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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和西皮（下）

戲曲視窗

粵劇的西皮來自湖北漢劇的說法見於歐陽予倩的文
章—《試談粵劇》，他說：「粵劇—廣東戲，是屬
於二黃、西皮系統的，也就是南北路系一種大型的
地方戲，它和漢戲、湘戲、桂戲同出一源，儘管它不
斷地吸收了許多廣東民間曲調和外省多種的樂曲，它
的基本曲調是二黃和西皮。我們稱京戲的曲調為皮
黃，因為廣東稱西皮為梆子，故稱梆黃。漢戲、湘
戲、桂戲稱西皮為北路，稱二黃為南路，故稱南北
路。梆子這個名稱比西皮早一些，因此想見廣東的伶
工接受亂彈比較早，其次，他們學習亂彈大約是從徽
班學的，也和桂戲、祁陽戲（湘戲的一個流派）一
樣，最初是接受了一套徽班的技藝。最初的廣東戲幾
乎和桂戲、祁陽戲沒有甚麼兩樣，他們有很深的血緣
關係。廣東戲和漢戲也是同胞弟兄，漢戲又是和徽調
血脈相連的。據老伶工的回憶和所能找得到的記載對
照起來看，廣東伶工是從安徽班子和湖南祁陽班子接
受了梆子二黃的。」
黎鍵撰寫《香港粵劇敘論》一書用了不少篇幅談論

二黃和西皮，篇幅關係，只能扼要轉述。
湖北漢調於清道光前後稱為「楚調」，楚調的核心

便是「西皮調」，不過，作為源遠流長的湖北漢劇，
雖然主幹聲腔改唱「西皮」，但也並不排除同時兼唱
其他的地方腔調，如鄰近安徽新興的「二黃調」（一
說「二黃」源出黃陂、黃岡，因稱「二黃」，並且是
先由湖北人唱起來的）等。
關於秦腔與湖北楚調對廣東戲曲的影響，廣東海陸

豐地區早便有了「西秦戲」，廣府本地粵劇在清道光
前後亦顯然接受了「梆子調」。廣府人亦以「看西
秦」、「聽西秦」一詞表示看大戲和聽粵曲，「粵
劇」、「粵曲」與「西秦」劃上了等號，可見秦腔的
傳播對粵戲的影響。但就粵調中的梆子腔而言，廣府
土班既接受了自湖北來的「湖廣調」或「楚調」，其
梆子調的風格與特色顯然趨近於「西皮調」。如上所
說，沿漢水南來湖北襄陽與湖廣一帶的秦腔便是湖
北人的「西皮」，早期亦稱「襄陽調」或「湖廣
調」。早期的廣府「老戲」亦同樣有「湖廣調」，並
有湖廣調的曲本與成文曲詞，就曲本可見，其詞格字
數等與湖北楚調戲完全相同。可見，粵劇是時所唱，
也許就是這一時期的楚調，也就是早期流入湖北或湖
南的西皮調或梆子調。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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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PM

2:00
PM

4:00
PM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adio5rthk.org.hk

星期二
30/9/2014
粵曲會知音

玉梨魂
(薛覺先、白雪仙)

阿福遊世界
(鄧寄塵)

艷陽丹鳳
(李芬芳)

五郎救弟
(梁漢威、龍貫天)

天姬送子
(丁凡、陳韻紅)

蝶影紅梨記之窺醉
(龍劍笙、梅雪詩)

怒打隋煬廣
(白玉堂)

林煒婷

星期三
1/10/2014
金裝粵劇

美人計
(新麥炳榮、

梅菁麗、名駒揚、
陸忠玲、白燕子、

吳尚英)

林煒婷

星期四
2/10/2014
粵曲會知音

天涯憶舊
(鍾自強)

宋江
(羅家英、李香琴)

呂布獻美
(陳劍聲、王超群)

肥黃狗與黃鼠狼
(梁醒波、鄭君綿、

陳好逑)

唐伯虎戲秋香
(新任劍輝、
盧筱萍)

李 龍

星期五
3/10/2014
粵曲OK

情僧夢會瀟湘館
(文千歲、梁少芯)

狄青夜闖三關
(何非凡、李寶瑩)

陳永康

戲曲群星

陳婉紅陳永康

1500梨園多聲道
聽眾熱線電話:
1872312

(黃千歲、梁素琴)

招菉墀
陳婉紅、陳永康

星期六
4/10/2014
金裝粵劇

鯉魚精
(任劍輝、吳君麗、

李海泉)

粵曲選播：-
朱弁回朝之

招魂、送別、哭主
(陳笑風、郎筠玉)

林煒婷
1600鑼鼓新天地#4

重溫：奪頭/慢長鎚/
介紹：排子頭鑼鼓
課程：一鎚/順三

(梁漢威)

粵曲選播：
天賜良緣

(白駒榮、上海妹)

星期日
5/10/2014
解心粵曲

孤飛雁(吳詠梅)

一雙鸞鳳盟金殿
(葉弗弱、騷韻蘭)

攞路行
(九叔、月兒、飛鳳)

歐翊豪

粵曲會知音
六月雪之竇娥冤

(芳艷芬)
柳毅傳書之洞房
(羅家寶、林小群)
倫文敘與柳如眉
(尹光、胡美儀)
拉郎配之戲官

(阮兆輝、彭熾權)
還我漢江山

(劉善初、白鳳瑛)

歐翊豪

梨園一族

歐翊豪

星期一
6/10/2014
金裝粵劇

啼笑姻緣
(新馬師曾、

鄭幗寶、麥秋儂、
半日安、艷群芳)

黎曉君

舞台快訊

新光足本上演四場全滿

《《蝶海情僧蝶海情僧》》日本演出載譽歸日本演出載譽歸

上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北京調研戲曲工作。他強調，振
興戲曲藝術關係中華文化薪火相傳，關係民族精神維
繫傳遞。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精神，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樹立
高度的文化自信，做好傳承和創新兩篇大文章，努力
實現戲曲藝術的振興和發展。
劉奇葆來到中國戲曲學院，觀摩京劇表演劇目課和
戲曲動漫創作課，了解戲曲藝術發展情況和存在的問
題，與戲曲藝術工作者座談，聽取了李維康、于魁
智、張火丁、趙葆秀、傅謹、韓劍光、馮靜、侯少
奎、王英會、孫東興、戴頤生等人的意見建議。

座談中，大家認為，近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關心支持
下，中國戲曲事業在劇目創作、人才培養、院團發
展、理論建設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同時受到新的
文化樣式和傳播方式的衝擊，戲曲藝術生存發展遇到
不少困難，有的劇種面臨消亡的危險。要採取有力措
施，推動戲曲藝術發展繁榮。
劉奇葆指出，戲曲藝術是表現和傳承中華文化的重

要載體。千百年來，城裏鄉間搭臺唱戲，是中國社會
一道獨有的文化風景線。我們必須從傳承弘揚中華文
化的戰略高度，認識和看待戲曲藝術，自覺承擔起振
興戲曲藝術的使命和責任。要繼承好經典傳統劇目，
把那些立得住、傳得久，經得起時間和觀眾檢驗的老

劇目傳承好，演繹精品，保持魅力不衰。要貼近現代
人的欣賞習慣和生活方式，適應「微時代」傳播特
點，大力推動戲曲藝術創新發展，使之展現新魅力、
煥發新光彩。
劉奇葆強調，要深化戲曲院團改革，完善扶持政

策，加強和規範政府購買服務，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把
戲曲產品納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戲曲院團營
造良好發展環境。戲曲院團要積極探索面向群眾、面
向市場的新體制、新機制，改進戲曲教育、加強人才
培養、注重師徒傳承，不斷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
和發展活力，推動戲曲藝術活起來、傳下去。

■文︰新華社

劉奇葆：推動戲曲藝術 活起來傳下去

香港和台北在過
去兩年合作了一個
文化藝術交流活
動，每年都會為台
灣民眾展示香港文
化藝術獨有的傳
統、觸角及創意。
日前主辦單位─

─港台文化合作委
員會及康文署召開
發布會，宣佈今年
「香港周」的主題
為「香港民俗文．
文學足跡」，逐一
介紹多項展覽及演
出節目，包括有

《京崑迎大戲──台戲曲交流薈萃》、《當代電影
展》、《舞劇》、《香港詩人梁秉鈞》、《詩人余光
中》、《香港台灣動畫五十年大展》、室內歌劇《蕭

紅》及《非常香港──傳統風俗文化》等。
香港周2014@台北將於十月十七日起在台灣華山1914

文化創意產業區舉行，而開幕節目《京崑迎大戲》，是
由香港的龍飛劇團和台灣的國光劇團合作，共兩天的節
目，合作單位為觀眾推介悉心挑選的節目，於十月七日
上演的節目有國光劇團的崑劇《獅吼記之梳妝、跪池》
及龍飛劇團之《林沖之雪夜上梁山》、《合兵破曹》、
《帝女花之香夭》；而在十月十八日上演的，有國光劇
團的京劇《四郎探母之坐宮》及龍飛劇團的《潞安
州》、《斬二王》。
香港粵劇演員新劍郎在會上發表有關的演出內容，指

今次同台灣演出的粵劇老倌有他本人、李龍、藍天佑、
林子青、江熲紅、郭啟輝、陳永光、吳國華等。每演出
結束後更設有演員簽名環節。
今次參與香港周所演出粵劇有本港粵劇的傳統戲《斬

二王》，影響深遠的《帝女花》及近年最受觀眾歡迎的
文武兼備的《潞安州》和《合兵破曹》、《林沖》。相
信會使台灣觀眾對香港粵劇有更深入的了解。

文︰白若華

「香港周」台北演粵劇

■李龍及
新劍郎在
《合兵破
曹》中演
繹孔明和
周瑜的工
心計。

《蝶海情僧》是李居明投身粵劇編撰的一齣首
創劇，成功地利用粵劇的表現模式把劇中

人「真如」的故事刻劃入微，全劇唱曲也採取了近世
紀粵劇中最動聽的曲牌貫以新詞，令人感動非常。

李居明是香港粵劇之福
粵劇於2009年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為世界非
物質文化遺產，粵劇界因此如打了一支強心針，但是
相繼出現的問題相對增多，其中就是粵劇界如何去承
傳和推廣？保留傳統粵劇固不容忽視，開創新紀元粵
劇也是刻不容緩，李居明在這個時候開始撰寫粵劇並
慷慨經營新光戲院，是香港粵劇之福。
李居明在短短幾年間創作了十多個新劇，無可否認
的是其第一個作品《蝶情僧僧》之鼓動性最大，因為

此劇甫面世便好評如潮，雖云編劇詞句運用和傳統戲
劇有些不同，但無可否認是編劇的手法，融會了很多
其他不同元素的表演藝術，配件方面︰服裝、佈景、
燈光……及後更加入了投影等新時代的設計，令戲台
上的演出更臻璀璨華麗，其每一台戲的製作都有出乎
意外的驚喜。

蓋鳴暉吳美英演繹透徹
《蝶海情僧》由最初一個折子戲發展為長劇，編者用

了很大的心思，既把主人翁真如和香凝的愛情昇華，也
把一些人性的真面目，精神上和現實的矛盾、信仰的驅
駛等等元素放在劇中，看一齣劇而有多過只看故事，演
員演藝和配置之外的得，相信也是此劇成功之處。
據李居明在《蝶海情僧》於日本凱旋歸來演出的講

話中指出，今次的版
本是把自己的原創意
念復加，其中主要內
容有陳嘉鳴所演的
「藥妃」一場戲，令
劇情發展得更為完
整。
蓋鳴暉和吳美英在

日本凱旋歸來演出中，把劇中人物演繹得更為透徹，
而舞台把一些實景改為投影，視覺效果相當愜意。一
齣成功的劇必經過千錘百鍊的階段，而《蝶海情僧》
的製作──盛世天戲劇團不斷的加注務求表現更善更
美，觀眾以四場全滿來回報，可以說是修成正果了。

■文︰岑美華

盛世天戲劇團及鳴芝聲劇團合作的粵劇《蝶海情僧》在港重演多次均大受戲迷追捧，且曾遠往北京、上海、

杭州、新加坡、澳門等地演出。本月十六及十九日，該劇分別在日本福井和大阪演出，事後得到日本觀光局局

長加納國雄熱情招待，並得到日本觀眾高度評價，該劇全體工作人員凱旋回歸香港，即在新光戲院大劇場作四

場演出此一足本《蝶海情僧》，與香港觀眾分享本港原創劇目的美滿成果。

■新的《蝶海情僧》加插了藥妃逃命向香凝獻計一段戲。

■尾場最感人的演繹︰蓋鳴暉唱出「愛水江河」。

■開場不久蓋鳴暉和吳美英及一群舞女即上演一場美麗璀璨的蝶舞。■《蝶海情僧》在日本演出時謝幕照。

■台港文化合作委員會召集人毛俊輝及新劍郎在記招
中。

■演出《林沖》藍天佑。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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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香港八和會館

沙田民生關注會

仙樂曲藝社

堂皇曲苑

盈盈曲藝社

香港八和會館

香港滿江紅粵劇發展有限公司

堂皇曲苑

樂弦佳韻

樂華天劇藝坊

長青劇團

堂皇曲苑

高山知音會

劍雪聲輝

長青劇團

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

玉鳳鳴曲藝社

劍雪聲輝

長青劇團

雅樂軒曲藝社

劇目

粵劇 《一劍能消天下仇》

《無情寶劍有情天》

《盧挺豐黎綺華師生演唱會》

《春韻秋曲會知音》

《國際老人節敬老粵曲演唱會》

粵劇《香銷十二美人樓》

《冰弦妙韻滿江紅》

《金曲妙韻豪之聲》

《悅樂弦韻慶豐年》

粵劇《牡丹亭驚夢》

《戎馬干戈萬里情》

《蓮花戲曲展繽紛》

《高山流水會知音》

《任白戲曲欣賞晚會》

《穆桂英大破洪洲》

《粵劇承傳．宏揚藝術》

《悠揚曲韻會知音》

《經典名曲精選》

《琵琶山上英雄血》

《雅樂良朋戲曲會知音》

地點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元朗劇院演藝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元朗劇院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