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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8/6

9/6

11/6

12/6

演員、主辦單位

蘭軒粵劇研藝社

香港孟春秋粵劇團

頌伶薈

香港梨園舞台

慧欣鳴曲藝社

鴻嘉寳粵藝苑

香港梨園舞台

鴻嘉寳粵藝苑

劇 目

《善心．愛心．粵劇慈善折子戲
專場(二)》

《承傳經典聚群英(11)》粵劇折子戲

《林派經典聲藝傳承》

《戎馬金戈萬里情》

《粵曲會知音》

《愛得輕佻愛得狂》

《獅吼記》

《花蕊夫人》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元朗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日期

6/6

7/6

演員、主辦單位

玉鳳鳴曲藝社

粵劇戲曲文化
促進會

美濤藝術工作室

詠紫紅劇團

富榮牡丹曲藝社

美濤藝術工作室

劇 目

《悠悠笙曲欣賞會》

《粵劇火網梵宮十四年》

《白蛇傳》

《帝女花》

《牡丹花咏耀香江》粵曲演唱會

《鐵馬銀婚》

地 點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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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6/06/2021
解心粵曲
孟姜女

(石燕子、李寶瑩)
殺敵慰芳魂
(張惠芳)
王昭君

(靳永棠、梁玉卿)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斷腸詞

(梁漢威、張琴思)
柳毅傳書之洞房
(新劍郎、李鳳)
先開嶺上梅

(鍾雲山、梁素琴)
虎將蠻花

(新馬師曾、陳好逑、
林丹)

西樓恨(陳小漢)
桂枝寫狀

(馬師曾、紅線女)
怡紅公子悼金釧

(羅家寶)

(梁之潔)

星期一
07/06/2021

龍鳳大飲查篤撐

主題：

你一定喜歡的粵
劇喜劇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08/06/2021
粵曲會知音

二度梅之園會、
重逢

(文千歲、李寶瑩)

孝莊巧說洪承疇
(李丹紅、白雪紅)

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薛覺先、芳艷芬)

夢會太湖
(梁漢威、鍾麗蓉)

1530-1600
灣區粵韻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三
09/06/2021
大戲粵刊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

星期四
10/06/2021
金裝粵劇

西施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陳錦棠、
任冰兒、靚次伯)

粵曲選播：

一曲琵琶動漢皇
(鍾雲山、崔妙芝)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五
11/06/2021

大鑼大鼓估估吓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12/06/2021
金裝粵劇

司馬相如
(任劍輝、余麗珍、
新麥炳榮、鄭幗寶、

曾雲飛)

粵曲選播：

歸來燕
(鍾雲山、南鳳)

(梁之潔)

1600粵劇的美學

主題：
粵劇的工尺譜、
音階、拍和方式

(梁寶華、黎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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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6/06/2021

粵曲

楊枝露滴牡丹開
(羅家英、汪明荃)

三鈷遣情
(吳仟峰)

李清照新傳
(梁耀安、李淑勤、
馮剛毅、彭熾權)

直上蟾宮折桂枝
(鍾雲山、嚴淑芳)

西施傳之訪艷
(李丹紅、鄭培英)

三春投水
(盧筱萍)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7/06/2021

粵曲

陳圓圓
(盧筱萍)

梁山伯與祝英台
之樓台會

(任劍輝、李寶瑩、
梁漢威、梁少芯)

韓湘子夜送寒衣
(天涯、鍾麗蓉)

李後主之情殤
(白慶賢、王戈丹)

(林瑋婷)

星期二
08/06/2021

粵曲

朱買臣衣錦榮歸
(新馬師曾、鳳凰女)

裁子街人
(廖志偉、伍木蘭)

夢會巫山
(陳小漢、蔣文端)

歌衫舞扇
(冼劍麗)

(阮德鏘)

星期三
09/06/2021

粵曲

周瑜歸天
(新馬師曾)

琵琶重譜鳳諧鸞
(陳笑風、陳好逑)

重台泣別
(何非凡、鳳凰女)

帝苑春深化杜鵑
(靳永棠、梁玉卿)

南宋飛虎將之逼反
(李龍、南鳳)

(御玲瓏)

星期四
10/06/2021

粵曲

荔枝記
(羅家英、林少芬、

陳好逑)

追魚
(鍾雲山、陳慧玲)

梨花慘淡經風雨
(譚家寶、劉艷華)

夢中緣
(盧筱萍)

飛哥跌落坑渠
(何非凡、鄭幗寶)

(丁家湘)

星期五
11/06/2021

粵曲

風雪卑田院之
情醉曲江池

(羅家寶、謝雪心)

除三害
(鳳凰女、譚蘭卿)

牡丹亭之西樓驚夢
(任劍輝)

鬼馬睇相
(張月兒、鄧碧雲)

秦香蓮之投府救雛
(王超群、葉慧芬)

(阮德鏘)

星期六
12/06/2021

粵曲

李後主之勸藥、歸天
(白慶賢、葉慧芬)

蕭何月下追韓信
(文千歲、梁醒波)

霸王別虞姬
(梁漢威、陳咏儀)

碧玉錢之蘭亭會
(蓋鳴暉、鄧美玲、

呂洪廣)

(丁家湘)

千名兒童表演歌舞戲劇賀建黨百周年

秦腔會演展現藝術功架秦腔會演展現藝術功架

大匯演學界得獎者傳揚粵曲大匯演學界得獎者傳揚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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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在現
場表演《戲
曲聯唱》。

河調植根於珠江河上，它的出現與廣州的
經濟發展息息相關。1685年以後，隨着海
禁結束，廣州被朝廷定為對外通商四個口岸
之一，商業活動日趨活躍。1757年，清廷
為預防西方國家不斷要求通商，實行一口通
商的政策，廣州不僅成為外國商人聚居之
地，外省商人也雲集羊城，經濟活動頻繁，
帶動了當地的娛樂事業興旺起來。
清初到乾隆年間，珠江花舫的歌姬演唱內
容是由各位歌姬自由發揮的，用語是閩姬越
女，蘇白京腔，都是根據各人的籍貫隨意唱
出自己所熟悉的歌曲。乾隆之後，出現了集
體培訓的雛妓，被稱為「琵琶仔」，於是便
有《浮生六記》之「長幼皆能琵琶」一語。
1855年（咸豐五年），粵劇藝人李文茂
率領梨園子弟響應太平天國起義失敗，清廷
下令禁止本地戲班演出，至1871年禁令才

正式解除。由於本地戲班被禁，吸引大量的外江班入
駐廣州，大量不同的劇種在廣府上演。珠江花舫有部
分歌姬為吸引外省商人，專門唱外省戲曲。初期的做
法是改動外省戲曲優秀的劇本，把鑼鼓、做手、口
白、介口等非唱腔的內容省略掉，並改動音樂，使修
改後的曲本務必不能偷叮漏板，且叮板按照常規嚴格
連接起來。這種「摘曲而唱」的形式，類似南音、木
魚的「摘錦唱段」，以適應清唱之用；而歌姬的唱腔
風格被稱為「河調」。（按：本地班被禁演了，但本
地冒牌的外江班和鄉下的小型本地戲班還可存在。）
我認為清初至乾隆年間珠江花舫的歌姬演出內容百花
齊放，很難出現趨於一致的唱腔風格，「河調」真正的
醞釀期應該在「琵琶仔」出現以後，而形成類似的唱腔
風格則是市場的力量。珠江花舫花錢集體培
訓雛妓成為「琵琶仔」，目的當然是期望吸
引更多的顧客和賺取更大回報，所以訓練的
內容也是針對市場最大的消費群而定。當時
赴廣州從事經貿活動的外江商人雖然來自五
湖四海，但總要有一種語言進行溝通，我推
測那種語言便是「官話」；而當時廣州演出
的外省班主要有四類：唱昆劇的江浙班、唱
弋陽腔和二黃腔的江西班、唱皮黃腔的安徽
班（徽班）、唱昆曲及「南北路」的湖南班
（湘班）（見伍榮仲撰《粵劇的興起》），
訓練「琵琶仔」的師傅會優先選擇適合用「官
話」演員的外省戲碼「摘曲而唱」，以迎合
最大受眾群的嗜好。

●文︰葉世雄

●秦腔劇
目《再續
紅梅緣》
中 展 現
「吐火」
絕技。

●演員在
開幕演出
上表演秦
腔《王寶
釧．金牌
調來銀牌
宣》。

秦腔，發源於陝甘一帶，成熟於
明清時期，因用「梆子」擊

節，也稱「梆子腔」。在流傳中，與
各地方言、民間音樂相結合，衍生出
龐大的梆子聲腔劇種系統，對晉劇、
豫劇、河北梆子等劇種有重要影響。

獨特唱腔的表演程式
秦腔的角色行當傳統上分為四生、

六旦、二淨、一丑，各有一套完整的
唱腔和表演程式。生淨行唱腔高亢激
越、慷慨悲涼、雄邁豪放；旦角唱腔
委婉細膩、婉轉流變、細膩典雅。唱
唸做打、手眼身法步，猶如表演程式

上的零部件，組成舞台上有血有肉的戲曲人物，
背後是演員成千上萬遍的磨練雕琢。
生旦淨丑、苦音歡音、功架特技構成秦腔的獨

特表演程式，唱盡悲歡離合；帝王將相、英雄豪
傑、勞動人民在台上經歷人生百態，演繹社會興
衰榮辱。百年傳承中，秦腔始終與人民情感及火
熱生活緊密相連。
出生在陝西「戲窩子」周至，聽着秦腔長大，

現時是陝西百年秦腔劇社三意社社長的侯紅琴
說︰「愈是艱苦的地方，歌愈多藝愈多。看似直
起直落、大開大合的秦腔，演好了卻要靠細工
夫。」侯紅琴在12歲進入周至劇校開始專業訓
練，後來考上西安市藝術學校，專攻正小旦。
「過去排戲叫摳戲，幾分鐘的戲能摳好幾天。」
侯紅琴說，練好基本套路，還要把自己放入劇中
角色，仔細揣摩思想感情，通過唱腔變化、肢體
語言、面部表情等細節把人物思想情感的軌跡展
現給觀眾。

傳統劇目的審美變化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新中國成立後，

《遊西湖》、《趙氏孤兒》、《遊龜山》、《三
滴血》等一大改良傳統劇目風靡大江南北。在傳
統劇目中，秦腔創作也是新意迭出。取材於明代
作品《紅梅記》的《再續紅梅緣》，延續了傳統
劇目的結構框架，符合中國戲曲一以貫之的審美
趣味，又將傳統範式做了全新編排演繹，適應人
們審美需求的變化。
據不完全統計，秦腔現存的手抄本有3,000多

本，內容從歷史故事到神話傳說，從帝王將相到
才子佳人，惡的誇張其醜，善的凸顯其美。人們
常說「高台教化」，中國傳統戲曲自古就兼具教
化與娛樂的功能。
秦腔，是中國四大聲腔之一的梆子腔的鼻祖，

在西北地區廣為流傳。2006年，秦腔入選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文︰新華社

2021年中國秦腔優秀劇目會演近期在西安舉行，來自西北5省區的11部秦腔大戲和17個秦

腔折子戲接連登場，集中展示近年來秦腔藝術創作的優秀成果。秦腔現代戲《陝北往事》日前

在陝西西安演出，回溯革命歷史，展現陝北人民家國情懷，動人的情節和細膩的表演讓觀眾不

時落淚，掌聲雷動。

●演員在現
場表演秦腔
《西遊記》
選場。

●秦腔現代戲《陝北往事》亮相陝西西安。（受訪者供圖）

《《陝北往事陝北往事》》動人情節催淚動人情節催淚 仹仹仹仹
仹仹仹仹
仹仹仹仹
仹仹仹仹

仹仹仹仹
仹仹仹仹

香港創科發展培育中心支持的「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
賽頒獎典禮2021」經月餘的比賽，終於塵埃落定，上個
月19日假柴灣青年廣場舉行頒獎前大匯演及頒獎禮。
是項比賽由主辦單位廣邀全港學界參加，比賽項目

共分五組︰音樂組、舞蹈組、歌唱組、粵曲組和樂隊
組。參加者分中學組、小學組、個人、二人及三人小
組，比賽日期由4月25日至5月19日，由專業藝術人
員任評判。獎項設有金、銀、銅及優異獎，又設有老
師獎盃。
粵劇紅伶劉惠鳴也是揚明兒童粵劇學院導師，在是次

大賽中獲最佳導師獎，參加粵曲比賽的學生，在個人，
小組比賽中均獲優異成績，中學組︰馮熙堯、唐穎淳、
阮靖琳分別獲金銀銅獎。幼兒及小學組︰黃允悠、李海
靖分別得金銀獎，何曉睿、林澔謙、莫嫝蕎、關楚燁各
得銅獎，還有多位參加學生取得優異獎成績。得獎者也
在大匯演中演出粵曲，傳揚粵曲及娛賓。

●文︰白若華

●劉惠鳴和得獎的幼兒小學組及小組得獎者合照。 ●中學組同學在大匯演合唱粵曲《白蛇傳之斷橋》。

●●劉惠鳴和中學組金銀銅獎得主合照劉惠鳴和中學組金銀銅獎得主合照。。

「我和祖國一起成長」2021年「六一」國際兒童節主
題演出活動日前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為少年兒童送上
了節日禮物。當晚來自北京市近三十間中小學和基金會藝
術團千多名學生帶來了精彩表演，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
在活動上，透過歡快的歌舞《你好，紅領巾》拉開了演
出序幕。今次主題演出圍繞「你好！紅領巾」、「你好！
新時代」、「你好！百年風華」三個篇章展開，表現出少
年兒童拚搏奮鬥、追求夢想的精神面貌。
演出涵蓋合唱、舞蹈、戲劇、京劇等多種藝術形式。在

戲劇橋段《少年中國》裏，孩子們聲情並茂地講述了紅領
巾的故事，綜合藝術《我的夢》將詩歌朗誦和冰雪體育表
演結合，表現出冰雪運動的快樂和對北京冬奧會的期盼，
新編紅色京劇《紅．傳》講述了黨的歷史和革命故事，引
導廣大少年兒童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精神血脈，爭做時代
新人。同時希望透過不同活動激勵教育青少年銘記黨的光
輝歷程，傳承光榮革命傳統，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我和祖國一起成長」主題演出活動是由中國宋慶齡基
金會、中國福利會、國家大劇院面向青少年共同打造的品
牌公益項目。

●文︰新華社

●●小朋友在表演合唱小朋友在表演合唱
《《永遠在一起永遠在一起》》。。

●●小朋友表演節目小朋友表演節目《《我的夢我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