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 凯 明

欧凯明（1964 年－），原名欧小胡，广西合浦县人，粤剧艺术表演家，师承粤剧艺术

大师红线女。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中国艺术

节优秀表演奖获得者，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13 岁就读于合浦师范学校文艺班。1987 年考入广西艺术学校学艺三年，毕业后到南宁

粤剧团任演员。1992 年，调到广州红豆粤剧团担任文武生。现任广州粤剧院艺术总监兼总

经理、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现任第十二届广东省政协委员。获首届广东戏剧家突出贡献

奖、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和荣誉。

主要代表剧目有《搜书院》《黄飞虎反五关》《刑场上的婚礼》等等。



红 派 粤 剧 守 望 人

佛经好念 戏饭难吃

欧凯明出生在广西合浦县南康镇（今属北海市铁山港区）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家

贫，入戏行的念头就是为了有饭吃。那时候，欧凯明很羡慕戏班唱戏的人，觉得他们唱戏

很风光，打小便有了目标，要像他们一样，唱戏演戏。待自己入了行才明白，母亲曾对他

说过的那句话一点不假：“小胡啊，观音经好念，戏饭最难吃！”

并不是粤剧世家出身的欧凯明，13 岁前对粤剧一无所知。1977 年，正读小学的他被

老师推荐到了广西合浦师范学校的文艺班。欧凯明回忆说，当年学校的师傅（老师）总是

拿着藤条刀片在头上晃荡，逼学生们练功。那时他才知道演戏这行饭，不好吃。“当年练

功很严格，练功房就像刑房一样，里面压腿的个个哭得哇哇叫，但正因为这些汗水和泪水，

才让我们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那时候很苦很穷，同学省吃俭用送我的一块香皂，都让我喜欢了很久，记忆到现在。”

欧凯明很感恩那些帮过自己的人。

由于当时个头小、皮肤黑，欧凯明并未能引起老师关注，上台演出时常被分到 B组。

为了争取到演出机会，不论是放学后还是周末，排练场上都能见到欧凯明的影子。有时，

排练场的门锁了，他就拔掉窗户上的木栓，从窗户里钻进去练功。

终于，一次班里排《三岔口》，A组演主角的演员因为声音不够高演不了，欧凯明凭借

洪亮的声音拿下这个角色。貌不惊人的欧凯明“惊艳”亮相后，从此调到 A组。

后来，与欧凯明接触过的董上德教授，对欧凯明很是看重，说：“他是一个很努力认

真的人，文武生皆工，前途无量。”

前途渺茫 贵人相助

欧凯明曾说过：“我曾经想过放弃粤剧，当时完全看不到粤剧的前途。”那是因为，地

方上的粤剧市场并不景气。

文艺班毕业后，班里的一些同学成立了广西合浦粤剧团，经常在村子里表演粤剧。几

年后，欧凯明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前途，考取了广西艺术学校，毕业后还留在南宁粤剧团。

凭借个人努力，欧凯明成为了剧团的台柱子，还获得了广西首届戏曲青年演员大赛桂冠，

也算少年得志。

但是，剧团的演出极少，1991 年他的月薪仅有 64 元。后来剧团书记帮他申请了困难

补助，加起来一个月才拿 98 元。为了生存，28 岁的他不得不去歌舞厅唱歌，跨行拍电视

剧。

欧凯明后来感慨道，上世纪 80 年代初时，粤剧还可以一枝独秀，一个戏演一个月，

但后来冲击很大，他们那代粤剧演员很多都去唱过电视剧插曲，为了生存，没有办法。



在最困惑迷茫的时候，是红线女把他调到了广州，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不是红线女，

欧凯明就改行了。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很喜欢他，想让他去拍戏。那时，他刚

拍完一部戏回到单位，有人告诉他，红线女看上他了，要他去广州面试。暗暗吃了一惊的

欧凯明，立马收拾行装，径直来广州了。

红线女相才 喜喝茅台

欧凯明第一次来广州，是 1979 年的事，那年才 15 岁。当时的情景，欧凯明是这样说

的：“我是用后脑勺走路的，因为没见过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频频回首观望。”

欧凯明再来广州时，心情已经迥乎不同了，他要到红线女家中面试。“她先在钢琴前

敲了‘何、车’两个音，让我唱一句听听，然后又让我踢了几下腿。”那次面试，欧凯明

至今记忆犹新。

顺利通过面试后，南宁粤剧团并不轻易放他走。爱才的红线女亲自到南宁协商，终于

让欧凯明得以到粤剧的发源地广州发展。1994 年，欧凯明凭借《武松大闹狮子楼》中的精

彩表演，获得了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金奖。1995 年，他又斩获中国戏剧界最高奖梅花

奖。

除了艺术上的指导，红线女对欧凯明生活上也关心。欧凯明说：“红老师还会拿很多

很好的东西跟我们分享，比如有瓶茅台酒是周总理送给她的。她舍不得喝，开了给我们几

个学生，一人一匙羹。我们第一次喝到这么香的酒，特别香，就问她这是什么酒，她就说

‘这是周总理送给我的，好像是 1971 年那时送的。我不准你们喝了，你们给我点蜡烛，

我封住先。’”

“红老师创办红豆粤剧团的时候，有纪念周总理的意思，周总理称我们粤剧是南国的

红豆。所以红老师后来就创办了这个红豆粤剧团。”欧凯明现在接任恩师红线女的班，担

任了红豆粤剧团团长。

师从红线女 致敬粤剧

欧凯明师受聆于红线女后，得以浸润于传统，博采众长，脱颖创新。在表演上，更加

朴实，真实自如，洒脱豪放。在传统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大

胆突破，革新创造，使粤剧得到枝繁叶茂的发展。欧凯明饰演过古装剧中的帝王将相、才

子豪客，现代剧中的英雄人物等多种角色，获得广大观众的大力支持。

在红线女大师的引导下，欧凯明数十年来自觉传承、弘扬马（师曾）红（线女）流派

艺术，在马红流派经典粤剧《搜书院》《关汉卿》《审死官》等剧目中塑造了“谢宝”“关

汉卿”“宋世杰”等马派的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其中，在 2016 年《红的归来》中他首次扮

演马师曾并唱马腔，得到红线女大师与马师曾大师的小儿子马鼎盛先生“惟妙惟肖”的高

度称赞。他所主演的《搜书院》作为粤剧界的唯一代表，于 2018 年 11 月参加了由中国文



化和旅游部在昆山举办的“百戏盛典”系列演出活动。

《红的倾情》 悼念恩师

2016 年 6 月，在广州，为期 8天的第七届羊城国际粤剧节精彩程度超出以往。那次盛

会以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欧凯明“岭南一粟”个人专场开幕。在闭幕式上，欧凯明又演唱

了粤剧《红伶归来》中的一曲《红的倾情》，悼念三年前仙逝的恩师红线女。欧凯明对于

老师、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一片追思怀念尽在这支歌中，听者为之动容。

“当我踏上舞台这一刻，我的心为何不能平静。

丝竹锣鼓锵然响起，我双眼为何藏着泪影。

红棉有您的痴情，云山有您的倩影，

珠江有您的牵挂，红豆有您的叮咛。

荔红念您的恩情，长风忆你的倩影。

春风听您的欢笑，荷淡觅你的晶莹。

一生倾情唱尽相思曲，曲曲山回转。

几许真善化作天籁声，声声水留情。

南粤云岳传载着您美丽的歌声！”

欧凯明那浑厚悠远的声音，让人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壮。作为红线女的高徒，他唱的

这首回忆恩师的歌，让人听得忍不住泪流。有人说，只有他那样的嗓音，那样的深情，才

能演绎。

也有人说，如果粤剧演员成了网红，粤剧就不用再愁发展了。羊城国际粤剧节上，最

红的星要数欧凯明了，开幕闭幕式都是他主打。但粤剧节后，一切归于平静。

在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董上德眼里，欧凯明是个低调务实的人。

接受记者采访，欧凯明也总是言简意赅。问及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他说会写写字和画画。

过了一会，便道，“别说我画画，我那就是涂鸦。”

从一个不自信、努力完善自己的乡下小孩到如今的业界翘楚，欧凯明也似乎习惯了用

实力慢慢证明自己。

从艺小结 步月抒怀

2017 年，欧凯明从艺四十周年了，便在广州大剧院举办了《岭南一粟——欧凯明艺术

专场》。该专场作为欧凯明对其粤剧生涯的一次小结，也是其对粤剧艺术的一次思考、感

悟与提升。演出集合了《黄飞虎反五关》《搜书院》《斩经堂》《南越宫词》《刑场上的婚礼》

等的精彩片段，戏与戏之间以欧凯明对粤剧的内心独白串场，道出了他从艺以来的艰辛、

困苦以及快乐和享受。以五部经典剧目精华，塑造五个性格迥异的角色，欧凯明将每个角



色的特点都展现出来，表演细腻、传神，充分展示了一个粤剧艺术大师的水平，也展现了

当代粤剧人承前启后、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2018 年，欧凯明又马不停蹄，接连打造了粤剧《岭南人家》《初心》和粤剧纪录片《粤

韵芬芳》，倾己之力让广州这座城市烙下文化印迹，也让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广大市民找

到文化归属感。

2018 年 12 月，他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邀请，作为粤剧界唯一代表，在跨年戏曲晚会

上向中央领导和各地观众演出《搜书院》的经典选段“步月抒怀”。

授徒传艺 促进传承

现在的欧凯明，是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兼总经理、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该

单位是广州地区唯一的集粤剧创作、演绎、教学等于一体的专业性组织，在珠三角地区乃

至全国产生了极大的粤剧文化辐射力。

为让粤剧文化得到传承、注入活力，欧凯明一直注重建设培养青年队伍，对粤剧青年

演员从唱作念打等多方面进行技术性指导，并根据学员自身实际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培

养粤剧接班人，切实促进了粤剧艺术传承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推广传播。

欧凯明以身为范，培育青年，始终将对粤剧事业传承的责任与担当贯穿于日常教学全

过程。

在欧凯明的努力培养下，广州粤剧院一百多名演职人员获中级以上专业职称，陈振江、

梁文超、葛瑞娟等一批年轻演员迅速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粤剧新秀。

另一方面，为巩固粤剧传承的社会基础，欧凯明近年率众多粤剧唱将走进小学校园，

现粤剧进校园演出已覆盖广州市各区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为传播岭南文化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推动了广州粤剧院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等 2个高校共

建教学实习基地，进一步促进粤剧艺术传承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推广传播。

工匠精神 力创精品

欧凯明在梨园素以务实求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而著称。作为广州粤剧院的艺术总

监，在戏曲创作上，欧凯明继续实施精品创作路线，以作言志，传递粤剧人的刚毅与追求，

和对人物塑造的独特理解。

在欧凯明的指导和策划下，广州粤剧院强化实施精品工程，十年里累计创作了近 50

部新剧目。如《南越王》讴歌了南越王赵佗在同族人的混战中觉悟，明白共生需要和解，

和解才能共生。通过为民折剑，罢战求和，为南越营造了一段和谐发展的光辉历史。《刑

场上的婚礼》是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和广州起义八十周年而创作，原型为

在 1927 年广州起义中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悲壮故事。《一把存忠剑》欧凯明展示了

一个面对生母和爱妻进退维谷，进行着人性斗争、夹杂着胆怯、无奈、迷惘的丈夫吴汉，



等等。

作为红线女老师的学生，欧凯明把“马红”流派的剧目传承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加以创新，陆续恢复了《关汉卿》《搜书院》《审死官》等经典剧目。这类新剧目在国内各

类艺术汇演、文艺创作的评比和嘉奖中，成为戏剧界的亮点剧目。接下来，欧凯明在总结、

汲取传统舞台艺术的基础上，还将投身粤剧电影《南越王》《刑场上的婚礼》《搜书院》《黄

飞虎反五关》《刁蛮公主戆驸马》的拍摄制作上，改革创新，努力推进粤剧艺术影视化发

展。

立足公益 走进基层

文化艺术的创作根源是广大人民群众，优秀的粤剧应是回归基层、受民检验。秉承走

进基层、走近群众、与民同乐的宗旨，也为更好巩固粤剧发展土壤，欧凯明推动优秀的粤

剧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区去。

在欧凯明的努力下，广州粤剧院平均每年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走出国外等各类

演出近三百场，而他作为广州红豆粤剧团团长，每年率领该团演出近 150 场，演出地域包

括广东、广西、海南、北京、上海、港澳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粤剧惠民演出。特别是在

2017 年下半年，欧凯明与广州粤剧院 180 多名粤剧人进行“粤剧艺术中国行”，在全国范

围内共同开展了八十余场的粤剧宣传推广演出，除广东地区外，还分赴北京、南京、上海、

浙江、广西等多地进行了 83 场巡演。

欧凯明每年多次率团赴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洲等国演出，

拥有众多的海内外粤剧观众。

大量的粤剧演出，进一步推进了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让文化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也带动了社会各界对粤剧艺术的研究，促进粤剧艺术的传播传承，使岭南传统粤剧文化不

断发扬光大。欧凯明以粤剧工作者激情来响应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的战略目

标。

粤韵锤锻 卓有成效

欧凯明从艺四十多年。回首过往，硕果累累，先后在广东省艺术节、中国艺术节、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评选中收获众多奖项。

在欧凯明自身的努力下，还收获了如下殊荣：2014 年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2015 年获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2017 年当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8 年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近年来，欧凯明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周信芳艺术研究会副主席、广东省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等众多重要的社会兼职职务，通过这些社会组

织，更大作用地发挥了宣传、弘扬、发展粤剧艺术，自觉肩负起社会的文化建设责任。



守护传统 心系传承

欧凯明的粉丝年龄跨度很大，其中还包括“90 后”粤剧爱好者。

作为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红派艺术传人和粤剧守望人，欧凯明除了不断尝试在传承中融

入创新，进行“有温度的艺术创造”，还不余遗力地培育新一代粤剧接班人，让粤剧饱有

新鲜血液的补充。从 1999 年至今，欧凯明多次以传、帮、带的授艺方式指导广州红豆粤

剧团青年演员排戏、作为配角参与演出，经其指导、配戏的青年演员在几届广东省粤剧青

年演艺大奖赛中均获金、银、铜奖项。

在欧凯明带领下，现在不少的青年演员也开始逐步担纲演出，技艺逐步走向成熟，走

在传承艺术的坚实道路上。譬如，2013 年为助崔玉梅夺梅花奖，在《刑场上的婚礼》排练

演出中欧凯明主动减少自己的演唱时间，增加崔玉梅的戏份，最后助崔玉梅成功摘梅。2017

年，欧凯明甘作绿叶，倾力协助红线女老师另一弟子苏春梅以马、红流派经典粤剧《搜书

院》摘获梅花奖。2018 年，欧凯明进一步加强粤剧青年人才的培养，指导打造了《青春粤

影——李嘉宜粤剧艺术专场》《香草美人——郑丽品艺术专场》等两台以青年演员为中心

的艺术专场，推动广州市青年粤剧人才培养工程再上一个新台阶。

（根据本人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