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曲界經典愛情名劇《紅樓夢》，各
地方戲曲的演繹大概都離不開寶玉和黛
玉的愛情，千珊今年演了多齣經典名劇，
早前在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紅樓
夢》，合演有梁燕飛、廖國森、陳嘉鳴、
阮德鏘、王潔清及吳立熙等。
千珊是女文武生，演有點兒脂粉味

的寶玉當然恰當，在與黛玉的
感情戲過程中，以寶玉鬧洞
房、哭靈和怨婚令人心碎。
演含着金匙出生的寶玉，要有點

貴氣，千珊在這方面合格的，由黛玉
入府開始已在演大男孩，劇情一路都
依着寶玉的特點而展露無遺，其實在
鬧洞房時的寶玉，也是像演繹得不到
心頭好的大男孩而呼天搶地，直至簡約
的哭靈，演畢了港版《紅樓夢》必然的
《幻覺離恨天》後，千珊唱出其師古腔
版本寶玉怨婚逃禪，才成一個心智成熟
的寶玉，全劇也在這時段告終，留在
舞台上的寶玉顯現絲絲無奈哀傷！

●文︰白若華
●千珊演寶玉最終拋下通靈
寶玉，逃禪去。

●千珊、梁燕飛及舞蹈演員合演《幻覺
離恨天》。

副 刊 戲 曲B5

●●旅美黃梅戲表演藝術家旅美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北美小芳北美小芳
黃梅藝術團團長陳小芳黃梅藝術團團長陳小芳。。

●責任編輯：葉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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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7/10/2021
解心粵曲
情央恨未央
(梁瑛、李慧)
甘露寺看新郎

(朱老丁、許艷秋)
煙鎖池塘柳

(曾浦生、何麗芳)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董小宛之江亭會
(梁漢威、尹飛燕)
司馬相如之琴挑
(任劍輝、余麗珍)

魂斷水繪園
(陳慧玲、李鳳)
胡不歸之哭墳

(陳小漢、郎秀雲)
搜書院之柴房自嘆

(紅線女)
(梁之潔)

1600梨園一族
嘉賓:

譚穎倫、袁善婷
(林瑋婷)

星期一
18/10/2021

龍鳳大飲查篤撐

題目：

水滸傳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19/10/2021
粵曲會知音

珍珠慰寂寥
(文千歲、倪惠英)

王十朋會妻
(羅家寶、曾慧)

李靖紅拂之三策論
乾坤

(何華棧、潘千芊)

龍鳳店
(甘國衛、胡美儀)

柳毅傳書之洞庭十
送

(龍劍笙、梅雪詩)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三
20/10/2021
戲行講事顧問

題目：

淺談前輩撰曲人

粵講越chill

嘉賓：黃可柔

(鍾珍珍、黎曉君)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1/10/2021
金裝粵劇

百萬軍中藏阿斗
(妙生、白醒芬、
蕭仲坤、李慧、
盧筱萍、麥先聲、
羅家鳳、李寶倫)

粵曲選播：

張巡殺妾饗三軍
(蔣艷紅)

(陳禧瑜)

星期五
22/10/2021

大鑼大鼓估估吓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1500梨園一族
嘉賓：

藝青雲、鄧美玲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23/10/2021
金裝粵劇

大鬧梅知府
(劉錦超、林少芬、
方錦濤、白牡丹、
陳坤培、紅霞女)

粵曲選播：

王大儒供狀
(羅家寶、李龍)

(梁之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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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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2021

粵曲

金枝玉葉滿華堂
(鄧碧雲、李寶瑩、
新海泉、尤聲普、

關海山)

龍泉怒碎同心結
(李龍、謝雪心)

含樟樹下帝女魂
(彭熾權、曾慧、

林佩珍)

不盡依依(伍木蘭)

怕聽銷魂曲
(馬師曾、譚蘭卿)

秋風破草廬
(南鳳、伍永熙)

鳳閣審蛟龍
(譚家寶、楊麗紅)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18/10/2021

粵曲

乾隆皇與香妃
(盧海天、許卿卿)

無情寶劍有情天
(林家聲、李寶瑩)

王寶釧之平貴別窰
(新馬師曾、吳君麗)

桂枝告狀之
趙寵寫狀

(蓋鳴暉、吳美英)

(林瑋婷)

星期二
19/10/2021

粵曲

帝女花之上表、香夭
(蓋鳴暉、吳美英)

紫鳳樓
(陳笑風李鳳)

漢武帝之禁苑嬋娟
夢裡來
(譚倩紅陳慧思)

人海孤鴻
(小明星)

瓊蓮公主之張羽煮
海之訂盟
(羅家英、李寶瑩)

聶嫈送弟
(羅家寶、林錦屏)

(李偉圖)

星期三
20/10/2021

粵曲

槐蔭別
(龍貫天、李鳳)

琵琶彈落潯陽月
(林少芬)

破鏡重圓
(麥炳榮、關影憐)

龍袍拋卻換袈裟
(梁瑛)

火雁啼鶯
(何家權、陳麗雲)

一飯之恩
(鍾雲山、伍木蘭)

(御玲瓏)

星期四
21/10/2021

粵曲

怨婚
(譚炳文、麥秋儂)

三看御妹劉金定
(林錦堂、南鳳)

鳳浴春池化恨鴛
(李少芳)

高平關取級
(任劍輝、梁醒波)

知音何處
(白瑛)

(丁家湘)

星期五
22/10/2021

粵曲

風雪卑田院之
情醉曲江池

(羅家寶、謝雪心)

月老笑狂生之
送花樓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夜想白芙蓉
(黎文所、譚倩紅)

陳後主
(張寶強、陳麗雲)

蘇小妹三難新郎
(陳笑風、李鳳)

(阮德鏘)

星期六
23/10/2021

粵曲

大義滅親之寫書
(梁漢威、李鳳)

倚鞦韆
(葉幼琪、蔣文端)

琴心記
(馮剛毅、甄秀儀)

契爺艷史
(張月兒、鄧碧雲)

(龍玉聲)

龍玉聲龍玉聲搵搵老師老師指導苦練基本功指導苦練基本功
如願與鄧美玲演如願與鄧美玲演《《唐宮恨史唐宮恨史》》

簡
譜
與
工
尺
譜
的
爭
論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應該用簡譜還是工尺譜？素來是極具爭議
性的課題。內地戲曲界已以簡譜為主要的記
譜法，但仍有音樂工作者對此提出質疑，張
振濤在《二十世紀中國大音樂教育的盲
區——命運多舛的工尺譜》一文便說：「我
們一向把工尺譜認為是一種已經過時了的、
節奏符號不完備的落後記譜法，與節奏符號
比例清晰的五線譜相比，它早應該退出歷史
舞台了。但問題的關鍵是，當代中國是否需
要工尺譜，並不以城裏人的意志為轉移，已
經被專業音樂家們驅逐出大陸城市音樂圈的
工尺譜，依然生機勃勃地活在農村和那些傳
統文化沒有太大改變的地區，在傳統音樂的
實踐中照舊發揮着作用。不難了解，把工尺
譜看作一種不通行的譜式，只是許多城市專
業音樂家的看法，廣大農村中的眾多民間藝
人，依然使用着它。另一種看法是，工尺譜
必然與土裏土氣的鄉村藝術互為表裏。但在
香港這個「洋透了」的城市中，仍然發現了
當地人照舊使用着它來學習粵劇。在台灣國
立師範大學的課堂裏，我們也依然可以聽到
採用工尺譜教授『北管』的讀唱聲。我們在
二十世紀初、中期，無視了傳統文化生態的
現實，盲目地與西方接軌，把搜集身邊傳統
遺產的工具，當作了批判的物件，拆除了這
座通往民間音樂的橋樑，束縛住了自己走進
民間的手腳。」

昆劇演員沈昳麗在一次接受記者訪問也說：「簡譜
是在工尺譜的基礎上翻的。翻得好，對演唱沒影響，
如翻得不好，差異就很大。因為工尺譜以字為主，音
注在每個字下面，所以每個字都能唱得很準確。而簡
譜以譜為主，字注在音符下面，有時音符唱出來了，
卻容易把唱詞唱破句。如《遊園驚夢》裏
的一段詞『莫亂裏春情難遣，驀地裏懷人
幽怨』有幾個字音要拖長，用工尺譜我就
唱得很完整，用簡譜就不容易唱完整。」
簡譜在眾多的記譜法裏是比較年輕的一
種，十七世紀時在歐洲首先出現，其後經
由多人改良，到十九世紀後期才逐漸定下
其規格，並傳入日本，再傳入中國，大約
是清末民初的時候，至今只有一百餘年。
我認為要用它來代替傳統記譜法，首先要
考慮是它有沒有原來記譜法的大部分功
能，也就是說不論贊成或反對，我們有責
任認識每一種記譜法的特性。

●文︰葉世雄

「
中
國
鄉
村
音
樂
」的
文
化
魅
力

舞台快訊
日期

19/10

20/10

21/10

22/10

23/10

演員、主辦單位

紫荊匯藝軒

滿江紅粵劇藝術發展

紫荊匯藝軒

仙蕙鳴粵劇藝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金玉堂劇團

揚鳴藝術粵劇團（慈善）

金玉堂劇團

劇 目

《陳慧思戲曲天地》

《冰弦妙韻滿江紅》

《風雲載喜滿東華2021》

《仙蕙鳴戲寶獻知音
折子戲專場》

《璇宮艷史》（1957年）

《代代扭紋柴》（1960年）

《周瑜》

《子期與伯牙》

《喜得銀河抱月歸》

地 點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17/10

18/10

19/10

演員、主辦單位

漢風戲曲之友

妙滔滔樂苑

救世軍耆才拓展
計劃觀塘中心

香港演藝義工團

德福樂苑

永昌粵劇推廣會

紫荊匯藝軒

劇 目

《梁漢威逝世十周年紀念
致敬專場》

《笙歌樂韻妙滔滔》

《粵劇折子戲欣賞會》

《名劇戲曲雅韻同歌》

《粵曲欣賞會》

《雙星伴月耀太平-粵劇精選
劇》粵劇折子戲

《悠揚樂韻獻東華》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千珊演《紅樓夢》
表現合格

《唐宮恨史》是文千歲和梁少芯的名劇，主題曲《七月
七日長生殿》紅遍曲壇數十年，龍玉聲是文千歲的

徒孫，師父游龍（文千歲徒兒），醉心粵劇，之前雖然在社
會上有一份好工，但禁不住心頭所向，於3年前放棄優薪厚
職，全然投身演藝圈，他也能者多勞，在無綫電視長壽劇
集、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節目都有工作，他接受訪問時說︰
「現在的生活雖然沒以前優裕，可卻是自己喜歡的事業，做
得蠻開心，尤其是在戲院及一些公眾場合有觀眾主動和自己
打招呼，那種認知感，很有鼓勵作用。」
龍玉聲的本能不單止演戲，在行政及宣傳策略方面，都有

不錯的功力，他在疫情期間開創網上平台訪問老倌，又為青
年戲曲演員開設後生仔清談節目，他也為一個坊會設計了傳
授粵劇曲藝公開課程，在粵劇曲藝推廣方面有一定的成績。

師父游龍任藝術總監
說到演戲，近年龍玉聲也有和新秀花旦合演，他坦言︰

「我的舞台經驗仍有不足，基本功更要苦練，今次我選演師
公的《唐宮恨史》，是因為得美玲姐答應和我演一次戲，我
們商量好才決定的。」鄧美玲是現今聲色藝全的紅花旦，尤
其唱曲，悅耳繞樑，由她演楊貴妃當然是恰當人選，龍玉聲
則說︰「我演唐明皇可能還需些時日培養氣場，所以特別請
了史濟華老師給我補課。」
為演好這戲和角色，龍玉聲說請了多位業內著名藝術家指

導，除了自己的師父游龍任藝術總監，更請得史濟華老師、
楊凱帆老師任藝術顧問、溫誌鵬老師任劇本顧問、韓燕明老
師任武術指導。他個人很喜歡《七月七日長生殿》這一段
戲，也願天下有情人都找到幸福。至於往後的演出大計，他
透露︰「明年計劃演一齣新劇《啼紅記》，有進一步消息，
會向大家報告。」 ●文︰岑美華

過去兩年香港演藝圈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很多演出

的劇目無法依計劃進行，龍玉聲籌劃及準備的《唐宮恨

史》也一再三改演期，而這一齣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大戲終

於定在10月30日假高山劇場公演，主演有龍玉聲、鄧美

玲，還有梁煒康、一點鴻、譚穎倫、瓊花女、符樹

旺、韓德光、張肇倫、鄺紫煌、陳安橋和陳榮貴等。

●●龍玉聲和鄧美玲龍玉聲和鄧美玲
第一次結台緣演第一次結台緣演
《《唐宮恨史唐宮恨史》。》。

◀◀鄧美玲演楊貴鄧美玲演楊貴
妃妃，，有貴族風儀有貴族風儀。。

●明年演新
劇，龍玉聲將
不扮演皇帝，
演書生。

黃梅戲作為中國五大戲曲劇種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優
美、質樸、甜美的表演方式，從民間小調逐漸被大眾認可。隨
着《女駙馬》、《天仙配》等風靡，黃梅戲從鄉村草台登上大
雅之堂，成為中華戲劇寶庫中的瑰寶，因「好聽」、「易
懂」、「好學」被外國人譽為「中國的鄉村音樂」，成為中外
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
旅美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北美小芳黃梅藝術團團長陳小芳早
前受訪時表示，無論是「中國鄉村音樂」，還是「西方鄉村音
樂」，都是情感的外化，都能給人力量。這正是東西方音樂的
共性，以及透過不同方式去了解黃梅戲文化戲曲藝術的魅力。
2015年，北美小芳黃梅戲藝術團在美國新澤西州政府正式
註冊成立。這一海外唯一具有規模有代表性的非營利黃梅戲藝
術表演團體，「以中國文化為基石，以黃梅戲為鑰匙，打開各
族裔藝術交流的大門」。
藝術團成立6年來，組織各種文藝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動，開
辦藝術培訓班，培訓了200多名學生，扎根當地社區，積極傳
播黃梅戲藝術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文︰中新社

●●黃梅戲因黃梅戲因「「好聽好聽」、「」、「易懂易懂」、「」、「好學好學」」
被外國人譽為被外國人譽為「「中國的鄉村音樂中國的鄉村音樂」，」，成為成為
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

●●為了全身投入戲行為了全身投入戲行，，
龍玉聲在化妝龍玉聲在化妝、、服服

裝等細節上都裝等細節上都
十分用心十分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