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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戲曲演出雖然十分頻繁，但說也奇怪，
歷來居然沒有官方或民間年報把每年的演出資料匯
集起來。結果一切有關資料都得不到有系統的編
整。

有鑑於此，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下稱藝評會）年初議決，作為承傳及推廣戲曲的
其中一項措施，牽頭編纂香港戲曲年鑑，並定於二
○○九年開始。此項年鑑計劃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撥
款資助下，得以順利開展。

「八和」 中大提供資料
然而，戲曲資料的蒐集，當然不能單靠藝評會

。須知積累戲曲資料並非藝評會的專職，亦斷無人
力資源經年累月處理這項工作。為此，藝評會邀得
香港八和會館和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合力辦理，
由這兩個機構提供一直有所存備的資料。 「八和」
屬於聯會性質，所有會員在組班開戲時，例必將演
出資料報存 「八和」備考，而 「戲曲資料中心」多
年來亦以存備演出資料為己任。在這兩個機構鼎力
襄助下，所集資料雖然未敢妄稱毫無遺漏，但庶幾
大備矣！

面對一大堆資料而須予整編得井然有序，絕非
容易。幸而，藝評會借鑑了《香港戲劇年鑑》的經

驗，在這個成功基礎上因應戲曲的特性而有所增訂
。大體而言，所有演出資料均以時序載列，由○九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並以每月為一個單
元。

按時序表列每日演出
在每個單元下，先載列該月的 「演出一覽表」

，按日逐項列出屬於該日所演的劇目。例如，某日
全港計有三個屬於不同劇團與劇種的演出，便一一
列出。如屬粵劇，則以藍色 「粵」字識別，京劇則
用紫色 「京」字，其餘諸如潮劇、崑劇、越劇等，
均以相類方法處理。

緊接每月 「演出一覽表」之後，是按日以不同
欄面臚列每一劇目的演出詳情，計有：日期、時間
、場地、劇種、入座率／座位數目、主辦單位、演
出團體、票價、演員等。值得注意的，是 「入座率
」一欄。很多劇團不一定願意透露入座率。因此，
如果情況容許，編輯可註以該場地的座位數目，俾
能有所參照。如果集得該演出劇目的宣傳單張，亦
於欄內印載。為省篇幅，支持環保，年鑑內的記事
力求簡明扼要。不過，書內備有光碟，所載資料，
較為詳備，方便有興趣的人士進一步尋索。

廣邀持份者撰寫專文
戲曲年鑑如果只限載列一大堆硬資料，對戲曲

的發展以及研究，助益不大。因此，年鑑的編委會
廣邀戲曲界內代表不同層面的 「持份者」，各自因
應本身的範疇，撰專題文章。計有：特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 「政府致力推動粵劇及其他中
國戲曲的發展」，文內主要縷述推廣粵劇及其他劇
種的各項具體工作；京崑名家鄧宛霞的 「京崑藝術
在香港」，文內講述以她為首的 「京崑劇場」在過
去為香港所推動的京崑工作，以及一些個人感興；
潮劇前輩劉福光的 「潮劇─南國鮮花，香港綻放」
，文內概述潮劇過去幾十年在香港演出的情況，並
且提供○九年的演出概覽；前教統局課程發展處藝
術教育總課程發展主任湛黎淑貞的 「學校粵劇教育
的現況與前瞻」，文內記敘學校的粵劇課程發展及
相關的師資問題。

此外，粵劇資深演員阮兆輝則以戲曲從業員身

份，親撰專文 「愚公之志」，文內就場地、投資者
、承傳、政府政策、觀眾、劇本等方面道出肺腑之
言，砭伐紕誤，擲地有聲。至於筆者，由於忝為藝
評會董事，兼屬戲曲評論員，責之所在，焉可推諉
，亦只得濫竽一文，題為： 「摭談近年香港戲曲發
展的憂喜」，向讀者匯報戲曲發展的正反兩面。然
而，總體而言，筆者所表達的，確實憂多於喜，對
戲曲的前景，深感憂患重重。

各參與機構首腦作序
編委會亦邀得各個參與機構即藝發局、藝評會

、 「八和」、戲曲資料中心的首腦人物，依次是馬
逢國主席、張秉權主席、汪明荃主席及蔡燦煌教授
，為年鑑作序，各就所統領的機構在編纂年鑑方面
須擔當的職分，分享信息。此外，編輯陳國慧與統
籌梁麗榆亦合撰序文，分享編纂歷程。

藝評會主席張秉權在其序言末段寫道： 「年鑑
之 『鑑』，古義同 『鏡』，除審察、識別之外，更
重要的，是借鏡的意思。」筆者深有同感，而這正
是戲曲年鑑的本意。

年鑑初度面世，編纂工作難求絕對美善。盼望
各位熱心人士不吝指正，使往後的年鑑益臻完善，
最終發揮借鏡的功能。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查詢電話：
29740542。

塵 紓

香港優秀女畫家林小枝將展出她近年的六十多幅
現代女性人物畫，讓大家一起欣賞女性恆久的美麗。
「林小枝現代畫精品展」將於十二月十八至三十日舉

行。
女性美是個跨越時空的題材，像柯德利夏萍、瑪

麗蓮夢露等經典人物，她們的美麗跨越年代、國籍、
民族，直到如今，她們的倩影仍然令人難以忘懷，成
為不朽偶像。儘管歲月會改變人的外貌和內心，但畫
家可用畫筆將女性純潔的美麗保存下來，把一刻化成
永恆。林小枝作品題材多變，女性形象也有不同的特
色，但女性的美麗、嫻熟、溫婉、典雅，卻是不變的
，讓人印象深刻。林小枝筆下的女子，在眉宇之間，
似有無數說話想透露，意味深長，難以捉摸。女畫家
更擅於表現女人的複雜心思。

林小枝生於香港，父親是著名文藝理論家林煥平
，令她自幼深受中西文化影響。

林小枝是 「小枝畫苑」創辦人， 「香港畫家聯會
」永久會員。她曾於數十個中外城市舉辦個展或聯展
數十次，在海內外各地美術雜誌、報刊發表美術作品
、插圖達數千幅。作品《孔雀之鄉》被香港中文大學
博物館收藏，一九九一年印製《林小枝畫集》（圖錄
式）由香港中央圖書館存錄。一九九二年獲美國世界
名人傳記協會頒發 「世界婦女藝術創作卓越成就傑出
女士」證書。

查詢展覽詳情，可電2736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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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曲年鑑二零零九》內附的光碟
裡載有戲曲團體的演出宣傳單張

▲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粵劇日」 ，年輕粵劇演員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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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井欽閣深圳報道
：俄羅斯國家芭蕾舞劇院演繹的經典
芭蕾舞劇《天鵝湖》、《胡桃夾子》
將於本月十九日及二十日登台深圳保
利劇院，再現經典的永恆魅力，讓觀
眾感受到來自天鵝湖故鄉的純正古典
芭蕾的夢幻之美。

柴可夫斯基扛鼎之作
經過半個多世紀，俄羅斯國家芭

蕾舞劇院繼承積累了眾多芭蕾經典劇
目，使積澱數百年的俄羅斯古典芭蕾
舞學派優秀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同時
又大力探索並發展新的舞蹈形式，創
造了獨特的舞蹈風格。芭蕾舞劇《天
鵝湖》和《胡桃夾子》都是芭蕾舞史
上最受歡迎、長演不衰的經典劇目，
這兩部劇也是俄羅斯國家芭蕾舞劇院
的代表作，被譽為 「古典芭蕾百科全
書」式作品。這兩部劇中的音樂都是
柴可夫斯基的扛鼎之作，被譽為芭蕾
音樂寶庫中的珍品。

芭蕾舞劇《胡桃夾子》充滿童真
與快樂，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中
的最後一部，表現的是無憂無慮的兒
童世界，也是柴可夫斯基筆下最具童
趣的作品，他惟妙惟肖的旋律讓這部
兩幕三場的芭蕾舞劇充滿了喜悅的成
分。

時至今日，俄羅斯芭蕾舞劇院帶
來的古典芭蕾舞劇依然保持着濃厚的
傳統味道，看過的觀眾都對其演員標
準的古典芭蕾動作嘖嘖讚嘆。現在，

俄羅斯芭蕾舞劇院的保留劇目題材廣
泛，形式多樣，比較著名的劇目有柴
可夫斯基的《天鵝湖》、《睡美人》
、《胡桃夾子》；明庫斯的《唐．吉
訶德》；比才的《卡門》；阿米諾夫
的《一千零一夜》；卡拉耶夫的《七
美女》等劇目。

《胡桃夾子》富節日色彩
是次將再次登臨深圳保利舞台的

無樂隊伴奏版《天鵝湖》、《胡桃夾
子》一直以其感人的故事和優美的音
樂在芭蕾舞台上獨領風騷，部分片段
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段落。隨着
觀眾審美層次的提升，人們對高雅藝
術的需求也越來越旺盛，而《天鵝湖
》的故事、音樂乃至舞段，中國觀眾
都能夠看得懂、聽得懂，在心理上有
親近感，而且近來俄羅斯的各大芭蕾
舞團也在演出形式上作了改進，不但
動用了現代聲、光、電的舞台藝術手
法，而且有的還融合了俄羅斯民族舞
蹈的元素，給觀眾帶來新鮮感受。

《天鵝湖》中最著名的有黑天鵝
與王子的雙人舞，黑天鵝的三十二圈
大迴旋，百看不厭。當然，還有觀眾

最熟悉和喜愛的四小天鵝舞，在灑滿
銀光月光的湖畔，手臂交叉，用足尖
跳起輕盈優雅的小天鵝舞，那一刻，
觀眾或屏住呼吸，或會心一笑，這一
幕幕場景都足以證明《天鵝湖》的深
入人心。

極富節日色彩的經典芭蕾舞劇
《胡桃夾子》，是世界舞蹈舞台上久
演不衰的舞劇精品之一，一直也是各
國大、小朋友聖誕、新年的必選節目
。舞劇中集粹了各國舞蹈元素：活潑
的中國舞、明快的西班牙舞、神秘的
阿拉伯舞、醉人的圓舞曲、勁度十足
的俄羅斯舞……精彩場面一浪接一浪
。異國特色濃郁的道具及服裝設計，給
觀眾留下繽紛難忘的回憶。

芭蕾舞劇天鵝湖深圳上演芭蕾舞劇天鵝湖深圳上演
【本報訊】由中國藝

術基金會、北京中藝藝術
基金會發起並主辦、北京
國際音樂節藝術基金會承
辦的 「2010 年度愛樂傳習
公益音樂教育計劃」，這
幾天於澳門及本港與師生
進行互動並推進各地高校
之間的音樂交流，讓更多
的青年學生有機會領略音
樂之美。

「愛樂傳習香港演出─
─無伴奏合唱清唱劇之
《桃花扇》」於十二月十
七日晚在香港演藝學院作
香江首演，這種獨創的大
型百人無伴奏合唱團及崑
劇表演同台演出的形式，
使中西不同音樂元素和表現手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無伴奏合唱清唱劇《桃花扇》是由著名作曲家、音樂學家
、音樂教育家廖乃雄，根據崑曲創作而成的無伴奏合唱音樂演

出形式。該劇是精品劇目──崑劇《1699．桃花扇》繼青春版、傳承版、
精製版、音樂會版、折子戲版等多個版本之後誕生的第八個版本。此版將
崑曲表演與西方傳統的無伴奏合唱相融合，基於崑曲的唱腔和音調，以無
伴奏合唱的形式演出清唱劇的題材。

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在音樂教育參與了無伴奏合唱清唱劇《桃花
扇》的創作。在《桃花扇》的創排過程中，基於其對無伴奏合唱的深入探
索，結合崑曲的唱腔和音調，在當代音樂創作和舞台實踐中，通過探索創
造出中西合璧的音樂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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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節日色彩的經典芭蕾舞劇
《胡桃夾子》

▲《天鵝湖》以其感人的故事和
優美的音樂，在世界舞台上歷演
不衰

▲清唱劇《桃花扇》糅合
崑劇表演

◀
清
唱
劇
《
桃
花
扇
》
將

於
本
港
作
交
流
演
出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凰軒藝舍主辦 「名劇戲寶會知音（折子戲
專場）」 ，晚上七時十五分在沙田大會堂劇
院演出。
■香港演藝製作中心主辦 「冠軍之夜─周
玫、易敏演唱會」 ，晚上八時在沙田大會堂
文娛廳演出。
■樂印混聲合唱團舉辦周年音樂會，晚上八
時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
■劇場空間《女帝奇英傳》，今日至本月十
九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在演藝學院戲劇院舉
行。
■三角關係《快樂無罪 天長地狗》，馬志
豪及徐羨曾等主演，今晚八時在麥高利小劇
場演出，演期至明年一月二日。
■信和集團香港藝術主辦 「樂園．樂源 張
雅燕畫選」 展覽在中環廣場一樓大堂舉行，
展期至明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