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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2/7

3/7
4/7

5/7

演員、主辦單位
雄藝軒
雅樂軒曲藝社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亮華樂苑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紫迎楓粵劇團及昭陽粵劇團
良朋曲藝會
紫迎楓粵劇團及昭陽粵劇團

劇 目
《弦韻名曲樂悠揚》
《友緣聲輝粵曲會知音》
《精選粵劇折子戲》
《中國戲曲節2023：四川省
川劇院折子戲》
《喜得銀河抱月歸》
《愛心傳送粵曲會知音》
《玉梨劫》
《柳毅奇緣》
《加港穗友情會知音》
《情俠鬧璇宮》

地 點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日期
5/7
6/7

7/7

8/7

演員、主辦單位
蘭婷聲藝社
揚名聲樂苑
嘉顥藝術團
麗歡粵韻之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嘉顥藝術團
紫荊匯藝軒

葵芳德福樂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名唱家曲藝社

劇 目
《浩韻豐姿折子戲專場》
《好歌獻知音》
《秦香蓮》
《麗歡粵韻之聲粵曲會知音》
中國戲曲節2023：武漢漢劇院
折子戲《擋馬》及《宇宙鋒》
《紅娘》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六周年南區
粵藝文化推廣2023》
《粵曲欣賞會》
中國戲曲節2023：武漢漢劇院
折子戲《雙下山》及《亡蜀鑒》
《名曲唱送萬家》

地 點
新光戲院大劇場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葵青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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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2/07/2023
解心粵曲

念念不忘(張惠芳)

正德皇哭李鳳
(何鴻略、小燕飛)

賊王子之靈秀宮贈別
(馬師曾、陳非儂)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胡不歸慰妻

(吳仟峰、潘珮璇)

白楊紅淚
(任劍輝、梁素琴)

瀛台淚(黃德正)

狄青夜闖三關
(何非凡、李寶瑩)

春風重渡玉門關
(鍾雲山、伍木蘭)
風流天子與多情

孟麗君
(新馬師曾、芳艷芬、
半日安、林家聲)

(梁之潔)

星期一
03/07/2023
粵曲會知音

新梁祝之恨鎖樓台
(黎駿聲、郭鳳女)

吾愛吾仇
(薛覺先、譚蘭卿)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陳禧瑜)

星期二
04/07/2023
金裝粵劇

紅樓金井夢(上)
(何非凡、吳君麗、
文千歲、曾雲飛、
李寶倫、梅艷華、
金紫燕、雙星女、

麥秋儂)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05/07/2023

星星相惜梨園頌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06/07/2023
粵曲會知音

願為蝴蝶繞香墳
(芳艷芬)

隋宮十載菱花夢
(新劍郎、陳咏儀)

男燒衣
(阮兆輝)

章台柳之賣箭
(羅家英、謝雪心)

白蛇傳之斷橋相會
(新馬師曾、崔妙芝)

六月雪之大審
(梁耀安、倪惠英)

(龍玉聲)

星期五
07/07/2023
粵曲會知音

江上琵琶
(陳笑風、鄭培英)

鴛夢重圓
(何非凡、吳君麗)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08/07/2023
金裝粵劇

薛覺先戲劇人生(下)
(梁漢威、文千歲、
梁少芯、陳咏儀、
陳鴻進、呂志明、

陳銘英)

痴鳳狂龍
(麥炳榮、鳳凰女、
賽麒麟、宇文龍、
高麗、梁聲普)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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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2/07/2023

22:20粵曲

花落沈園春(李龍)
新琵琶行

(盧家煌、梁碧玉)

做慣乞兒懶做官
(梁醒波、陳好逑)

芙奴傳
(黃偉坤、曹秀琴)

賣春愁(白楊)
慈母淚

(麥炳榮、上海妹)

除舊更新
(新海泉、南鳳)

情醉俏香鬟
(廖國森、麥蔡文玉)

穿金寶扇緣（選段）
(衛駿英、陳咏儀)

趙氏孤兒之遇母
(梁漢威、李鳳)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3/07/2023

粵曲

前程萬里
(何鴻略、紅線女)

歷盡滄桑一婦人
(何楚雲、勞韻妍、

李芬芳)

血濺鴛鴦樓
(彭熾權)

長憶拾釵人
(靳永棠、鄭培英)

釵頭鳳
(梁天雁、陳鳳仙)

(婷婷)

星期二
04/07/2023

粵曲

周瑜歸天
(新馬師曾)

花田八喜之
花田盛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萬能老倌
(陳良忠)

張巡殺妾
(朱劍丹、尹嘉星)

寂寞帝宮花
(盧筱萍)

(阮德鏘)

星期三
05/07/2023

粵曲

裴航與雲英
(文千歲、鳳凰女)

魂夢繞山河
(彭熾權、蔣文端)

唐明皇夢會楊貴妃
(甘國衛、王超群)

司馬琴挑卓文君
(梁漢威、陳慧思)

卓文君夜奔
(嚴淑芳)

(陳禧瑜)

星期四
06/07/2023

22:20粵曲

傾國名花
(譚炳文、李寶瑩)

帶淚狂歌我誤卿
(何非凡、鄧碧雲)

智服金羅殺
(陳寶珠、尹飛燕)

原來我誤卿
(徐柳仙)

孔雀東南飛
(龍貫天、南鳳)

野花香
(馬師曾、譚蘭卿)

(丁家湘)

星期五
07/07/2023

粵曲

琵琶抱月明
(梁素琴)

紅梅復艷記
(新馬師曾、崔妙芝)

一飯之恩
(鍾雲山、伍木蘭)

雙陽公主追夫
(梁漢威、王超群)

榮歸會李仙
(任劍輝、冼劍麗)

(阮德鏘)

星期六
08/07/2023
22:20粵曲

李後主之勸藥、
歸天

(白慶賢、葉慧芬)

山伯臨終
(陳笑風)

打金枝
(阮兆輝、鍾麗蓉)

夢覺紅樓
(羅家英)

(龍玉聲)

海
派
京
劇
的
誕
生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粵劇電影《睿王與莊妃》早前在廣州舉行首
映禮。對於把經典的粵劇戲劇搬上大熒幕，倪
惠英和歐凱明都紛紛表示，電影這種載體可以
延伸傳統戲劇的生命力，是創新傳播粵劇的重
要幫手。
《睿王與莊妃》舞台劇是粵劇界長演不衰的

經典劇目，是最受戲迷喜愛的傳統戲之一。也
是倪惠英1997年「得梅之作」。同時，今年恰
逢倪惠英從藝50周年，能夠在這個節點推出
自己的代表作的電影版本，倪惠英自認意義非
凡。
近年廣州大力創新、傳承發展粵劇，粵劇改
編成電影便是創新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倪惠英

稱，莊妃是一個演起來很「過癮」的角色。在
莊妃的身上，家國大義、母子親情、愛情糾葛
都彼此交叉迸發，充滿張力。不過習慣了戲劇
舞台上一氣呵成的表演形式，走到電影拍攝現
場，同一個角色倪惠英也有完全不一樣的演出
體驗。她笑說，這是一種「痛並快樂」的體
驗。例如，電影的拍攝需要一個場景有幾組鏡
頭角度的拍攝，演員的情緒、狀態都會被打斷
要重來。
經典的粵劇劇目走上大銀幕，歐凱明同樣對

「影視化」的傳播意義大加讚賞：把傳統的東
西和現代的電影技術結合，粵劇也有了新的生
命力。 ◆文、攝︰胡若璋

粵劇搬上大熒幕
注入新的生命力

《女角九宮格專場》謝曉瑩破格演出

中國戲曲節呈獻傳統武生行當藝術

廖國森演封相坐車顯功架
2023年的中國戲曲節在7月13日至16日，假西九戲曲中

心公演粵劇武生藝術專場，此次戲曲節隆重其事，讓觀眾可

欣賞到傳統粵劇武生行當演藝特色，更認識目前最出色的粵

劇武生廖國森的演藝。

▼主創分享粵劇舞台和
影片拍攝時「痛並快
樂」的故事。

◀粵劇電影《睿王與莊
妃》早前在廣州舉行首
映禮。

今期繼續引述文藝戲劇理論家沈鴻
鑫對海派京劇前世今生的介紹。
南派京劇最早的代表作是光緒末期
上演的《湘軍平逆傳》和《左公平西
傳》，其表演以兇猛的真刀真槍著
稱。一般認為，在1900年以前南派
京劇已經形成。南派京劇的特點：
一、舞台的身段動作，追求火爆、誇
張，武戲講究高難度的武功技巧，如
《趙家樓》中，在高搭的樓台和鐵槓
上表演各種驚險動作；二、唱工求靈
活、流暢，不僅有成套的西皮、二
黃，還有高撥子、吹腔、四平調、五
音連彈等；三、演出劇碼題材廣泛，
追求情節曲折和趣味性強，演出樣式
追求新奇變化，如常演能持續多場，
發揮每個演員的技藝，又能以彩頭、
砌末、布景吸引觀眾的連台本戲；
四、舞台裝置運用聲光技術，追求新

奇，如盛行燈彩戲。
有關海派京劇，沈先生說大概在二十世紀初
形成，可以看作是從南派京劇發展而來的新潮。
海派京劇除了地域特徵外，更重要的是有了文化
性質方面新的飛躍。
海派京劇表現的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它不
再是清一色的歷史故事，而是把眼光轉移到現實
社會生活方面來，有的直接把現實生活作為戲的
題材。其中有要求推翻清王朝統治的《玫瑰
花》，表現要求富國強兵、抵抗外辱的《新茶
花》、《潘烈士投海》。在形式方面，也有很大
的突破，引進了文明戲的表演元素和寫實手法，
創造了京劇時裝戲，有吸收、借鑒了西洋戲劇的
舞台設置和燈光布景等。
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上
海存在租界，相對安定，吸引了更多人口與資本
在上海聚集，形成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文化消費群
體。為了適應這種需求，上海擴建和新建了許多
劇場。另外，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永安
天韻樓等一批大型遊樂場紛紛建立，並均設京劇
場子。這樣，上海的劇場形成星
羅棋布的狀況，同時有二三十家
劇場演出京劇，非常紅火，連台
本戲也風行一時。
海派京劇雖然脫胎自傳統的京
劇，然而它是在上海這一特殊的
經濟、文化土壤裏生長的，它也
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產物；正因
此，有一些聲音把海派京劇與京
派京劇對立起來了。

◆文︰葉世雄

香港靈宵劇團於9月7日至11日主辦成
立年度紀念演出，特別製作一連串盛大項
目，包括新劇、劇團原創劇及旦本主題傳
統視像戲。日前召開傳媒發布會上，靈宵
劇團主要成員高潤鴻、謝曉瑩和是次演出
中擔任視像導演的高志森向傳媒解構節目
內容。
9 月 7 日，首推出的新劇《東方之
珠》，由梁兆明和謝曉瑩主演，這齣以香
港歷史為背景的新劇，其中大膽將鮫人形
象搬上舞台，必令觀眾大開眼界。
9月9日，演出靈宵劇團的原創劇《宋
徽宗．李師師．周邦彥》，同時為了紀念
十年前林錦棠先生為此劇奠下基礎和推出
唱曲。
9月10日及11日，推出一個嶄新的戲曲
製作「旦本主題戲」之《女角九宮格專

場》，將靈宵原作品中9個個性、形象不
同的女角，串為3齣戲，分《癡女三部
曲》、《烈女三部曲》、《妖女三部
曲》，由謝曉瑩主演，高志森任視像導
演，用特殊手法貫穿9個人物且呈現與編
劇對話的互動表演、演員編劇觀眾將會共
處一堂進入戲曲互動環節。◆文︰白若華

◆嶄新劇種《女角九宮格專
場》，每場以癡女、烈女、妖
女分三組別，由謝曉瑩一人飾
演多角。

◆高志森、謝曉瑩及高潤鴻為9月的演
出會見傳媒。

今年中國戲曲節特邀著名武生演員廖國森任藝術總監，並聯同紅伶李
龍、尹飛燕、阮兆輝、陳嘉鳴、呂洪廣等合演著名武生戲︰《六國

大封相》、折子戲《王寶釧之西蓬擊掌》、《包公夜審郭槐》、《碧血寫
春秋》、《龍鳳爭掛帥》、《十奏嚴嵩》等。

喜得武生王靚次伯執手教導
廖國森是目前粵劇武生行當的資深演員，他是香港八和粵劇學院第一屆

的畢業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愛好粵劇和愛唱粵曲而學藝入行，已經歷40
多年演藝生涯，初時在劇團跑龍套，及後加盟「雛鳳鳴」、「慶鳳鳴」等
劇團，為劇團的主要成員，其他大部分演出都是擔任武生行當，近年也涉
獵丑生行當演出，廖國森對能加入上述兩個劇團感到十分幸運，因為在那
些歲月中，他有很多機會感受、切身接觸到當年最火紅劇團的運作，又可
在虎度門看前輩們的演出，更令他終身感銘的是得到武生王靚次伯的執手
教導。我們看森哥（廖國森）在台上表演的封相「坐車」功架，就是靚次
伯手把手教他的絕活。

武生專場戲演員們大展功架
粵劇行當分類，近世紀都以六柱制取代了傳統戲行十二行當的規律，本

是劇團舉足輕重的武生的地位及不上文武生，在每齣戲表演中的演藝機會
自然也相對地減少，但有很多戲的高潮，都是由武生的精彩演藝引發，今
次中國戲曲節揀選的幾齣戲，都是有同樣的狀況。如《六國大封相》中的
「坐車」、《碧血寫春秋》的「逼子上馬」及「殺子」、《龍鳳爭掛帥》
的「葬馬」、《王寶釧》之「三擊掌」、《包公夜審郭槐》之「夜審」和
《十奏嚴嵩》之「闖府」，都是武生的專場戲。
武生在戲行又稱鬚生、大多數擔演中年或老年人的角色，在傳統戲曲範

疇，劇目內容多忠君愛國故事，亦有劇情中的反派重要人物，如岳飛、蘇
秦、楊令公等演繹忠奸對立的戲，最為人樂道。
武生行當演員的唱、做、唸、打手眼身步法都要有相當深厚的功力才能

把戲演好，其中尤以
表現不同情緒的「鬚
功」、鏗鏘有力的唸
白，大喉（霸腔）唱
腔是為行當的特色，
大家可在今次中國戲
曲節呈獻的幾齣由廖
國森演繹武生名劇
中，欣賞到傳統武生
演藝的精髓。

◆文︰岑美華

◆廖國森的「坐車」功架。

◆已多年未有人演的《王寶釧之西蓬擊掌》。

◆武生的掛鬚的必然形象。

◆廖國森在慶鳳鳴年代演出《獅吼記》中不掛
鬚皇帝。

◆近年也少看得到《甘露寺劉備訴情》，由廖
國森唱演。

◆在重塑《帝女花》65年專業版中，廖國森仍演
崇禎，其中與李龍白雪紅演出香劫一段。◆《二堂放子》也是經典的鬚生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