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芮拴

穩 鄭州報道）日前，由中國河洛文化研
究會、省政協主辦，省文化廳和信陽市
委、市政府協辦的大型新編歷史劇《開
漳聖王陳元光》在鄭州精彩上演。第十
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河洛文化研究
會顧問羅豪才，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
會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中國
河洛文化研究會會長陳雲林等國家和
省、市領導一起觀看了演出。
新編歷史劇《開漳聖王陳元光》由信

陽市豫劇團打造，題材以唐初歷史名
人、開漳聖王陳元光為原型，圍繞其帶
領族人平亂除寇，扎根閩南的珍貴史
實。唐高宗時期，閩粵交界之處發生寇
亂，民不聊生，陳元光隨父入閩平亂，
8年後繼任父職，平息寇亂，興農桑、
辦書院，傳播中原文明，並上表朝廷設
立漳州。在閩南辛勤耕耘42年，終於使
閩南得到開發，成為魚米之鄉。《開漳
聖王陳元光》成功塑造了以陳元光為首
的中原將士恪守使命、忘我犧牲的英雄
群體形象，表現了中原與閩地自古血脈相連、同根
共祖的鮮明主題。
該劇由國家一級編劇孔繁燕、一級導演黃天博、

一級作曲耿玉卿三位專家聯袂創作。該劇已獲得
2011年河南省戲劇大賽文華獎等多個獎項，並被定
為全省重點打造的精品劇目和對台文化交流重點項

目。演出中，戲劇獨特的舞美設計，「閩豫」結合
的豫劇唱腔，或雄渾粗獷，或婉約動人。演員傾情
表演，觀眾陶醉其中，場內不時響起陣陣熱烈、真
摯的掌聲。演出結束後，羅豪才等領導走上舞台與
演員們一一握手，祝賀演出成功並與大家合影留
念。

有關孔子的學說，相信任何一位中國人不多不少都
會有些印象，縱使不知道其來源，但說到「學而時習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都會
知道是孔子《論語》的內容。
《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結合孔子的精闢學說之紀

錄，若要充分的明白其中的一字一句，可能是一生的
求學目標。不過很多人都說自離開中學，根本沒有時
間再重溫有關的文字論句。
現在有一齣以孔子為主角的劇面世，就是由胡國賢

撰寫，阮兆
輝、鄧美玲、
新劍郎、廖國
森、呂洪廣、
溫玉瑜、阮德
鏘、呂志明等
合演的《孔子
之 周 遊 列
國》，全劇故
事是環繞孔子

一生。孔子未被荒廢政事的皇室重用，因而周遊列國
到處宣揚治國之道，他先事魯國，後去衛國，因衛靈
公行霸權而不歡離去。其後在陳國三年，受盡困苦，
到楚國卻因國君命不長而重回衛國，終返魯國，雖未
受重用，他則選擇教學為終身事業。

阮兆輝演孔子是大挑戰
很明顯的，這是一個男性的戲，因為孔子以至學

生，全部是男性，但基於戲劇效應，編劇胡國賢特別
找到孔子夫人丌（音「其」）官的資料，及影響衛靈
公的愛妃南子的資料，營造為劇中角色。扮演孔子，
是本港資深有萬能老倌之稱的阮兆輝，他會從孔子青
壯年演到老年。他在記招時表示，演孔子是對自己演
藝的大挑戰，因為孔子是聖人，他的學說也關係中國
文化的發展，一言一行不能混淆，還幸是該劇的劇本
早就完成，演員們有多些時間了解。
據悉編劇胡國賢是一位文化界名人，他既是詩人、

作家，也是老師，早年曾移民澳洲，但一直對文學寫
作不離不棄。他回港後仍從事教育工作，參與文化藝

術組別評判等工作；他也常
有作一些小曲給學員們唱，
成為他寫劇本的先驅。胡國
賢先生寫《孔子周遊列
國》，是因為在孔教總會任
常任委員，長時間在孔子教
育的氛圍中，知道孔子的學
說對中國人影響甚大，而他
本人對粵曲粵劇有很大的興
趣，又得到鄧美玲的推介，
作品得到老倌及經驗人士的
指導，現順利搬上舞台，他
希望不但粵劇觀眾喜歡，更希望在學的學生也入場觀
看。他在劇中用了很多論語文句、活的示例，會讓人
吸收得特別快，一定比看書易入腦。

鄧美玲分飾兩女角
劇中的兩個女角，是由鄧美玲分飾，她先演孔夫

人，及在尾場夢會中再演孔夫人，其中一場演嫵媚的

南子。美玲說兩個人物不相同，在衣服裝扮方面有分
野，性格也有不同，她說︰「胡先生寫的曲很有意思
又好聽，這有助演員記憶和演繹。」
《孔子周遊列國》訂於2月13日和14日(今天)在文化

中心大劇院上演。今天上演兩場，一是日場，開一點
半，另晚上開七時半。有心唔怕遲，有時間可以看看
這第一齣孔教粵劇。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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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4/2/12

潮劇#154

三鳳求凰（三）
（邱楚霞 許淑苑
唐龍通 陳庭良）

紅　萍
粵曲會知音

西施之驛館憐香
（吳仟峰 尹飛燕）

山伯臨終（陳笑風）

紅樓金井夢之
寶玉訪香環

（何非凡 吳君麗）

紅樓金井夢之
水月祭金釧
（何非凡）

暴雨折寒梨
（靚次伯 梁素琴）

李　龍

星期三
15/2/12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四
16/2/12
越劇#38

唐伯虎落第（上）
（茅威濤 何賽飛
陳輝玲 陳亞敏）

陳　箋
粵曲會知音

琵琶記之廟遇
（朱劍丹 陳嘉鳴）

斬韓信
（林友榮 何楚雲）

龍女牧羊詞
（白雪紅）

抗婚月夜逃
（何麗芳）

黎曉君

星期五
17/2/12
粵曲OK

牡丹亭驚夢之幽媾
（龍劍笙 梅雪詩）

三年一哭二郎橋
之訴情

（任劍輝 白雪仙）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李 龍
尹飛燕

陳婉紅 陳永康
15:00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七月落薇花
（梁 瑛）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18/2/12

金裝粵劇
安祿山夜祭貴妃墳

（新馬師曾 鳳凰女
麥炳榮 許英秀 少新權）

莊周蝴蝶夢
（新馬師曾 鳳凰女）

陳永康

戲曲人生

蓋鳴暉（四）

陳婉紅

星期日
19/2/12

解心粵曲
春閨樂

（譚秉鏞 李飛鳳）

楊貴妃
（朱頂鶴 白楊）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湖山盟
（鍾雲山 嚴淑芳）

陸文龍
（龍貫天 楊麗紅）

龍女洞房
（關海山 陳好逑）
三難新郎（尹光 胡美儀）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李秋元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20/2/12
京劇 #6

汾河灣（上）
（梅蘭芳 馬連良

董夢庚）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趙五娘之
贈髮繫郎心

（伍艷紅 曾慧）

風流天子（徐柳仙）

情俠鬧璇宮之
初遇、宮中訴情

（蓋鳴暉 吳美英）

西旋之苧蘿訪艷
（薛覺先）

陳婉紅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點

14/2 德福樂苑有限公司 《德福樂苑粵曲欣賞會》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孔教學院 《孔子之周遊列國》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15/2 曲藝軒 《17載傾情獻知音折子戲粵曲演唱會》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艷華樂社 《艷曲華韻會知音》 葵青劇院演藝廳

16/2 艷華樂社 《艷曲華韻會知音》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仙樂鳴戲曲學社 《仙音樂韻鳴香江第二十八屆》 葵青劇院演藝廳

17/2 粵劇營運創新會— 《畫裡天仙》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金玉堂劇團

國笙暉粵劇團 《銀龍金鳳賀新歲》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18/2 春天戲曲發展及 《鬼才倫文㟌》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漢風戲曲新創念

康馨婦女會 《康馨高寶粵韻情》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19/2 開心粵曲同學會 《粵曲演唱會》 元朗劇院演藝廳

漢國曲藝社 《絃歌寄意齊唱聚》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20/2 香港藝術節協會 《且在香江賞百花》 葵青劇院演藝廳

民政事務總署觀塘 日月星粵劇團《紅鸞嘉》 高山劇場劇院

民政事務處及觀塘區議會

舞 台 快 訊

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節目表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9.4 (將軍澳) /FM106.8 (屯門、元朗)

《孔子之周遊列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棚戲」成為了粵
劇的續命丹。在《香港粵劇敘論》一書第
四零八頁，引述唱家譚伯葉於一九六八年
為《娛樂畫報》撰寫的一篇題為《談談粵
劇的興衰問題》的文章，譚認為：「粵劇
衰落另一個客觀原因，則是演出場地缺
乏，阻礙了粵劇的發展。時下可以公演的
戲院不多，只有利舞台、香港大舞台、皇
都戲院、高陞戲院、太平戲院、樂宮戲院
和普慶戲院等幾間。基於種種原因，它們
也不會經常公演粵劇，粵劇團在無院可演
的情況下， 只有去演搭棚戲。在現代化的
都市裡，人們可不會願意去睇搭棚戲
的。」這段文字說明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
的劇團無法在戲院中得到排期上演，於是
便設法在市區熱鬧的球場或曠地上蓋棚演
出以求生存，這使「棚戲」在六十年代蓬
勃起來，成為香港粵劇的特色。
《香港粵劇敘論》作者黎鍵指出：「在

公園或球場上設棚演出大戲，往往是與地
區上的社團或街坊會共同籌辦的活動，其

方法是特別為地方社團舉行慈善籌款，由
街坊出資搭棚，由戲班演戲。當然其中亦
有為酬神、祭祀舉行的神功戲。不過神功
戲主要仍在新界鄉郊地區舉行，市區的棚
戲則多數為了慈善籌款。
不過到底市區觀眾仍有看戲的需求，一

些地區的街坊會由於巿場需要，臨時搭建
的戲棚卻也並不遽然拆去，而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建起的戲棚上接連上演大戲，
由不同的戲班輪流演出， 這便使這些臨時
的戲棚帶上了相對固定的意義。這些戲棚
其實也就是相對穩定的演戲場所，如一些
公園內的戲棚，經常都聽見有戲班的鑼鼓
聲響。」
我少年兒時在深水㝸醫局街居住，附近

的足球場每年總有些日子搭建戲棚演粵
劇，戲棚前有小販擺賣食物和玩具，人群
熙來攘往，非常熱鬧；不過遇上颳風下雨
的日子，只見零星的觀眾看戲，頗有淒風
苦雨的悲涼。

文︰葉世雄

粵劇續命丹戲曲視窗

本港首齣孔教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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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 曲 天 地

呈現至聖一生

■胡國賢和鄧美玲商討劇本的情節。

■
鄧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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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兆輝為了

演孔子，做了

準備工作。

鄭州上演大型新編歷史劇《開漳聖王陳元光》

■羅豪才等領導走上舞台與演員們合影留念。

■《開漳聖王陳元光》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