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本报海外文稿部主编 | ? 95期 | 2020 年 12月 28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吴雪舟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uxz@xmwb.com.cn

21Overseas Edition

人物名片

华人之星

旅
英
音
乐
家
倾
力
撒
播
中
国
戏
曲
种
子

1!!!!!!!!!!!!!!!!!! ?缘英国，在伦敦顶尖学府开课

    一个人就是一支乐

队，是种怎样的体验？旅英

音乐家邱增慧对此深有体

会：大到古筝、鼓等中国传

统乐器，小到中阮、京胡、

笛子、 唢呐等等京剧伴奏

乐器，邱增慧都能玩转，她

常常一个人就撑起了一个

京剧乐队所需要的演奏。

从 1999年前往伦敦

大学亚非学院授课以来，

邱增慧倾心尽力， 将以京

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

文化播散至英国各地。 她

在英国发起成立中英戏曲

协会， 并邀请京剧大师梅

葆玖先生担任协会名誉会
长。 她是金发碧眼的英国

学生心里中国美好的 “代

言人”，是当地华人戏迷的

热心大姐和抗疫斗士，更

是京剧艺术在英伦大地的

践行者和传播者。

邱增慧

笸旅英音乐家

笸中英戏曲协会会长

笸英国中华艺术中心副主任

兼戏曲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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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增慧和英国的缘分，要从 1992年说

起。当时 20岁出头的邱增慧，从中国戏曲
学院首届器乐系毕业，进入北京京剧院工

作，时常出国巡演。1992年的伦敦演出之
行，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次我结识了伦敦很多华人资深票
友，其中包括中国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二女

儿马仰曹一家，以及一些对戏曲感兴趣的

英国友人。”作为首席乐师，邱增慧精通多
种乐器，为梅葆玖、梅葆玥等京剧泰斗伴

奏。她扎实正统的音乐功底，以及热心通透
的为人，给英国票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数年后，一位英国戏迷前往北京戏曲
学校（现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求学，偶

遇邱增慧。他得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极力推崇中国文化，想要开设中国戏曲方

面的课程，求贤若渴。这位英国戏迷便向院
长力荐邱增慧。1999年，邱增慧接受了这

份工作邀约，再次踏上英伦土地。
“当时我还年轻，就想着可以到英国拓

展一下视野。加上曾经在夜校学习过 3个
月的英语，所以也有勇气。”回想起陈年往

事，邱增慧不由得笑了起来。
有了这样的“宝藏老师”，学校的中国

戏曲课程大受学生欢迎。
无论是器乐演奏，还是京剧表演，甚至

是昆曲这样的传统戏曲，都是邱增慧的拿
手本领。“虽然我英语水平有限，但所幸

语言对于艺术表达的影响并不关键。而且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英语授课能力。”
咿呀、静穆、颦蹙、粲然、瞋视……邱增慧的

举手投足，打破了中西界线，让学生们在戏

曲悠扬的乐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另
一层面的了解。
“我主要负责略带科普性质的表演，以

及固定连续的小课。”演出

是在大学的剧院，场场都有

上百名学生来观看，也有不
少老师和闻讯而来的当地

居民；小课大约有十几名学
生，大多是金发碧眼的西方

人，一小部分是出生在英国
的二代华裔。

学生主要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中国文化十分热
爱，并且已在中国哲学、元

杂曲等某一领域有相当研
究的西方专家；另一些是

对中国感兴趣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中文以及中国

传统音乐、绘画、戏剧很有
意思”；第三类便是在英国

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自
认对于中华文化还缺少根

上的了解，因此长大后主
动过来学习。”

    2015年，在英国著名侨

领单声先生以及戏曲前辈的
支持下，邱增慧创立了中英

戏曲协会，并邀请到中国京
剧大师梅葆玖担任协会名誉

会长兼艺术顾问。梅先生称

赞协会：“国粹英伦放光彩”。
协会的首秀，便是在大

英博物馆 2015 年“欢乐春
节”的开幕活动上。这个活动

是由大英博物馆与中国驻英
国使馆文化处共同策划，是

两国首次举办“中英文化交
流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邱增慧记得，开幕日当
天的重头戏，是安排在博物

馆首层大厅的京剧和昆曲表
演。原汁原味的中国戏曲唱

段甫一亮相，让在场观众沉
醉不已。而后，包括邱增慧在

内的 6位民乐演奏家，同时
在博物馆多个展厅演出并举

办工作坊。中国国粹与西方
文化在同一时空交织辉映。

中英戏曲协会成立至今
5年，举办或参与了众多颇

具影响力的活动。协会每年
都率队参加在全英各地举行
的华人春节庆祝活动和春晚；2015年 12

月，协会成员远赴西班牙，参加了由巴塞

罗那孔子学

院、亚洲之家、
庞贝法布拉大

学音乐技术组
合（MTG）和巴

塞罗那市政府

音乐厅联合组
织的“中国传

统音乐与京剧
之夜”活动，为

西班牙观众带
来了令人难忘

的视听盛宴；
2018 年 3 月，

协会联合中英
文化交流学

会、英国华人
诗书画学会和

“在英中国抗
战后人”联谊

会，发起“为了
迟到的祭奠”

义卖义演义诊活动，为一战期间赴英工

作的中国劳工树立一座纪念碑，得到了
多个华人社团和中国企业的支持……

邱增慧说，协会已有固定会员 100多
名，“除了大型演出，目前我们的日常活动

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教学，主要有私教课、
小班和大课；二是大家分享和交流为主，

清唱、聊天都随意，氛围相对轻松；第三，

就是今年疫情期间，我们举办线上演唱
会，聚集了中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票

友，在线演出，这在圈子里还是头一遭。”
邱增慧还设立了“戏迷之家”，每逢

佳节，她便邀请戏迷和票友来共度美好
时光，不少华人和留学生都乐于来此和

她聊天谈心，邱增慧也热心为他们排忧
解难。在社区，邱增慧每年都会参加公益

表演和义工，身体力行，展现华夏民族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疫情期间，她还不辞辛

劳为生病的留学生联系医生。
一路走来，邱增慧十分感恩，自己在

众多前辈鼓励、同行帮助和社会支持下，
携手社团成员、戏迷票友，在英伦大地播

撒着中国戏曲的星火。“也想感谢我的先
生，是他为我提供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

坚定支持。”

    不久，伦敦的一些中小学都知道了亚

非学院有这样一位精通中国戏曲的老师，
于是纷纷邀请邱增慧前去给学生开展活

动。十几年来，影响逐渐拓展到伦敦以外的
地区。邱增慧在英国许多大、中、小学，开展

过上千场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work－
shop），激发了英国儿童和青少年对中国的

京剧、音乐、舞蹈甚至是绘画的兴趣。

每场工作坊活动，邱增慧都会带上一
批戏服和中国特色的服装，至少 16样中国

乐器，让学生全面接触和体验。每每活动结
束，学生们都意犹未尽，舍不得邱增慧离

开。“一般的工作坊，可能就是请一个老师，
展示一两种乐器或者艺术。所以校方很吃

惊，我可以一个人带来一支中国民乐队，效
果远超出他们的期待值。”

伦敦当地一家天主教小学尤其欣赏邱
增慧，“学校对中文教学很重视，想让我通

过丰富的艺术形式，更好地教授中文必修
课程。我每天下午都被安排了两节课，各个

班加起来有 300多个孩子。”

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接受程度差异，邱
增慧授课内容不尽相同。从中国节庆民俗，

京剧的乐器、脸谱、服装乃至唱段，都在潜
移默化中促进了中文学习。

在邱增慧的努力下，学生们随口都能
唱出《静夜思》《悯农》等古诗，能来一曲有

模有样的《苏三起解》《卖水》《茉莉花》等经

典唱段，也能跳雨伞舞、红绸舞……不过邱
增慧坦言，这一阶段的学习，主要是为了激

发儿童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不能要求他
们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理解。

在授课之余，邱增慧也积极向英国主
流社会展示中国戏曲音乐的魅力。她多次

与当地知名演出机构如少年维克剧院
（Young Vic Theatre）、英国东亚裔剧团黄

土地剧团（Yellow Earth Theatre）等合作，
为英国演员编排中国题材的作品，并担纲

音乐总监，为剧作编曲。不少剧目还在英国
乃至美国巡演。

■ 中英戏曲协会聘请梅葆玖先生（中）为名誉会长

■ 2015年，邱增慧（穿红衣者）率中英戏曲协会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春节文化周”上首秀

■ 今年 3月， 邱增慧应邀教授 1600

多名英国学生用中文演唱中国民歌和
京剧，并在演出中担任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