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麗蓉本為越南華僑，小時候因喜愛唱歌，家人特
別送她來港學習，她說當年香港的曲壇蓬勃，人

們的主要娛樂不是看大戲就是聽粵曲，看電影已是很大
的節目，她表示有幸得前輩們的指導，並且組合以擅唱
何非凡腔的黎文所、唱芳艷芬腔的李寶瑩及唱紅線女的
鍾麗蓉成為「藝壇三寶」，他們三位不但唱紅曲壇，同
時也時有拍電影和登台演出，所以他們的粉絲遠至世界

各地的華人社區。

蓉姐以擅唱女腔走紅

蓉姐也如很多港人一樣有過移民生活，但她的名氣和
演藝仍然為大家懸念，記得年前新進編劇楊智深在新寫
的粵劇《桃花扇》中，特別為鍾麗蓉演的李麗貞寫了很
深入的戲分。

近年蓉姐不接戲，主要是不想再置戲服，這
情形其實也發現在其他已退出前線舞台一段時
間的部分老倌身上，如任劍輝的徒弟譚倩紅是
能演之人，但她也為了不再置裝，寧願只唱，
之前不久則收了謝國璋為徒，傳授任派演藝。
說回鍾麗蓉以擅女腔而走紅，但她的演唱藝

術也會隨時代而進步，當晚任司儀的阮兆輝講
得好，他指出明顯感覺到蓉姐唱紅線女的名
曲，除了保留女姐的演繹特色外，也有鍾麗蓉
自己的演唱特色，其中最大分別更有女姐回歸
祖國之後，專注西洋女高音的發聲效果，使到
歌聲高吭和透明，這與傳統的粵曲演唱方式不
同，但喜歡傳統女腔的歌迷仍然可以在蓉姐的

演唱中聽到令人懷緬的歌聲。

聲藝出色衣飾吸引

是晚的開場曲，蓉姐特別選唱紅線女名曲《昭君出
塞》，她一曲唱罷，全場掌聲雷動，她的演繹給予觀眾
更亮麗的聽覺享受。
緊接下來的演唱曲目都是一時的名曲，有很多都是蓉

姐曾經灌錄唱片的曲子，如第二首邀得平喉名唱家陳玲
玉和她演出二人原唱的《一夢到巫山》，兩位曲壇大姐
大，不但聲藝出色，衣飾表演都是一等一的吸引。
蓉姐也請得原唱《夢會太湖》的B哥陳小漢合唱，B哥

是晚狀態大好，和蓉姐在舞台上的密切關目傳情，不但
令曲迷聽出耳油，也看得如癡如醉。蓉姐也請得當今粵
劇圈戲劇泰斗阮兆輝合唱一曲任劍輝紅線女名曲《銀河
抱月歸》，輝哥和蓉姐的合拍，添加很大的可觀性。壓
軸演出是蓉姐和靚聲文武生仔哥吳仟峰傾情合唱《搜書
院之拾鳶初會》，令人回味再三。
同場，蓉姐的契女卓蓉請得曲藝名

師陳輝鴻合唱《胡笳情淚別文姬》，
聲情並茂，而徒弟范方艷娥和夫君范
肇錦合唱麥炳榮名曲《霸王別姬》，
演繹激情。
演唱會在餘音未了之情形下結束，

蓉姐與一眾嘉賓謝幕時主動安哥，獨
唱《紅燭淚》和領唱《銀塘吐艷》，
大家依依不捨，希望不久再見蓉姐的
演唱。 文︰岑美華

新劇《江山遺恨》由粵劇戲台策劃演出，主角有
兩生雙旦︰羅家英、梁兆明和陳㜷儀、李沛妍，劇
情是講君主被叛黨篡位，與皇后逃亡，皇后為救
主，披上皇袍跳崖引開叛黨。

落難的皇帝及皇后分別被女子李若梅及文士梁節
巧所救，皇帝得若梅父女相助重奪皇位，皇后則與
救命恩人結為兄妹。本來相安無事的局面，卻因梁
送回皇后丹青，引來新國丈的不滿而設計游說皇

帝，以皇后失節為題，恐嚇他會再失江
山，皇帝為了帝位寧願犧牲皇后，最終
皇后含冤自殺，妃子若梅也出家以示對
愛情的失望。
此劇由新人梁智仁編劇，由羅家英演

皇帝、陳㜷儀演皇后、梁兆明演梁節
巧、李沛妍演李若梅，劇情發展暢順，
兆明及㜷儀的唱曲動聽，挑重戲的李沛
妍和羅家英、廖國森演對手戲十分穩
定。此劇在近期的新戲中是較高分數的
一齣，陳㜷儀很適合演有身份的怨婦，
入戲非常，但願她不要被定格。

文︰白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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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演員/主辦單位 劇 目 地點

1/10 興隆粵藝社 《好戲連場迎國慶》粵劇折子戲 高山劇場劇院

紫荊花粵劇團 《多情君瑞俏紅娘》 葵青劇院演藝廳

2/10 登峰曲藝社 《濃情高誼會名家》 新光戲院

3/10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花田八喜》 油麻地戲院劇院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烽火擎天柱》 高山劇場劇院

4/10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鳳閣恩仇未了情》 高山劇場劇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雷鳴金鼓戰笳聲》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5/10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唐滌生名劇選段《再世紅梅記／帝女花》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青苗粵劇團有限公司 《碧血寫春秋》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八和會館 粵劇《辭郎洲》 油麻地戲院劇院

6/10 錦紅霞劇團及九龍樂善堂 《錦曲霞韻樂善堂之天仙配》 高山劇場劇院

盛世天戲劇團 《黃金歲月再相逢》 新光戲院

7/10 深水㝸中南分區委員會、深水㝸

東分區委員會、深水㝸西分區委 《深水㝸區粵劇欣賞賀國慶》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員會及深水㝸民政事務處

觀塘敬愛會有限公司 敬老粵劇賀國慶—《福星高照喜迎春》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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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視窗

永恆的聲音

星期二
1/10/13

粵曲會知音

萬世流芳張玉喬
（譚倩紅）

唐明皇夢會太真
（鄧碧雲 吳君麗）

龍鳳店
（梁瑛 伍木蘭）

歡喜冤家鬧洞房
（林家寶 蔣文端）

寶玉怨婚
（林家聲）

林煒婷

星期三
2/10/13
金裝粵劇

南唐李後主
（蓋鳴暉 吳美英）
呂洪廣 祝如山
徐月明 張潔霞）

粵曲選播：
情海悲秋

（小明星）

林煒婷

星期四
3/10/13

粵曲會知音

璇宮艷史
（譚炳文 李香琴）

朱弁回朝之
寒江傷別

（陳笑風 陳好逑）

花亭會
（何非凡 鳳凰女）

魂斷馬嵬坡
（李少芳 郭鳳女）

再折長亭柳
（周頌雅）

李　龍

星期五
4/10/13
粵曲OK

高君保私探營房
（羽佳 尹飛燕）

湖山盟
（鍾雲山 嚴淑芳）

陳婉紅 陳永康
戲曲群星
嘉賓：

李龍 杜詠心

陳婉紅 陳永康
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搭錯線
（馬師曾 紅線女）

招菉墀
陳婉紅 陳永康

星期六
5/10/13
金裝粵劇

九天玄女
（任劍輝 白雪仙
梁醒波 任冰兒

陳錦堂）

粵曲選播：
三看御妹

（阮兆輝 梁少芯）

芙蓉江畔吊秋魂
（黃千歲）

陳永康
說唱廿四孝＃23

棄官尋母
（江平 鄭幗寶
紅霞女 上官雲）
粵曲選播：

十二欄杆十二釵
（文千歲 李寶瑩）

星期日
6/10/13
後浪＃18

嘉賓：陳國源（二）
主題：讓年青人認識

粵劇頭飾

梨園新秀系列：
王希穎

阮德鏘 林煒婷
粵曲會知音

魂化瑤台夜合花
（新馬師曾）
柳毅傳書之
送別、洞房

（羅家寶 林小群）
芸娘

（梁漢威 南鳳）
泣碎杜鵑魂

（羅劍郎 小燕飛）

林煒婷
梨園一族
嘉賓：
宋洪波

歐翊豪 林煒婷

星期一
7/10/13
金裝粵劇

漢武帝夜夢衛夫人
（新任劍輝 崔妙芝
新梁醒波 李香琴
名駒揚 何燕燕）

粵曲選播：
沈園題壁

（吳仟峰 鄧美玲）

情贈茜香蘿
（朱劍丹 何偉凌）

陳婉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劉恩琛 長沙報道）日前，鑼鼓喧天、曲聲
悠揚，湖南望城新康鄉戲曲文化周正式啟幕。著名歌唱藝術家李谷一及湖
南省戲曲家協會、曲藝家協會的演藝演員，省市相關領導出席啟幕儀式。
同時，新康老街重新開街，全國首家戲曲人物蠟像館亦首次開館迎客。
在康鄉戲曲文化周啟幕式上，一支支本鄉本土戲劇班子輪番登台，一個

個地方花鼓唱得日落月沉。李谷一的登台獻唱及曲出新康，花鼓戲劇目中
唯一以真人為原型創作的《洪蘭桂打酒》的新編首演，將本次活動推向了
高潮。
據悉，本屆戲曲文化周為9月26日-9月30日。其間將陸續舉辦口技、花鼓

戲、皮影戲等獨具地方特色群藝表演活動。
啟幕當天，修整三年的新康老街亦重新開街。屹立湘江河畔的「洪蘭桂

打酒」雕像、戲鄉入口處的大型臉譜廣場、臨街房屋上栩栩如生的臉譜彩
繪⋯⋯將戲鄉的戲文化氛圍渲染得淋漓盡致。同時，全國首家戲曲人物蠟

像館在新康老街開館，吸引當地民眾及戲
曲愛好者前往觀摩。館內共有五組戲曲場
景、14位戲曲人物蠟像，神態、動作、表
情惟妙惟肖。李谷一紮㠥麻花辮表演《補
鍋》的蠟像恍若將時間拉回了60年代，引
不少戲迷交口稱讚。
新康素有「浪漫戲鄉」美譽，戲曲文化

在當地久負盛名。這裡戲台多、戲曲多、
戲迷多，人人都會哼上幾句，處處都有花
鼓戲曲的旋律。多年以來，當地致力於做
活「戲」字文章，盤活「戲」文化產業，
讓遊客「來了就有戲可看」。
近年來，這裡新建了臨水社戲碼頭、新

康大劇院、漮
水梨園，還環
水規劃建設了
3個社戲台，
洪山寺、轄神廟裡的老戲台也在恢復之中。漮
水梨園每年也將固定演出200場花鼓戲。
據悉，未來新康還將建設戲劇博物館，臉譜

博物館等，廣泛吸納戲曲、皮影戲、快板等民
間藝術文化，為傳承戲曲文化搭建平台，再現
新康戲鄉繁華。

新劇《江山遺恨》有可觀性

擁有出谷黃鶯般歌喉，擅唱紅線女唱腔的鍾麗蓉縱橫歌壇數十年，年前多位老倌組班均樂邀蓉

姐合作演出及登台，粉絲不計其數。近年蓉姐專注應邀演唱及授徒，生活逍遙，很多曲迷等候她

的演唱專場，聞樓梯響多年，終於在九月二十四日得以欣賞到蓉姐及多位老倌、名唱家和她的愛

徒、契女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多首名曲，是晚主人家鍾麗蓉風姿綽約，分別獨唱和合唱共五

首名曲，再加上她的誼女及徒弟的演出．為大家締造一個歌娛歡樂的晚上。

本來上星期應談紅線女唱腔是否「昔日的聲音」，但遇上林錦堂
驟然離世，所以押後到今期才續談。在未討論女姐聲音的「時代性」
前，先引述「中文百科在線」的一段文字：「紅線女的唱腔音域寬
廣，具有清脆中見圓潤、明亮中帶醇厚的嗓音特點，她在繼承粵劇
傳統唱腔的基礎上，又吸收其他劇種乃至曲藝、西洋聲樂的演唱技
巧，形成獨樹一幟的『紅腔』（又稱女腔）。粵劇唱腔多變調，她能
不用過門，而以裝飾滑音過渡，不㠥痕跡，令人耳目一新。粵語字
調倍於四聲，且多閉口字和喉音、鼻音，唱腔字多調促而少長腔，
她能純熟地運用粵語音韻規律和粵劇行腔特點，充分發揮出咬字輕
盈、過腔流暢、歸韻清正的演唱技巧，即使遇到歸入鼻音的閉口
字，也能使行腔跌宕多姿，收音純正，在餘音嫋嫋中表達出真切的
感情。聲圓腔滿，貫注始終，故有「龍頭風尾」之稱，形成獨樹一
幟的子喉唱腔，是當代粵劇舞台上流傳最廣的唱腔流派。」
上述一段文字準確形容了女姐唱腔的特點，但卻漏了一句話：

「紅線女天生好聲音」；另一位可以用這句話形容是李寶瑩。所以
學唱「女腔」，必先要具備一把「靚聲」。此外，女姐回國後，積極
嘗試把「花腔女高音」演唱技巧融入自己的唱腔中，仿效者必須擁
有相當程度的聲樂訓練才能應付，況且亦有粵曲愛好者批評用西洋
聲樂發聲法演唱粵曲沒有「粵曲味」，這也影響了「女腔」的流
傳。有關「女腔」近年由璀璨變為平淡的另一原因，其實是一種
「化學現象」。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女腔」在內地一枝獨秀，
出現飽和現象，所以今天稍覺沉寂，也只是正常。但女姐的歌聲是
上天的恩賜，絕對具備永恆的價值。

文︰葉世雄

■李谷一和周衛星合唱《劉海砍樵》

本報記者劉恩琛 攝

■ 李沛妍的李若梅分別與羅家英的皇帝及飾演父親的廖國森演

對手戲。

■ 羅家英的皇帝與陳㜷儀的皇后演繹一段生

離死別戲。

■ 李谷一（前）蠟像場景——

《補鍋》 本報記者劉恩琛 攝
■ 新康戲

曲文化周

上戲曲演

員老戲新

唱

本報記者

劉恩琛 攝

「浪漫戲鄉」戲曲文化周啟幕 邀李谷一返鄉助陣

■梁兆明的梁節巧及陳㜷儀的皇后結為兄妹。

鍾麗蓉唱紅線女《昭君出塞》掌聲雷動
老倌阮兆輝吳仟峰撐場

■和B哥合唱《夢會太

湖》，如見神仙眷侶。

■鍾麗蓉獨唱《昭君出塞》令人聽出耳油。

■輝哥與蓉姐合唱的《銀河抱月歸》講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故事。

■官仔骨骨的吳仟峰和蓉姐合唱《搜書院之拾鳶初會》。

■陳玲玉與蓉姐傾情演出

《一夢到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