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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30/01/2022
解心粵曲

淚灑相思地(江平)
玉梨魂

(薛覺先、白雪仙)

鄉下佬尋仔
(半日安、上海妹)

霓裳羽衣曲
(小燕飛)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天堂春夢之
妙手回春

(梁醒波、譚炳文、
李香琴、周浩)
女兒香之賣劍
(文千歲、陳好逑)
榮歸會李仙

(任劍輝、冼劍麗)

洛神之洛水夢會
(馮麗、李寶瑩)

還我山河還我妻
(李龍、尹飛燕)

(梁之潔)

星期一
31/01/2022

龍鳳大飲查篤撐

題目：

四大平喉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01/02/2022

「新春喜迎猛虎歸」

賀年歌唱粵劇
「斗牛星畔振虎威」

年晚煎堆
(梁醒波、任冰兒)

阿福賣揮春
(鄧寄塵)

紫釵記之拾釵
(吳仟峰、南鳳)

(龍玉聲)

星期三
02/02/2022

「新春喜迎猛虎歸」

福星高照喜迎春
(羅家英、王超群、
溫玉瑜、鄭詠梅、
呂洪廣、陳鴻進)

(龍玉聲)

星期四
03/02/2022

「新春喜迎猛虎歸」

春花笑六郎
(李龍、南鳳、
新劍郎、高麗、
廖國森、賽麒麟)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五
04/02/2022

演藝承傳林家聲/
「新春喜迎猛虎歸」

粵曲大點唱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05/02/2022
金裝粵劇

紫釵記(上)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靚次伯、
蘇少棠、任冰兒)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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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30/01/2022

粵曲

碧海狂僧
(何非凡、鄧碧雲)
新黛玉葬花
(盧筱萍)
輕舟絕戀

(新劍郎、陳慧思)

孔子之周遊列國之
夢會丌官

(阮兆輝、鄧美玲)
碧玉簪

(鍾雲山、鍾麗蓉)
仙女驪歌(崔妙芝)

畫中仙
(梁天雁、陳鳳仙)

高君保與劉金定
(白玉堂、余麗珍)

紅粉伴英雄
(李銳祖、金山女)

銷魂夜曲(梁麗)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31/01/2022

粵曲

飛燕迎春
(小燕飛)

阿福賣花
(鄧寄塵)

大財神
(梁醒波、尹飛燕、

白鳳瑛)

歡喜冤家鬧洞房
(林家寶、蔣文端)

喜得銀河抱月歸之
瑤池夢會

(蓋鳴暉、吳美英)

桃源仙詠
(何華棧、楊麗紅)

(林瑋婷)

星期二
01/02/2022

粵曲

大少蝦
(梁醒波、李香琴)

玉女香車
(任劍輝、白雪仙)

紅葉題詩之
紅葉詩媒

(林家聲、李寶瑩)

搶新娘之花園訂盟
(蓋鳴暉、吳美英)

花燭慶團圓
(鍾雲山、冼劍麗)

麗日桃紅
(陳玲玉)

龍女姻緣
(譚家寶、伍木蘭)

(陳禧瑜)

星期三
02/02/2022

粵曲

吉慶滿堂
(文千歲、李寶瑩)

花田八喜之
花田盛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花田八喜之棧會
(蓋鳴暉、吳美英)

花田八喜之
扮美、私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風流夢(何萍)

焙衣情
(龍貫天、南鳳)

錦屏中彩
(李龍、李鳳)

(李偉圖)

星期四
03/02/2022

粵曲

和順夫妻
(新劍郎、梁少芯)

飯冰冰舞會佩夫人
(梁煒康、藍天佑、
阮德鏘、王潔清)

打金枝
(廖國森、陳詠儀)

風流情俠
(尹飛燕、陳寶珠)

俏潘安之洞房
(龍劍笙、梅雪詩)

人面桃花相映紅
(尹光、李淑勤)

(丁家湘)

星期五
04/02/2022

粵曲

重開並蒂紅
(鍾雲山、盧筱萍)

唐伯虎點秋香
(電影原聲帶)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

搭錯線
(劉善初、白鳳瑛)

鐵掌拒柔情
(龍貫天、鍾麗蓉)

糊塗相士
(朱老丁、許艷秋)

(阮德鏘)

星期六
05/02/2022

粵曲

春滿人間喜滿堂
(何非凡、芳艷芬)

楊門女將之招親
(羅家英、李寶瑩)

俏潘安之店遇
(葉幼琪、蔣文端)

陌上花之西湖邂逅
(新劍郎、葉慧芬)

(龍玉聲)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粵
樂
的
相
對
音
準
特
質
（
下
）

文稿見報日，只剩兩天便踏進虎年，先向大
家拜過早年，祝願人人虎虎生威，合力擊退病
毒，社會恢復正常生活。
今期繼續談粵樂的相對音準特質。
有關「反、乙」兩音的位置，謝俊仁在《粵

樂的音律：從工尺譜說起》一文指出大部分的
傳統工尺譜，並沒有把升半或降半音顯示出
來，而是靠口傳心授。如果樂譜的傳承已中
斷，單靠閱讀樂譜，便可能引起混淆。混淆的
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傳統中國七聲音階有
三種：正聲音階、下徵音階與清商音階，三者
的分別在於「反、乙」兩音的位置，依次是
「升4、7」、「4、7」與「4、降7」。其二是
樂曲運用固定調唱名、或有轉調段落時，而沒
有清楚註明。如果謝先生的說法正確，「反、
乙」兩音的位置便極具「個人的色彩」。
至於「反、乙」兩音的音高，謝先生指中國

傳統音樂的一個特色，是其「乙」和「反」兩
音有時候跟理論的音高稍有偏差，「乙」在降7
與7之間、「反」在4與升4之間，音高並且游
移。這偏差的現象，在粵樂的「乙反線」（或
稱「苦喉」）更明顯。
《郭大強談做簫音準音律》一文也提出相近

的觀點，他說：「以廣東地區粵樂和現在的粵
樂比較，在音律上有非常明顯的不一樣。現在

的七聲音階中的五個骨幹音『宮、商、角、徵、羽』已
經接近《十二平均律》的『1、2、3、5、6』。也正因為
這個原因導致了兩個偏音『7、4』在橫向旋法上逐步形
成了它們活躍的游移性，左右搖擺、變化無常。譬如粵
樂中的『乙反』調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十
二平均律》的音準是絕對音準，而《七律》的音準是相
對音準。換句話說《十二平均律》的音高不能變；而
《七律》的全部音都可以當『特徵音』作出調整以適應
我國各民族民間音樂風格的演繹。以廣
東粵劇傳統唱腔音樂為例：『1、4』稍
高；『3、7』稍低，這種有着濃郁地方
色彩的『特徵音』如果套用《十二平均
律》是絕對演繹不了的。」
謝先生根據測音的結果，認為「粵樂
七律並非完全平均，而是稍有參差，保
持了傳統律制的影子，並可能因應旋律
的調式而變化。由於沒有理論根據，不
同民間藝人的音高習慣可以稍有不同。
如此，粵樂七律是活的律制。筆者認
為，我們並不需要強加一個似是而非的
形容詞『平均』，簡單稱之為『粵樂七
律』可能更好。」 ◆文︰葉世雄

壬寅春節臨近，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梅蘭
芳紀念館、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梅瀾
芳華——梅蘭芳藝術人生展」日前在北京中國
國家博物館展出，展現以梅蘭芳藝術人生的相關
珍貴文物文獻為基礎，用全景式鏡像展示梅蘭芳
身處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創作，讓觀眾近距離
感受這位二十世紀傑出的京劇表演藝術家的個人
魅力和道德風範。
展覽展出實物近400件（套），圖片近600
張，均是與梅蘭芳藝術生活相關的珍貴文物、
文獻，且包括長期以來未曾面世的藏品。全展由
「群英譜京韻」、「梅秀出世家」、「梅佔百花
魁」、「梅馨綴玉軒」、「梅香傳萬里」、「梅
骨傲風雪」、「梅報萬物春」、「梅韻展新聲」
8個單元組成一個較為完整敘事結構，呈現於觀
眾面前。展覽介紹，1917年，梅蘭芳被評為「劇
界大王」。新中國成立以後，梅蘭芳被譽為「人
民藝術家」，在其逝世近60年後的2019年，梅

蘭芳被授予「最美奮鬥者」光榮稱號。從「劇界
大王」到「人民藝術家」，再到「最美奮鬥者」，
梅蘭芳的「德藝雙馨」實至名歸。
梅蘭芳1894年生於北京，祖籍泰州。他出身

名伶世家，家學淵源，9歲開始學京劇青衣，11
歲登台，轉益多師，成為二十世紀初新興旦行
流派的先驅。作為中國京劇藝術向海外傳播的先
行者，梅蘭芳自1919年首次邁出國門，先後多
次前往日、美、蘇聯等國家訪問交流，為東西方
文明交流互鑒作出了積極貢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梅蘭芳從北平移居
上海。1938年梅蘭芳避居香港，日本佔領香港後，
梅蘭芳蓄鬚明志，堅決不登台演出，而繪畫成了
他那個時期藝術情志的主要寄託。
京劇素有「國劇」的盛名。自徽班進京以來，

花雅競艷，徽漢合流，漸以「皮黃」作為主要板
式，兼融昆腔、吹腔、撥子、南鑼等地方戲曲腔
調之菁華，遂成國粹。 ◆文︰新華社

「梅蘭芳藝術人生展」北京展出
感受一代藝術大師個人魅力

將家喻戶曉的《白蛇傳》故事改
為戲曲，成為戲曲觀眾最熟悉及愛
看的傳統劇，大家對劇中每個情
節︰遊湖、驚變、盜仙草、水淹金
山、斷橋及仕林祭塔等也十分熟
悉，劇中的戲曲演藝也別具特色，

其文場武打，每一場都有吸引力。
這戲也是廣東劇校的教材劇，學
員可在這一齣戲中學到很多戲曲
的專門演藝；而其中《水淹金山》
的場面壯大、熱鬧，有團體表演
的環節，如水族各式海上動物的
出場，水鬥時有舞水旗、大旗等
功架排場，白蛇（白素貞）和青
蛇（小青）在打鬥時的特別身段
和功架都是大家最欣賞的環節。
八和粵劇新秀演出系列也有安

排演出《白蛇傳》，並讓更多新
秀參與，尤其文武生及花旦行當，
有三批新秀參與文場及武場的演
繹，效果相當不錯。◆文︰白若華

中國歌劇舞劇院的大型民族舞劇《昭君出塞》早前亮相貴
州省國際會議中心劇場。《昭君出塞》共由序〈烽煙〉、一
幕〈和親〉、二幕〈出塞〉、三幕〈賀婚〉、四幕〈寧邊〉
及尾聲〈共榮〉步步推進，整場演出兼具藝術性、觀賞性、
思想性。六幕構成，完整地演繹了昭君跨越數十年的光陰。
在劇終時，昭君站在蒼茫大漠上回望一生，看到了離她遠去的
單于、隨她出征的衛疆……當年護衛她出塞的千軍萬馬又集結
在她的身後，陪伴她走過漫長的人生。整個過程掌聲不斷，有
觀眾看後大呼好感動又美。
據了解，舞劇《昭君出塞》講述了漢朝時，匈奴在邊塞累
有戰事，漢皇「寧邊思傾國」，昭君「請纓赴塞上」，而終
老塞上。完成和親寧邊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傳奇故事。舞
劇《昭君出塞》將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搬上舞台。舞劇
《昭君出塞》不僅展現了昭君「落雁」的美貌，通過演員們

細膩的處理與豐富的表現力，更刻劃了她出塞前後的心路歷
程，表現了其在漢匈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及深遠的影響，弘揚
了民族大義以及以她為代表的「和」文化。從而表現出華夏
民族的大愛情懷和家國情懷。 ◆文︰中新社

《《昭君出塞昭君出塞》》具觀賞性具觀賞性

《《白蛇傳白蛇傳》》重頭戲重頭戲《《水淹金山水淹金山》》

◀「梅瀾芳華——梅蘭芳藝術
人生展」在國博舉行，觀眾在
參觀展覽。

◆《白蛇傳》中化為人形的青蛇和白蛇一身武
藝，新秀王希穎演白蛇精和芯融演青蛇。

◆◆水戰中必安排群體舞動水旗水戰中必安排群體舞動水旗，，是舞台上團體舞之一是舞台上團體舞之一。。

▲展覽共展出實物近400件
（套），圖片近600張，讓觀眾
感受一代藝術大師的個人魅力。

進入2022年本是一片喜氣，然而被第五波新冠疫情
打擊，所有娛樂演出場地封館，那麼此劇第二輪演

出的運作採取什麼的方案？彭美施回答︰「如沒有再強
度的防疫措施及開館，我們會照原計劃演出。但最終至
今疫情仍然未減退，唯有原定2月演出延期去到4月。」
至於退票安排會容後公布。

籌備過程遇無數打擊
這個年頭幹演出行業是十分艱辛，不但彭美施的出品

受到影響，很多已排期的演出都因為封館不開票房，無
從售票，縱使能開館後公演，也必血本無歸。但作為多
年傳媒人的彭美施有勇往直前的氣度︰「其實，在籌備
這戲的過程已遇到無數的打擊，就算在演出當天也有很
大的變數，誰會想到文武生王志良會失聲……」
籌備《呂布情傾貂蟬》是彭美施進軍戲曲行的第一部作

品，她說︰「我計劃以另一角度去演繹戲曲故事，《呂
布》這齣戲的原計劃，是以貂蟬和呂布的情路為目標，當
然，作為戲曲演出，不能把傳統戲曲元素抹去，生旦的
主要戲份，我們有呂布試馬、貂蟬拜月、鳳儀亭等。」

首場演出的《呂布情傾貂蟬》之製作場景及服裝相當
亮麗，王志良失聲雖為整個演出帶來瑕疵，但他和馬童
蘇鈺橋的「呂布試馬」，他從高台躍下的漂亮身段、功
架，贏得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事後也有機會見到王志
良，他表示一定緊記是次失誤的經驗），林穎施演的貂
蟬，有多場歌舞，嫺熟的舞姿，令人目不暇給。

再演時一定情傾觀眾
而劇情確與我們慣常看的略有不同，彭美施指上回的

演出當然不能說是美滿，首演有改善的空間，她指尤其
鳳儀亭一折戲，缺了貂蟬訴心聲的一段唱曲，在再演時
會加上去。
至於《呂布情傾貂蟬》第二輪演出的演員，除主角王

志良和林穎施，有新的組合︰阮兆輝演王允、阮德鏘演
董卓、詹浩鋒演李儒、溫子雄演獻帝。相信聯同幕後團
隊的合力，會帶來另一場傾情的演出。

◆文︰岑美華 圖︰梁海平、陳二寶提供

傳媒人彭美施轉型為戲曲製作人，去年12月推出首

個作品《呂布情傾貂蟬》，由新進文武生王志良及花

旦林穎施領銜，資深老倌廖國森、溫玉瑜及粵劇演員

助陣，於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首演一場，衝出戲曲圈

傳統營運的界限，受到廣大戲曲觀眾及文藝圈關注，

原定本年2月26日及27日在戲曲中心作第二輪的演

出。因疫情尚未穩定，將延期至4月5日及6日演出。

《呂布情傾貂蟬》疫情嚴峻延期

彭美施彭美施：：4月再衝刺

◆◆林穎施是該劇林穎施是該劇
舞蹈編排舞蹈編排，，自然自然
也舞得出色也舞得出色。。

◆◆王志良的呂布試馬有連串的高難度身段功王志良的呂布試馬有連串的高難度身段功
架架，，而高台躍下是高潮之一而高台躍下是高潮之一。。

▶▶▲▼▲▼王志良和林穎施是最佳合作夥伴王志良和林穎施是最佳合作夥伴，，他他
們在劇中有多場歌舞們在劇中有多場歌舞，，大顯戲曲身段大顯戲曲身段。。

◆◆《《呂布情傾貂蟬呂布情傾貂蟬》》
製作人彭美施製作人彭美施。。

◆◆演員演出舞劇演員演出舞劇
《《昭君出塞昭君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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