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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平凡人的侠义故事，一招
一式的非遗武术，一张张独具魅力
的侨乡名片，一支众志成城的主创
团队，最终将在北京汇聚成一部精
彩绝伦的音乐剧。

诞生于江门，发光于北京，它就
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江门市委宣
传部、鹤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得
到国家艺术基金和江门市文化强市
专项基金扶持的音乐剧《侠影·咏
春》。明天，它将在北京精彩上演，
在首都唱响江门故事、广东故事、中
国故事。

音乐剧《侠影·咏春》经精心创
作打磨，云集全国最顶尖的艺术力
量开展创排，以传承发扬江门鹤山
咏春精神为主旨，以咏春故事为线
索，讲述100多年前咏春一代宗师
梁赞的故事。

这个有关鹤山梁赞的武侠故事
是如何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如何借音乐
剧《侠影·咏春》上演之机，进一步擦
亮“中国侨都”城市文化名片？在首
演之际，记者进行了采访

“中国侨都”江门因侨而兴、
因侨而闻名，“侨”是江门这座城
市最独特的城市名片，也是迈入

“大湾区时代”后，江门最重要的
城市基因。从侨都文化资源宝
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
养分，联合国内外的优秀文化艺
术创作团队开展艺术创作，用优
质的文化产品不断丰富广大市
民的精神生活，为全球6000万
华侨华人认识侨乡文化、感悟中
国精神提供重要的滋养，成为侨
都江门一项重要的使命担当。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中央直
属院团中规模最大、艺术门类最
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艺术剧
院，是中国歌剧舞剧领域的“顶
流”。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国
歌剧舞剧院所演出的百余部歌
剧舞剧作品，至今具有广泛影
响，体现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
的成果。

无疑，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牵手”，是一次“双向奔赴”的强
强联合。选择梁赞咏春，亦是一
个必然。

咏春拳，始于严咏春，衍于
梁赞。梁赞从鹤山这片土地出
发，成为咏春拳一代宗师。他不
但是咏春拳法的集大成者，而且
积极推动咏春文化与江门侨乡
文化融合发展，传播到海内外，
让鹤山咏春拳成为中华武术影
响世界的一张重要名片。挖掘
鹤山梁赞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
IP，创编音乐剧《侠影·咏春》，能
够实现讲好中国故事深层次的
目标。

据悉，此次与国内知名团队
合作，打造音乐剧《侠影·咏春》，
是江门充分利用文化名片，对外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的
具体行动。

此前，在以“鹤山梁赞·世界
咏春”为主题的梁赞咏春文化节
中，中国歌剧舞剧院已与鹤山、
梁赞咏春结缘。中国歌剧舞剧
院创编了与之相关的旅游演艺
项目，为音乐剧《侠影·咏春》的
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把音乐剧《侠影·咏春》打
造成为精品力作，中国歌剧舞剧
院配以最佳的创作团队、最强的
演职人员阵容，包括导演钟浩，
作曲陈思昂，编剧杨硕、谷依曼，
执行导演、编舞张阳，舞蹈总监
唐诗逸，声乐指导郑欣闻笛，舞
美设计陶雷，灯光设计刘传龙，
多媒体视觉指导冯磊，服装设计
文戈，造型设计耆娜。此外，夏
振凯、马添龙、徐瑶、蔡忻如、崔
秀丽、常进等一线音乐剧演员领
衔主演。

在创作过程中，剧组多次前
往鹤山采风，感受岭南地区独特
的风土人情。他们向咏春拳传
承人学习拳法，加深对咏春文化
的理解和感悟，通过扎根生活，
不断感受中华武术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平民英雄的民族精神，为
剧目排演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品方表示，中国歌剧舞剧
院、江门市委宣传部、鹤山市委
宣传部充分发挥各自领域优势，
积极整合优质资源，在借鉴国内
外成熟的音乐剧制作模式基础
上，共同探索、创新中国原创音
乐剧的生产制作模式，用心将音
乐剧《侠影·咏春》打造成为舞台
艺术精品力作。

据悉，音乐剧《侠影·咏春》
是鹤山首次与国家顶级的艺术
院团合作，也是江门文艺精品创
作的重点项目，作为新时代推进
侨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成功实践，创编《侠影·
咏春》将成为弘扬咏春武术文化
精髓，建设江门高质量文化强市
的一次重要创新。

渔舟点点、荷叶田田的岭南水乡风
光，悬壶济世的医馆，烟火气息浓厚的茶
摊……剧中，一幅旖旎多姿、韵味无穷的
岭南水乡画卷徐徐展开。在演员的歌声
中，咏春开派祖师梁赞研究创立鹤山偏
身咏春拳，用中华传统武术振奋民族精
神的经典故事被娓娓道来。

据悉，音乐剧《侠影·咏春》以被誉为
“咏春拳王”“佛山赞先生”的晚清著名武
术家梁赞（剧中名：梁德荣）为原型，讲述
他研习咏春武学、授徒传艺、用咏春拳救
国救民的故事。该剧将咏春文化融入其
中，用艺术作品表达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剧中，梁赞不仅是一位咏春
拳师，更是在中华历史长河中面对国家兴
亡选择挺身而出的英雄。剧中人物形象
立体饱满，情感抒发浓烈，充满浩然正气
和大无畏精神，力求将英雄主义和爱国情
怀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推进侨都文化“双创”发展，增强文
化自信自强，是“十四五”期间建设江门
文化强市的重要使命。江门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文艺创作的力量来
讲好江门故事、广东故事、中国故事，是
与时俱进增强“中国侨都”城市文化品牌
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积极实践。通过创编
音乐剧《侠影·咏春》，为新时代焕发传统
文化新活力开辟了路径。

讲好梁赞咏春故事，推进侨都文化
创新性发展，江门、鹤山一直在行动。近
年来，鹤山市委、市政府大力打造“鹤山
梁赞·世界咏春”文化品牌，重点实施“塑
形”“铸魂”两大工程。

“塑形”——突出抓好文旅融合，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活化非物质文化
遗产。近年来，鹤山市整合民间咏春界
力量，成立了广东省首个县级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鹤山市武术运动管理中
心，以及鹤山梁赞咏春文化促进会、鹤山
市梁赞咏春拳武术协会，营造了良好的
咏春拳发展氛围。通过节庆赛事推动交
流创新，成功举办了三届梁赞咏春文
化节、两届国际咏春拳邀请赛以及大
型山水实景音舞诗剧《咏春》展演。
积极推动咏春拳标准化建设，出版、
编印了《鹤山咏春拳》《广东南拳段
位制考评系列教程（咏春拳）》，建立
了一套具有鹤山特色的武术（咏春
拳）段位制考评体系。2019年，鹤山
市万名中小学生咏春拳汇演暨武术
段位考评，创造了同一时间集体表演咏
春拳和进行武术段位考试人数的世界之
最。开展“六进”推动文化传承，以面向
群众为重点，推动咏春拳进学校、进军
（警）营、进社区、进企业，把“咏春拳操”
作为中小学生课间操实现全覆盖，鼓励
拳馆在开放式场所公开教学，不断扩大
咏春拳兴趣人群。文旅融合发展，探索

“咏春文化+商业开发”模式，促成商业资
本华侨城进入古劳水乡的整体开发，在
景区开发建设中引入咏春元素，建成水
乡咏春街、咏春会馆等项目，开设“水上
咏春”新体验，并推出咏春小节目演出互
动项目。

“铸魂”——突出抓好梁赞咏春精神
的挖掘和传承。鹤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梁赞创立的鹤山咏春拳，体现
了止戈为武、谦恭平和的武德，展现了刚
柔相融、自强不息的精神，蕴含了保家卫
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匡扶正义的道义担
当，这也成为历代鹤山人宝贵的精神财
富。鹤山市把梁赞咏春精神贯穿“鹤山
梁赞·世界咏春”文化品牌打造全过程，
有效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强化梁赞作为各流派咏春共
同师祖的理念，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咏
春拳爱好者前来寻根问祖，极大提升了
鹤山咏春拳的影响力。

鹤山市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把
鹤山故事搬上舞台，创新文化表达，用舞
蹈表现武术，用音乐剧这种新兴艺术形
式，艺术化演绎梁赞咏春精神，必将让传
统文化焕发时代色彩。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正是
对梁赞人生的一个生动诠释。

梁赞是鹤山的、江门的，更是中
国的。可以说，梁赞是那些在漫漫历
史长河中，为了国家兴亡，敢以一己
之躯对抗黑暗的盖世英雄的缩影。

在音乐剧《侠影·咏春》中，集结
了这么一群人：艺压群芳的名伶、与
世无争的艄公、沉默寡言的杂役、聪
明机智的伙计、混迹街头的浪子、满
脸凶相的屠户……他们因咏春拳而
结缘，他们被侠义精神感染，与梁赞
一起，将一道道侠影化作万点星光，
把世界照亮。

“眼观世界，胸怀正义，身藏侠
影”，这十二个字正是音乐剧《侠影·
咏春》的生动注脚。“侠义”，贯穿音乐
剧《侠影·咏春》的魂。

“音乐剧《侠影·咏春》讲述咏春
宗师梁赞先生的故事，他在一招一式
中传递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编剧谷
依曼表示，音乐剧《侠影·咏春》的题
眼在于“侠影”，“侠影”就是要写一群
看似跟“侠”沾不上边，却具有侠者风
范的真英雄的故事。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唐莹表
示，音乐剧《侠影·咏春》充分展现了
以中华武术精神为核心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极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其彰显的勤劳勇敢、团结奋
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深刻
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是一
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中国精神的作品。

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
任赵海风表示，音乐剧《侠影·咏春》
立足当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中华武术精神与梁赞的
家国情怀、民族大义、

道义担当紧密结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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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音乐剧《侠影·咏春》亦
承担着这样的使命，成为传播中华优
秀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桥
梁”。

“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推动
音乐剧《侠影·咏春》的传播推广，用
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讲述真诚动人
的中国故事，让鹤山梁赞咏春拳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及其彰显的
精神价值，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中
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喃说。

江门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创编音乐剧《侠影·咏春》，
就是希望借助武术这一国际化
符号，拉近海外观众的距离，
以更加柔性的方式、更令海外
观众接受的方式来讲好中国
文化故事，提高国际传播的
有效性、转化率。

接下来，江门将以音乐
剧《侠影·咏春》为抓手，不断
深化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开
展侨都国际武术节，借助音乐剧
《侠影·咏春》推动侨乡文化“走出
去”，完善用好“前店后厂”国际传播
机制，拓宽海外华侨华人私域传播空
间，做好音乐剧《侠影·咏春》项目的
海外传播，保持江门“网红城市”生命
力。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在5月5日音乐剧《侠影·

咏春》首演新闻发布会结束
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
社、央广网、中国网等全国各
大主流媒体再次聚焦鹤山梁
赞咏春文化。

新华社以《音乐剧〈侠影·
咏春〉：传统武术焕发新活力》
为题刊发报道，并介绍，该剧
以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为原
型，借助歌、舞、乐、戏曲、武术
融于一体的表现形式，讲述了
主人公研习咏春武学、授徒传
艺，将咏春拳发扬光大的故
事。央广网指出，该剧将咏春
文化融入其中，用艺术作品表
达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人民日报》指出，剧中
人物形象立体饱满，情感抒发
浓烈，充满浩然正气和大无畏
精神，力求将英雄主义和爱国
情怀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传统武术焕发新活力。”
“用音乐剧演绎中华武魂。”
“艺术再现‘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这样的评价无不显
示大家对音乐剧《侠影·咏春》
的期待。

业内专家指出，音乐剧
《侠影·咏春》的创编，将有利
于进一步弘扬咏春精神、讲好
咏春故事，进一步打响“鹤山
梁赞·世界咏春”文化品牌。
一是有利于提升江门、鹤山的
知名度，让全国、全世界人民
认识和读懂江门。二是有利
于推进咏春功夫产业化，借助
音乐剧《侠影·咏春》更好地发
扬传承咏春功夫，同时构建以
健身休闲、竞赛表演、研学培
训、康养旅游、咏春影视为主
要内容的产业体系，利用热度
开发更多更好的文创产品。
三是有利于传承传播优秀传
统文化，该剧通过对梁赞与咏
春拳故事的挖掘，让观众更多
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咏
春拳的精神，这不仅是艺术的
创造，更是对传统文化、民族
精神的一种理解和阐释。

《侠影·咏春》必将声闻于
天，江门、鹤山也会因《侠影·
咏春》而一鸣惊人。江门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电视剧《狂飙》带火了江门，相
信音乐剧《侠影·咏春》一定能
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新时代
江门文化远洋出海、走向世界
的新名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走出去”发挥更大作
用，一起期待这部优秀的作品

早日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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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精神为主旨春精神为主旨，，以咏春故事为线索以咏春故事为线索，，讲述讲述100100多年前咏春一代宗师梁赞的故事多年前咏春一代宗师梁赞的故事。。图为演员在彩排中图为演员在彩排中。。

在创作过程中，剧组多次前往鹤山采
风，感受岭南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

演员在采风过演员在采风过
程中学习咏春拳程中学习咏春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