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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14日，由江门市委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
院、鹤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音乐剧《侠影·咏春》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成功上演，收获一致好评。5月
13日晚，央视《晚间新闻》对该剧的成功演出进行报
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等全国各大主流
媒体也对此关注报道，聚焦江门鹤山梁赞咏春文化，
为讲好江门故事、传播江门声音添了一把“火”。

各大媒体关注，专家观众齐点赞，音乐剧《侠影·
咏春》首演获好评。这背后，离不开出品方——中国
歌剧舞剧院、江门市委宣传部、鹤山市委宣传部的精
心策划，以及主创团队的辛勤付出。那么，音乐剧《侠
影·咏春》是怎样炼成的？

据了解，音乐剧《侠影·
咏春》是江门市文艺精品创
作的重点项目。它用音乐剧
这一艺术形式，讲述真诚动
人的中国故事，弘扬博大精
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作品呈现给全国乃
至世界人民。剧中再现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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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原了温婉宜人、旖
旎多姿的岭南水乡风光。

精美的场景、起伏跌宕
的剧情、富有感染力的表演，
《侠影·咏春》为大家献上了
一曲“侠之大者，平民英雄”
的赞美之歌，令现场观众无
不沉浸与动容，获得众多观
众的高度评价，纷纷点赞。

走出剧场，很多观众仍
然沉浸在梁赞的武侠世界
中。剧场入口处摆放着一幅
巨大的《侠影·咏春》宣传海
报，旁边特意放置了一个来
自梁赞家乡鹤山古劳的木人
桩，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在
宣传海报前合影留念，还有
一些观众在木人桩前比划古
劳偏身咏春拳。一位小朋友
还把剧中梁赞与反派抗争的
场景画成漫画——当反派出
现时，侠肝义胆的梁赞挺身
而出，与邪恶斗争，与民族同
命运、与国家共呼吸，梁赞已
成为他心中的英雄。

12岁的杨泽辰在观演
后久久不愿离去，一直在木
人桩前比划，他表示，看完音
乐剧《侠影·咏春》，他对英雄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真正
的英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战斗，而是为了他人的
利益而战斗。这也激发了他
对武术、对咏春拳的兴趣，接
下来将去了解更多传统文化
知识。

带着孩子一起来观看演
出的王小姐表示，音乐剧《侠
影·咏春》把梁赞开宗立派、
传承咏春的来龙去脉讲述得
很清楚，激荡人心。“这部剧
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我希
望让孩子更多接触这类中华
传统文化题材艺术作品，更
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就
读的谭同学表示，此前她刚
看完一部以咏春为题材的歌
舞剧，这次特意过来观看音
乐剧《侠影·咏春》。在她看
来，音乐剧可以更直接地讲
述故事、表达情感，《侠影·咏
春》的舞美、音乐特别精彩，
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
电影的感觉，让她非常震撼。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黄嘉莹是江门鹤山人，她表
示，能在北京看到演绎家乡
故事的音乐剧，感觉很自豪，
音乐剧《侠影·咏春》展示的
剧情、舞台效果让人感到震
撼。她将向身边的同学推荐
这部剧，并自豪地向他们介
绍咏春拳宗师梁赞就是江门
鹤山人，欢迎他们到鹤山游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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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侠影·咏春》的成功打
造，正是从侨乡文化中汲取灵感，深
入挖掘鹤山咏春拳文化内涵，以文艺
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体现。

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冀
表示，江门是中国著名侨乡，岭南文
化和华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国
际传播的重要探索地，创排音乐剧
《侠影·咏春》，旨在传播“侠之大者，
平民英雄”的精神理念，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推进侨
乡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
时，借助武术这一国际化符号，以更
加柔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彰显侨乡江门的担当作
为。“这次江门市委宣传部、鹤山市委
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三方合作
打造音乐剧《侠影·咏春》，就是以文
艺创作的力量来讲好江门故事、广东
故事、中国故事，进一步擦亮‘华侨文
脉传承地’名片。”她说。

鹤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镇
就表示，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是鹤山
古劳人，他是叶问的师爷，即叶问师
承陈华顺，陈华顺的师父就是梁赞。
梁赞不但是咏春拳法的集大成者，更
是推动咏春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人
物，打造音乐剧《侠影·咏春》是推进
鹤山咏春文化产业化的有益尝试，希
望借助艺术精品打响梁赞咏春文化
品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
形象，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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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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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梁赞咏春文
化节。在梁赞咏春文化节中，中国歌
剧舞剧院创编了与相关旅游演艺项
目，让音乐剧《侠影·咏春》有了雏形。

在创作音乐剧《侠影·咏春》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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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团
队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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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晚上11时，音乐剧《侠
影·咏春》首演前夕，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依然灯火通明，结束了当天的第二
次大联排后，主创团队还在复盘，不
断打磨细节，力求把最好的演绎效果
呈现给观众。

好评源于主创团队对演绎的千
锤百炼、精心打磨。

“有人问我，做一部音乐剧，为什
么要等这么久？我总是半开玩笑地
说，我们在‘闭关修炼’。我觉得，对
待一部作品，尤其是《侠影·咏春》，需
要有这样的虔诚和执着，因为这个题
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对于每一个
创作者来说，都有足够的吸引力。”导
演钟浩的一席话道出了主创团队在
音乐剧《侠影·咏春》创排背后的努力
与付出。

从零基础到一招一式打出咏春
魂，为了呈现更好的作品，演员们不
敢懈怠。

舞台上，“梁赞”出手疾如流星
闪，脚起无形似飞箭，呈现了一代宗
师的高超武艺；舞台下，“梁赞”双手
的虎口处却是一个个因练习拳法结
成的茧。扮演者夏振凯说，为了呈现
更好的“梁赞”形象，他每天都在练习
咏春拳，手上的茧是练习八斩刀所
致，这更让他体会到一代宗师成长的
不易。“一开始，导演建议用道具练
习，但是我觉得必须真刀真枪才能体
现咏春魂，所以每次练习我都是用真
正的八斩刀，手上磨破皮是常事，现
在慢慢结茧，应该不会再磨破了。”夏
振凯说。

“每天排练前我们都会花时间练
习咏春拳，必须把咏春拳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观众。”剧中“琴心”的扮演者
崔秀丽说，“琴心”也是一名侠女，一
名咏春拳传人，为了呈现更好的人物
形象，只要一有空她就会练习咏春
拳。

为了让音乐剧《侠影·咏春》呈现

更好的舞台效果，鹤山古劳偏身咏春
拳第五代传承人冯家辉在首演前还
到北京进行武术指导，此前他已多次
到北京进行教学指导。“演员们都非
常谦虚好学，从一开始零基础到现在
已经非常专业。”演员们的勤奋，冯嘉
辉都看在眼里，他给予很高评价。

这部原创音乐剧从诞生之初就
备受关注，融入了许多创新亮点。

钟浩介绍，《侠影·咏春》作为音
乐剧有自己的表述方式，它用音乐、
演唱来表达人们的情感、戏剧的冲
突，剧里融入广东音乐、咏春拳等元
素，是一种相互融合的艺术形式。

舞美设计也富含中华传统文
化元素。舞台上，四根高耸的“木人
桩”随着舞台而转动。正是这四根

“木人桩”，构建了台上“天圆地方”的
武侠世界。中国歌剧舞剧院舞美设
计师陶雷介绍，音乐剧《侠影·咏春》
的舞美设计脱离了传统的平铺直叙
方式，最开始就敲定了极简且诗意的
方向。最后选定了咏春拳中具有象
征寓意的“木人桩”，同时提取了岭南
民居建筑骑楼的元素，两者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新的造型，在不断变换组合
中形成多个假定性空间，并运用苍劲
有力的书法笔画形状“笔画幕”作为
主要元素，展现中华传统文化。

此外，为把音乐剧《侠影·咏春》
打造成为精品力作，中国歌剧舞剧院
为该剧安排了最佳的创作团队、最强
的演职人员阵容。中国歌剧舞剧院
有关负责人表示，音乐剧《侠影·咏
春》是经过出品方精心打磨的艺术佳
作，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作品。

首演成功只是起点，音乐剧《侠
影·咏春》的脚步不会停下。首演之
后，还将开展全国巡演，演员和主创
将奔赴一座座城市，把梁赞咏春故事
讲给全国观众，咏春精神也将继续吹
拂中华大地。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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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媒体关注、专家观众点赞，音乐剧《侠影·咏春》首演获好评

借力武术讲好江门故事

黄凯表示，音乐剧《侠影·咏

春》以真实人物为原型，通过小切

口展示大题材，故事凝练，人物生

动，情感饱满，风格浪漫，富有民族

特色，饱含文化自信。

专家点评

北大青鸟
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音乐剧协会理事
品牌推广部主任王鹏

《侠影·咏春》
是一部难得佳作

王鹏对音乐剧《侠影·咏春》给

予了高度评价，称这样一部原创音

乐剧是近年来我国音乐剧舞台上

难得的佳作，也是一部具有艺术

IP价值的爆款之作。他表示，舞

台艺术的任务就是要抓住闪耀的

东西，即光辉和灵魂，音乐剧《侠

影·咏春》在整个故事编织和人物

生存以及艺术形式的整体艺术调

动布局中，始终贯穿展现平民英堆

本性的精神闪光，是舞台艺术在实

现精神寻找的成功范式。

中央戏剧学院
音乐剧系主任戴劲松

音乐剧融入武术
是一种创新

戴劲松表示，音乐剧《侠影·咏

春》这种武术类音乐剧用一种特别

的、创新的方式讲好咏春传承故

事，立意深刻。该剧汇集了国内优

秀的主创团队，他们是一群既有社

会责任感也有艺术责任感的人。

主创团队用他们的经验，很好地完

成了舞台与观众的对话，让音乐剧

《侠影·咏春》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流

畅感，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时间好像

过得特别快，作为观众有一种久违

的快意，非常过瘾。

北京舞蹈学院
音乐剧系主任
国家一级导演黄凯

《侠影·咏春》
饱含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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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侨乡文化“双创”发展

主创团队成员向咏春拳传承人学习拳法，加深
对咏春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演出结束后，观众与木人桩“比试”咏春拳。
陈俊峰 摄

演出开始前，观众认真阅读宣传手册。 陈俊峰 摄

55月月1313--1414日日，，音乐剧音乐剧《《侠影侠影··咏春咏春》》在北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成功上演京天桥艺术中心成功上演，，收获一致好评收获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