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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5/12/2021
解心粵曲
前情如夢
(小明星)
妻良夜語

(廖了了、羅慕蘭)
鬥氣姑爺之假殷勤

(馬師曾)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火網梵宮十四年
(文千歲、梁少芯)

金縷曲
(林錦堂、杜瑞卿)

開卷有益
(梁漢威、李鳳)

霸王別姬
(麥炳榮、鳳凰女)
梅妃怨(一)(冼劍麗)

章台柳
(羅家英、李寶瑩)
牡丹亭之人鬼相會
(黃德正、吳美英)

(梁之潔)

星期一
06/12/2021

龍鳳大飲查篤撐

題目：

粵劇編劇家(五)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07/12/2021
粵曲會知音

隋宮十載菱花夢
(羅家寶、李寶瑩)

昭君出塞
(紅線女)

何文秀會妻
(阮兆輝、尹飛燕)

魂斷藍橋
(陳玲玉)

碧血寫春秋之三召
(蓋鳴暉、吳美英)

人生曲
(譚家寶)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三
08/12/2021
大戲粵刊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09/12/2021
金裝粵劇

鍾無艷
(羅劍郎、鄭幗寶、
廖志偉、馮玉鈴、
新任劍輝、新白雪仙、
新薛覺先、新非凡、

牡丹紅)

彩鳳迎春
(鍾雲山、李寶瑩、
鄧碧紅、曾雲飛)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五
10/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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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咏儀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11/12/2021
金裝粵劇

光緒皇夜祭珍妃
(文千歲、梁少芯、
白鳳英、李艷冰、
賽麒麟、伍卓忠)

粵曲:

梅知府之哭靈
(鍾雲山)

紅白牡丹花
(鄭幗寶)

(梁之潔)

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之夜節目表 AM783 / FM92.3（天水圍） / FM95.2（跑馬地） / FM99.4（將軍澳） / FM106.8（屯門、元朗） / DAB35

22:35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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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2/2021

粵曲

雪擁藍關
(羅家寶、彭熾權)

摘纓會
(龍貫天、陳嘉鳴)
深宵風雨可憐人

(郭鳳女)
巧結並蒂蓮

(林家聲、吳君麗)
胡不歸之逼子

(陳小漢、孫業鴻)
釵頭鳳主題曲之
沈園題詩(任劍輝)

越國驪歌
(劉錦超、嚴淑芳)

玉河浸女
(梁天雁)

白楊塚下一凡僧
(何非凡、鄧碧雲)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6/12/2021

粵曲

斷橋
(阮兆輝、尹飛燕)

一夢到巫山
(陳玲玉、鍾麗蓉)

釵頭鳳
(梁天雁、陳鳳仙)

秋月琵琶
(黃少梅、林錦屏)

春風重渡玉門關
(鍾雲山、伍木蘭)

(李偉圖)

星期二
07/12/2021

粵曲

赤壁風雲之孔明借
東風、橫槊賦詩、

火燒連環船
(梁漢威)

高平關取級
(李龍、阮兆輝)

月下貂蟬(冼劍麗)

呂布會貂蟬
(任劍輝、白雪仙)

關公月下釋貂蟬
(新馬師曾、崔妙芝)

(陳禧瑜)

星期三
08/12/2021

粵曲

朱弁回朝之送別
(龍貫天、鍾麗蓉)

梁山伯與祝英台之
十八相送

(林家聲、李寶瑩)

李後主之自焚
(龍劍笙、梅雪詩)

英雄掌上野花香
(文千歲、尹飛燕)

唐明皇與楊貴妃之
楊梅爭寵

(吳仟峰、南鳳、
陳嘉鳴)

(李偉圖)

星期四
09/12/2021

粵曲

玉夢芙蓉
(鍾雲山、江雪鷺)

李清照
(梁少芯)

玉釧進羹
(丁凡、郭鳳女)

龍女姻緣
(譚家寶、伍木蘭)

呂布與貂蟬
(羽佳、李香琴)

中山狼傳
(阮兆輝)

(丁家湘)

星期五
10/12/2021

粵曲

穆桂英掛帥
(楊麗紅)

將相和
(新劍郎、彭熾權)

紅樓金井夢
(林錦堂、何杜瑞卿)

二八嬌妻一歲郎
(梅欣、崔妙芝)

玉梨魂之夜吊蓉湖
(梁漢威、曾慧)

(阮德鏘)

星期六
11/12/2021

粵曲

同是天涯淪落人
(陳小漢、郭鳳女)

蝶影紅梨記之窺醉
(蓋鳴暉、吳美英)

劍底情鴛
(新劍郎、葉慧芬)

大鬧凝碧池
(白慶賢、凌安僖)

董小宛
(芳艷芬)

(龍玉聲)

《《鬼谷門生鬼谷門生》》兩文武生做手功架勁兩文武生做手功架勁

中
國
的
音
律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中國傳統樂學理論應對「音階」這個現

代概念，可分別從「音」、「律」、
「聲」等3個角度說明。
傳統民族調式，最常用的主音有5個，
即宮、商、角、徵、羽，相若於現在首調
唱名的 do、re、mi、sol、la，稱五聲音
階。後來擴展宮、商、角、變徵、徵、
羽、變宮，如果用現在的首調唱名來對
應，相若於do、re、mi、#fa、sol、la、
si，構成七聲音階。
說「五音」、「七聲」相若於首調的唱

名，「十二律」便近乎固定音高的音名。
「十二律」全名稱十二律呂。律，指用來
定音的竹管，古人用「三分損益法」製作

十二支不同長度的律管，吹出一個八度（分為十二
個不完全相同半音）的絕對音高，以定出音階的高
低。十二律呂分為六陰律、六陽律。陽律稱為
「律」，陰律稱為「呂」。六律為「黃鐘、太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指「大呂、夾
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
根據學者的研究，到了明清，十二律呂主要用於
「雅樂」，民間主流音樂是使用「七律制」（又稱
「七律」），要留意，「七律制」不是從「七聲」
轉變過來。一般說法是和我國傳統樂器相關。原因
多數古老吹管樂器，如古笛、簫、嗩吶等樂器都是
勻孔開製，它們的自然音階多屬「七律制」。「七
律制」裏沒有半音的觀念，用西方音樂術語是音與
音之間的距離是「全音程」。這種粵劇音樂早期使
用的律制，缺乏文獻資料介紹它的來源和發展，不
知道它起源於何時，如何形成，說來它的身世有點
神秘。但是，我們兄弟劇種潮劇的音樂，也是使用
七律制，到現在還保留着，或許起源可追溯至唐宋
時期。
「七律制」的音程關係可以有地方風格的變化，
這種變化可以使同一首曲目，由不同樂器演奏，會
產生鮮明的風格差異。我推想其中一個原
因是與演奏的「自然音高」有關。由於我
已解釋過何謂「自然音高」，這裏不再重
複。既然「七律制」的音程關係可以有地
方風格的變化，不同的「七律制」出現也
是理所當然。
「七律制」不是獨立存在，它是和「十
二律」制共存。當律制不同的樂器需要合
奏的時候，便會利用滑音來「融合」律
制。這在一些舊唱片可以發現，例如嗩吶
和笙合奏。「七律制」與「十二律」同時
存在於中國各種傳統音樂中，交互影響，
甚或融合使用，形成傳統音樂的特種風
格、風味。 ●文︰葉世雄

舞台快訊
日期

5/12

6/12

演員、主辦單位

金芳鏵粵藝團

丹山鳳粵劇團

粵華雅聚

丹山鳳粵劇團

良朋曲藝會

丹山鳳粵劇團

劇 目

《金曲戲寶顯芳鏵》

《馬陵道》

《「粵華雅聚樂繽紛」
粵曲演唱會及粵劇
折子戲》

《晨妻暮嫂》

《泠泠樂韻戲曲夜》

《龍城虎將震聲威》

地 點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油麻地戲院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7/12

8/12

9/12

10/12

11/12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青苗粵劇團

香港青苗粵劇團

厚德曲藝研究會

北之友
龍駒琴絃閣
雄藝軒
群星匯

民政事務總署-
東區民政事務處

龍駒琴絃閣

劇 目

《英烈劍中劍》

新編原創粵劇《棠棣
情仇》

《厚德藝萃傳承匯演—
雅俗共融名曲賞》

《北．動聲色》
《雙槍陸文龍》
《弦韻名曲會知音》
《寶珠粵曲群星匯》

《東區青少年兒童粵
劇團十三周年匯演》

《無情寶劍有情天》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油麻地戲院劇院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京劇國粹京劇國粹值得被世界看見值得被世界看見
呂鎖森呂鎖森繼續做造夢者繼續做造夢者

李龍、李秋元在《鬼谷門生》一劇中
扮演龐涓及孫臏，二人是鬼谷子的徒

兒，師成後龐涓先在魏國建了功，得魏
王器重，為鞏固勢力，而推薦同門孫臏
予魏王，不想孫臏因用了師尊特別授予
他的「孫子兵法」勝了敵國立功，龐涓
心生嫉妒並覬覦孫臏獨學的「孫子兵
法」，設計陷害他，令其受罰成殘廢。
劇情發展有多場心理表現。
李龍演龐涓及李秋元演的孫臏，兩
大文武生在此劇中大展心理演藝，以
做手功架、面容及鑼鼓音樂襯托，而
最後一場孫臏以孫子兵法設下羅
網，彰顯其用兵之謀略，李龍在這
一折戲中表演的武場功架，戲曲排
場、身段，做手為深層次演藝，
觀眾看得屏息以待，滿足觀賞的
樂趣。

●文︰白若華

●龐涓（李龍）計賺孫臏（李秋元），套取孫子
兵法。

一年一度「粵劇日」已在上個月28
日風和日麗之下舉行，是由康文署主辦
為市民同樂的活動。今年「粵劇日」原
則上保留了大多數的傳統節目，只是演
出場地重新安排，兩個大型演出場︰大
劇院和音樂廳安排演出不同類別的折子
戲，可觀性相當高，也是觀眾一早到場
輪候或預早到場買票的項目。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節目由本港多個

青年劇團擔演，有八和粵劇學院、香港
青苗粵劇團、演藝青年粵劇團、劍心粵
劇團，共演6個折子戲︰《雙仙拜月亭

之搶傘》、《白兔會之榮歸團圓》、
《穆桂英掛帥》、《鐵馬銀婚之廟
會》、《貂蟬拜月》和《艷曲醉周
郎》，擔演的青年演員都是職業及新秀
演員，現場幾乎座無虛席。音樂廳節目
就有折子戲及梆黃選段獨唱，共15個
之多，由兒童少年學員擔演。
今年因疫情關係，主辦單位也在這方
面作出應對措施，控制入場觀眾，大劇
院及音樂廳，入座觀眾秩序井然，在鼓
樂聲中的場所穿梭，度過一個愉快的周
日。 ●文︰岑美華

「戲曲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跨越文化差異，實現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間文化溝通的紐帶。」中國

戲曲學院導演系教授、京劇武生演員呂鎖森日前接受訪問說︰「希望繼續做一個『造夢者』，讓海外更多

的人喜歡中國國粹，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感受戲曲之美。」

粵劇日笙歌處處市民同樂粵劇日笙歌處處市民同樂

呂鎖森出生於戲劇世家，父親帶
他走進了戲曲世界。10歲入

行，呂鎖森把在劇團成長的時光比作
「追夢」。晨起練嗓、踢腿拉筋、熟
悉劇目……多年的自律和堅持讓他深
知「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背後
的汗水。「武生演員要承受更多的
『皮肉之苦』，每次翻轉騰挪、每個
驚險的武打場面都需無數次的摸爬滾
打，才能形成肌肉記憶。」
重溫這段跑龍套的日子，呂鎖森堅
信沒有持之以恒的磨練，就不能練就
一身過硬的本領。付出總有回報正是
京劇的魅力所在。1978年恢復高考，
呂鎖森通過自學文化課，以班級最高
分考取了理想中的中國戲曲學院。自
此，從研究戲曲理論、跨界當導演，
到「癡迷」海外教學，諸多經歷的背
後，他對京劇的熱愛數十年如一日。

京劇極受外國學生歡迎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第一次走出

國門到英國愛丁堡演出，京劇《三岔

口》征服了在場外國觀眾。」呂鎖森
表示，摸黑打鬥的真實感覺通過中國
戲曲藝術的渲染極具喜劇效果，令觀
眾大開眼界，「國粹藝術是中華文化
一張熠熠生輝的名片，值得被世界看
見。」於是，呂鎖森選擇把京劇帶出
國門，加拿大、芬蘭、美國、瑞典都
出現過他教授戲曲課程的身影。「藝
術的靈感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中最易產生新的光芒。」呂鎖森回憶
稱，在戲曲表演體驗課上，他帶領學
生以古希臘神話故事為原型，結合中
國京劇的表演方式，重新演繹了忒提
斯和佩琉斯的相關情節。
呂鎖森說，演出深受學生們的喜

愛，也讓他看到傳播中華優秀戲曲文
化的可能性。「和電影的寫實性不
同，戲曲注重『寫意傳神』，誇張的
形象、緊凑的情節、象徵性的動作不
斷激發着外國學生對中國戲曲的求知
慾和好奇心，在潛移默化中增進對中
華文化的了解。」

●文︰中新社

●呂鎖森在教授瑞典學生表演。

●為昆曲演員上頭飾。

●呂鎖森戲裝照。

●呂鎖森熱愛京劇十年如一日。

●彩虹仙子劇藝坊演出《怒劈華山》。●八和學院演員演出《雙仙拜月亭之搶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