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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24/11

25/11

26/11

27/11

28/11

演員、主辦單位

耀明珠劇團

鴻福曲社

劍麟粵劇團及
戲裏乾坤

香港八和會館

芳芳粵曲藝術園

紫荊匯藝軒

聚福戲曲研藝社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劇 目

《紫釵記》

《良朋會知音》

《南北承傳展新篇》

《金鳳銀龍迎新歲》

《雄藝戲曲獻知音》
粵劇折子戲

《金曲妙韻愛心慈善夜》

《粵曲演唱會》

《洛神》

地 點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香花山大賀壽》
最威風的天神——韋馱

「愛心傳送」20周年誌慶，為博愛醫院屯門藍地長者護

理及護養安老院籌募經費慈善粵劇曲藝晚會確定於本月23

日假西九戲曲中心演出日夜場，籌得善款達50多萬元，已

於月前悉數過戶。為回報善長，主席陳惠芳自掏腰包租場，

更邀得藍天佑、劉惠鳴、何華棧等人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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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thk.hk/radio5

星期日
22/11/2020
解心粵曲

戰地鶯花亡寒菴會
(廖了了、上海妹)
雲雨巫山枉斷腸

(李向榮)
魂斷望夫山(李慧)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相望不相親

(何非凡、羅艷卿)
遊龍戲鳳

(任劍輝、紅線女)
柳湘蓮與賈寶玉
(陳小漢、文千歲)
周瑜歸天(麥炳榮)

還琴記
(林錦堂、陳慧玲)

花園相罵
(新馬師曾、鄧碧雲)

揮淚別睿王
(李秋元、李少芳)
三春投水(盧筱萍)

(梁之潔)

星期一
23/11/2020

龍鳳大飲查篤撐

主題：

伶影雙輝-吳君麗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24/11/2020
粵曲會知音

洛神之夢會
(羅家英、李寶瑩)

西樓恨(陳小漢)

夢會太湖
(丁凡、李淑勤)

哪喳和尚戲觀音
(梁醒波、鄭幗寶)

唐宮秋怨
(新馬師曾)

1530-1600
灣區粵韻

(龍玉聲)

星期三
25/11/2020
粵曲會知音

李後主之去國歸降
(任劍輝、白雪仙)

阿福賣花
(鄧寄塵)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6/11/2020
金裝粵劇

晨妻暮嫂
(新馬師曾、吳君麗、
羅劍郎、任冰兒、

少新權)

粵曲選播：

狄青之八寶追夫
(龍貫天、甄秀儀)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五
27/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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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2020
金裝粵劇

六國大封相
(鍾雲山、吳君麗、
任冰兒、曾雲飛、
白醒芬、梁碧玉)

粵曲選播：

文君嘆月
(白鳳瑛)

(梁之潔)

1600何非凡紀念特輯

嘉賓：
何偉凌、高詠

(梁之潔、黎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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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2/11/2020

粵曲

無限江山(盧筱萍)

鐵血金蘭之雪冤團圓
(龍貫天、陳詠儀、
溫玉瑜、高麗、
陳鴻進、呂洪廣)

名臣虎將共丹心
(陳小漢、丁凡)

虹橋贈珠之轉劫
(阮兆輝、南紅)

鶗鴂悼鶯花
(白楊)

海誓
(張月兒、伍木蘭)

惆悵沈園春(鍾自強)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3/11/2020

粵曲

朱弁回朝之送別
(龍貫天、鍾麗蓉)

文姬歸漢
(林錦堂、南鳳、

劉芷茵)

唐明皇夜訪梅妃
(鄧碧雲、李寶瑩)

焚香記之情探
(黃千歲、鳳凰女)

重台泣別
(陳劍聲、梁少芯)

(林瑋婷)

星期二
24/11/2020

粵曲

龍女洞房
(關海山、陳好逑)

董小宛之江亭會
(梁漢威、尹飛燕)

韓文公祭鱷魚
(靚次伯)

龍女牧羊詞
(白雪紅、譚青霜)

瓊蓮公主之
張羽煮海

(羅家英、李寶瑩)

(陳禧瑜)

星期三
25/11/2020

粵曲

綺夢消沉
(鍾自強)

新潮爛賭二
(鄧寄塵、白鳳瑛)

草橋驚夢
(鍾雲山、冼劍麗)

題橋司馬感文君
(陳小漢、蔣文端)

鴛夢重圓
(何非凡、吳君麗)

(阮德鏘)

星期四
26/11/2020

粵曲

新夜弔白芙蓉
(新馬師曾、陳好逑)

光緒皇與珍妃之
北三所訴情

(尹光、鍾麗蓉)

慈母淚
(麥炳榮、上海妹)

白蛇新傳之合鉢
(任劍輝、白雪仙、
靚次伯、任冰兒)

洞庭送別
(徐柳仙、白鳳瑛)

(丁家湘)

星期五
27/11/2020

粵曲

渡鵲橋
(徐柳仙)

雷鳴金鼓戰笳聲
(龍貫天、南鳳)

七彩胡不歸
(陳寶珠、蕭芳芳)

朱弁回朝之拒婚
(陳笑風、林錦屏)

(阮德鏘)

星期六
28/11/2020

粵曲

西域行
(羅家寶、白雪紅)

雪嶺風雲會之
亂世親仇

(李龍、尹飛燕)

杜十娘
(陳永康、嚴淑芳)

陳世美不認妻
(張寶強、白鳳瑛)

琴挑
(陳小漢、林錦屏)

(龍玉聲)

近年，本地粵劇界喜歡把
粵劇歸入南戲的行列，例如

近日羅家英、汪明荃在西九戲曲中
心演出《荊釵記》和《拜月記》，
便稱是演南戲。如果從地理上來
說，凡我國南方的地方戲種演出改
編自宋元南戲或明清傳奇的劇目，
皆可稱為演出南戲，不過這是近代
廣義的說法，有別於中國文學史上
所說的南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
「南戲」（或稱「南曲戲文」、「南
戲文」），只是元、明兩代的人用以
和「北劇」（或稱「北曲雜劇」、
「北雜劇」）相對待的稱呼。
「南戲」是指用南方的語言、歌曲

所組成的一種民間戲曲，在宋徽宗到
光宗年間（十二世紀）已產生。源於
浙東溫州的民間，漸漸向各處蔓延。
當日在宮廷上演的是官本雜劇，而此
種通行於民間的戲曲，稱為溫州雜
劇，後來為了要與在北方流行的雜劇

區別，因此又稱為「南戲」。南戲和當時北
方的雜劇有共同的藝術基礎，如曲白有分
工，角色要分行等；但又由於宋、金對峙時
期，南北的社會背景不同，語言和風俗不
同，因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藝術風格。《永
樂大典戲文三種》便是現存最早的南戲完整
劇本。從中可約略窺見初期南戲的面目。
元人統治中原時期，北方雜劇盛極一時，
南戲稍見衰落。元代中葉後，南戲吸收雜劇
部分題材和表演藝術，又趨興盛，形式也漸
定型。明代初年，高則誠的《琵琶記》和
《荊》（《荊釵記》）、《劉》（《白兔
記》）、《拜》（拜月亭）、《殺》（殺狗
記）四套南戲，合稱五大傳奇。
南戲到了明代，又稱為「傳奇」。「傳

奇」本為唐代短篇小說的專稱，明代卻用來
稱南戲，此後，它也就成了明清南戲的別
稱。南戲來自江南各省民間，因地域不同，
腔調也異，極不統一，歌律不同，樂器也各
異。到了嘉靖年間，名音樂家魏良輔改進了
昆腔，翻為新調，研究南北戲曲的樂器，造
成高低抑揚的複音。因此，嘉靖以後，南戲
演唱便為昆腔所統一了。傳奇以湯顯祖的
《玉茗堂四夢》，即︰《還魂記》（又名
《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
《南柯記》。
依中國文學史的定義來說，粵劇演出南
戲，較狹義的說法是演出改編自南戲的劇
目。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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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傳送」主席陳惠芳自掏腰包租場

藍天佑藍天佑劉惠鳴劉惠鳴何華棧何華棧參演慈善戲曲夜參演慈善戲曲夜

5大劇種推動戲曲電影文化

日期

22/11

23/11

24/11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梨園舞台

明威樂社

香港八和會館

碧雲飛曲藝
粵劇團

康樂曲藝團

耀明珠劇團

喜樂曲藝協會

劇 目

《蝶影紅梨記》(日場)

《明威粵曲獻唱》

《白兔會》之〈留莊配婚〉

《牡丹亭驚夢精選匯粵劇折子戲》

《康樂如歌會良朋》

《英烈劍中劍》

《喜樂歌聲處處聞粵曲會知音》

地 點

元朗劇院演藝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是次慈善演出因疫情遭遇不少阻滯，本擬2月演出的項目，
一改再改，更因場地限制，全院慈善入場券全部發出，大

會未能向善長交代，幾經籌謀，終由主辦單位「愛心傳送」主
席陳惠芳自行再租用西九戲曲中心場地加演日場，以作對善長
的回報。

上演日夜場
兩場的節目現確定在本月23日公演，日場節目有︰何華棧與

卓歐靜美合唱《半生緣》、藍天佑與官陳紅錦及林寶珠合演折
子戲《林沖之柳亭餞別》、吳振雄與林穎施合唱《琴挑》、陳
惠芳與莊婉仙及十多位青年演員合演折子戲《去國歸降》、藍
天佑與劉惠鳴合演折子戲《十八相送》。
晚上節目有︰《去國歸降》由陳惠芳與李鳳及十多位青年演
員合演、劉惠鳴與梁暖合唱《夢會太湖》、藍天佑與官陳紅錦
及林寶珠合演折子戲《林沖之柳亭餞別》、何華棧與譚仿芳合
唱《半生緣》、黃志明與林穎施及六位青年演員合演折子戲
《夢會太湖》、劉惠鳴與藍天佑合唱《易水送荊軻》。
「愛心傳送」是陳惠芳創立的善慈籌款團體，近20年每年都
為本港慈善機構籌款，每年以呈獻粵曲及粵劇折子戲為主題，
近7年連續為博愛醫院籌款，去年更獲「博愛傳萬家」全港屋
村團體籌款冠軍殊榮。陳惠芳每年親力親為設計籌款項目，她
特別感激多年來一直支持「愛心傳送」任籌委的社會賢達︰施

家殷、李柏成、卓歐靜美、官陳紅錦等。

為慈善出錢出力
今年陳惠芳與慈善閨秀粵劇演員官陳紅錦聯手作策劃統籌，

並邀請多位內地粵劇紅伶來港演出，但意想不到受疫情影響，
康文署自1月28日宣布封館，其間有6月的瞬間開放，愛心傳
送的慈善演期也是一波三折改動，本定在2月演出改為7月也因
封館而不得上演，更有邀請來港演出、部分來自內地的演員，
因未通關不能出席，加上限聚令戲曲中心座位也要重新計算，
陳惠芳為此事頭痛不已。她最終用金錢解決，掏腰包再租西九
戲曲中心日場時間，節目也加碼，以回報善長們一直以來的支
持。
今次陳惠芳為20年會慶也粉墨登場（她曾師隨粵劇老倌學

藝）、日夜場分別和莊婉仙及李鳳演出大型折子戲《去國歸
降》，陳惠芳說︰「慈善事業辦得成功，全賴香港善心人
士。」她希望「愛心傳送」能一屆一屆辦下去，為有需要的慈
善團體盡一分力。 ■文︰岑美華

■■藍天佑今年加盟藍天佑今年加盟「「愛心傳送愛心傳送」」籌款演出籌款演出。。

■■劉惠鳴百忙中也要為慈善落力演出劉惠鳴百忙中也要為慈善落力演出。。

■■陳惠芳為今次粉墨登場陳惠芳為今次粉墨登場，，特特
別到尖沙咀碼頭拍造型照別到尖沙咀碼頭拍造型照。。

■各演員如劉惠鳴、藍天佑、林寶珠、官陳紅
錦、陳惠芳、莊婉仙等為演出加緊排練。

■去年「愛心傳送」獲博愛醫院頒「全港屋村
團體籌款冠軍獎」。

■■何華棧歌藝出色何華棧歌藝出色，，為善為善
也不甘後人也不甘後人。。

《香花山大賀壽》是粵
劇傳統神誕例戲，專門為神
誕而演，而每年華光先師寶
誕，更是不可或缺的演出項目。
參加《香花山大賀壽》的演員眾

多，主題是天上眾仙為觀音大士祝
壽，依出場序包括有八大仙、四海龍
王、三聖母、花果山孫悟空及眾猴、
觀音、善財童子、龍女、大頭佛、隆
龍、伏虎、韋馱、觀音十八變過程出
現的龍虎武師、將軍、丞相、漁翁、
樵夫、農夫、書生，還有大灑金錢的
招財童子、進寶童子、曹寶和桃心
等。
各演員依其扮演的角色裝扮而最
吸引的角色自然是百變觀音和威風
凜凜的韋馱，演韋馱的演員手持
降魔杵上場演繹一套韋馱架身
段，每一下做手都有力度，今
年華光先師寶誕由文武生李
龍演繹，嚴謹有度，風采
奪目。

■文︰白若華

■■李龍演出韋馱數十招式的功架李龍演出韋馱數十招式的功架。。

「首藝聯2020戲曲電影展映」惠民放映活
動日前啟動，以導賞、展覽、論壇等形式，推
動戲曲文化的傳播與普及，探索戲曲電影的創
新發展。活動中，首藝聯旗下10家影院，為
大家帶來包括《定軍山》、《野豬林》、《智
取威虎山》、《風雨同仁堂》、《楊三姐告
狀》、《花為媒》、《花木蘭》等10部優秀
戲曲電影，出品時間跨越近70年，涵蓋京、
評、豫、越、黃梅5大劇種。
而譚門第六代傳人、京劇表演藝術家譚孝

曾及其子譚正巖主演的新版京劇電影《定軍
山》在北京大觀樓上映，為活動拉開序幕。在
1905年，京劇大師譚鑫培先生以《定軍山》
中黃忠的形象出現在北京前門大觀樓的銀幕
上，中國電影由此誕生，也使電影與戲曲結下
不解之緣。
影展期間，譚孝曾、趙葆秀、谷文月、盛
紅林、譚正巖、王麗京等戲曲名家，與戲曲電
影學者高小健、趙雷等組成的導賞團隊，將在

8個場次分別就不同影片，為觀眾帶來近30分
鐘的影片導賞。

■文︰新華社
■京劇電影《楊三姐告狀》主演谷文
月回憶創作往事。

■譚門傳人、京劇名家譚孝曾（左）、譚正巖
（右）父子回憶拍攝電影《定軍山》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