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紀念從藝五十年，任白嫡傳弟子龍劍
笙與梅雪詩重踏台板，演出《龍情詩意半
世紀》，這是龍梅於2007年演出《帝女花》
之後另一次合作。近日，兩人為演出不停
見面開會，更拍攝新海報，又重新訂造戲
服，希望以全新面貌與觀眾見面。
龍劍笙與梅雪詩齊表示，五十年前獲選

入任白《白蛇新傳》作跳舞員，其後獲得
任白兩師栽培，成立「雛鳳鳴劇團」，至
今仍受觀眾愛戴，全是兩師之功，為弟子
者當盡力演出，以報任白栽培之恩。
今次演出的戲碼共有20場，當中會演出

四套折子戲。
今年12月1日至4日，先在沙田大會堂演

四場；12月7日至11日在文化中心演五
場；最後於演藝學院由12月14日演至24
日。四套折子戲包括《俏潘安之店遇》、
《蝶影紅梨記之窺醉》、《再世紅梅記之折
梅巧遇》及《紅樓夢之幻覺離恨天》。
演出每套戲碼，均經阿刨阿嗲考慮同意

才定出。

阿刨表示：「1992年在沙田大會堂作休
息前最後演出的一場是《蝶影紅梨記》，
故而特別點演《窺醉》，把沙田大會堂定
為演出首個場地，重續未了舞台緣。而
《俏潘安》是當年葉紹德特別為我編寫的
戲，於我而言，具有特殊意義。至於選演
《幻覺離恨天》，完全是為了獻給恩師任
姐，她生前曾說過，最愛看我演賈寶玉，
為了任姐這一句話，我決意點演這個戲，
這個戲我要為任姐而做。」
「在《再世紅梅記》中，我最愛『折梅

巧遇』一節，歌曲旋律優美，生旦對手戲
非常好看。當年任白二師傳藝時，親自做
了多場對手戲作示範，為弟子者看得樂昏
了。這等情景，既珍貴，又那麼令人難
忘。」 《再世紅梅記》於龍梅而言，還
有另一重意義。
「雛鳳鳴」由成立至休息，文武生只有

龍劍笙，但花旦則有數位。直至1977年，
龍劍笙與梅雪詩於戲院合演《再世紅梅
記》，成為龍梅首度一生一旦合作之始，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具有特別的紀
念價值。

這五個長短劇，是大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戲曲改革
活動中，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作品。當時廣東

粵劇界台前幕後的優秀人才集合起來，整理及編排傳
統劇目及推出不少新劇，其中《搜書院》由香港觀眾
熟悉的紅伶馬師曾及紅線女主演，劇中紅線女扮演的
翠蓮主唱的《柴房自嘆》更是唱紅多時的子喉獨唱
曲。

港人把粵劇傳揚海外
不過，香港於回歸祖國之前，近五十年來香港粵劇

偏安於本地，粵劇的發展和內地的情形不盡相同，我
們既有任白唐滌生的名劇，也有大龍鳳劇團以普羅大
眾為對象的群戲，而林家聲、雛鳳鳴、羅家英、李寶
瑩為市場也提供不少類別的粵劇，這些劇目主導了市
場，觀眾較少機會看到內地改革的經典作品。
雖然近年內地粵劇團來港演出的頻率較之前多，但

他們仍在摸索香港觀眾的口味，否則就是以出國演出
回國匯報的形式來港演出，沒有刻意帶來值得他們驕

傲、確在粵劇改革上發過熱和光的戲
劇，未免對不起曾在那段時光為粵劇出
過不少力的戲劇前輩。
事實，近五十年香港人把粵劇粵曲傳

揚到世界不少角落，同時香港康文署，
藝術節每年都有不少有關戲劇的演出，
吸引很多海外觀眾專程來港看戲，香港
發揚及中介粵劇的地位是被肯定的，所
以2009年粵港澳三地申遺成功，粵劇成為世界非物質
文化遺產。

演員舞台經驗豐富
今次，香港藝術節揀選曾在內地粵劇界綻放姿彩的

幾齣戲，並且邀請本港老倌演繹，其實香港紅伶都有
演過這些戲，但有人未必依內地足本去演，而今次演
出藝術節，據出席記招的阮兆輝指出︰「香港演員的
舞台演繹其實是粵劇最傳統的方式，而今次藝術節邀
請的演員，大都是舞台經驗豐富的，尤其是傳統戲如

《鳳儀亭》、《二堂放子》等劇也常演，所以必可期望
達到兩地演藝交融的效果。」
至於演出的日期，是訂在2012年2月18日至21日，其

中18及19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搜書院》，20及
21日則在葵青劇院上演《折子戲專場》。演員分配方
面，可以說是陣容龐大，《搜書院》由尤聲普、尹飛
燕、龍貫天、阮兆輝、任冰兒、廖國森、陳嘉鳴、王
潔清合演。折子戲︰《鳳儀亭》由龍貫天、陳詠儀、
梁煒康合演；《打麵缸》由尤聲普、徐月明、何偉
凌、呂洪廣及文寶森合演；《二堂放子》由阮兆輝、
南鳳、郭俊聲及李麗霞合演；《水淹七軍》由羅家英、
藍天佑、梁煒康、黎耀威及蔡之葳合演。
統籌鄧拱璧稱今次的舞台音樂伴奏當然是由本港

粵劇一把手擊樂領導高潤權和音樂領導高潤鴻擔
任，而武術指導是韓燕明。門票已開始預訂，並在
2011年12月3日起公開發售，今年廣東省觀眾可通過
藝術節與購票通合作的「票到付款」服務，其他省
份的中國觀眾則可使用全新的「跨境送票」服務，
以信用卡訂票。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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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屆香港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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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2012年1月28日展開的第四十屆香港藝術節之節目已作好統籌，藝術節

協會特別於十月三日舉行事先張揚記者招待會，公佈為期四十五天的節目概

要，各相關的本港表演藝術家均出席為傳媒解畫。於藝術節中為觀眾呈獻的粵

劇項目，選擇五十年代在廣州盛行的多齣名劇，包括長劇《搜書院》及四個折

子戲︰《鳳儀亭》、《打麵缸》、《二堂放子》和《水淹七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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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從藝五十年

10月11日星期二下午，同事
交來讀者葉海雲寄給我的信，

信封的正文如下：「看了你很多報章月刊發表
的文章，10月4日文匯報所說的現在四十至五十
歲的粵劇伶人中已經沒有偶像伶人，難道蓋鳴
暉小姐不是已經具有偶像伶人的形象嗎？你自
己說對粵劇不認識，操作也不清楚，那為甚麼
又寫評論呢？是不是又以一個觀眾的角度去亂
寫粵劇。從朋友口中知道你以前是粵劇諮詢及
發展基金委員，負責傳承工作，後來因為對粵
劇根本是個門外漢，不懂運作，被人趕下台，
請問你有冇廉恥㝎！你在香港電台做台長，打
份政府工就算吧！何必強充專家呢！」信件還
列明把副本送交粵劇發展基金、《文匯報》、八
和會館。
從信的內容推測，葉海雲君應該是蓋鳴暉的

戲迷，信封註明撰寫日期是10月10日，換句話
說，他沒看過本欄11日刊載的文章；而我撰寫
上期的文稿時，也未拜讀葉君的大函，因為本
版編輯有令，須星期四交下一期的文稿。
葉君說「看了你很多報章月刊發表的文章」，

如果他不是說謊，便是看得太粗疏。我在《偶
像伶人》一文說：「現時已成為戲迷偶像不多
⋯⋯」，「不多」自然不是「已經沒有」，留下
伏筆，就是為了下期引用蓋鳴暉的成功來說明

「造星之道」。此外，我在這個專欄曾多次說過
擔任「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六年，已屆
政府規定任期上限，不用民政事務局動手，也
要退下。至於「粵劇發展基金」，我可沒有榮幸
擔任過委員，現時我只是勞福局轄下「長者學
苑發展基金」委員。
戲迷不憤自己的偶像被人批評而發言代抱不

平，我稱他們做「鐵血戲迷」，誓死捍衛偶像的
意思，在「頌新聲」和「雛鳳鳴」爭雄的年代
經常遇上。至於葉君捕風捉影，捍衛偶像尊
嚴，深信劉班主在九泉之下，也為自己的經營
成功而高興。但葉君且聽我一言，這類行為對
自己的偶像有害無益，因為藝人必須爭取傳媒
曝光，以廣宣傳；如果傳媒中人受惡言相罵，
最佳策略便是從此不聞不問，免惹事非，損失
又是誰人呢？
此外，葉君今趟相信朋友不盡不實的說話，

最多是貽笑大方罷了；若下次向他提供股票、
賽馬等貼士，累他輸「身家」便事大了。古人
勸誡我們「近君子，遠小人」，真是至理名言。
葉君也有說出我心聲之處：「你在香港電台

做台長，打份政府工就算吧！」萬望大家接納
葉君之言，不要找我為梨園界做份外之事或義
工，謝謝！

文︰葉世雄

戲曲視窗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18/10 艷陽軒曲藝社 《艷陽曲藝會知音》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大坑坊眾福利會 《粵曲敬老匯知音》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19/10 紫荊曲藝舍 《戲曲粵韻獻知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康暉社有限公司 《陳少倫師傅從藝六十載 新光戲院

師生好友慈善粵曲晚會》

20/10 瓊花藝苑 《瓊花古韻師生戲曲欣賞會》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21/10 揚鳴粵劇團 《再世紅梅記》 新光戲院

22/10 笙韻軒劇團 《春花笑六郎》 高山劇場劇院

揚鳴粵劇團 《我愛俏郎君》 新光戲院

23/10 雀躍曲藝社 《雀躍曲藝會知音》 石硤尾社區會堂

24/10 揚鳴粵劇團 《英雄情淚保山河》 新光戲院

舞 台 快 訊

■ 第四十屆藝術節記招上嘉賓濟濟一堂。

■尤聲普是本

港資深粵劇演

員，他將會演

出《搜書院》

和折子戲《打

麵缸》。■ 尹飛燕主演《搜書院》。 ■ 南鳳演出《二堂放子》。

■ 阮兆輝和鄧拱璧出席藝術節記招為傳媒解答有關問

題。

林錦堂收了一個時尚、高大英俊的徒
弟——陳培甡，在短短一兩年間，先後演
了兩齣長劇，其間更在不同的地域，例
如加拿大、澳門和香港演過多次折子
戲，他在台上的表現十分鎮定，雖然演
藝唱做方面的層次仍淺，但也可入目，
比很多業餘演出者有規有距。
據知陳培甡因好友龍貫天演戲，偶然

機會去捧一次場而發覺粵劇有內涵，更
因母親是粵劇愛好者，之後經多次觀戲
的良好感受，毅然決定學戲，經由陳詠
儀介紹，得拜名伶林錦堂門下學戲，他
捨棄一般業餘學戲的途徑，不從基本功
學起，卻是一齣齣戲的學，而師傅林錦
堂會先由戲的故事講起，再由每句唱，
每句口白，每個配合的動作為他示範，
結果成功演出第一齣戲《龍鳳爭掛帥》。

當時很多觀眾已認為陳培甡是林錦堂的
翻版，因為他的舞台扮相、唱腔、做手
似足師傅林錦堂。
在十月十日，陳培甡自己任班主的

「錦尚暉劇團」第二度公演，今次演《戎
馬干戈萬里情》，夥拍師姐唐苑瑩，二人
演出頗有默契，真有同門三分親的跡
象，演出相當順暢，陳培甡接受記者訪
問，說花了幾個月學這戲，平時星期一
三五都有到練功場走圓台，練身段，他
明白基本功要練，但因為他知道要學好
基本功才登台，時日可能會蹉跎好久，
所以才想出複印師傅演藝唱做的方法，
原來他這邊學邊做的方法也可奏效，不
過他是有過人的聰明和努力，再加上師
傅林錦堂的悉心教導，才會有這樣的成
績。 文︰小華

龍劍笙梅雪詩獻上《龍情詩意》

■龍劍笙與梅雪詩再踏台板。

港老倌演五十年代廣州名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