法

一气呵成，不能吸引观众进场观赏。其次，作者论及粤剧演员的演技问题

也是导致粤剧不振的因素之一。作者感叹"声、色、艺"原是粤剧伶人的

基本要素，不过如今却多了一项"戏服"。换言之就是金钱上的较劲，因

为每套戏服的制作费不菲。作者进一步论述："假如能够拥有大量戏服

(私伙）的戏人，无形中增强了他（或她）的身价，观众们给他（或她）

的戏服炫惑，误认他（或她）果是个十全十美的戏人，忽略了演员本身固

有的'芝’字。纵使有上'艺'的当价，也视作无足容重。" 34在一般

只重戏服外观而不懂欣赏粤剧精华所在之处的观众推波助涧下，这股歪风

导致部份粤剧伶人追求戏服行当的数量，忽视磨栃演技的重要性。这一点

在报纸的新闻中可见一斑，除了介绍剧团、伶人、剧目，还会提及相关红

伶订制数万元的戏服，或剧团耗费巨资购买华丽服装行头，藉机W服饰作

为曠头。这类宣传手法不单见于粤剧团，其他戏种的剧团也依样画葫芦，

如法炮制。再者，粤剧的配乐已由大部分西乐代替沿用的旧粤乐器。作者

始终认为W西乐替代旧粤乐器，粤剧就少了原来的味道，继而指出不适之

处，如"电结他可和己古风的音浪往往超越梵铃所发的音浪，这喧宾夺

主，委实不足听。W中西乐器并奏的粤剧，却有非驴非马之感"。35与

"毕"深有同感的还有"江怀"，其所撰文《粤剧演员的条件》36的总结

把粤剧演员水准日渐低落的原因归咎于编剧、剧本和演员王者身上。

在多数的评论中，都是爱好粤剧者基于不同理由而提出个人见解，冀

望粤剧去宪存菁，民间艺术得W传承，尤其在科技日趋发达的时代，粤剧

显得落后，与追求新时代的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当中有一篇文章却是有

些背道而驰，甚至充满戏虐的口吻。一位作者"逸"拜读了李金发所著的

《异国情调》中〈粤剧的艺术〉一文后，提笔写下这篇《读粤剧的艺术有

感》37。作者自称是广东人却看不懂粤剧，对粤剧也丝毫不感兴趣。粤剧

的戏名甚至让他退避三舍，觉得俗不可耐。至于内容和服装布景则是千篇

一律，结局永远是大团圆喜剧收场。"粤剧的艺术虽然不高明，剧情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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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远离现实，但是它仍然存在，仍然拥有这么多观众。"这句话显露了

粤剧的表演内容和手法远远无法获得作者的认可，同时表达他不满如斯不

求进步的戏剧，茶毒了大众的思想，导致民族不思进取，国家无法进步。
接着笔锋一转，开始用"称颂"铺陈他的"赞赏"。"中国人是能吃苦耐

劳的，外国人也常常运样称赞我们，不相信吗？只要到游艺场中即可证

明：在粤剧团的四周，每晚在矮的板墙外，必定还有无数层的肉墙，举種

抬头，你推我挤，直到大团圆才带着愉快的也情回家。但是这大团圆一定

要在兰四小时后才会降临。据说从前的戏是要演一星期或半个月才完的，

一般戏迷一早就带着饭到戏院去了。如果演通宵，则不必睡觉，因为在徵

鼓声中，无论如何想睡，也是不可能的。回家吗？又不甘，这种吃苦耐劳

的精神，怎能不令人钦佩呢？谁说粤剧没有人欣赏？ " 38这段文看似描绘

粤剧场演出时的景况，还有戏迷不辞劳苦追剧的过程。其实不然，作者使

用反问的手法大肆化讽粤剧观众盲目跟从追求娱乐，不曾思辨粤剧的利与

弊。最后W "但如李先生所说的：若用粤剧来代表广东文化的一部份，那

真成问题"作为结语，让读者继续省思粤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六、小结

纵横风靡吉隆坡的粤剧已近谢幕。从新闻追溯、探索粤剧在吉隆坡的

足迹，沿途看见粤剧团和伶人往来如梭，在岁月中泮炼技艺，在舞台上度
过人生，谢幕后身影唱腔永远留在观众的记忆中。台下的观众，欣赏粤剧

艺术、仰慕某个粤剧红伶、喜爱某个粤剧剧目等千百个理由，他们是红船

弟子的知音、米饭班主，两者相互依赖着，才能造就粤剧的繁盛时期。对

于粤剧的时文评论反映了当时人意识到粤剧面临的危机，亟需适当改革，

才能跟电影、白话戏剧分庭抗礼，并且摆脱腐朽落后、茶毒思想的标签。

学者康海玲曾指出传统戏曲的内在极限：

民俗性是马华戏曲发展的坚实的基对和巨大的动力，同时成为华
语戏曲发展致命的缺陷与不足。华族在民俗节庆中的宗教祭祀活
动一旦弱化或不存在，马华戏曲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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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戏曲的民俗性使其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民间基础，但却阻
碍了戏巧作为一口芭术向审美化和精致化的发展，W至于当华语
戏曲在现代化语境中遭遇歌台、电影或其他现代化艺术样式或娱
乐形式的竞争与挤兑时，华语戏曲表现出明显的无能。39

粤剧的舞台，灯光永远亮着，故事还在，倩影依稀可见，台下熙来攘

往，时间似乎静止了。再过十载，还会有人探寻粤剧在吉隆坡发生过的故
事吗？这点无不令人担忧。关于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传统戏剧研巧的沧海

遗珠甚多，等待后人发掘擦拭，重现马来西亚华人传统戏剧的发展脉络。

相对新加坡的庶民文学研巧，马来西亚本±的庶民文学研巧领域仍有大片
空白之处，文献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云散烟消，令人惋惜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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