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有心為慈善做
事的人也很多，其中一個愛好粵劇

曲藝的事業女性梁寶珠近年都會為本港最
有歷史的慈善機構「保良局」作義演，她
以一個門外漢身份，為了搞籌款活動，發
揮她努力不懈的精神，每次演出都學一些
新的演出項目，以增加籌款的吸引，過去
她學的戲有難度相當高的武場戲︰《穆桂
英掛帥》、《白蛇傳之盜仙草》，文場戲有
《梁祝之十八相送》、《樓台會》等。

眾多唱家班義助支持
匆匆十數載過去，今年是梁寶珠上任應

屆「保良局」主席的年份，由於「保良局」
是個龐大的慈善機構，平時事務十分多，
本身已有自己事務的梁寶珠在未履任之前
正擔心今屆自己以何種方式為局方籌款，
福至心靈知道何華棧有意和慈善機構合作
搞演出，而梁寶珠2010年也去聽何華棧的
《清歌付與識音人》演唱會，對於他治歌
的態度和歌藝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和何華
棧一經商議，便成就了四月二日在香港文
化中心音樂廳的《何華棧粵韻獻保良》的
演唱會。
何華棧自然十分重視首次為香港慈善機

構搞的這個演唱會，而他的一群粵曲好友

十分支持這次的善舉，多位曲壇好手更出
錢出力參與是次活動，棧哥說︰「參加今
次為保良演出的唱家，他們無私的支持我
十分感動，把香港人的善心發揮得淋漓盡
致，造福有需要的人，是我們今次演出的
目的。」
梁寶珠接受訪問時表示，由於棧哥的義

助，又有那麼多好朋友支持，她自己也不
好不出一分力，所以在棧哥的鼓勵下於短
短的兩三個月時間內練習一首棧哥的新曲
《魂夢會漢皇》，安排在這個演唱會中與棧
哥合唱，她說︰「雖然一直都是隨朱慶祥
師父練唱，但平時很少表演唱曲，今次這
麼多唱家班義助，自己也只好盡力而
為。」
至於四月二日《何華棧粵韻獻保良》的

演出曲目共有八首之多，除開場曲《瓊宮
闋》，其他七首曲都有棧哥份，分別是和
黎蔡蓮娣合唱《天仙配之重逢》、和梁寶
珠合唱《魂夢會漢皇》、和楊嚴秀華合唱
《七夕銀河會》、和呂陳慧貞合唱《沈園遺

恨》、和楊凱帆合唱《易水送荊軻》、和卓
歐靜美合唱《琴緣敘》，而壓軸是和蔣文
瑞合唱《斷橋》，伴奏樂隊共有三十八
人，均為棧哥的母校──廣州粵劇團大樂
團拉隊來港演出，十分整齊。
何華棧和梁寶珠對於是次合作有很大的

期望，願共襄善舉，也發揮粵曲的雅俗共
賞的風尚。 文︰岑美華

■梁寶珠過去籌款均以演出為主，今次則首

次演唱。

■何華棧每次演出都吸引歌迷熱烈捧

場。

■《何華棧清歌付與識音人》演唱會和

蔣文瑞合唱演出。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點

27/3 天悅曲藝社 《天悅歌韻樂耆英粵曲演唱會》 禮頓山社區會堂

普樂藝會 《普樂同歡粵曲晚會 姚志明師生唱聚》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28/3 溢悅聲曲藝會 《花田八喜》 高山劇場劇院

29/3 龍駒琴絃閣 《真假春鶯戲艷陽》 高山劇場劇院

30/3 龍駒琴絃閣 《英雄掌上野荼薇》 高山劇場劇院

31/3 粵韻生花同樂會 《三月芳菲粵韻悠揚粵曲演唱會》 聯和墟社區會堂

欣暉曲藝苑 《欣暉粵韻會知音》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龍駒琴絃閣 《艷陽丹鳳》 高山劇場劇院

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廣東揭陽市潮劇團與香港新韓江潮劇團》 高山劇場劇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叱 風雲五十年名劇展演》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2/4 華聲粵劇藝術中心 《何華棧粵韻獻保良》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廣東揭陽市潮劇團與香港新韓江潮劇團》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危佩儀粵劇藝苑 《桃開李綻展繽紛》 葵青劇院演藝廳

舞 台 快 訊

「聲廠」

為「保良局」義演合唱《魂夢會漢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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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7/3/12

潮劇#160

三姑鬧婚（一）
（林舜卿、許仁敬、

黃盛典、朱楚珍、
方展榮）

紅　萍
粵曲會知音

釣魚郎
（梁醒波）

糟糠情
（羅家英、汪明荃、

李香琴）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任劍輝、白雪仙）

越王怨
（羽佳、吳君麗）

丁家湘

星期三
28/3/12

轉播立法會會議

星期四
29/3/12
越劇#42

1.西園記（四）
（徐玉蘭、王文娟、

孟莉英）
2.何文秀之私訪

（趙志剛）

陳箋
粵曲會知音

艷曲醉周郎
（李龍、南鳳）

長憶拾釵人
（梁漢威、王超群）

鳳閣恩仇未了情
（麥炳榮、鳳凰女）

明日又天涯
（梁以忠、張玉京）

伯牙碎琴
（何麗芳）

陳婉紅

星期五
30/3/12
粵曲OK

梁祝之十八相送
（蓋鳴暉、吳美英）

李清照
（梁少芯）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阮兆輝

陳婉紅 陳永康
15:00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胡奎賣人頭
（蔣艷紅）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31/3/12

金裝粵劇
三娘汲水

（冼劍麗、郭少文、
李錦昌、楚倩雲、

李燕燕）

歌曲選播：
大團圓

（何非凡）

陳永康
戲曲人生

尤聲普（二）

陳婉紅

星期日
1/4/12

解心粵曲
海角尋香

（薛覺先）
靈機子解籤語

（靚少佳、林超群）
再生緣

（朱麗、謝秀英）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同是天涯淪落人
（龍貫天、鍾麗蓉）

包公審郭槐
（靚次伯、劉善初、

白瑛）
15.00-16.00

「第64屆香港學校音
樂節粵曲決賽優勝

者表演」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文華、文軒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2/4/12

京劇 #12
打鑾駕（一）

（裘盛戎、馬長禮、
趙麗秋、周和桐）

陳婉紅
粵曲會知音

一捧雪之審頭
（阮兆輝、阮德鏘、

尹飛燕）

五湖泛舟
（彭熾權、吳美英）

畫中仙
（梁天雁、陳鳳仙）

采石磯前鶼鰈淚
（紅線女）

陳婉紅

錦昇輝的《真假俏郎君》

何華棧梁寶珠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共襄善舉

由衛駿輝及陳 儀領銜的「錦昇
輝劇團」早前在沙田大會堂演出四
日五場大戲，公演的戲碼有新有
舊，有袍甲也有經典名劇和輕喜劇
戲，可以說滿足不同口味的觀眾要
求。
衛駿輝和陳 儀是近代的演員，

她們已是經年累月的演任白名劇，
所以成績是不容置疑，而她們演袍
甲戲也勝在年輕力壯，衛駿輝自小
喜歡動，功架勤練，而陳 儀曾在

廣州粵劇學藝，功架也不錯，所以
她們的武場戲都不會失禮，但在喜
劇方面就要培養，今次看她們演
《真假俏郎君》，雖然不是絕對的喜
劇，因為有錯摸的情節，劇情較輕
鬆，演丑生的梁煒康已當正是他的
路數戲來演，齣戲看來都有可取之
處，尤其衛駿輝一人演兩角，用了
心去演，如果在接駁位上加點磨
滑，效果會更好。

文︰白若華

■梁煒康、梁寶珠和衛駿輝在劇中有不

少發揮。

■衛駿輝和陳 儀的戎裝有

型，武藝有力。

作為「2012國話之春」演出季中最
重要的一場大戲，由中國國家話劇院
與台灣戲劇人合作的《西廂記外傳》
（原名《孫飛虎搶親》）將於4月在台北
首演，藉此紀念台灣戲劇家姚一葦誕
辰90周年。
在22日的「2012國話之春」演出季

發布會上，中國國家話劇院副院長嚴
鳳琦向媒體介紹了本屆演出季推出的6
台新創劇目和14台復排優秀保留劇
目。
新創劇目包括王曉鷹執導的《理查

三世》、《笑面人》、田沁鑫的《093號
潛艇調查報告》、孟京輝的《活著》、
陳明昊的《螞蟻沒問題》和吳曉江的

《西廂記外傳》。
《孫飛虎搶親》取材於中國傳統戲

曲經典《西廂記》，由姚一葦於1965年
創作，但他對原本才子佳人的情調進
行了顛覆，將東方藝術傳統與西方現
代戲劇巧妙交融，在當年堪稱前衛，
被台灣戲劇界視為姚一葦最精彩的劇
作之一。
嚴鳳琦透露，30年前，現中國國家

話劇院前身之一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
曾排演姚一葦劇作《紅鼻子》，那是兩
岸隔絕30多年後在北京上演的首出台
灣戲劇，連演60餘場，反響熱烈。但
那次只是引進作品，而這次實現了兩
岸戲劇人共同合作，「排練在台灣，

製作在大陸，是一次中華戲劇界的親
情、才智、資源大融匯」。
他認為，在姚一葦誕辰90周年之

際，中國國家話劇院與台灣「兩廳
院」、台北藝術大學共同排演其創作於
47年前但從未公演過的《孫飛虎搶
親》，將是海峽兩岸戲劇人合作的一段
佳話。
據悉，此次排演的《西廂記外傳》

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吳曉江執導，
內地演員吳樾、石展與台灣演員林鈺
玲、謝俊慧擔綱。該戲將於4月6日在
台北中正文化中心首演，隨後亮相高
雄，繼而赴內地巡演。

文︰應妮（中新社）

有「聲廠」之稱的何華棧一向珍惜羽毛，公開演出的選擇相當嚴謹，

而他投身曲藝界多年，推出的唱片中的歌曲均成為圈中有份量的作品，

這都是他一貫做事風格取向的成績。何華棧移民加拿大多年，這兩年才

有較多時間居港，至於個人演唱會，只在2010年舉行了一次，他的歌迷

都有問及這個問題，棧哥則表示不必太 意開演唱會，有的是機會，原

來他所謂的機會是有心願為慈善機構演出。

問世近半世紀 孫飛虎搶親台北首演
蒙李小良教授邀約出席三月十九日晚舉行的

嶺南大學藝術節開幕節目。當晚上演上海崑劇
團擔綱的《牡丹亭》，由兩位青年演員翁佳慧、
袁佳飾演柳夢梅和杜麗娘。翁、袁兩位扮相俊
美，聲色俱全，假以時日，可成大器。
崑曲是發源於十四、十五世紀崑山的曲唱藝

術體系。元代末年，「南戲」傳到崑山地區
後，與當地的民間曲調互相結合，形成了富有
當地特色的聲腔，在音樂家顧堅推動下，有長
足的發展。明朝正德、嘉靖年間清曲唱家魏良
輔繼承古來「以文化樂」的傳統，改良崑山
腔，採用中州韻系，依字聲行腔，「調用水
磨，拍捱冷板」，以鼓、板控制演唱節奏，以曲
笛、三弦等為主要伴奏樂器，使崑腔具細膩婉
轉的特色。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間，前後兩百多
年為崑曲全盛時代，崑劇舞台藝術亦在清朝中
葉發展成熟。此後花部興起，以崑劇為代表的
雅部逐漸退出舞台。直至一九五六年，浙江崑
蘇劇團根據傳奇《雙熊夢》改編的《十五貫》
登台，受總理周恩來高度肯定，從那時起，各
地陸續成立的崑劇團，形成了崑曲舞台的大致

格局。當時人引用周總理的發言，形容為「一
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二零零一年，崑曲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
代表作」。
至於演出的劇目《牡丹亭》，原名《還魂

記》，又名《杜麗娘慕色還魂記》，是明代劇作
家湯顯祖的代表作，描寫了大家閨秀杜麗娘和
書生柳夢梅的生死之戀，與《紫釵記》、《南柯
記》和《邯鄲記》並稱為「玉茗堂四夢」。
嶺南大學以崑劇《牡丹亭》作為藝術節開幕

節目，讓同學有機會欣賞中國戲曲藝術的經
典，用意至深。因為大學生畢業後，不乏選擇
教師工作者，由他們傳播戲曲藝術，可以收以
一傳百的效益。前「粵劇發展諮詢會」主席周
振基在位時，便曾邀約大專院校的代表，商議
如何在校內推廣粵劇藝術，便是希望大專院校
的畢業生若到中、小學教書，能承擔向學生傳
播粵劇藝術的重責。可惜，粵劇的學術研究工
作不足，不像京劇和崑劇，有不少研究成果供
參考，所以在大專推廣粵劇，倍感吃力。

文︰葉世雄

戲曲視窗 喜聞崑曲在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