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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9/3/2023
解心粵曲
梁紅玉

(薛覺先、譚蘭卿)
寒香懺舊情
(張惠芳)

花在隔簾香(鍾雲山)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蓋世雙雄霸楚城之

乞師
(梁漢威、許蓓)

朝朝暮暮情(李惠英)
粉菓皇后

(鍾志雄、盧筱萍)
虎嘯美人關

(郭少文、李慧)
張羽煮海(文千歲)

(梁之潔)

1600梨園一族
嘉賓:

陳咏儀、梁芷萁

(婷婷)

星期一
20/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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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023
金裝粵劇

光緒皇夜祭珍妃
(新馬師曾、余麗
珍、新廖俠懷、

鍾麗蓉)

粵曲:

陳圓圓初會多爾袞
(梁漢威、楊麗紅)

月怕娥眉
(薛覺先、唐雪卿)

(黎曉君、阮德鏘)

星期三
22/3/2023

戲台職人關注組

粵曲會知音

錦屏中彩
(李龍、李鳳)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黎曉君、梁之潔)

星期四
23/3/2023
粵曲會知音

魂斷蘇堤
(冼劍麗)

陳後主
(張寶強、陳麗雲)

再生緣之診脈
(陳笑風、蓋鳴暉)

二八嬌妻一歲郎
(梅欣、崔妙芝)

半個情迷
(張月兒)

牡丹亭驚夢之
倚鞦韆

(李龍、南鳳)

何偉凌、阮德鏘)

星期五
24/3/2023
粵曲會知音

文成公主雪中情
(梁漢威、蔣文端)

周瑜戲小喬
(文千歲、盧秋萍)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朱慶祥、王勝泉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25/3/2023
金裝粵劇

燕歸人未歸(上)
(阮兆輝、南鳳、
新劍郎、李嘉鳳、
尤聲普、賽麒麟)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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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9/3/2023

22:20粵曲

浪子嬌妻
(林家聲、李寶瑩)
舊館殘香(張月兒)

金縷曲
(林錦堂、杜瑞卿)

愛水江河(陳好逑)

同心結
(盧家煌、梁碧玉)

揮淚別睿王
(李秋元、李少芳)

白金龍之花園相罵
(靳永棠、梁玉卿)

紅梅閣上夜歸人
之花燭斷腸紅

(半日安、羅麗娟、
梁碧玉)

金枝玉葉
(劉鳳、嚴淑芳)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0/3/2023

粵曲

小紅低唱
(梁瑛)

陸游唐琬之
沈園遺恨

(何華棧、蔣文端)

紫釵遺恨之
花前遇俠

(南鳳、陳鴻進、
陳嘉鳴)

金枝玉葉
(麥炳榮、鳳凰女)

胭脂巷口故人來
之鵲橋會

(任劍輝、冼劍麗)

(婷婷)

星期二
21/3/2023

粵曲

花落無定河
(白楊)

一枝紅艷露凝香
(任劍輝)

一枝紅艷露凝香
(崔妙芝)

歸來燕之劫後重逢
(麥炳榮、鄧碧雲)

寶玉哭晴雯
(陳笑風)

李香君
(鍾雲山、伍木蘭)

(御玲瓏)

星期三
22/3/2023

粵曲

香妃之清宮存貞
(關海山、南紅)

香妃之蝶舞仙韻
(葉幼琪、蔣文端)

陳圓圓
(任劍輝、芳艷芬)

清宮恨
(羽佳、吳君麗)

古井葬珍妃
(郭鳳女、曾慧)

梁天來告御狀
(梁漢威)

(陳禧瑜)

星期四
23/3/2023

粵曲

歸來燕
(鍾雲山、南鳳)

夢中猶念燕多情
(石燕子、任冰兒)

光緒皇血井喚珍妃
(文千歲)

一失足成千古恨
(黃金愛)

西廂記之草橋驚夢
(何家光、李寶瑩)

一枕香銷
(小明星)

(丁家湘)

星期五
24/3/2023

粵曲

櫻花夢醒脫袈裟
(陳小漢)

絕唱胡笳十八拍
(龍貫天、陳咏儀)

王寶釧之平貴別窰
(新馬師曾、吳君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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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023

22:20粵曲

雷鳴金鼓戰笳聲
(龍貫天、南鳳)

風流天子
(新馬師曾、崔妙芝)

長恨歌
(阮兆輝)

朱弁回朝之送別
(林家聲、蓋鳴暉)

昭君出塞
(鍾麗蓉)

(龍玉聲)

舞台快訊
日期
19/3

20/3
21/3
22/3

演員、主辦單位
盈月軒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千珊粵劇工作坊及鴻嘉寶粵藝苑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麗江曲藝社
粵劇營運創新會-藍天藝術
工作室
永昌粵劇推廣會
碧君粵藝苑

劇 目
《盈月同歡會知音》
《花染狀元紅》
《繼母》
《雙槍陸文龍》
中篇劇《狄青闖三關》及《紫釵記》
《麗江粵曲好友會知音》
先演《六國大封相》續演《蓮溪河
畔蓮溪血》
《痴鳳狂龍》
《紅蕊梅艷粵韻花之粵劇折子戲（六）》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日期
23/3

24/3

25/3

演員、主辦單位
生輝粵劇研究中心
粵劇營運創新會-藍天藝術工作室
永昌粵劇推廣會
卓若工作室
生輝粵劇研究中心
粵劇營運創新會-藍天藝術工作室
永昌粵劇推廣會
生輝粵劇研究中心
粵劇營運創新會-藍天藝術工作室
紫翠嫣紅粵劇團
芯如曲藝苑

劇 目
《風流天子》
《春風還我宋江山》
《風流名士戲宮花》
《卓若弦歌傳情夜》
《紫釵記》
《月老笑狂生》
《春花笑六郎》
《帝女花》
《多情君瑞俏紅娘》
《周瑜》
《粵劇戲寶會知音》

地 點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
秋
墳
》
絕
唱
薇
花
落

《秋墳》是王心帆於1932年至1935年間
撰寫的作品之一，內容是悼念病逝的戀人。
此曲本全為梆黃長曲，後來黃景球（九叔）
把它删短，加入小曲，幫助小明星在香港灌
錄唱片，風行一時。現時市面所能找到的，
皆為唱片曲；唯獨小明星的入室弟子陳錦紅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為香港電台錄唱歌壇版
的《秋墳》，長達45分鐘；而王心帆撰著的
《星韻心曲》一書則刊載了完整的歌詞。
小明星在抗戰期間，不幸染上肺病。1942

年，她在添男茶樓演唱《秋墳》，唱到「愁
人怕見，月冷冰霜，景淒涼……嘆今日，紅
粉成灰，還說什麼碧玉年華？鴛魄未歸芳草
死」時已臉色大變，緊接着唱「只有夜來風
雨……」一韻未完即猝然吐血倒地。翌日，
芳魂飄逝，一代名伶就這樣湮滅於荒煙蔓草
中，年僅29歲。有人謂之「一曲成讖」，因
曲詞有「秋墳鬼唱詩」之句。但小明星卻偏
愛這支曲的曲名，不肯更易。
在莫日芬和黎田兩位合撰的《「星腔」流

派的形成及其藝術特色》一文裏，有論述小
明星唱乙反調的特色的段落，頗有參考價值。
文章分析粵曲的乙反調式和正線調式，調號是相

同的，都是1=C。乙反和正線的區別在於兩者使用
不同的骨幹和音階序列，從而構成不同的調性色
彩。乙反多用於二黃慢板、梆子中板、滾花和南
音、木魚等曲牌板式。在通常情況下，乙反的色彩
比較暗淡，主要用於表現淒涼、悲戚的感情。小明
星通過自己獨特的行腔更突出了乙反的特性，使
「星腔」的乙反唱得更為感人。「星腔」為了獲得
色彩的對比、變化，常常在一段唱腔的某個句首的
第一頓，直接轉向下方五度的F調，有時在第二頓便
轉回原調，有時在句尾才轉回原調。由於調式、調
性的同時變換，擴大了樂思，使唱腔的發展更為有
動力，形成鮮明的對比。文章舉例說，在小明星最
後一曲的《秋墳》中的乙反二黃慢
板，從第五節（即上句開始）明顯
地轉入F調，至第八小節句才轉回
原調，使人聽了產生新鮮感。
這裏我稍作補充，《秋墳》中的
乙反二黃慢板曲詞是「況且柳不成
絲，草帶寒煙，怨句杏花猶未嫁；
如此情魔如此劫，喜你入棺猶是、
猶是碧玉無瑕。我記病中，教挽
髻，起牽珠箔看雙星，你重笑拈羅
帕」；小明星降調唱「起牽珠箔看
雙星，你重笑拈」，唱至「羅帕」
兩字轉回「正線」。

◆文︰葉世雄

昆劇全本《牡丹亭》內地巡演

4月演出獲粵劇發展基金資助

陳銘英受到譚穎倫的活力感染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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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

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葉衛青副 刊 戲 曲

《大唐貴妃》史依弘精彩演出打動觀眾
新版京劇《大唐貴妃》日前在國

家大劇院演出。《大唐貴妃》在
2019年復排之後首次在北京展演，
由史依弘、李軍、奚中路、楊東
虎、郭毅、楊康等共同演繹這段大
唐天寶傳奇。當晚，梅派大青衣史
依弘飾演的楊玉環前半場雍容華
貴，統領梨園，後半場被困馬嵬
坡，淒婉之情令人動容。老生名家
李軍飾演的李隆基氣宇軒昂，從意
氣風發到痛失愛妃後自悔自恨，全
情演繹一代君王動盪的一生。
演出中，每個場次、每個唱段都

有掌聲及叫好聲。其精彩的演出完

全打動了觀眾，不僅在3分鐘的謝
幕時掌聲喝彩聲不斷，演員們接連
3次謝幕，觀眾仍簇擁台前歡呼鼓
掌，使得史依弘清唱「梨花頌」
後，大家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有老戲迷說：「史依弘的唱、

念、表演依舊是那麼精彩，梅派韻
味十足，一顰一笑都美得令人心
動。」更有觀眾發表觀後感：「京
劇傳統伴奏與交響相得益彰，現代
元素令人驚喜，最喜歡的是楊玉環
歸天一幕，唯美、充滿意向，回味
無窮。這齣戲是一株從傳統戲中滋
生的新芽。」 ◆文︰中新社◆新版《大唐貴妃》在京演出。

日前，上海昆劇團攜復原全本55
折《牡丹亭》首度在北京中央歌劇院
連演3天。劇目呈現湯顯祖原著精
髓，復原昆曲雅韻。
《牡丹亭》是中國明代戲劇家湯顯祖
的代表作。劇寫南安太守杜寶之女杜麗
娘自幼被父母拘禁深閨，後私遊後花
園，夢中與書生柳夢梅在牡丹亭歡會。
醒後感夢傷情，悒鬱成病而死，死前
留下自畫像。3年後，柳夢梅入京赴試，
因病留居杜麗娘葬地梅花觀，得杜麗
娘畫像並與其鬼魂相愛。後柳夢梅掘
墳開棺使杜麗娘死而復生，兩人歷經

艱難，終得團圓。
上海昆劇團建團45年來，對昆劇
《牡丹亭》的修改提高與演繹曾有十
餘次之多，此次全本《牡丹亭》創排凝
聚着上昆幾代人的心願，會聚業內頂級
專家團隊和主創團隊。「昆四班」兩
位年輕演員羅晨雪、胡維露挑樑全本
扮演杜麗娘和柳夢梅，兩人演出細膩，
贏盡全場觀眾掌聲；上昆所有優秀青
年演員全程參與55折全本的創演。
全本《牡丹亭》將杜麗娘和柳夢梅

的生死愛情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
下展現，使全劇尤其是中、下本充滿
愛情、理想與社會的聯繫與碰撞，提
升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據
悉，全本55折《牡丹亭》完成內地
巡演後，還將啟程赴海外演出。

◆文︰中通社
◆《牡丹亭》起用年輕演員演
出，注入新活力。

◆演員精彩
的演出。

尤聲普於2002年主演改編自莎
士比亞名劇《李爾王》的粵劇
《李廣王》，聯合一眾資深粵劇
演員，為廣大的粵劇觀眾帶來精
彩的劇作，大受欣賞，往後曾重
演仍是觀眾追捧的粵劇作品。
尤聲普先生逝世，他的不少經

典作品為粵劇觀眾懷念，已有劇
團安排演出他的精品，今又有康
文署主辦《李廣王》重演項目，
並請得羅家英任藝術總監並主演

李廣王，更帶領一群目前粵劇圈
具水準的演員合演。
羅家英改編多齣莎士比亞名

劇，最能捕捉莎劇的精神，《李廣
王》把《李爾王》中的3個女兒改
為3個兒子爭權作主線，更符合中
國傳統。今次羅家英親自上陣演老
角李廣王，他的白鬚扮相雖沒有尤
聲普的白鬚扮相那麼霸氣，卻有一
股儒雅的韻味，演繹出不同李廣王
的風采。 ◆文︰白若華

羅家英演《李廣王》另有一股韻味

▲ ▶ 《 李
廣 王 》 一
劇，有不少
出色的舞台
功架，羅家
英當然演得
揮灑自如。

陳銘英對戲曲藝術有非常執着的情意結，她多年受聲帶的
困擾，不但沒有放棄鑽研戲曲及演出，更在社區及學界

傳授粵劇藝術，年前她統籌幾已失傳的故鄉潮劇精英來港與粵
劇「兩下鍋」演出，為戲曲界鑄下百年難得的紀錄。3月中看
到她在為學生統籌的折子戲專場中演出兩個折子戲《牡丹亭驚
夢之遊園》和《武則天與王皇后》，她演藝嫺雅，身段優美，
令人期待她在4月5日至7日的演出。
陳銘英百忙中接受訪問，指今次連續申請到場地，對疫期中

偃旗息鼓的演藝圈中人是個好消息，只是作為統籌人實在是忙
到一佛升天。她說︰「3月份的學生專場，因他們平時都有上
課練習，問題不算太大，只需加緊排練，不過我自己的演出部
分，就要在急就章中理出可行的方案。」

合演3齣經典名劇
這話怎解？陳銘英說︰「因為其中4月5日是申請粵劇發展

基金資助的演出，本來預算演新劇，但因為劇本未完竣，改演
任白唐的《錯把銀燈照玉郎》，另又因有多兩天的演期，我希
望給予被疫情困擾了3年的觀眾有較輕鬆的觀戲感受，因此在
4月6 日揀了袍甲輕喜劇《真假春鶯戲將軍》，4 月7日演經典
宮闈名劇《多情燕子歸》，運作期中，改來改去，今人很困
惱。」
還好天下無難事，最怕有心人，陳銘英這個有心人克服大多

的困阻，她很感恩地說︰「我的好友、學生、合作的演員都發
揮他們的小宇宙，折子戲的演出順利，現是排練4月演出的時
候。」陳銘英指今次推出較少在舞台上演出的3齣大戲︰《錯
把銀燈照玉郎》、《真假春鶯戲將軍》和《多情燕子歸》，也
希望合作的夥伴，可以吸收前輩們的演藝精華。
今次陳銘英仍邀合作多次的新秀譚穎倫合作︰「之前和阿倫

合作過多次，如《七彩蝴蝶精》等，去年又和他合演《芸

娘》，大家很有默契，其實阿倫自小在戲行，知道很多行內的
東西，是個年紀最輕，體驗豐富的後生仔 而今次演的是袍甲
戲，不同上次樸素的裝扮，而且英偉，後生仔會更喜歡。」是
次同台的演員還有吳立熙、陳禧瑜、黃成彬、張肇倫、沈柏
銓、李振歡、蕭詠儀、鍾颶文等新秀演員合作，陳銘英笑說︰
「這組合，我感受到新秀們的演藝活力，與他們為大家獻上新
氣象好戲。」 ◆文︰岑美華

近年教學頻繁的陳銘英的演出率不多，主要是本港

戲曲演出場地不足，申請及分配都不容易，今年她相

當幸運，主持的「英毅坊」及「駿藝粵劇團」在3月

及4月先後申請到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場地。作為導

師的她，率先顧及學生爭取踏台板機會，於3月14及

15日舉辦師生合作的《英韻駿聲粵藝傳》折子戲專場，

在4月5日至7日則是她和譚穎倫自去年演出《芸娘》

之後再度合作的演出。

◆陳銘英工花旦行當，日子久了，舉手投足都是花旦風采。

◀譚穎倫和陳銘英在疫情期間都
常會面談戲練功。

▲譚穎倫和陳銘英在《錯把銀燈
照玉郎》劇中的造型。

◆3月14日折子戲專場，師生演出
十分成功。

◆陳銘英和學生合演《牡丹亭驚夢
之遊園》飾演春香。

◆陳銘英和譚穎倫在《七彩蝴蝶
精》一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