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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心底敬佩我的老
师。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奉
献给了粤剧。”红线女的弟子郭
凤女哽咽着说。郭凤女见证了
老师生前的最后一堂粤剧课。

7日12时许，88岁的红线
女仍在热情指点着正在唱念做
打的一群小朋友，顾不上吃午
饭。郭凤女知道老师有腰痛的
老毛病，一直扶着她，怕她摔倒。

“授课结束后，我告诉她，
我在8号晚上要举办一场慰问
粤剧老艺人的演出。她听了很
高兴，要了两张票，说：‘这是好
事，我一定过去看看。’”郭凤女
告诉记者，她最后没能等到自
己的恩师。

昭君出塞无悲意，一曲荔

枝天下知——红线女用自己的
毕生心血，在源流可以追溯到
四百多年前的粤剧传承史上，
树立起无法磨灭的丰碑。

“我母亲对粤剧，可以用
‘不离不弃、无怨无悔’来形
容。不管是在抗战烽火中，还
是在市场冷淡时，她都坚持演
出、传艺，哪怕面对七成的空
座，她都舒展自如，坚持自己对
粤剧的那分热爱。”红线女的儿
子马鼎盛说。

出生于粤剧世家的红线女
原名邝健廉，这是一个有着浓郁
南粤文化气息的姓名。因为喜
欢“红线盗盒”的侠义故事和个中
精神，她改艺名为红线女，此后，
这个名字成了中国艺坛的传奇。

斯人已去，余音不绝
著名粤剧大师红线女辞世，享年88岁

□新华社广州12月9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王攀 陈寂）

昨日，广州华侨新村友爱路20号——在这个被海内外粤剧爱好者所熟悉的“红宅”
里，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洁白素净的房间里没有华丽的装饰，清雅的兰花四处可见，
粉红色的沙发套点缀出房子主人——粤剧大师红线女对美的追求。

这位艺术大师因为心脏病突发，于12月8日20时40分病逝，离开了人生这座大舞台。

这是红线女在粤剧《苦
凤莺怜》一剧中扮演的崔莺娘

红线女自1939年开始随粤剧前辈何芙
莲学艺，早年既演粤剧又拍电影，1955年，
她自港返穗。红线女在继承粤剧传统唱腔
的基础上，结合西洋美声唱法和我国民族
唱法及兄弟戏曲的演唱技巧，形成了独树
一帜、举世公认的“红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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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多年的从艺生涯中，红线女创造了“红
派”艺术，她的“红腔”开辟粤剧表演的崭新时代；
因为她和丈夫马师曾的出色演出，周恩来总理把

“南国红豆”的赞誉给了粤剧；也因为她和其他粤
剧名家的努力，粤剧这个地方剧种，成为闻名全国乃
至全球的“大剧种”。

在广州市的红线女艺术中心里，人们挂起
了她的大幅画像，摆上了鲜花。多名前来祭奠
这位艺术大师的普通市民说，近20年来，面对
传统戏曲市场的不景气，红线女的奔走呼号、
身体力行，让他们格外感动。

终其一生，红线女演过近百部粤剧，拍过90
多部电影，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勇于革新、探索。21世纪初，她率先提
出将粤剧改编为动画电影的艺术构想，并在2004
年推出《刁蛮公主憨驸马》，不仅获得了中国电影
华表奖的殊荣，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斯人已去，余音不绝。在过去的20多年里，
红线女将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培养年轻一代对粤
剧的热情和传承上。只要是对粤剧表现出喜爱
之情的孩子，她都愿意倾囊以授，所以每逢周末，
红线女艺术中心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在我看来，我母亲对艺术的奉献和她的爱国
情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
己的民族，她才能这么热爱粤剧艺术。”马鼎盛说。

南国生红豆，此物最相思。

她的“红腔”,
开辟粤剧表演的崭新时代

去世前一天，她还在授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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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20 日，周
恩来总理在广
东粤剧院观看

《乡山风云》后
接见了主要演
员。左二为红
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