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剧的传承发展
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文汇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广州演出粤

剧的茶楼将近 60 家， 如今只剩下 5 家， 为什么

数量下降这么快？
梁凤莲 （广州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 粤剧本身观众数量的下降是大趋势， 加上

老龄化， 迎合这批消费者的茶楼数量越来越少。
更主要的原因是粤剧的主要舞台在剧院 ， 广州

市有很多专门表演粤剧的剧场， 比如南方剧院、
江南大戏院， 都是以粤剧表演为主 ， 发烧友还

是去剧场 “听大戏” 居多。
余勇 （广 州 粤 剧 院 院 长 ）： 无 论 是 茶 楼 粤

剧， 还是剧场粤剧在老百姓中还是挺受欢迎的，
如果是在广州剧场免费演出粤剧的话会场场爆

满 。 茶 楼 粤 剧 遭 遇 的 困 境 ， 一 是 娱 乐 多 样 化 ，
人们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多了 ； 二是茶楼的消费

主要以老人为主， 而老人消费能力弱 ， 所以在

广州茶楼粤剧走向式微。 但是剧场粤剧每周都

有演出， 上座率为 70%-80%， 靠的是更换不同

的剧目和演员来吸引观众。
文汇报： 茶楼粤剧和曲艺茶座的文化价值

是什么？
梁凤莲： 茶楼粤剧和曲艺茶座都是传统艺术

与商业结合的产物， 因时代而兴， 也因时代而衰。
所表演的粤剧与粤曲是广府民间文化的代表， 经过

时间的考验， 存留至今。 它们的文化价值在于平民

化， 广州是一个市井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 艺术与

生活结合紧密。
文汇报： 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象征， 粤剧在广

东的发展分为哪几个阶段？
余勇： 岭南文化有三宝： 粤剧、 粤曲、 岭南

画派。 其中岭南特色文化的突出代表是粤剧。
从明代 “琼花会馆”， 到晚清 “八和会馆”，

是粤剧起源 、 形成与发展的两道界碑 ， 其史已

有 500 年。 粤剧的形成始自本地班的建立 。 明

正 德 嘉 靖 时 ， 本 地 班 在 广 东 地 区 已 进 入 成 熟

期 ， 不管他们唱腔为何， 作为广东人自己的戏

剧班子已经建立， 这应该是广东粤剧形成的标

志之一。
广东琼花会馆的建立也是粤剧形成的重要标

志： 明代中后期， 广州与佛山均建立了广东艺人

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 琼花会馆是本地班大

量出现情况下的产物， 外省诸种 “腔 ”、 “调 ”
的传入即成为粤剧形成的基础。

明末清初， “外江班” 传入广东， 继而出现

了广东 “本地班”， 外江班占领城市市场， 本地

班被迫进入农村， 在农村打下群众基础。
李文茂起义失败后， 粤剧被禁演。 晚清八和

会馆成立后，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粤剧艺人队伍

迅速恢复和壮大， 粤剧劫后逢春， 重现芳华， 粤

剧史上称之为 “粤剧中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电影等娱乐新形式出现， 给粤剧发展带来了沉

重的打击。 继而出现 “薛马争雄 ” 和粤剧五大

流派， 粤剧再一次兴旺。
文汇报： 自上世纪以来 ， 粤剧面临多元文

化交汇 所 带 来 的 冲 击 ， 在 这 样 的 生 存 环 境 中 ，
粤剧会零落吗？

梁凤莲：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艺术传

达方式， 对其的倾向性 ， 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文

化认同， 如同血脉衍传过程的痕迹与烙印 。 在

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粤剧成了乡音互通 、 情

性 互 打 的 一 条 纽 带 ，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广 为 流 传

着 ， 作为一种情结 ， 以这种吹拉弹唱的艺术方

式来寄寓、 来抒发， 在这个意义上 ， 粤剧所同

化与汇聚的， 与其说是乡音乡情的宣泄 ， 毋宁

说是对本土文化的精神寄存 ， 作为一种奇特的

文化现象 ， 粤剧所具有的这一文化优势与文化

特征， 是别的剧种所没有或无法企及的 。 既是

古老的艺术， 又成了现实中乡音乡情的归栖地，
这种交融性， 无疑是粤剧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

系所在。
文汇报： 茶楼粤剧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应

该采取哪些措施？ 在新环境下是否需要转型发

展？
余勇： 总体来说 ， 无论是茶楼粤剧 ， 还是

粤 剧 本 身 ， 如 果 想 传 承 好 ， 离 不 开 政 府 的 支

持 。 在 广 东 省 尤 其 是 广 州 市 ， 民 间 “私 伙 局 ”
（广州 、 佛 山 民 间 曲 艺 ， 从 粤 剧 延 伸 而 来 ， 大

部 分 不 穿 戏 装 ， 只 需 乐 器 伴 奏 演 唱 ， 讲 究 自

娱 自 乐 ） 相 当 多 ， 公 园 、 村 镇 、 居 委 会 都 有

“私伙局 ”。 这说明老 百 姓 是 喜 爱 传 统 艺 术 的 ，
我 认 为 有 必 要 让 剧 团 走 进 社 区 、 走 进 基 层 、
走进农村 ， 让老百姓欣赏到更多的传统艺术 。

此外， 考虑到年轻人 ， 我们必须每年都创

作一些适合现代年轻人喜爱的剧目 ， 这样既有

传承又有发展， 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广 州 市 在 2014 年 制 定 了 《广 州 市 进 一 步

振兴粤 剧 事 业 总 体 工 作 方 案 》， 其 中 有 一 项 是

“粤剧走进校园， 中小学生走进剧场 ”， 要求中

小学生每年至少看一场粤剧 。 这些年我们也进

行了一些探索， 比如在创作一些剧目时加入了

一些新的元素， 以及结合现在流行的音乐进行

创作等。 粤剧最大的优点 ， 就是无论什么曲调

都能够和梆子、 二黄结合起来唱 。 粤剧在其起

源 、 形 成 、 发 展 过 程 中 ， 始 终 遵 循 “音 随 地

改 ”、 “易 调 而 歌 ” 的 规 律 ， 吸 收 融 化 各 种 声

腔和歌谣小曲， 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

粤剧音乐。 此外， 粤剧艺人在剧本 、 导演 、 表

演、 音乐唱腔、 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都曾经下

过 功 夫 ， 为 增 强 粤 剧 的 观 赏 性 而 涂 色 抹 彩 ，
其 中 以 音 乐 唱 腔 下 的 功 夫 最 多 ， 取 得 的 效 果

更明显 。
无 论 如 何 转 型 如 何 发 展 ， 有 一 点 必 须 坚

持： 要保持粤剧的特色。 也就是说用粤剧的唱

腔、 粤剧的音乐、 我们的广州话才可以 ， 否则

转型转成普通话或者其他语言 ， 那就不是粤语

戏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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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最后的茶楼折子戏

茶楼粤剧
是个人的舞台

下 午 三 时 ， 记 者 来 到 了 位 于 广

州老城区越秀 区 诗 书 路 上 的 同 乐 酒

家 。 还没走进 酒 楼 ， 就 能 听 到 里 面

传出来的粤曲声。 剧场内放着二三十

张圆桌 ， 三五 茶 客 围 坐 在 桌 旁 ， 点

上传统的 “一盅两件 ”， 即一 壶 茶 ，
两件点心， 欣赏着台上的表演。

仔 细 观 察 剧 场 ， 记 者 发 现 一 个

消瘦的背影正 站 在 舞 台 的 一 侧 ， 时

而给台上的演 员 递 上 一 些 东 西 ， 时

而接过台下观 众 的 一 些 零 零 碎 碎 的

“打 赏 ” 。 他 就 是 云 峰 粤 剧 团 的 团

长———黄嘉华。
黄嘉华是梨园子弟， 父母都是从

事粤剧这一行的。 和每一个学习戏曲

的人一样 ， 他 刚 开 始 学 艺 时 十 分 艰

辛。 1980 年， 黄嘉华 13 岁， 退学报

考 广 州 市 羊 城 粤 剧 团 ， 在 400 名 考

生中脱颖而出。 此后， 他每天早上搭

乘 45 分钟的公交车再步行 15 分钟去

位于陵园西路的羊城文化馆学戏。 上

午练习抬腿、 劈腿等基本功， 下午练

习唱曲艺和腔调， 晚上有戏就演， 没

戏继续练功， “那时候还小， 真是练

到哭”。

“当时父母都不忍心看我练功，
就随京剧老 师 教 ， 那 三 年 都 是 这 样

过 来 的 。 这 为 我 的 艺 术 生 涯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 我的身段、 八字功、 基

本功都是从京剧来的。” 黄嘉华说。
1987 年 ， 黄 嘉 华 20 岁 。 广 州

粤剧市场逐 渐 低 迷 ， 一 些 资 金 扶 助

戛 然 而 止 ， 各 地 粤 剧 团 纷 纷 解 体 ，
他的月薪也从数百元跌至 100 多元。
黄嘉华说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后 期 ，
电视节目 、 舞 厅 的 兴 起 ， 对 传 统 戏

曲冲击很大 。 粤 剧 的 市 场 和 观 众 群

都变得很小 。 当 时 广 东 每 个 地 区 都

有专业的国 营 剧 团 ， 后 来 由 于 演 出

票卖不出 ， 维 持 不 了 运 营 ， 演 职 员

就只能解散了。”
于是 ， 他 不 得 不 转 行 。 在 以 后

的 十 几 年 里 ， 他 做 过 出 租 车 司 机 ，
给老板开过车； 做过采购部门主管，
和妹妹在常 平 开 过 一 间 酒 吧 。 但 他

对粤剧的喜 爱 ， 从 未 停 止 。 经 营 酒

吧时 ， 他利 用 白 天 的 时 间 练 功 、 唱

戏 。 说到这 里 ， 黄 嘉 华 有 点 自 豪 又

有点失落，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唱粤

剧， 是专业水平， 他们没有人愿意和

我一起唱”。
直到 2004 年， 粤剧在广州重新

兴旺 ， 各地 粤 剧 人 纷 纷 办 起 民 营 粤

剧团， 罗家宝粤剧团就是其中之一。
在朋友的推 荐 下 ， 黄 嘉 华 加 入 该 剧

团 ， 成为文 武 生 演 员 ， 并 参 加 了 罗

家宝青年艺 术 团 在 番 禺 的 表 演 ， 这

是黄嘉华时 隔 17 年 之 后 重 返 舞 台 。
他至今还记 得 自 己 重 返 舞 台 后 表 演

的第一场戏———《金钏龙飞配》。
2009 年 ， 黄嘉华接手了羊 城 粤

剧团团员白云峰在 1998 年创建的云

峰粤剧团 ， 成 为 团 长 ， 之 后 见 证 了

它近十年的 迁 徙 史 。 早 期 云 峰 粤 剧

团 长 驻 广 州 荣 华 楼 ， 时 间 近 七 年 。
2013 年 8 月初 ， 荣华楼停业 ， 停演

一个月后 ， 云 峰 粤 剧 团 找 到 了 下 一

个驻扎地： 位于海珠区的龙胜酒楼。
进驻龙胜酒 楼 一 年 半 后 ， 因 为 酒 家

取消下午茶 座 ， 云 峰 粤 剧 团 再 次 面

临找场地的窘境 。 2015 年 4 月 ， 粤

剧团转战诗 书 路 的 同 乐 酒 家 ， 驻 扎

至今。
黄 嘉 华 说 ， 自 己 见 证 了 粤 剧 ，

尤其是茶楼 粤 剧 近 几 十 年 在 广 州 的

起起落落， 是粤剧长河里的小缩影。
在这些起起 落 落 里 ， 他 唯 一 没 变 的

是对粤剧的 喜 爱 和 对 茶 楼 这 个 小 舞

台的眷恋 ： “2006 年 ， 我开始接触

在小舞台上 表 演 的 茶 楼 粤 剧 。 和 剧

场大舞台不 同 的 是 ， 在 茶 楼 里 表 演

跟观 众 是 零 距 离 接 触 的 。 而 这 些 观

众是最草根也是最铁杆的， 最 ‘粉’
粤剧的观众就是这些人。”

谈到大舞台和小舞台的区别时，
黄嘉华说， 在大舞台上表演有灯光、
设备 、 化 妆 、 布 景 、 人 员 、 音 乐 各

方面 的 配 合 ， 形 成 一 个 很 完 整 的 表

演场 所 。 茶 楼 粤 剧 最 主 要 的 是 突 出

个人 ， 只 要 个 人 创 作 好 的 、 表 演 好

的 ， 观 众 就 接 受 你 认 可 你 。 茶 楼 粤

剧是 个 人 的 舞 台 ， 粤 剧 大 舞 台 是 整

体的舞台。

茶楼戏曲
伴随 “老广人” 长大

云 峰 粤 剧 团 每 日 在 同 乐 酒 家 的

演出 分 为 上 下 两 个 半 场 ， 上 半 场 是

粤曲 演 唱 ； 下 半 场 是 粤 剧 折 子 戏 演

出。 上半场演出时， 演员不穿戏服，
脸上 只 化 淡 妆 。 舞 台 上 的 演 员 与 剧

场中 的 茶 客 ，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呼 应 与

互动 。 演 出 中 间 ， 部 分 茶 客 会 拿 红

包 “打 赏 ” 给 舞 台 上 演 出 的 演 员 。
茶客 的 这 种 “打 赏 ” 是 茶 楼 粤 剧 团

的主要收入来源。
霭 玲 是 云 峰 粤 剧 团 的 副 团 长 ，

说起 自 己 的 日 常 工 作 ， 霭 玲 说 “几

乎什么都做 ”： “每 日 演 员 的 排 表 、
表演 什 么 戏 、 和 客 人 沟 通 ， 了 解 客

人想要听的曲、 看的戏。” 和谈到日

常工 作 时 的 神 采 奕 奕 不 同 ， 谈 到 云

峰粤 剧 团 的 收 入 时 ， 霭 玲 有 些 失 落

地 说 ： “平均每天 ‘打赏 ’ 的 收 入

也就几百块。 这些赏金不仅要付酒楼

每个月 2000 元的场地租金， 还要付

演员和音乐师傅的工资， 挺难的。”
坐 在 同 乐 酒 家 听 粤 剧 时 ， 记 者

观 察到年 过 八 旬 的 梁 先 生 时 不 时 走

上戏台 “打赏”， 仅仅一个下午， 他

给其中一名演员 “打赏” 了 100 元、
给三名演员 “打赏” 了 50 元、 给两

名演员打赏了 20 元。 “像我们这些

老人， 一般都已经退休了， 退休工资

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做生

意当老板， 还有些积蓄， 所以就给的

多一些。 就当是支持他们了。”
对 于 梁 先 生 来 说 ， 喝 茶 听 曲

是 很 大 的 乐 趣 ， 他 说 自 己 是 个 茶

楼 粤 剧 迷 。 他 最 喜 欢 的 两 部 粤 剧

是 《 红 楼 梦 》 和 《 钗 头 凤 》 ， 一

个 月 会 抽 出 十 来 天 时 间 来 看 云 峰

粤 剧 团 的 演 出 ， 是 云 峰 粤 剧 团 的

常 客 。
他 对 于 云 峰 粤 剧 团 目 前 遇 到

的 困 境 感 同 身 受 ： “ 粤 剧 ， 和 唐

诗 、 宋 词 一 样 ， 是 经 过 时 间 沉 淀

的 文 化 精 髓 ， 如 果 失 传 就 太 可 惜

了 。 茶 楼 粤 剧 是 广 州 的 民 间 文 化 ，
体 现 了 我 们 广 州 文 化 的 多 样 性 。
作 为 一 个 ‘老 广 人 ’ ， 在 茶 楼 里 听

曲 看 戏 长 大 。 80 多 岁 了 ， 你 让 我

们 去 哪 呢 ？ ”
坐 在 一 旁 的 蔡 先 生 也 爱 来 同 乐

酒家听戏 。 家 离 同 乐 酒 家 有 五 站 的

公 交 车 路 程 ， 但 他 还 是 每 天 来 听 。
他告诉记者 ， 自 己 一 个 月 给 云 峰 粤

剧团的 “打 赏 ” 是 一 两 百 元 。 来 茶

楼听戏的常 客 “打 赏 ” 的 数 目 大 多

跟蔡先生一样。
暂 歇 之 后 ， 茶 客 们 等 待 着 即 将

上 演 的 粤 剧 折 子 戏 ， 当 日 上 演 的

《艳 曲 醉 周 郎 》 ， 是 粤 剧 《 三 戏 周

瑜 》 里 的 精 华 部 分 。 折子戏剧目一

般会提前预 告 ， 在 同 乐 酒 家 的 门 口

记者看到了这周的折子戏剧目安排，
除了 《艳曲 醉 周 郎 》 外 ， 还 有 《狄

青闯三关 》、 《黛玉离魂 》、 《花 田

错会》。
表演 《艳曲醉周郎》 的演员是郭

君祥和陈琦莺， 分别从事粤剧行业四

十多年和三十几年， 他们算得上是老

艺人了， 也是云峰粤剧团的台柱。
黄 嘉 华 告 诉 记 者 ， 云 峰 粤 剧 团

共有粤剧演员 30 人。 每天表演两个

半小时 ， 每 个 演 员 都 有 排 期 ， 一 个

星期做四五 天 或 两 三 天 都 可 以 。 而

黄嘉华对他 们 唯 一 的 要 求 是 每 天 用

不同的曲目 和 不 同 的 表 演 形 式 来 吸

引观众。
除了节假日， 云峰粤剧团每天下

午两点至四 点 半 都 会 在 同 乐 酒 家 表

演。 但是一旦有老常客要求看什么戏

时， 黄嘉华也会满足他们： “有些观

众跟了我们很多年， 云峰粤剧团成立

多久， 他们就跟了多久， 所以我们觉

得这份感情很难得。 演员和他们互动

也很好， 如 果 有 几 天 不 见 他 们 ， 也

会问是不是 生 病 了 ？ 是 不 是 家 里 有

什么事？”

最大困难
是缺乏表演场所

在 同 乐 酒 家 里 喝 茶 听 曲 的 都

是 一 些 年 迈 的 老 人 ， 极 少 有 年 轻

人 。 有 时 候 有 些 大 学 生 为 写 论 文

而 来 调 研 ， 也 会 来 茶 楼 里 坐 上 一

会 ， 但 仅 仅 是 看 热 闹 ， 并 不 是 兴

趣 所 在 。
黄 嘉 华 告 诉 记 者 ， 观 众 少 并 不

是 茶 楼粤剧发展最主要的困难 ， 最

大 的 困 难 是 缺 乏 表 演 场 所 。 “找 一

间能够接纳我 们 茶 楼 粤 剧 的 酒 家 很

难 ， 现 在 很 少 有 真 正 喜 爱 茶 楼 粤 剧

的 老 板 。 这 也 是 我 们 还 在 同 乐 酒 家

驻 扎 的 原 因 。 这 里 的 老 板 ， 他 觉 得

广州的饮食 文 化 跟 我 们 的 粤 剧 文 化

都 是 地 道 的 广 州 特 色 。 2015 年 签

订 的 两 年 合 同 就要到期了 ， 同 乐 酒

家刚跟我们续约 。”
同 乐 酒 家 负 责 人 坦 言 ， 最 初 接

纳 粤 剧 团 是 因 为 觉 得 这 是 传 统 文

化 ， 与 酒 楼 的 粤 菜 定 位 一 致 ， 希 望

可 以 共 赢 。 两 年 合 作 下 来 ， 他 发

现 ， 初 期 媒 体 等 外 界 关 注 度 高 ， 观

众 赏 面 ， 客 流 每 天 可 以 达 到 100 人

次以上 。
但 是 从 去 年 开 始 ， 上 座 率 锐 减

两 成 ， 酒 楼 感 觉 到 维 持 现 状 的 压 力

了 。 他 展 示 的 经 济 账 中 ， 剔 除 水 电

费 ， 为 维 持 粤 剧 茶 座 的 服 务 ， 需 要

增加厨房、 楼面等 10 个人手， 这笔

开 支 约 3 万 元 。 他 解 释 ， 要 求 他 们

每月付 2000 元租金其实对于酒楼收

入 贡 献 不 大 ， 主 要 是 希 望 给 粤 剧 团

一 些 压 力 ， 促 使 他 们 想 办 法 提 升 上

座率。
黄 嘉 华 说 ， 他 想 过 怎 么 通 过 创

新 去 改 变 茶 楼 粤 剧 的 现 状 ， 一 些 大

的 粤 剧 团 通 过 对 传 统 剧 目 进 行 创 新

取 得 的 成 功 做 法 ， 他 也 看 在 眼 里 。
他 认 为 ， 粤 剧 是 传 统 文 化 ， 改 头 换

面是不行的， 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
从 表 演 上 、 形 式 上 、 化 妆 服 装 布 景

等 方 面 结 合 现 代 人 审 美 进 行 创 新 。
云 峰 粤 剧 团 改 进 力 度 不 大 的 原 因 是

缺 乏 资 金 ， 没 有 经 济 做 后 盾 ， 很 多

想法很难实现。
不仅是茶楼粤剧， 粤剧的整体发

展都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究其原

因是上世纪 80 年代粤剧的发展有些

脱 节 ， 表 演 人 才 和 观 众 都 出 现 了 断

层。 “老实说， 在当地， 我这个年纪

做这一行的很少， 为什么我在做呢？
是因为受到父母的影响， 如果我不知

道这一行是做什么的， 我就听不懂。
可是， 作为广府文化的代表， 广东人

了解和欣赏粤剧是很必要的。” 黄嘉

华说。
云 峰 粤 剧 团 的 演 员 ， 因 为 表 演

水 平 和 受 观 众 欢 迎 程 度 不 同 ， 收 入

也 不 同 ， 低 的 一 个 月 一 两 千 元 ， 高

的 能 达 到 六 七 千 元 。 黄 嘉 华 说 ：
“做 这 一 行 有 苦 也 有 乐 ， 没 有 爱 粤

剧 的 心 也 不 会 站 在 粤 剧 的 表 演 舞 台

上 ， 对 粤 剧 的 喜 爱 是 他 们 坚 持 从 事

这份工作的原因 。”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广东人管喝茶的地方叫茶
楼。

据 《广东新语 》 记载 ， 岭
南人种茶始于唐代 。 受岭南的
地理位置 、 气候特征 、 经济发
展状况等影响 ， 当地人逐渐形
成了好饮茶的生活习惯 。 广州
多湿热天气 ， 当地人爱 “叹 ”
茶由来已久， 朋友见面都是以
“饮 左 茶 未 ？ （饮 茶 没 有 ？ ） ”
相 互 问 候 。 明 末 ， 广 州 就 出
现 了 茶 楼 。 清 康 熙 年 间 ， 广
州 成 为 我 国 唯 一 出 口 茶 叶 的
通 商 口 岸 ， 茶 市 极 旺 。 上 至
达 官 贵 人 ， 下 至 平 民 百 姓 ，
都把茶楼作为待客的场所 。

20 世纪 30 年代 ， 广州的
茶楼 ， 如越秀 、 荔湾一带几乎
每 天 都 有 粤 剧 、 粤 曲 表 演 。
“赴茶楼品茗赏曲 ” 十分盛行 ，
当时的粤剧 、 粤曲表演与茶楼
经营都达到了 “高峰 ”。

粤剧， 形成于清乾隆年间 ，
是外来剧种与广东地方民间音
乐融合的产物 ， 既保留了原有
剧种的特质 ， 又具有浓郁的广
东地方特色。 2006 年 5 月， 粤
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 2009 年 10 月 ，
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第 四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成为继昆曲之后第二个成
功 “申遗” 的中国戏曲剧种。

粤曲， 最早源于当地的 “八
音班”， 后来吸收了木鱼、 龙舟、
南音、 粤讴等广东民间小调或小
曲。 “外江班” 传入广东之后， 粤
曲又吸收了二黄、 梆子等唱腔。

茶楼在历史长河里搭建起
粤剧 、 粤曲的生存空间 ， 在这
个 特 定 的 空 间 中 ， 艺 人 、 茶
客 、 茶楼经营 者 赋 予 了 粤 剧 、
粤曲的生命力 。 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 ， 广州演出粤剧 、 粤曲的
茶楼有近 60 家 ， 而 如 今 只 剩
下 5 家 ： 爱 群 大 厦 、 畔 溪 酒
家 、 翠园酒家 、 大西门酒家和
同乐酒家 。 其中在同乐酒家长
驻 的 云峰粤剧团是广州最后的
茶楼粤剧。 “其他四家也只能称
为 ‘曲艺茶座’， 以化淡妆、 清
唱粤曲为主， 只有云峰粤剧团还
在演粤剧折子戏 。 折子戏就是
一 部 粤 剧 大 戏 里 最 精 彩 的 片
段 。 ” 云 峰 粤 剧 团 团 长黄嘉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

云峰粤剧团演员在同乐酒家表演折子戏 《狄青闯三关》。 均 陈忧子 摄

演员在茶楼剧场的后台化妆。演员准备出场表演。 茶客们日均几百元的 “打赏” 是茶楼粤剧团主要收入来源。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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