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和「英語學生專場」將粵劇文化推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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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1/12/2022
解心粵曲

再生緣之天香館留宿
(白駒榮、譚玉真)

碎琴樓畔碎琴碑
(余麗珍)

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平、呂紅)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洛水夢會

(吳仟峰、尹飛燕)
摘纓會

(新劍郎、陳咏儀)
金石緣

(何華棧、蔣文端)
回荊州

(何家權、潘蕙芳)
金葉菊(吳君麗)

(梁之潔)

1600梨園一族
嘉賓:梁非同

(婷婷)

星期一
12/12/2022
梨園飛是卜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13/12/2022
金裝粵劇

花木蘭
(麥炳榮、鳳凰女、
半日安、陳錦棠、
少新權、陳好逑、
許英秀、白龍珠、

薛家燕)

粵曲:

牛郎織女之七夕
銀河會

(何華棧、蔣文端)

偏要檀郎再細看
(嚴淑芳)

(阮德鏘)

星期三
14/12/2022
粵曲會知音

琵琶血染漢宮花
(李龍、王超群)

李後主揮淚哭南唐
(梁漢威)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

星期四
15/12/2022
粵曲會知音

春燈羽扇恨
(周頌雅、楊麗紅)

獅吼記之跪池頂燈
(吳仟峰、陳慧思)

梁祝之十八相送
(蓋鳴暉)

柳毅傳書之送別
(阮兆輝、鄧美玲)

三戰定江山之嘆月
(林家聲、南鳳)

合兵破曹
(李龍、新劍郎)

(龍玉聲)

星期五
16/12/2022
粵曲會知音

明日又天涯
(阮兆輝、梁素琴)

焚香記之餞別
(彭熾權、楊柳青)

梁天來之南雄嶺
(尹光、南鳳)

怨別離
(梁瑛、白楊)

(丁家湘)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尹飛燕、煒唐

(梁之潔、黎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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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裝粵劇

西樓錯夢(上)
(龍劍笙、梅雪詩、
尤聲普、廖國森、
任冰兒、彭熾權)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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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1/12/2022

粵曲

張巡殺妾(蔣艷紅)

硃痕記
(麥炳榮、芳艷芬、
半日安、林家聲、
譚蘭卿、馮峰)

西廂記之張生待月
(梁兆明)

藍袍惹桂香之信物
定情、情天幻變
(文千歲、劉艷華)

縫衣女(南紅)

紅了櫻桃碎了心
(陳寶珠、李居安)

妲己
(甘國衛、許蓓)

雙星恨(區君祥)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12/12/2022

粵曲

蔡文姬
(紅線女)

洛陽橋畔姑嫂墳之
幽會

(任劍輝、鄧碧雲)

梁祝化蝶
(陳劍聲、伍妙嫦)

蘇小小之遊湖
(梁天雁、林錦屏)

青春如夢
(梁瑛、盧筱萍)

(婷婷)

星期二
13/12/2022

粵曲

玉梨魂之憑吊
(梁瑛)

芙奴傳
(羅家寶、倪惠英)

月白風清楊柳綠
(白楊)

唐伯虎點秋香
(文千歲、陳好逑)

杜鵑魂
(盧家煌、梁碧玉)

胡笳情淚別文姬
(梁漢威、鍾麗蓉)

(御玲瓏)

星期三
14/12/2022

粵曲

藍袍惹桂香
(靳永棠、梁玉卿)

紅葉題詩之
紅葉詩媒

(林錦堂、李香琴)

拷紅
(靚次伯、任冰兒)

黃飛虎反五關之
逼反

(羅品超)

重簪紫玉釵
(龍貫天、南鳳)

魂斷藍橋
(徐柳仙)

(陳禧瑜)

星期四
15/12/2022

粵曲

王粲登樓
(梁漢威)

仕九戲人心
(半日安、新白雪仙)

君子好逑
(何非凡、崔妙芝)

黃蕭養氣壯白鵝潭
(陳小漢、陳韻紅)

牡丹亭驚夢之幽媾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

(丁家湘)

星期五
16/12/2022

粵曲

刁蠻公主俏駙馬
(鄧碧雲、南紅)

金葉菊之夢會梅
花澗

(龍貫天、李鳳)

誰家銀燭透簾光
(何家光)

相逢何必曾相識
(尹光、李淑勤)

銷魂柳之戲妻
(靳永棠、梁玉卿)

(阮德鏘)

星期六
17/12/2022

粵曲

裴生罵奸
(羅文)

夜祭香羅塚
(張寶強、白楊)

武則天之踏雪尋梅
(梁漢威、尹飛燕)

馬陵遺恨
(陳小漢、李秋元)

靈台夜訪
(陳輝鴻、曾慧)

蘇小妹三難新郎
(陳笑風、李鳳)

(李偉圖)

舞台快訊
日期
11/12

12/12

13/12

演員、主辦單位
彩鳳鳴劇團

粵劇營運創新會

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

厚德曲藝研究會

華漢藝術中心

海棠紅粵劇團

劇 目
《風塵誤》

《粵曲賞析會-兼論中西觀劇
文化之異同》

《九龍城區青少年音樂演奏會》

《鏗鏘抑揚古腔傳》

《華漢粵藝會知音折子戲表演》

《紫釵記》

地 點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日期
13/12
14/12

15/12

16/12
17/12

演員、主辦單位
珊珊粵劇曲藝會
永華粵藝推廣會
珊珊粵劇曲藝會
永華粵藝推廣會
渢悠柔樂苑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歡樂人間藝術團/樂孜
聲工作室
粵劇藝之園

劇 目
《燕歸人未歸》
《楊貴妃》
《傑出非凡展翻翔》
《王昭君》
《悠柔樂韻妙滔滔》
《花田八喜》
《樂孜聲韻滿人間曲藝晚會》

《傑出非凡．兒童青少年折子
戲修業匯演》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元朗劇院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由於歲晚大家都事忙，今次報道
以電話訪問形式完成，率先聯

到線訪問司徒翠英，她指今次的演
期本應是年頭2月公演，但因疫情、
娛樂場地封館，節目被迫停頓，本
來以為難以在預訂的年內上演，但
好彩得到今次高山劇場的一天期，
雖然明白今年底市道不好，但也盡
量要做好，她說︰「這一齣戲是我
喜歡的劇目之一，之前在油麻地戲
院場地夥伴計劃的新秀演出系列中
演過，有時候在神功戲的日戲也常
演。」
《隋宮十載菱花夢》是講隋朝滅
陳國，大將軍楊越領兵入城清理亡
國臣民，在陳朝內宮遇上以艷曲舞
姿色誘將軍，好讓駙馬逃出生天的
樂昌公主，二人遂生出一段令人悱
惻的倫理的人間悲情劇。在劇中，
司徒翠英演隋朝楊越大將軍，出場
威風凜凜，劇本形容他是一個殺人
不眨眼的惡人，在那場戲中，演員
要演繹生⻆穿上大靠的功架，其中
更有一個難度高功架——剷椅，另
一方面又表現了俠骨柔情，是一個
正面令人尊重的角色。楊越將軍與
樂昌公主初作假鳳虛凰，後因憐生
愛，欲突破這界限的一場房中戲也
是考演員功力的演出。

大老倌新人合演好戲
關於這場戲，百忙中接受訪問的

王超群（群姐）指出︰「不但男女

主角在這場戲需要深度表達內心的
意向，也要表現面臨可能突破禮教
格律邊沿的矛盾。」對於今次和新
生代文武生合演經典名劇，王超群
認為司徒翠英努力上進，她早年在
康文署主辦的粵劇巡禮演出中任評
審，已看過司徒翠英的演出，也觀
察到她為演好一個角色，不恥下
問，向前輩們請益。近年王超群在
八和與油麻地戲院合作的粵劇新秀
演出計劃任藝術總監，也指導過司
徒翠英的演出，並且留意到她如何
跟進被委派的角色，群姐說︰「培
養一個有基本功的演員可能花幾年
時間先可達標，但要養成一個有專
業意向和操守的演員則不是件容易
的事，除了先天條件，後天的省悟
更為重要。」
群姐說他們那一輩的演員有機會

與大老倌同團演出，而且每演一戲
可能有半月十日的接觸，有志的演
員可偷師，但現今新秀沒有長壽班
可參加，只好自己尋找老師補習，
費用和時間都相當可觀，所以有肯
學肯上進的新人，現在前線的大老
倌都會願意和新人合作。
而12月16日高山劇場公演的《隋

宮十載菱花夢》，就有大老倌王超
群演樂昌公主、阮兆輝演徐駙馬，
還有中青老倌林寶珠演楊越妹、梁
煒康演楊母及新秀郭啟煇演忠僕，
會為觀眾帶來一場很實在的好戲。

◆文︰岑美華

新進生行演員司徒翠英自組頌英暉劇團，在疫情期間大多數

活動被迫停頓，但慶幸能在今年結束之前獲得一個演期，是12

月16日高山劇場劇院的一天期，且又得粵劇發展基金資助，故

特邀王超群合作，選演唐滌生名劇《隋宮十載菱花夢》，合作

演員還有阮兆輝、梁煒康、林寶珠、郭啟煇等。

資深傳媒暨粵劇出品人彭美施策劃第三齣新
編新配搭作品《新胡不歸》，已定於2023年2
月7日及8日假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公
演，此劇取材自1966年陳寶珠、蕭芳芳合演的
電影《七彩胡不歸》。
彭美施緊接製作了《呂布情傾貂蟬》與《武

俠》後，與團隊再合力製作一齣延續青春特色
的新編粵劇《新胡不歸》，由新進編劇李廷𩆨

改編，以當今粵劇壇英俊文武生王志良、美麗
青春花旦梁非同任主角，演員還有梁煒康、符
樹旺、陳玬橦、陳紀婷、郭啟煇、袁偉𠎀 等。
並邀得當年任《七彩胡不歸》幕後代唱，現

今頂級藝術花旦尹飛燕（燕姐）出任藝術總
監，燕姐從藝60年，最近更獲香港藝術學院頒
發院士榮銜，她在新劇發布會上致詞，指當
年雖然只是代唱，但對劇中人物在鏡頭前的
做手、動作，甚至品性，情感都有一定的了
解，才會把代
唱演繹得如演
員親身演唱。
《 新 胡 不

歸》注入新時
代製作和組合
特色，展望將
可作為 21 世
紀青春版粵劇
的先鋒。
◆文：白若華

◆阮兆輝樂於指導後輩的大老倌。

▶王超群與謝雪
心等人合照。

◆王超群近年忙於演出和傳授演藝，除了
自己的演出，也為八和的人才培訓出力。

《隋宮十載菱花夢》獲粵劇發展基金資助

王超群司徒翠英結台緣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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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期提出「營利部分的持份者」和「非
營利部分持份者」的概念，而不用「文化產
業」一詞，乃因對於「文化產業」一詞的定義
一直在爭論中，形成了「學院派」和「應用
派」之分。學院派通常從「理論－意識形態」
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產業，應用派則從社會經濟
實踐中關注文化產業的市場性。加上文化產業
在各國呈現的地域差異，其所涵蓋的範圍也隨
着產業本身的發展愈來愈寬泛，有的國家將文
化產業稱為「創意產業」或「核心版權產
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對文化及相關產業的界
定是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
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在
香港，由於大部分的藝術界別十分強調藝術的
社會價值，指它表達內涵主要為了引起受眾心
智反應與共鳴，藉此達成溝通表達的目標，是
精神生活和美學素養上的追求，超越實用價
值；而我相信現屆特區政府所說的「文化產
業」應該是市場化、具經濟產值的「文化創意
產業」。香港的粵劇走着的正是市場化、可產
生經濟的表演藝術，但為免不必要的爭論，我
提出商界常用的辭彙：「營利部分」和「非營
利部分」，以分清楚討論的焦點。
本地粵劇經營範圍狹窄，不像其它藝術開拓
眾多周邊產業和產品，它的主要「營利部分」

是通過演出讓戲班獲得利潤，根據負責班政的朋友說，
現時很少戲班能賺錢，如非有政府資助，戲班演出不會
那麼蓬勃。我參考香港藝術發展局發表的年度調查報
告，戲曲演出場次在2009至2010年度是1,418場，觀眾
入場數目為87萬人次，票房收入為6千8百萬元。翌年演
出場次下跌，只得1,180場，但觀眾入場數目卻上升，有
1百零4萬人次，票房收益亦創了紀錄，高達1億1千5百
萬元。演出場次減少，入場人次和票房大幅增加，我推
測應與2011年12月龍劍笙、梅雪詩的20場演出有關。
可惜盛事過後，票房回軟，跟着的兩個年度僅得9千3百
萬元。2014至2015年度，稍升至9千9百萬元，2015至
2016年度又大幅下跌，只有8千4 百萬元收入。尚幸在
2016至2017年度，陳寶珠、梅雪詩演
出《牡丹亭驚夢》，把票房收益推高，
達1億零12萬元。翌年票房收入微跌至
1億零11萬元，年度調查報告的分析指
出這年度出現免費觀眾人次上升、收費
觀眾人次下降的現象。2018至2019年
度，票房收入上升至1億零33萬元。年
度調查報告指是由於西九戲曲中心開
幕，使收費節目和入場人次回升。
至於「非營利部分」是指粵劇推廣、
教育、培訓等範疇的活動，由於粵劇發
展基金和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資助，讓
粵劇工作者舉辦了不少活動，在粵劇的
傳承作出貢獻。 ◆文︰葉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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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胡不歸》的主演王志良、梁非同及藝術
總監尹飛燕等人合照。

◆司徒翠英學戲時喜歡演武場戲，近年多
鑽研文場戲，演得頗有深度。

◆電影《七彩胡不歸》由陳寶珠、
蕭芳芳主演。

香港八和會館首度舉辦的「英語學生專場」已於11月
底圓滿結束。導賞場由名伶王超群擔任藝術總監，新秀
演員芯融及澳洲籍的陳俊利二人以英語為學生講解，並
以互動形式帶領參加者認識粵劇知識。
導賞折子戲《寶蓮燈之劈山救母．闖華山》由3位新

秀演員吳倩衡、曾浩姿及張肇倫以粵語演出，令全場觀
眾拍掌不斷。另以實時傳訊方式直播，由諾丁漢大學（馬
來西亞分校）的學生及由學生組成的中樂樂團全程參與，
兩地演員及樂隊更於互動環節合奏詠唱〈香夭〉。兩地
學生與表演者隔空進行音樂交流，樂也融融。此外，名
伶謝雪心（心姐）出席指導演出的新秀演員，她在台上
分享時表示欣慰：「很開心見到各位同學如此投入欣賞
節目。」
香港八和會館、八和粵劇學院與諾丁漢大學（馬來西

亞分校）於2022年3月9日簽訂交流合作備忘錄，三方
將於未來兩年攜手合作，推動香港、馬來西亞及英國等
地的文化交流，並將粵劇文化推廣至世界不同角落。

◆文︰莎莉

王鴻樂晉劇授課與學生互動
帽翅功、揮水袖、耍花槍、唱選段……近

日，山西大學開設晉劇鑒賞課在社交平台的
一段段視頻中，「渾身都是戲」的晉劇演員
騷出真功夫。由山西大學客座教授兼演員王
鴻樂道出晉劇鑒賞課「出圈」秘訣。
王鴻樂一直都想走近年輕人。「我不想讓

他們覺得晉劇古老、神秘又高高在上。」她
認為作為晉劇演員，要「走下來，接地氣」，
並讓年輕人看到，晉劇演員也有年輕時尚的

一面。談及教學方式，她表示︰「要把唱唸
的特點講清楚，再為學生表演，讓他們親自
感受中華傳統晉劇之美。」
王鴻樂與學生近距離互動，在課堂中切

身體驗晉劇的動作、服飾、唱腔，這種「沉
浸式」的晉劇鑒賞課受到學生們的歡迎。
王鴻樂說︰「如果每一個同學都成為傳統
文化使者、傳統文化種子，何愁沒有繼承
者？」 ◆文︰中新社 ◆王鴻樂現場指教學生。

◆梁煒康反串演苦口婆心的家姑。

▼吳倩衡、張肇
倫演出《寶蓮燈
之劈山救母．闖
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