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到演唱會，她說今年頭在廣州開了一個演唱會，
至於在香港搞演唱會，有場地的困難，因為一般

會堂的場要在一年或一年之前申請，她坦言︰「搞個
唱，雖或可以由頭唱到尾，但不可能首首歌獨唱，當然
要請嘉賓，很多嘉賓不敢答應，一年之後是甚麼光景，
說不得準的呀！」
這確是粵劇曲藝界常感到困惱的事，而黎佩儀認為演

唱會是要搞的，不過太花心神，倒不如進行另一種宣揚
自己唱曲成績的工作，這也就是我們時常不感覺到她在
閒㠥，她指出︰「我出國多年，回來後發現那麼多歌迷
認識我的歌，就是我離開之前錄了一些歌，他們見不到
人卻聽到我的歌，給我一種啟示──把自己的成績錄下
來，是很好的保存方法，所以便訂了計劃朝這個方向去
做。」

正宗子喉骨子唱腔
出身廣東音樂曲藝團的黎佩儀，鑽研子喉唱腔有獨特

心得，加上天生的美嗓，她的唱曲被譽為正宗子喉骨子
唱腔。在她移民加拿大前已有錄製唱曲，也令過去十多
年坊間常聽到她的唱曲。由於當時的錄製技術只能錄樂
帶，欠長久保存的條件，所以早前她為錄音帶的唱曲，
特別請音樂大師重新編寫伴奏樂譜，再配原音加製CD、
DVD。那的確是很花功夫的工作。很多人都勸她不如重
新唱過曲，但她認為︰「當年自己的唱腔和音色和現在
有分別，我想保留原裝元素，作為自己唱歌生命的各個
階段的紀錄，能夠用新科技做保留，是值得的。」
有一首曲是她一直耿耿於懷未能補償的，是當年名劇

作家陳冠卿特別為她譜寫了多首獨唱曲，如《晴雯補裘》
等，有一首合唱曲為她和大喉唱家白燕仔撰寫的《潞安

洲》，只在電台上演唱過一次，未及錄音，後來此曲成為
家傳戶曉的名曲。她可惜的說︰「楊老師給我和白老師
寫的曲未能原裝錄音，且他們兩位已作古⋯⋯」

保留現存作品 與彭熾權合錄
可能是種種原因令她感到於可行情形下保留現存的作

品是藝術人生的實際行動，所以她不畏艱辛去做保存的
工作，同時也作新曲的錄製，前兩年她已錄製了不少新
曲，她很高興得好朋友彭熾權與她錄了《情定珊瑚閣》
及《泣別珊瑚閣》等曲，她還說︰「我有很多舊曲，都
是和彭哥合作的。」
而今次黎佩儀於八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新光戲院

開的兩場「黎佩儀唱腔演唱會」自然少不了彭熾權的
份，黎佩儀說︰「彭哥就是和我兩日分唱這兩首曲，在
二十八日那天唱《情定珊瑚
閣》，我會作揚琴、彭哥作椰胡
彈唱；在二十九日我們唱《泣別
珊瑚閣》。」
黎佩儀說這兩天的演唱會的成

事，要多謝李居明大師的提點，
又要多謝尚岸製作的主辦。其實
這兩天的演出嘉賓絕對可用熠熠
星光、名曲聽不完來形容，第一
天的嘉賓有譚倩紅、倪惠英、黎
駿聲、馮剛毅、彭熾權、梁兆
明、李淑勤、歐凱明等，第二天
的嘉賓有子秋元、南紅、梁耀

安、姚志強、李淑勤、李龍、楊凱帆、何偉凌、彭熾權
等，樂隊是廣州多個劇團的伴奏精英及有佛山粵劇院演
員的舞蹈相伴。由於黎佩儀太久沒搞演唱會，這兩天的
演出很令人期待哩。 文︰岑美華

廣東粵劇院名角如天上星星，演員多唱做俱佳，分成多
個劇團，各有特色的戲路。近月該劇院先有青年團訪港演
出，現在是二團來演出，接㠥在九月一日是劇院一團來港
演出，每一輪的演出大約是五天六場的安排，節目一浪接
一浪。
香港觀眾對於內地粵劇團的演出，由抗拒至接受，也需

多年的熟習，因為香港觀眾未必能常看到他們的演出。原
因是內地劇團出一次外埠演出，需動用的資源較大，另一
方面他們在內地也有不少演出任務，國外的演出也負有文
化藝術交流的意義，現今香港成為中國特區，彼此的關係
接近了，交流的需要也大，因此今年的來港演出安排，明
顯很切合時代的步伐。
七月份廣東粵劇院廣州青年團，由文汝清、李金峰、蔣

文瑞、葉蓓等領銜在葵青劇院演出，口碑很好；八月份廣
東粵劇院二團在新光戲院上演四日五場大戲，由當家花旦
麥玉清聯同三大文武生丁凡、梁耀安、姚志強，分別合演
五場名劇，包括《唐明皇與楊貴妃》、《黃飛虎反五關》、
《君子橋》、《睿王與莊妃》及《金殿雙龍》。

其實廣東粵劇院的演員常會有演出的調動，例如今次二
團來港，由三個文武生配麥玉清，確是令戲迷大飽眼福，
因每一對合作的都是演他們的戲寶，尤其是有消息說梁耀

安將會退休，所以特別看他與麥玉清演
他們的出色名劇《唐明皇與楊貴妃》及
《睿王與莊妃》的觀眾更多，難怪全台
爆滿，座無虛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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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1/8/12

粵曲會知音

苧蘿訪艷
（黃千歲 白鳳瑛）

附薦何文秀之起解
（呂玉郎 林小群）

呃神騙鬼
（譚秉庸 鄭幗寶）

曹雪芹魂斷紅樓
（梁漢威 蔣文端）

白楊紅淚
（任劍輝 梁素琴）

追魚之定情、追魚
（關國華 鄭培英）

林煒婷

星期三
22/8/12

粵曲會知音

斷橋
（陳慧玲 李鳳）

血染海棠紅
（朱劍丹 任冰兒）

血染嫁妝衣
（新海泉 李寶瑩）

幻覺離恨天
（梁玉嶸 郭鳳女）

三笑姻緣
（天涯 崔妙芝）

劉金定招親
（蔣艷紅）

林煒婷

星期四
23/8/12

粵曲會知音

呆佬添丁
（鄧寄塵 羅麗娟

杜國威）

牡丹亭驚夢之玩真
（龍劍笙）

百花亭贈劍
（何非凡 吳君麗）

七月七日長生殿
（文千歲 盧秋萍）

風雨臨江哭秋喜
（梁瑛）

陳婉紅

星期五
24/8/12
粵曲OK
孝感動天

（新馬師曾 鄧碧雲）
蝴蝶夫人

（馬師曾 紅線女）
五郎救弟

（羅品超 少崑崙）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劉惠鳴

陳婉紅 陳永康
15:00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魚腸劍
（白玉堂 鳳凰女）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25/8/12

金裝粵劇

再世紅梅記（下）
（任劍輝 白雪仙

梁醒波 任冰兒
靚次伯 陳錦棠）

歌曲選播：
紅鸞喜之天姬送子

（芳艷芬）
易水送荊軻

（彭熾權 葉幼琪）
孔雀東南飛

（龍貫天 南鳳）

霸王別姬
（阮兆輝）

陳永康
菊部雲山一段情＃11

選播：
情天血淚（片段）

（鍾雲山）
花田錯

（鍾雲山 嚴淑芳）

陳婉紅

星期日
26/8/12

解心粵曲
薛剛招親

（妙生 李燕萍）
激奀程咬金

（李銳祖 馮玉玲）
女大思嫁

（黃佩英）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琵琶血染漢宮花
(李龍 王超群)

祭玉河（馮淬帆）

沈三白與芸娘（下）
（林家聲 陳好逑）

仕九戲人心
（半日安 新白雪仙）

歐翊豪
梨園一族
嘉賓：

苗丹青 徐月明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27/8/12

金裝粵劇

蘇小妹三難新郎
（張月兒 陳露薇

李海泉 少新權
譚詠秋 新任劍輝）

歌曲選播：
南唐李後主之

栽梅賞雪
（陳笑風 曹秀琴）

梅下招魂
（陳笑風）

王昭君
（薛覺先 上海妹）

陳婉紅

A26 責任編輯：吳綺雯 2012年8月21日(星期二)
戲 曲 天 地

中國京劇名家紐約演講 展示國劇魅力

廣東粵劇院各劇團相繼來港獻演

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21/8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演出《白兔會》 油麻地戲院

龍的藝術社 《陳世美》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彩雲軒 《金聲濠放十五載》（戲曲欣賞晚會）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22/8 龍的藝術社 《蠻漢刁妻》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龍駒琴絃閣 文武薈萃競爭輝《折子戲精選》 高山劇場劇院

23/8 香港源之聲粵劇曲藝會 友情粵韻聚新光 新光戲院

民政事務總署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紅磡分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紅磡分區粵劇欣賞會》 高山劇場劇院

紅磡分區委員會

24/8 龍的藝術社 《智謀天下》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金鴻佳粵劇團 《有緣相聚》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25/8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演出《洛神》 油麻地戲院

龍的藝術社 《呂布與貂蟬》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26/8 龍的藝術社 《雷鳴金鼓戰笳聲》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天馬菁莪粵劇團 《唐伯虎之三笑姻緣》 高山劇場劇院

27/8 彩虹仙子劇藝坊 《粵藝童音耀彩虹2012》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舞 台 快 訊

■戲演畢，應觀眾要求多次謝幕，熱情超標。

譽滿粵港澳美加的子喉唱家黎佩儀

自2006年回歸之後，只在最初兩年間

歇有演唱會與知音見面，其他時間罕

見她的蹤影，近半年在其女兒李淑勤

演出《李清照新傳》的宣傳活動及演

出時才見她。問她忙些甚麼？她說有

很多事要做！卻原來她一直粵港兩地

走，為自己的唱曲及唱腔做保存工

作。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子喉唱家黎佩儀新光開騷

■黎佩儀最新推出的粵劇卡拉OK，包括多

首著名粵曲。

■為了增強演

唱會氣氛，載

歌載舞是她的

表演程式。

■黎佩儀從

不間斷投入

唱曲藝術。

■ 每 次 個 人

演 唱 會 ， 黎

佩 儀 都 安 排

她 的 自 彈 自

唱演出。

■梁耀安與麥玉清在《唐明皇與楊貴妃》長生殿一段戲中

的演出。

中國國家京劇院院長宋官林日
前在紐約佩斯大學舉辦講座介紹
京劇藝術，張建國等著名京劇表
演藝術家現場表演了名劇名段，
受到現場觀眾熱烈歡迎。
宋官林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

了京劇的起源、發展及藝術特色，
張建國、陳淑芳、呂昆山、唐禾香
等京劇表演藝術家在講座過程中
穿插表演了京劇選段《秋江》、《拾
玉鐲》、《紅娘》、《天女散花》
等，展現了中國國粹的藝術魅
力。精彩的演講和高超的藝術表
演贏得現場觀眾陣陣熱烈掌聲。
這次活動是中國國務院僑辦

「文化中國」系列活動的一部分，
宋官林一行還將前往加拿大多倫
多、溫哥華等地繼續演講。據國
務院僑辦宣傳司司長郭錦玲介
紹，為滿足海外僑胞對中華文化
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促進中外
文化交流，「名家講壇」自2007
年創辦以來，先後邀請易中天、
于丹等多名內地知名學者、專家
赴海外舉辦講座，與當地民眾面
對面交流，受到僑胞和當地主流
社會聽眾的歡迎。 圖/文︰新華社

■中國國家京劇院院長宋官林主講京劇藝術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現場表演名劇名段

戲曲演出場地的標準
上星期日回電台錄崑曲。計算起

來，對上一次在電台錄音室進行崑
曲錄音已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次唱的是鄧宛霞，由楊
柳青吹笛伴奏。因此之故，現時香港電台芸芸錄音師
中，曾參與崑曲錄音的人不是做了管理層，便是離了
職或退休。當天負責錄音的技術員很努力地把音樂和
人聲結合起來，但出來的效果總是怪怪的。結果我為
他上一堂傳統戲曲課，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戲曲對聲
音和樂器的要求是這樣的。錄音完畢，該錄音師問我
戲曲錄音有沒有一套可供參考的標準。他的提問考起
了我，這麼多年來我都是靠聽前人的錄音，加上自己
的領會作出判斷，屬無師自通。

錄音師的提問使我記起有西九戲曲中心的投標者曾
問我戲曲演出場地有沒有標準呢？從文獻知道古代戲
曲舞台是有一定的格局，但自從戲曲走進戲院演出
後，古代的格局當然用不上，同時還須遷就電影播
放。後來出現的劇院，也是抄襲西方舞台，沒有照顧

戲曲表演的需要。為了讓來問者可以交差，我徵詢了
幾位資深戲迷的意見，問他們本地那個場地最適合觀
賞大戲，想不到票最多是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港大會堂是本港第一座多用途文娛中心，1962年由

港督柏立基爵士揭幕。由於設施中擁有463個座位的劇
院，只適合上演較小型的舞台製作，所以較具規模的演
出，都安排在有1,434個座位的音樂廳舉行。音樂廳雖然
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建築，但無論在材料的選用或聲
學方面的設計，都經過精密的研究，使它擁有優美的傳
音效果。雖稱為音樂廳，但它多種用途的設計及完善的
舞台設備，亦可用作舞蹈、話劇及戲曲等表演。
粵劇迷認為香港大會堂最適合觀看粵劇，我想和它

的觀眾席、樂池及舞台組成船形，而觀眾席看舞台的
視線，大部分是仰視或平視，不像部分新建的場地，
觀眾席採取扇形分佈，而且大部分的座位都是俯視，
靠邊的座位還要斜視，老倌的身段做工再好，也給看
「扁」和「歪」了。 文︰葉世雄

戲曲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