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鳳女是以紅派藝術為基，多年來不斷的努力，
本身已具備一代藝人的風格，她在內地粵劇圈及香
港觀眾的心目中有一定的藝術地位。近年鳳女的演
出較重視歌藝方面，所以觀眾少機會看到她的戲台
演出，很多觀眾都寄望鳳女大約一年一度的個人專
場，只是專業演藝人對於個人藝術的演出十分重
視，不會輕率進行，所以想看他們的個人演出還是
要有耐性和把握機會，因為他們的演出認真且機會
不太多，往往會一票難求。
郭鳳女在各方戲迷的要求下，特別訂了在2010年

12月27日假香港新光戲院舉行個人折子戲藝術專
場，消息於個多月前發放，很多戲迷均引頸企盼，
據節目表公佈，鳳女全晚演出七個折子戲，除了揭
開序幕的由鳳女主導的群體歌舞《關漢卿之雙飛蝶》
之外，其餘六個折子戲的合作者均為時下得令的老
倌，包括有林家寶、彭熾權、歐凱明、麥玉清、丁
凡、黃春強及朱紅星等。至於選擇的戲碼也是近今
粵劇曲藝界最熱門和最受眾歡迎的劇目，事實郭鳳
女近年在歌藝鑽研和傳授方面都盡了不少力量，在
香港有「郭鳳女歌迷會」，追隨鳳女研習歌藝，在內
地，鳳女也不辭勞累為粵劇學校的學弟妹們作藝術
指導。郭鳳女有時也會出席香港戲劇曲藝交流會，
她總是開心見誠不作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公開，她
更強調勤奮努力及選擇正確的研習方向是習藝的不
二法門，在藝術的範疇，是沒有幸運這回事。

節目安排深思熟慮
回說郭鳳女歲晚演出，全晚的進度十分緊湊，既

滿足香港觀眾的觀賞時
限，也把節目完整流暢地
呈獻，是美滿的一次演
出。郭鳳女在謝幕時充滿
感性地指出，感謝由麥玉
清領導的廣東粵劇院二團
的全體仝人合作和各位演
出者支持、又有香港歌迷
會的梁麗珍和林慧敏的票
務及場務安排，使得演出
順利。
事實觀眾看得出，郭鳳

女在演出這一個專場前是
做足準備功夫，節目安排

也深思熟慮，開場序幕是一場華麗的歌舞，在和觀
眾打過招呼後，她即回到後台轉裝，台前進行第二
個《南唐殘夢》折子戲上演，由飾演李後主的林家
寶先唱，她的快速轉裝，很配合的接到唱曲，這一
環令觀眾極之欣賞；而接下來上演的《活捉張三郎》
的首段，用了扮相類似的女演員扮演鬼魅閻惜姣，
作一段鬼行魅舞，然後才由黃春強演的張三郎出
場，進而演出鳳女拿手好戲《活捉》的戲場，她的
落腰、鏟台等等演藝均出色，觀眾都報以熱烈掌
聲。接下來的項目，有和歐凱明合演的《史可法浴
血揚州》；然後是中場休息，下半場和麥玉清合演
《武則天和王皇后》；之後是又唱又做的《大斷
橋》，這折子戲加了一段水漫金山，由二團的演員
們擔演；壓軸是宮闈劇《打金枝》，彭熾權的火爆
唱做，把郭駙馬演活了，而鳳女的刁蠻公主也不同
一般，大家笑嘻嘻的看到結束。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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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快 訊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點

4/1 惠莊曲藝藝術研究中心 《名曲絃韻耀高山》 高山劇場

5/1 湛江粵劇團 《穆桂英大破洪洲》 新光戲院

6/1 鳳笙輝劇團 《梁山伯與祝英台》 葵青劇院演藝廳

6/1 湛江粵劇團 《三看御妹》 新光戲院

7/1 鳳笙輝劇團 《宋江怒殺閻婆惜》 葵青劇院演藝廳

8/1 金紫荊劇團 《雙仙拜月亭》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8/1 天馬菁莪粵劇團 《粵劇折子戲》 香港文化博物館劇院

9/1 鳳笙輝劇團 《烽火戲諸侯》 葵青劇院演藝廳

10/1 湛江粵劇團 《無情寶劍有情天》 新光戲院

有聲粵劇歷史

「水月戲台」的實驗演出

七個折子戲滿足香港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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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戲台」是一群熱愛戲曲的年輕人的組合，其
中又以王侯偉發燒程度最深，早前他醉心紅腔，苦練
子喉唱紅線女腔，並且以女腔名曲參加比賽得獎。近
年他不只學紅腔，更學演戲身段做手，時常有演出，
月前他和一群同好搞了一個演出，在西灣河文娛中心
演出一晚，並且把是晚的主旨引申為「風花雪月」四
種藝術上的感覺，選演與之感覺相配的粵劇折子戲，
與觀眾同享良辰美景的是晚有八個折子戲，主要演員

除王侯偉本人，還有譚穎倫、陳禧瑜、馬嘉弦、文燕
梅及袁學慧等。王侯偉個人反串演珍妃、長平公主、
杜麗娘，以學子的身份反串，不能說不好，觀眾多是
王侯偉的朋友及同學，大都給他很大的鼓勵，拍檔譚
穎倫演出不俗，只是反串戲形似卻欠女性精神的溫
婉，反之他演李十郎，有溫文爾雅的氣度，如果他不
堅持反串，做回本身的男兒戲，未嘗不好。

文︰小華

2007年，音樂人黃志淙先生
籌備「香港影視娛樂博覽」的

展覽，問我有沒有講述自1993年林家聲退出舞台
以後十多年香港粵劇發展的書籍和文獻。當時我
曾向做粵劇研究的區文鳳、作家岳清和蕭啟南老
師求教，集我們四人的腦袋也想不出有誰撰寫過
1993年以後的香港粵劇歷史，岳清說可能是近年
的香港粵劇發展不及上世紀八十年代蓬勃，所以
少了人研究。
如果說自龍劍笙和林家聲退出舞台後，香港粵

劇舞台缺乏八十年代的競爭氣氛，這是有目共睹
的；但亦由於沒有了「雛鳳鳴」、「頌新聲」兩
大班霸，粵劇觀眾要再覓偶像，粵劇演員便有空
間上位，尤其是文武生如李龍、阮兆輝、梁漢
威、蓋鳴輝、龍貫天等，都成為粵劇迷的新偶
像，有點百家爭鳴的味道，所以在這期間，香港
的粵劇演出仍然能維持相當的數量，而非窗外的
寒冬。

黎鍵遺作述港粵劇迭變
近日，終於有一本涵蓋近三十年本地粵劇發展

的書籍面世，它是已故評論家黎鍵先生的遺作
《香港粵劇敘論》。在過去的四分一世紀，黎鍵身
體力行地推動本地粵劇發展，由評論家變成推動

者，所以在他的遺作裡，兼以評論家和推動者的
雙重角度描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香港粵劇迭
變，資料十分珍貴。黎鍵對中樂和廣東音樂素有
研究，因此他在講述早期至上世紀六十年代粵劇
發展時，提供不少別人沒有留意到的史事和觀
點，對研究粵劇的人來說，既具參考價值，也能
啟發我們的思維。 由於該書個別篇幅提及香港
電台第五台的粵劇工作，因此主編湛太（黎鍵兄
的姪女）曾把初稿送給我過目。
我見這本書的資料豐富，於是向湛太提議讓第

五台根據該書的第九章至第二十一章的內容，製
作電台節目，並在節目中播放具代表性的粵曲和
音樂片段；同時，我找來阮兆輝作補充和點評，
阮兄有「神童輝」的稱號，上世紀五十年代已登
台演出，對本地粵劇的人和事瞭如指掌；因此，
他不單就黎鍵兄遺作的內容作補充，還指出書中
部分描述和觀點仍有進一步探討的需要。這個有
聲粵劇史的新節目「淺談香港粵劇 論」，內容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底開始說起，直至千禧年止。
由撰稿、錄音、後期製作都是我一手包辦，所以
近日忙得透不過氣，便是為了「它」。如果大家
有興趣收聽這個由我和陳婉紅主持的節目，留意
逢星期日下午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或網
上重溫皆可。 葉世雄

■《大斷橋》有打和唱，鳳女天大面子請得丁
凡合演。

■王侯偉在《帝女花》中反串長平公主，譚穎倫
演周顯。 ■《紫釵記》中王侯偉演十郎，文梅演霍小玉。

■ 鳳女特別多謝麥玉清的支
持和二團的協助，她們合演的

《武則天與王皇后》，真情流
露。 ■ 郭鳳女在開場序幕中已呈獻嬌美歌舞。

郭鳳女專場展現藝術風采

戲曲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