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安僖在唱功方面有一定的水平，早
幾年「春暉」班主鄧拱璧邀請加盟

新成立的「朝暉粵劇團」，成為朝暉十子
之一，曾在香港藝術節顯現他們在粵劇圈
中所學和演的藝能。

凌安僖嗓子音域相當好
凌安僖小時候已在紅伶李居安門下學

藝，現時在粵劇圈發展的同門師兄弟姐妹
也有好幾個︰粵曲及粵劇作家溫誌鵬、花
旦花居冠、徐月明等都是同學，他們接受
有規律且嚴謹的舞台功架和基本功訓練，
根基打得很好，記得她參加「朝暉」初期

透露，指出學藝過程及之後的演出機會並不會太
多。其實這也是戲劇圈的常見情形，主要是香港政
府和社會對於傳統戲劇的支持和認知都不足，雖然
有一群人對戲劇充滿熱誠，但若沒有受眾的話，就
是會消磨了他們之前的努力學習。
而凌安僖較早就把自己的志趣略為轉向，原因她

對唱曲有很大的興趣和繼續研究，事實她的嗓子和
音域都相當好，她是以平喉唱曲，是才子雅士的化
身，所以她演才子佳人的戲最為合適，但是她演武
將也有硬朗的表現，這就是她師承學藝於京劇學校
的師父李居安的調教功勞了。

表演服飾頗有個人風格
在曲藝圈，凌安僖在港九及新界，如香港文化中

心、沙田大會堂、
屯門大會堂、元朗
劇院等地都設有教
室，有不少學生都
是追隨她學藝多
年，原則上她除了
教唱之外，還會定
期與學生開唱局，
以期更深入鑽研唱
曲技巧。
過去幾年她和學

生及好友都有開演
唱會，也曾作為台
下聽眾，凌安僖的
演出一絲不苟，因

為她是演員，又作為女平喉，表演服飾頗有個人風
格，大方華貴悅目，配合了曲情有恰當的舞台做
手，可以說能盡視聽之娛。
今次的演出，也都是師生友好在台上結緣，演出

當然由凌安僖任藝術總監，策劃統籌是曾國忠，演
出曲目有七首，演者除凌安僖與嘉賓合唱四首曲︰
《天子鬧蟾宮》與林慧敏合唱、《泣血水繪園》與
張美琳合唱、《喋血睢陽》與方佩賢合唱、《忍辱
未忘家國恨》與鄧有銀合唱之外，更有徐月明、勞
淑君合唱《西樓錯夢》，王譯文、林錦華合唱《新
霸王別姬》及莫佩芳、麗冰合唱《斷腸詞》，大會
請得資深粵劇曲藝司儀蔡嘉權擔任司儀，並由深圳
歌笙曲藝苑十八人大樂隊音樂拍和，在12月12日在
文化中心音樂廳為愛樂人士提供一個曲藝繞樑的晚
上。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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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 點
4/12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演出《江山錦繡月團圓》 油麻地戲院劇院

藝賢粵劇團 《藝賢名劇會知音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5/12 玉妍律韻 《玉妍安智顯關懷慈善夜》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客途載譽」小生王白駒榮作品匯演》 高山劇場劇院

6/12 好友曲藝研習會 《好歌好友會知音IV》粵曲演唱會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演出《牡丹亭驚夢》 油麻地戲院劇院

7/12 香港梨園舞台 《碧血寫春秋》 元朗劇院演藝廳

—龍的藝術社

香港樂華民族藝術團 《張柏妍師生演唱會》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8/12 香港梨園舞台 《樓台會》 元朗劇院演藝廳

—龍的藝術社

善韻樂軒 《善韻樂聚粵曲欣賞會》 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9/12 香港梨園舞台 《雷鳴金鼓戰笳聲》 元朗劇院演藝廳

—龍的藝術社

卓悅曲藝社 《卓悅歌韻欣賞會》粵曲演唱會 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10/12 明絃樂社 《明絃妙韻會知音》粵曲演唱會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翡翠劇團 《唐明皇夢會太真》 高山劇場劇院

舞 台 快 訊

清末，上海、北京、廣州、香港等大城市已先
後引進西式劇場。
1908年，上海第一個新式戲曲劇場是建築在上

海南市十六甫的「新舞台」。它參照歐洲、日本
劇場模式，橢圓形平面，觀眾席分三層，設包
廂，鏡框式舞台的台面上增設轉台。建設「新舞
台」據說是為了振興「華界」市面以與「租界」
抗衡，利用外國近代劇場設備來改革戲曲。
1913年北京在前門外柳樹井大街建成「第一舞

台」，觀眾席也是分三層，有包廂，可容二千至
三千名觀眾，台深達二十餘米，設轉台。可惜上
述兩個舞台已被毀。不過，它們出現後，上海及
其他大城市也紛紛建造這類新式戲曲劇場，舊式
茶園漸被淘汰。
廣州方面，光緒年間有廣慶戲院、河南戲院、

海珠戲院相繼落成。廣慶戲院在1889年建成，位
於廣州多寶路昌華大街，開業一年左右即關閉。
河南戲院前身為大觀園戲院，1898年建成，

1902年改名為「河南戲院」，位於廣州市南華中

路。日治時期，年久失修，傾塌荒廢。
海珠戲院位於廣州長堤大馬路，1902年建成，

原名同慶戲院，1904年改名「海珠大戲院」。全
院有三層觀眾席，設2005個座位。戲院在2012年
中第三度低調結業。
廣州最早的固定戲台和固定戲院是樂善戲院，

位於今天的長壽東路，始建於1904年，翌年建
成，上世紀七十年代因失修拆卸。
辛亥革命後，廣州商團在西瓜園建成太平戲

院，裝置了旋轉舞台，轟動一時；但因轉盤設備
不良，最終棄置不用。相若的日子，南關大戲院
落成，位於廣州永漢南路，有九百七十三個座
位，一直沿用到九十年代。可見當時也有人嘗試
使用現代化舞台設備，只是未成氣候。
1890年，香港第一間戲院普慶戲院在普慶坊落

成，成為香港島第一個室內的長久表演場地。
1899年，坐落香港島荷李活道的重慶戲院亦告落
成，以木材搭建，樓高三層，可容納600名觀
眾。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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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西式劇場
戲曲視窗

廣州市長陳建華首度登台唱粵劇

■廣州市長陳建華與倪慧英合唱

《廣州地鐵頌》
■廣州市老市長黎子流與黎駿聲合

唱《高山流水萬古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廣州市
振興粵劇基金會成立20周年晚會26日晚在廣州舉
行，廣州市市長陳建華首度登台唱粵劇，廣州市副
市長曹鑒燎，老市長黎子流都登台演唱，顯示出廣
州市對粵劇事業的重視與關心。而粵劇名伶們也是
悉數登場：倪慧英、歐凱明、黎駿聲、郭鳳女等都
登台演唱。當晚晚會現場座無虛席，掌聲此起彼
伏。
晚會上，陳建華和粵劇名旦倪惠英一起對唱新編

粵劇《廣州地鐵頌》。廣州市副市長曹鑒燎則和著
名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弟子郭鳳女同唱粵劇《花好月
圓》，廣州老市長黎子流以80多歲的高齡登台三
次，演唱三曲：《狄青闖三關》、《高山流水萬古
情》、《再進沈園》。當晚，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廣
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也觀看了演出。
晚會上，粵劇界的大佬倌們，倪惠英、歐凱明、

郭鳳女、黎駿聲、崔玉梅等悉數出場獻唱，奉獻了
一場極為精彩的粵劇晚會。遺憾的是，作為粵劇界

的旗幟性人物——著名粵劇藝術大師紅線女當晚因
身體不適未能出席，原定由她登台演唱的《荔枝頌》
也只好取消，這讓許多老戲迷頗為惋惜。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此次首度登台唱粵曲，他表示

給自己打及格分。「只是懷 弘揚嶺南文化這一點
心思。選擇唱《廣州地鐵頌》，歌唱廣州的建設
者，歌唱粵劇，也歌唱嶺南文化。」他與倪慧英合
唱的這首新編的粵曲，贏得了觀眾的熱烈掌聲與叫
號。而廣州副市長曹鑒燎在黎子流唱完《狄青闖三
關》後即與搭檔郭鳳女一同上台對唱粵劇《花好月
圓》，曹鑒燎飾演柳毅、郭鳳女飾演洞庭龍女。曹
鑒燎一開口，台下的老戲迷就聽出了味道，有人讚
其「唱得很有模樣」。雖然台上手勢、表情略顯生
澀，但聲音有力，一板一眼，擲地有聲，博得掌聲
不斷。廣州老市長黎子流同時身為粵劇基金會名譽
會長，20年來為繁榮發展粵劇事業出錢又出力，此
次20周年紀念，黎子流不僅登台連唱三曲，還捐出
18萬元以示對粵劇事業的支持。當晚，80多高齡的
黎子流三度登台，並壓軸演唱了《再進沈園》。

粵曲導師凌安僖桃李知音同獻名曲

孔教學院主辦，玲瓏劇團擔演的《孔子
之周遊列國》於十二月一及二日在葵青劇
院上演三場，學界不少人士前往觀看，事
實是次演出也是孔教學院鑑於首演之後，
有大中小學與他們接觸，希望能夠取得
《孔子之周遊列國》的劇本作為教學參考資
料。
孔教學院為此認真的觀察時代需要，認

為孔子其人其事其德其教及所主張可以對
世人有正面的影響，而《孔子之周遊列國》
一劇寓教育於戲劇，把孔子誨人不倦、
體恤民困、食無求飽、道不同不相為謀、
追求大同等等的學說於劇情唱曲中表達，

所以特別請此劇作者胡國賢校長把劇本整
理出版為單行本，並定期重演。
今次演出，大部份演員都是首次演出的

演員，由阮兆輝演孔子、鄧美玲分飾孔夫
人丌官及南子，新劍郎演子貢、陳鴻進演
子路、廖國森演顏庚、溫玉瑜演顏回、洪
廣演公孫余假、阮德鏘分飾彌子瑕及冉
求，呂志明演的衛靈公由梁煒康擔演。
各演員的演出比之前更加純熟，有不少

觀眾更手拿 劇本來看戲，也有學生拿
劇團印製、上有睇戲學《論語》的單張，
看戲之餘（中場休息）參考戲中的唱詞，
文化氣息相當重。

《孔子之周遊列
國》是本港第一齣
孔教粵劇，劇作家
胡國賢校長又是新
詩人和文學作家，
劇本由資深紅伶新
劍郎指導，故劇情
發展，唱曲唱詞很
有文理韻律，重演
時，在音樂和層次
方面更順暢。

文︰白若華■再演謝幕，台上台下均充滿熱誠。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認

為孔教是正道的中國文化

瑰寶。

■凌安僖本名麥毓華，真名藝名

同在戲劇圈出現。

■鄧美玲和阮兆輝合演「子見南

子」一折戲。

師生友好台上結緣 曲藝繞樑不絕
凌安僖有一群很摯誠常在左右的學生，最近喜孜孜告訴我，他們的

師父（凌安僖）要開演唱會，日期是2012年12 月12 日，假香港文化

中心音樂廳舉行。三個「十二」的日子已相當令人注目，再看紅色帷

幔做底的單張設計，凌安僖肖像在中央，兩側是演唱會的演出嘉賓，

十分醒目。

■演員做手配合歌曲情緒，

盡視聽之娛。

■凌安僖演出很有台型。

《孔子之周遊列國》重演多見文學韻味

■溫誌鵬送給凌安僖的題賀，甚為有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