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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曲首先從曲牌體走上了曲牌聯套體聲
腔的道路，在中國戲曲初、中級階段形成的元
雜劇走的是這條道路。全盛的時期是昆曲，將
曲牌聯套體聲腔發展到無所不備的頂峰。
中國戲曲走的第二條道路是板腔體聲腔。對
於板腔體的源起和何時在戲曲中運用，至今仍
未有定論。
在孟繁樹著作的《中國板式變化體戲曲研

究》裏，「詩讚系說唱對板式變化體戲曲形成
的影響」一章提出，「從現有材料分析，梆子
腔是最早以板式變化體方式出現的戲曲形式之
一。在梆子腔這一聲腔系統中，秦腔的歷史最
為古老，學術界一般認為它是流播於南北的各
種梆子腔的鼻祖。若以秦腔是最早用板腔體音
樂呈現的戲曲劇種，那麼板腔體音樂應當是明
中葉時，開始使用於戲曲之中。」秦腔最早可
上溯至春秋年代的西奏，可見其藝術源遠流

長。相傳唐玄宗李隆基設立的梨園，既演唱宮廷樂曲，
也演唱民間歌曲。樂師李龜年原是陝西民間藝人，他所
作的《秦王破陣樂》稱為秦王腔，簡稱「秦腔」。這大
概是最早的秦腔樂曲。其後秦腔受到宋詞的影響，從內
容到形式上日臻完善。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甘肅、陝西
一帶的秦腔逐漸演變成為梆子戲。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板式變化體的
歷史淵源」中列述了另一種說法。它說板腔體是運用民
間音樂的各種變奏方法，發展形成多種形式的曲調，並
可追溯至「唐宋大曲」的變奏曲式。唐代有燕樂大曲，
盛於十部伎中，是大型歌舞曲，為各少數民族音樂和外
國音樂傳入後，汲取清樂後所形成的大曲。宋代大曲有
詞有舞，且有故事的歌舞百戲，遂為雜劇之先河。
繆天瑞主編《音樂百科詞典》「板式變化體」條目有

第3種說法：「它的形成年代雖遠較曲牌聯套為晚，卻
以其通俗易解、易於掌握而為近代興起的戲曲劇種普遍
採用。這種曲式的形成，源於民間音樂的變奏方法。」
昆曲發源於元末明初的蘇州府昆山縣，說板腔體形成年
代雖遠較曲牌聯套為晚，則應是明中葉以後的事。施德
玉在《曲牌體與板腔體初探——論其名
義、體製與異同》認為板腔體形成年代
遠較曲牌體為晚的說話不合理，他說：
「因為板腔體既是源於民間音樂的變奏
方法，此曲體應很早即已成形，只是運
用於戲曲中的時間比較晚而已。」
究竟板腔體源起於西秦、唐代或明
代，相信仍需學者努力研究。但它自明
中葉開始，被廣範的運用，尤其是梆子
腔系列的劇種，如秦腔、山西梆子、山
東梆子、河南梆子等。更在皮簧腔系列
劇種中發展得淋漓盡致，如京劇、漢劇
等，這段戲曲發展的歷史就少見爭議。

◆文︰葉世雄

新光續租第一炮公演《大赤壁賦》

李居明甄選梁非同演小喬 讚具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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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2/05/2022
解心粵曲
藍橋即玉京

(黃超武、張玉京)
大傻買豬

(何大傻、黃佩英)
弄玉簫(靳永棠)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潯陽江上月

(梁漢威、尹飛燕、
黃德正)

岳武穆班師(梁婉芳)
王魁與桂英

(何家光、梅清麗)
淚灑寒窰

(麥炳榮、鳳凰女)
半掩琵琶弄鶯喉

(南紅)
周瑜之艷曲醉周郎

(李龍、南鳳)
嫦娥奔月

(阮兆輝、王超群)

(梁之潔)

星期一
23/05/2022

龍鳳大飲查篤撐

題目：

有冤無路訴的悲劇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24/05/2022
粵曲會知音

十年一覺揚州夢
(麥炳榮、尹飛燕)

碧血寫春秋之三召、
驚變

(林家聲、吳君麗)

山伯臨終
(鄭少秋)

天涯芳草風塵客
(李龍、南鳳)

再進沈園
(陳笑風)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三
25/05/2022
粵曲會知音

雙陽公主追夫
(梁漢威、王超群)

五湖泛舟之
異鄉脫難

(蓋鳴暉、吳美英)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6/05/2022
金裝粵劇

十五貫
(阮兆輝、尤聲普、
新劍郎、南鳳、
、賽麒麟)

(黎曉君)

星期五
27/05/2022

演藝承傳林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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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2022
金裝粵劇

九天玄女
(任劍輝、白雪仙、
任冰兒、梁醒波、
陳錦棠、蘇少棠)

粵曲:

鏡花緣之贈荔
(任劍輝、吳君麗)

李香君之
情寄桃花扇
(蘇春梅)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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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2/05/2022

粵曲

洛陽橋畔姑嫂墳之
幽會

(任劍輝、鄧碧雲)
楓橋夜泊(新劍郎)

白居易組曲之
閒適詩

(文千歲、梁少芯)

大鬧梅知府
(林家聲、冼劍麗、
半曰安、譚蘭卿、
靚次伯、朱少坡)

東坡夢朝雲
(李銳祖、金山女)

杜鵑魂
(盧家煌、梁碧玉)

情醉嫂蠻腰
(羅劍郎、鄭碧影)

幽恨碎銀箏
(李寶瑩)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3/05/2022

粵曲

紫釵憶夢
(嚴淑芳)

無雙傳之倩女回生
(任劍輝、李寶瑩)

夜祭飛鸞后
(羅唐生)

徐策舍子
(靚少佳、鄭綺文)

蘭陵王
(朱劍丹、吳美英)

(林瑋婷)

星期二
24/05/2022

粵曲

錦江詩侶
(陳笑風、曹秀琴)

還君昔日煙花淚
(靳永棠、梁玉卿)

蘇蕙娘憶夫
(張惠惠)

駙馬戲公主
(張月兒、鄧碧雲)

柳毅奇緣之路遇
(蓋鳴暉、吳美英)

(阮德鏘)

星期三
25/05/2022

粵曲

清宮怨之清宮夜
話、枯井葬芳魂、
瀛台淚、瀛台殘夢
(陳笑風、李寶瑩)

桃花扇
(李銀嬌)

平陽公主送征人
(梁漢威、楊麗紅)

綽頭王
(梁醒波、鄭幗寶)

(御玲瓏)

星期四
26/05/2022

粵曲

荔枝換絳桃之投荔
(羅家寶、倪惠英)

白居易組曲之
諷喻詩

(文千歲、梁少芯)

新天香館留宿
(白駒榮、關影憐)

一朵飄零杏
(陳錦紅)

癡鳳狂龍之
兩對好鴛鴦

(麥炳榮、鳳凰女、
賽麒麟、高麗、

宇文龍)

愁絕歸家娘
(林婉雯、姜麗紅)

(丁家湘)

星期五
27/05/2022

粵曲

胡不歸慰妻
(吳仟峰、潘珮璇)

花亭重遇
(新劍郎、陳慧思)

清宮夜語
(梁漢威、南鳳)

啼笑新郎
(梁瑛、李慧)

郎情深似海
(周頌雅)

(阮德鏘)

星期六
28/05/2022

粵曲

秦淮冷月葬花魁
(梁漢威、尹飛燕)

連城璧之釵刺
(陳玲玉、任太思)

帝女花之庵堂相會
(任劍輝、白雪仙)

三審玉堂春之探監
(龍貫天、尹嘉星)

結髮恩情深似海
(麥炳榮、鳳凰女)

(龍玉聲)

名家新秀「雲展演」唱響豫劇新
劇
《
袍
中
詩
》
傳
送
人
間
溫
情

舞台快訊 日期

23/5

24/5

28/5

演員、主辦單位

粵藝三重天

粵藝三重天

鴻嘉寶粵藝苑

劇 目

《蝶夢樓台》

《紫釵記》

《三笑姻緣》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22/5

演員、主辦單位

藍天藝術工作室及千
禧樂苑

健樂樂會

劇 目

《雷鳴金鼓戰笳聲》

《翠健粵曲演唱會》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油麻地戲院劇院

曾於2017年首演的《大赤壁賦》，是一
齣融合粵劇藝圈老中青三代演員，包括

十大台柱的大製作，李居明搜羅三國時代的
名人名將及相關的事跡，編撰為一個劃時
代，包容軍事、政治、人性及倫理等元素的
戲曲劇。
《大赤壁賦》劇情主線講述曹操挾天子令諸
侯，在三國局面未十足定形時引領風騷，曹
魏坐擁數十萬大軍，東吳及蜀漢聯盟與之抗
衡，一時瑜、亮破天荒合作，火燒連環船，
大折曹營勢力。此劇的人物，是大家熟悉的

孔明、周瑜、曹操，編劇李居明運用戲曲撰寫特色，
加插兩個關鍵女角，一個是周瑜的妻子小喬，另一位
是孔明的妻子阿醜，兩位在劇中不但是名人之妻，也
是滿有智慧的嬌娃，身體力行協助當家擊敗強敵。

望發揚香港藝術文化
《大赤壁賦》的首演中兩對主要演員，有吳仟峰飾

演孔明、梁兆明飾演周瑜、王超群飾演阿醜，以及來
自廣州的梅花獎花旦吳非凡飾演小喬，但今次因疫情
關係港穗未能通關，小喬一角由本港新秀花旦梁非同
飾演。
李居明於5月17日特別介紹梁非同會見本版記者，

讚梁非同是具潛質的粵劇新秀︰「選她飾演小喬，是
她出道以來，得到不少前輩的稱許，而這個決定也使
我有一個動念，希望新光戲院以粵劇殿堂的身份，發
揚香港作為藝術文化城市的使命，不久將來我想搞一
個由新一代粵劇演員組合的劇團，在新光戲院天天演
出粵劇……」

新光戲院裝修後重開
梁非同畢業於八和粵劇學校及演藝學院，也是油麻地

戲院的粵劇新秀演出計劃的新秀演員，今次能參加如此
大製作的演出，她表示定全力以赴，近月熟讀劇本。李
居明指她演的小喬有多場和梁兆明及陳鴻進飾演的曹操
之對手戲，而吳仟峰和王超群飾演孔明阿醜那一對足智
多謀的夫婦，如何在劇中運籌帷幄，也必引人入勝。
李居明於2012年以100萬港元月租下新光戲院，營
運至今已有10年，陸續公演了他撰寫的35個劇目，
在香港粵劇史佔一重要位置，近3年香港及全世界都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新光戲院也停業多月，現在重投
市場，並且進行大裝修，頭炮上演的《大赤壁賦》，
必令戲迷追捧。 ◆文︰岑美華

◆兩位粵劇前輩大老倌吳仟峰和王超群演孔明夫
婦，青年老倌梁兆明演周瑜。

◆陳鴻進演曹操。

有延續新光戲院戲曲殿堂運作白武士之稱的李居明與業主傾成續租3年

合約，於2022年3月啟動，且欣逢今年為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第一炮

特別推出其享負盛名作品——新編歷史故事劇《大赤壁賦》，定於7月29日至

31日上演。

◆◆梁非同首演李居明作品梁非同首演李居明作品《《大赤壁賦大赤壁賦》。》。

◆梁兆明和吳非凡在《大赤壁賦》首演中合作演周瑜
和小喬。 ◆梁非同扮相清麗，也英姿勃發。

悅鳴劇藝坊於5月中旬推出新
進編劇雅璇作品《袍中詩》，由
梁兆明、徐月明、李鳳、阮德
鏘、梁煒康、梁小飛及雅璇等人
合演。
此劇故事由一對兄妹為生活，分
別投軍及進宮做宮人說起，甫開
場已鋪陳親情之重要，緊接着是
男女主角在暴風中相遇，互相扶
持，展開一場雙人與風較
勁的舞台功架，演員身段
十分可觀，此劇更有不少
動聽的曲……
全劇共7場，在皇庭，
帝后、君臣也都顯現愛民
親政風采，皇帝御駕親
征，后宮皇后與宮人為前
線士兵製軍衣，帶出袍中
詩寄情主題。編者編排劇
中每一角色有其人生走
向，安排各人盡其本分、
堅守意志，坦然面對際
遇，結局是各人都能走上
快樂人生大道。

◆文︰白若華

河南豫劇院慶「五一」線上演出系列活動，舉行了
多場「雲展演」的演出。上個月30日，舉行首場為
「河南豫劇院名家名段演唱會」，在線上觀眾達到
126萬多人次，讓廣大戲迷觀眾足不出戶都看到豫
劇。當晚，河南豫劇院李樹建、汪荃珍、李金枝等名
家帶領一班優秀青年演員共同演繹了《朝陽溝》、
《必正與妙常》、《鍘刀下的紅梅》、《對花槍》、
《香魂女》、《焦裕祿》、《大登殿》等豫劇經典唱
段。還有豫劇名家虎美玲、王希玲助陣演出《風流才
子》、《武則天》中的經典唱段，為演出增添光彩。
5月1日晚，河南豫劇院一團以「戲比天大．藝起

出彩」為主題，團長李金枝攜袁國營、李斌、張慧等
豫劇名家和新秀獻演，既有觀眾喜聞樂見的常派
「紅、白、花」經典片段，也有原創劇目《常香
玉》、《中國紅》等精彩唱段。
5月2日晚，河南豫劇院二團以「守正創新，唱響

世界」為主題，團長丁建英帶領老中青三代演員集中

亮相直播間，節目類型多樣，有傳統新編劇目經典唱
段精彩選編、折子戲等。
河南豫劇院有關負責人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

當下，他們創新發展，為戲曲插上互聯網的雙翅，拓
展演出市場，開展線上演出，「讓演員有戲演，讓觀
眾有戲看」，唱響豫劇，品味河南，讓更多的群眾親
近、了解傳統戲曲和中原文化，讓觀眾更加領略中原
之聲、豫劇之美。 ◆文︰馮雷

◆阮德鏘飾演皇帝，李鳳飾演皇后，二人愛民。

◆◆梁煒康飾演兄長投軍梁煒康飾演兄長投軍，，徐月明飾演妹妹進宮做宮人徐月明飾演妹妹進宮做宮人。。

◆李樹建領銜演唱豫劇《大登殿》選段《我一見老母
親跪金殿》。 受訪者供圖

◆◆河南豫劇院二團傳統新編劇目河南豫劇院二團傳統新編劇目
經典唱段精彩選編經典唱段精彩選編。。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