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八
期

出品 佛山记者站 策划/统筹 谢红

典
籍
里
的
佛
山

典
籍
里
的
佛
山

文/

图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杨
苑
莹
（
除
署
名
外
）

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也是中国
曲艺之乡，粤曲、粤剧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诞生了炒牛奶、伦教糕等众多美
食，也诞生了千里驹、薛觉先、白驹荣
等粤剧名家。美食与粤剧，看似互不
相关的两个领域，实际上联系紧密。
被粤剧界公认为“花旦王”的千里驹，
自幼丧父家中贫困，饥肠辘辘之际幸
得一碗炒饭，由此开启戏班生涯。在
成名之后，他又用这道美食激励自己、
激励同行。而如今在千里驹的故乡，
有一群致力于传承粤剧文化的社工，
又以美食为媒让更多的人再次了解这
位粤剧伶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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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讯员冷
瑞雪、罗令宙报道：为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前端，进一步推进房地产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11月 2日，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联合佛
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市
住建局”)正式揭牌成立佛山市涉房地
产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今后，该工
作室将为市民群众提供多途径、高效
率、低成本的涉房地产纠纷一站式化
解服务。

据了解，该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由佛
山中院派驻的值班法官、法官助理、书
记员，以及市住建局选派的专业人员、
调解员、辅助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处理

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涉物业管理纠
纷、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以及房屋中介
合同纠纷。“我们将利用专业特长及以
往的工作经验，充分发挥调解作用，鼓
励、引导、促成当事人以和解的方式解
决涉房地产纠纷。”曾从事全市房地产
市场管理工作近十年的特邀调解员蔡
茂林说道。

为确保涉房地产诉调对接工作室
高效开展工作，揭牌当天，佛山中院与
市住建局共同签署《关于开展涉房地
产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方案》，明确了
立案前委派调解、立案后委托调解、共
同调解、司法确认等工作模式以及各
单位职责。并聘任了五名兼具法律、

房地产领域专业知识和调解经验的特
邀调解员。

在谈及全市涉房地产纠纷诉调对
接工作规划时，市住建局副局长张伍介
绍道：“该工作室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
广的工作思路，选取房地产纠纷较多、
条件较成熟的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
与市级同步推进涉房产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并逐步在三水区、高明区铺开推
进。”

“佛山市涉房地产纠纷诉调对接工
作室的成立，强化了司法审判与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之间的制度衔接，有助于
增强‘诉源+诉前+诉讼’的协同治理效
能。”佛山中院副院长彭杰荣表示。

佛山市涉房地产纠纷诉调对接工作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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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日墟的摊位，青年们带来独特的驹式美食
三洲天伦万家群益中心供图

沿着一条蜿蜒流淌的溪
流，从一户户平房间悠然穿
梭，拐弯经过一个绿意盎然的
街心公园，走过约为半米的简
易小桥后，与一幢灰白色的庭
院擦肩而过。游人穿过保留
完整的石板路，便可来到一个
名为“载兰园”的古宅前。这
里便是千里驹故居。

据了解，这所房子是千里
驹成名后修建，用来奉养自己
的母亲。每逢休息，他都会坐
着小船回到顺德伦教乌洲乡
看望自己的母亲，院子里至今
留存着当年亲手种下的黄皮
树、杨桃树和龙眼树。园内主
体建筑为西班牙式楼房，中西
结合、白净淡雅。

2006 年，千里驹故居被
佛山市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由于年久失修，伦教街道
办与千里驹后人区锡铿先生
等协商，由顺德区政府和伦教
政府出资修缮并代管 20 年，
并 于 2011 年 11 月 修 缮 竣
工。2019 年，千里驹故居被
列为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如果足够幸运，游客会在
故居里遇上“小小导赏员”，
小朋友们会热情地向每位参
观者介绍千里驹和粤剧的内
容。而这些小小导赏员都来
自“粤韵千里，文脉三洲”传
承粤剧文化计划项目。

“粤韵千里，文脉三洲”传
承粤剧文化计划项目，是北斗
星社工从 2020 年 6月启动的
社区系列活动，旨在挖掘三洲
社区的粤剧文化底蕴、千里驹
名人故事，让居民更了解和认
同自己社区，更积极地参与传
承粤剧文化。

“目前，我们选择从与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
入手，拉近粤剧、名人与大家的
距离。因此我们想到了用美食
来科普相关知识。”三洲天伦万
家群益中心的社工李楚倩介
绍，本地居民对烹饪很有研究，
而恰好千里驹故居内有三种水
果树。从“杨桃、龙眼、黄皮能
做出什么美食”出发，逐渐把粤
剧知识融进互动里。通过几场

“千里驹·美食记”的活动，不
少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对千里驹
的故事了如指掌。

除此之外，“粤韵千里，文
脉三洲”传承粤剧文化计划项
目还通过组建千里驹粤剧文
化社团、征集千里驹文创形象
作品、举行粤剧文化体验之旅
等活动，激发各年龄层居民的
好奇和兴趣，更好地挖掘、梳
理千里驹粤剧文化。

“未来，我们在梳理好的
千里驹故事库基础上，招募小
朋友成为画手，一起创作故事
绘本，让这些故事走进社区、
走到学校。我们也计划在明
年 3 月举办一场千里驹粤剧
文化节，用驹式美食摆摊设
宴、让粤剧团一展歌喉。”李
楚倩表示，举办活动不仅限于
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感知和
价值认同，还希望能扩大千里
驹等文化品牌的知名度，传承
弘扬粤剧非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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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大师梅兰芳曾
说：“千里驹是我最崇拜
的一个人，因为驹伶演戏
时，七情能够上面，且能
剧中人化，处处不肯放
松，认真去做，绝无欺台
之弊。唱曲能露字，口法
极佳，又能咬线，是一个
完全领会演戏要领的艺
人。”据说，梅兰芳每到广
州必找千里驹切磋技艺。

在当时群星闪耀的
年代，千里驹能独得梅兰
芳的崇拜和惺惺相惜，除
了过人的艺术造诣，还得
有无可挑剔的艺德人品。

旧时演艺圈如同大
染缸，很多艺人沾染了

“ 吃 喝 嫖 赌 ”等 不 良 嗜
好，但千里驹是出了名
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
对 爱 情 忠 贞 。 不 仅 如
此，他还经常规劝吸鸦
片的同行戒烟戒恶习，
为 此 还 专 门 发 起 组 织

“守礼会”，让艺人们都
参与，养成文明礼仪。

千里驹对待自己热
爱 的 戏 曲 更 是 全 神 倾
注，从不欺场，无论演什
么戏，都会与同台演员
细心琢磨，甚至连一个
锣鼓点也不肯放过。而
在演出中，即便遇上狂
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或
是 台 下 没 有 多 少 观 众
时 ，他 都 依 然 恪 尽 职
守。即便成名后，别的
名 伶 都 拒 绝 的 日 场 演
出，他都依然坚持领衔
主演。

作 为 德 高 望 重 的
“老叔父”千里驹，却从
不摆“大佬倌”的架子。
不仅如此，在那个教会
徒弟饿死师傅的年代，
他对提携后背、指点迷
津毫不吝啬，促成了薛
觉先、马师曾、白玉堂等
多 位 后 起 之 秀 。 据 统
计，凡是和千里驹搭档
过的艺人，百分之九十
都能稳坐主角之位。

比如“粤剧四大天
王之一”的白驹荣。白
驹荣不是“科班出身”，
基本功不扎实，两人合
作时，千里驹总会无私
地讲述表演的秘诀，针
对戏中角色给白驹荣分
析。后来，小生行当的
白驹荣要扮演武将安禄
山，因未有经验而十分
焦虑。千里驹便每天教
授一些武打技巧，让白
驹荣每天跟着练习，最
后演出大获成功。

千里驹还是一位慷
慨大方、热心公益的人。
据与他有过交往的作家
梁俨然介绍，当时千里驹
的年薪可达两三万元，按
照当年购买力可一口气
买下十栋房产，但他所居
住的房子十分简朴，倒是
经常对有困难的亲朋好
友解囊相助。

可以说，千里驹无论
是艺术造诣、待人接物、
精神思想等各方面都堪
称楷模，也难怪会被称为

“粤剧伶圣”。

在清末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男女不可同戏班演
出，因此诞生了众多著名
的“男花旦”。直到 1933
年，香港取消禁令，男女
艺人可重新同台，男花旦
才逐渐被淘汰。而 20 世
纪初，恰好是男花旦的黄
金时期，同时也是千里驹
最辉煌的时期。因此有学
者评价千里驹“是站在粤
剧男花旦向女花旦过渡的
分界线上的人物，也是男
花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
者”。

千里驹刚到宝昌公司
时，进的是中下等规模的
凤凰仪班，演的是三帮花
旦，多是“反派女配角”。
但千里驹总能把令人厌恶
的角色演得细致入微，扮
相、身段、唱腔都令人赏
心悦目，逐渐在演艺界崭
露头角。

不久，千里驹被提拔
到省港第一班人寿年班，
担当二帮花旦。当时的正
印花旦是肖丽湘，身姿风
姿绰约、唱腔动听悦耳，
其出演的悲剧《金叶菊》
令人泪流不止，“肖丽湘
读家书”的戏码甚至成为
宣传的噱头。千里驹充当
副手时经常请教前辈指
点，在合作中潜心揣摩，
技艺逐渐得到提升。后来
肖丽湘因病不能登台，千
里驹顶替而声名鹊起。

在他30岁时，千里驹
已成为宝昌公司中最有名
气的演员，场场爆满，极
受观众喜爱。而在这段时
间，千里驹在表演风格、

戏码选择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从早期擅长风情戏，
到中年出演悲情剧成为雅
俗共赏的“悲剧圣手”。

当时，业内人士认为
千里驹不适合演苦情戏。
千里驹不服，硬是把悲情
的角色研究透彻，在台上
演得丝丝入扣，台下观众
眼泪涟涟，就连乐师也在
一旁泣不成声。千里驹擅
于设身处地体验戏中人物
的思想行为，并真切地表
演出来，梅兰芳评价他演
戏“处处不肯放松”。

正是这种“为艺术献
身”的思想，让千里驹在
粤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千里驹天生的嗓音
略带沙哑，但他避短扬
长，多以中音区运腔，所
唱的“滚花”“中板”与众
不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

“驹腔”，引领着粤剧唱腔
流派的发展，后来的薛觉
先、白驹荣因而又称他为

“中板王”、“滚花王”和
“花旦王”。

不仅如此，千里驹还
敢于打破粤剧界的偏见，
灌制粤曲唱片。当时，唱
片还属于新鲜事物，一些
名伶认为录下唱片后会
把声音收走，另外一些人
担心自己的唱腔会被模
仿。千里驹不介意别人
模仿自己的唱腔，主动录
制了唱片。正是有了唱
片，驹派唱腔传遍海内
外，并推动粤剧传播。直
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
千里驹故居里听到相隔
百年的动听歌声。

C
德
艺
双
馨

尊
为
﹃
伶
圣
﹄
，严
于
律
己
扶
掖
后
进

1888 年的某一天，静谧
的乌洲乡里一户人家的婴儿
呱呱坠地，此时他的名字是
区家驹，宇仲吾。千里驹的
父亲是一名不得志的秀才，
家中并不富裕。雪上加霜的
是，在千里驹尚未独立成人
之时，他的父亲便匆匆辞
世。家中的顶梁柱倒下了，
孤儿寡母的生活甚是艰难。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年
仅11岁的千里驹投奔舅父，
在木器店当小伙夫。12 岁
那年，千里驹经人介绍进入
戏班，师从赫赫有名的刀马
旦扎脚胜。也有一种说法提
到，千里驹认识扎脚胜源于
一次沿街乞讨，还和一道顺
德美食有关。

在书籍《食典寻源：顺德
名菜的美味故事》中提到，
千里驹在酒楼讨饭时遇到了
刀马旦扎脚胜，扎脚胜在了
解其身世后，便把桌上的烧
鸡和炒饭让给千里驹果腹。
即便饥肠辘辘，千里驹也坚
持把饭带给母亲，这份孝心
和人品感动了扎脚胜，当即
便收其为徒弟。成名之后的
千里驹，还专门把烧鸡烩炒
饭定名为“争气鸡饭”，以此

激励同行为粤剧界争气争
光。

自此，千里驹正式开启
艺人生涯。当时的艺人地位
低下，而千里驹加入的更是
条件最艰苦、规模最小的

“过山班”，这些戏班常在交
通不便、道路崎岖的农村和
山区活动。

面对简陋艰辛的环境，千
里驹选择潜心学艺，而后又远
赴惠州，拜小生架架庆为师。
在一番锤炼后，千里驹以艺名

“大牛驹”登台。所在的戏班
要求一专多能，生、旦、净、丑
各行当都会演，他也从中练就
了扎实的基础。在一次演出
中，饰演花旦同僚因急病无法
上台，千里驹临时顶替出演花
旦，其细腻的表演赢得了台下
所有人的掌声，他便专心扮演
各式花旦。

1905 年，17 岁的“大牛
驹”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一
次演出让香港著名戏班公司
——宝昌公司老板何萼楼相
中，何萼楼当即用3000元买
下“师约”。自此“大牛驹”
改名为“千里驹”，从“过山
班”跃进“省港第一班”，开
启粤剧宗师之路。

千里驹粤剧文化巡游活动 三洲天伦万家群益中心供图

小小导赏员正向游人介绍千里驹的故事
三洲天伦万家群益中心供图

故居内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

千里驹故居

故 居 内 还 保
留着当时的陈设

千 里 驹
粤 剧 文 化 社
团 的 小 朋 友
们 带 来 一 首

《荔枝颂》
三洲天

伦万家群益
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