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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16/7

17/7

18/7

19/7

演員、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西九
文化區戲曲中心

菊蕊曲藝會

聲韻戲曲藝苑

普樂曲藝會

粵瓏軒戲曲研習學會

富榮牡丹曲藝社

御玲瓏粵劇團

美玲工作室

菀雅瑩藝軒

唐韻曲藝研習社

劇 目
中國戲曲節2023︰粵劇武生藝
術專場《十奏嚴嵩》

《菊蕊共鳴聚高山》粵劇折子戲

《名伶聲韻匯知音》粵劇折子戲

《鄧穎潔師生好友粵藝匯演》粵劇
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先演《封相》/續演粵劇《風流天子
孟麗君》

《牡丹花咏耀香江》

《紮腳穆桂英大破天門陣》

中篇劇《猴王借扇》及《再世紅梅記》

《紫釵記》

《唐鎖知音好友演唱會》

地 點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
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日期
20/7

21/7

22/7

演員、主辦單位
御玲瓏粵劇團
薈萃（香港）文化藝術團
香港弘賢學會/白慶賢粵劇
藝術技能大師工作室
香港梨園舞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御玲瓏粵劇團
碧雲飛曲藝粵劇團

香港梨園舞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春天實驗劇團
御玲瓏粵劇團
艷陽天粵劇坊

劇 目
《十八路諸侯》
《粵劇戲曲會知音》粵曲演唱會
《蝶影紅梨記》

《紅樓彩鳳》
中國戲曲節2023︰浙江婺劇藝
術研究院《白蛇傳》
《風雪闖三關》
《名曲唱送萬家》粵劇折子戲及粵
曲演唱會
《狀元夜審武探花》
《中國戲曲節2023︰浙江婺劇藝
術研究院折子戲（一）》
舞台劇《佛山功夫少年》
《九更天》
《西遊記之盤絲洞》

地 點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元朗劇院演藝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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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6/07/2023
解心粵曲
寶鼎明珠

(馬師曾、譚蘭卿)

紅樓抱月眠
(小燕飛)

除卻巫山不是雲
(徐柳仙、呂紅)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迫上梁山(梁漢威)

六月飛霜之大審
(李龍、李鳳)
靈台夜訪

(陳輝鴻、曾慧)

玉河浸女之祭玉河
(羅家寶)

荷花開(崔妙芝)

白龍關(上)
(阮兆輝、謝雪心)

浮生六記之芸娘離恨
(張寶強、白楊)

(梁之潔)

星期一
17/0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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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18/07/2023
金裝粵劇

絕代佳人
(麥炳榮、陳艷儂、
少新權、黎烈豪、
萬丈紅、白文彪)

粵曲:

碧血灑經堂
(蔣艷紅)

王妃入楚軍
(劉善初、伍木蘭)

(黎曉君)

星期三
19/07/2023
戲行講事顧問

題目：

鬼馬歌后張月兒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0/07/2023
粵曲會知音

長相依
(白慶賢、蔣文端)

生御貓三氣錦毛鼠
(梁無相)

仙姬送子
(梁漢威、王超群)

燕歸人未歸
(伍木蘭)

七月落薇花
(伍艷紅)

一夢到巫山
(陳玲玉、鍾麗蓉)

(龍玉聲)

星期五
21/07/2023
粵曲會知音

上林苑題詩
(鄧碧雲、司徒關佩英)

土佬創世界
(梁醒波、鄭幗寶)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22/07/2023
金裝粵劇

三看御妹劉金定(下)
(龍貫天、尹飛燕、
廖國森、尤聲普、
阮兆輝、陳嘉鳴)

大鬧梅知府
(劉錦超、林少芬、
白牡丹、紅霞女、
陳坤培、方錦濤)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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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6/07/2023

22:20粵曲

西廂記之張生待月
(梁兆明)

關公送嫂
(靚次伯、冼劍麗)

玉蜻蜓之庵堂會母
(尹飛燕、阮德鏘)

祭芙蓉(伍永佳)

納諫識良臣
(何偉凌、譚玉鶯)

珍妃怨(李慧)

花都綺夢
(鍾雲山、陳慧玲)

春蠶到死絲方盡
(馮紹材、陳婉雯)

千古女兒千古恨
(白楊)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17/07/2023

粵曲

碧玉簪之送鳳冠
(文千歲、李寶瑩、

譚蘭卿)

白蛇傳
(新馬師曾、崔妙芝)

棠棣之花姐弟情
(梁兆明、黎佩儀)

程大嫂
(李芬芳)

(婷婷)

星期二
18/07/2023

粵曲

寶蓮燈之巧合仙緣
(文千歲、李寶瑩、

陳好逑)

紅樓夢之瀟湘禪訂
(陳笑風、嚴淑芳)

江山錦繡月團圓
之別姊起義

(陳寶珠、江雪鷺)

大義滅親之寫書
(梁漢威、李鳳)

我為卿狂
(劉善初、白鳳瑛)

(阮德鏘)

星期三
19/07/2023

粵曲

玉夢芙蓉
(鍾雲山、陳嘉鳴)

怡紅公子祭瀟湘
之葬花

(蓋鳴暉、吳美英)

曹雪芹魂斷紅樓
(梁漢威、蔣文端)

紅樓夢之瀟湘禪訂
(陳笑風、嚴淑芳)

佛前憶黛玉
(梁瑛)

(陳禧瑜)

星期四
20/07/2023

粵曲

美景良辰
(鍾雲山、盧筱萍)

青罄紅魚非淚影
(何非凡、鄧碧雲)

琴遇
(彭熾權、黎佩儀)

冷雨幽窗
(程德芬)

焚香記之折證
(新劍郎、麥蔡文玉)

鳳浴春池化恨鴛
(李少芳)

(丁家湘)

星期五
21/07/2023

粵曲

淚洒翡翠樓
(芳艷芬)

洛神之寫書
(朱秀英、尹飛燕、

新劍郎)

胡不歸之逼媳離婚
(半日安、上海妹)

歸來燕之
柳營待罪、劫後重逢
(麥炳榮、鄧碧雲)

(婷婷)

星期六
22/07/2023
22:20粵曲

痛辭太廟
(劉惠鳴、白雪紅)

白蛇傳之天宮拒情
(梁漢威、張琴思)

玉簪記之
詩稿定情、秋江哭別
(阮兆輝、鍾麗蓉)

江山換娉婷
(甘國衛、陳慧思)

(龍玉聲)

海
派
文
化
對
越
劇
的
影
響
（
上
）

介紹過海派文化對滬劇的影響，當然不
能不提它對越劇的影響。
越劇一般認為源於浙江等地的民間戲

曲，但對它的最早起源有不同看法。一般
認同越劇前身是浙江嵊縣一帶流行的說唱
形式「落地唱書」，有近150多年的歷史。
1906年，它開始演變為在農村草台演出的
戲曲形式，曾稱小歌班、的篤班、紹興文
戲等。早期的藝人基本上是半農半藝的男
性農民，故稱男班。
1917年，小歌班初次進入上海演出，因

藝術上粗糙簡陋，觀眾寥寥；後來者也均
告失敗。藝人於是學習紹興大班和京劇的
表演技巧，藝術上有所提高，1919年小歌
班始在上海立足。1920年，小歌班集中了
一批較知名的演員，編演了一些引人入勝
的新劇目，如《梁山伯與祝英台》、《碧
玉簪》、《孟麗君》等。這些劇目適應了
五四運動後爭取女權和男女平等思潮的興
起，受到觀眾歡迎。1921年至1922年，男
班藝人相繼將劇種改稱「紹興文戲」，吸
收京劇、紹劇的表演形式，向古裝大戲方
面發展。劇碼則受海派京劇影響，主要編
演連台本戲。1921年底開始，一些女演員
如王杏花、陳苗仙、呂福珠以及「東安舞
台」、「四季春班」等先後到上海演出，
仍是男女混合演出的形式。1923年，嵊縣

籍商人王金水請男班藝人金榮水回鄉招收13歲以下
的女孩20餘人，籌辦第一個女班。1925年9月17日
上海《新聞報》演出廣告中首次出現「越劇」的名
稱。1928年起，女班蜂擁到上海，3年間，女子越劇
的所有著名演員幾乎都薈萃於上海。報紙評論稱「上
海的女子越劇風靡一時，到近來竟有凌駕一切之
勢」。而男班由於演員後繼無人，最終被女班取代。
女子越劇在上海立足後，為適應環境和觀眾需求，

以姚水娟為代表的一批越劇從業者進行了變革，當時
稱為「改良文戲」。各劇團、班社競相編演新劇碼。
4年間，編演的新劇碼超過了400個，劇碼題材廣
泛，風格、樣式多種多樣，編劇多半
曾從事過「文明戲」，劇碼一般採用
幕表制。越劇當時也向兄弟劇種學
習，有的學海派京劇，如商芳臣曾搬
演周信芳的名劇《明末遺恨》；有的
學申曲，如施銀花、屠杏花移植上演
西裝旗袍戲《雷雨》；有的則學習電
影、話劇，如姚水娟演的《蔣老五殉
情記》、《大家庭》，採用寫實布
景，人力車上台。在經營方式方面，
破除了封建性陳規，實行經理制，統
一掌管前後台。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新時代舞台藝術展演 好戲連台
秦香蓮是天下最負心的人——陳世美的結髮妻，因陳世美高

中狀元後，為進一步享榮華富貴，不但沒有向家報喜，更忘卻
雙親、拋妻棄子、斷絕家鄉往來。
秦香蓮在翁姑身亡，家鄉鬧饑荒，攜兒帶女上京尋夫，意想

不到竟惹來殺身之禍。
很多地方戲曲都有把這個民間故事編寫為戲，其中一段《韓
琦殺廟》，講陳世美為除影響他前途的糟糠妻，遣殺手韓琦取
秦香蓮母子3人性命，「嘉顯藝劇團」剛公演了《秦香蓮》一
劇，正印花旦陳嘉鳴和洪海及兩位新秀林貝嘉、鄺純茵演繹這
一段戲，4人演出的特別身段，貫串了文場及武戲的氛圍，令
人看得感動，又替劇中人緊張萬分。
劇中另一場是陳世美與包公在公堂上就權貴特權與律法的爭
議，廖國森演的包公和李龍演的陳世美的旗鼓相當的演藝，獲
不絕喝彩聲。 ◆文︰白若華

非一般的《秦香蓮》

劇團薪火相傳廿一載 將演5齣袍甲戲

御玲瓏演《穆桂英》展現紮腳功架
「御玲瓏粵劇團」今年進入21年，特定香港文

化中心大劇院公演5齣袍甲大戲，有首演的《九更

天》及3年前首演今請得李龍任藝術指導，安排再

度上演的《十八路諸侯》，還有《紮腳穆桂英大破

天門陣》、《風雪闖三關》、《英雄掌上野荼

薇》，本次檔期由李龍和御玲瓏領銜，聯同阮兆

輝、廖國森、高麗、劍麟、東凌及吳立熙等合演。

其實，21年不是短歲月，御玲瓏及姐姐御東昇在小女孩時
代對粵劇產生興趣，得父親徐藝剛支持，為她們覓聘名

師學藝，她們劇團推廣不少幾乎失傳的古老粵劇，如《開
叉》、《封神榜》、《三界》、《玉皇登殿》等。
為女兒實踐所學而開創劇團的徐藝剛說︰「劇團的運作都

以傳承粵劇為目標，多年選演不少真正的古老戲，本來去年
打算主辦開團20周年的紀念演出，但因疫情而無法舉辦，今
年取得文化中心大劇院的演期，故而統籌上述幾個有傳承意
義的劇目。」

兩姐妹得父徐藝剛支持
說到今次精選觀眾比較少看得到、江湖十八本其中一齣

《九更天》，據徐先生稱︰「戲曲界有多類《江湖十八本》
的版本，其中有曲藝的十八本，或戲的十八本，雖大同小
異，若是真正舞台的演出版本，更是彌足珍貴。」
今次《九更天》的劇本概念是人之初提供，由劍麟編劇，

故事講述一宗家族奪產命案，在緝兇過程中，因等候關鍵人
物的出現而多打了更次，猶幸破了案而得名。而李龍在此劇
中飾演八府巡按，他今次在「御玲瓏粵劇團」除擔演文武生
行當，也會為講述諸侯擁護真主的《十八路諸侯》任藝術指
導。正印花旦御玲瓏在首天演出
《紮腳穆桂英大破天門陣》中演
出紮腳功架，說到這門演藝絕
活，她說︰「學這門功架自然要
抵受痛楚，其實學習任何一門獨
特演藝都是要苦練，令其成為身
體的一部分功能，且每到需要演
出，也要重複操練以保不失。」
而御玲瓏作為當家花旦，她指

今次除了得李龍相助演出外，更
有大老倌阮兆輝、廖國森、高麗
和一群新秀協助，會為觀眾呈獻
最佳的演出。 ◆文︰岑美華

新時代舞台藝術優秀劇目展演近期正在上
演，好戲連台、精彩不斷。展演涵蓋文化和旅
遊部6家直屬文藝院團及25個省（區、市），
共有61部新時代以來創作的優秀作品和恢復的
經典保留藝術佳作。
本次展演參演劇目涵蓋京劇、川劇、越劇、
錫劇、秦腔、昆曲、贛南採茶戲、彩調劇、莆
仙戲等等，可謂新時代中國文藝百花齊放。有
復排的紅色經典《奇襲白虎團》，也有新創作
的弘揚「紅船精神」的《紅船》、展示軍民魚
水情的《沂蒙山》；還有用獨特視角展示楊開
慧烈士的心路歷程的碗碗腔《驕楊之戀》；川
劇《江姐》在講述驚險、緊張的地下鬥爭同
時，展現深沉動人的夫妻感情；昆劇《瞿秋
白》以虛實交織、亦真亦幻的方式，帶領觀眾

走進烈士崇高的精神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作品在選材、形式等方
面都有大膽的嘗試。如越劇《楓葉如花》引入
諜戰元素；贛南採茶戲《一個人的長征》就融
入喜劇元素，吸引觀眾在輕鬆幽默的劇情中感
受信仰的力量。
另外，鄉村題材作品，如秦腔《楷模村》展
現新時代鄉村舊貌換新顏。此外，彩調劇《木
匠哥的鋼琴夢》、錫劇《裝台》、越劇《錢塘
里》等作品，通過講述普通人的煙火生活，讓
人感受到，在這個偉大時代，只要堅實努力、
奮鬥不止，任何人都能實現夢想。莆仙戲《踏
傘行》，將莆仙戲傳統經典《蔣世隆》、《雙
珠記》的局部加以重新結構，並增添了關鍵性
的戲劇內容，令人耳目一新。 ◆文︰新華社

◆錫劇《裝台》劇照。 ◆秦腔《楷模村》劇照。

▲廖國森等人
合演公堂戲，
劇力萬鈞。

◀陳嘉鳴、
洪海、林貝
嘉及鄺純茵
合演《韓琦
殺廟》。

◆3年前演出的《十八路諸侯》，全體演員謝幕。

◆李龍和御玲瓏之前曾合作演出不同性質的劇
目。

◆徐藝剛熟悉不少傳統古老劇目，常提供點
子讓後輩進行編撰為現代完整演出版本。

◆李龍作為資深老倌，樂意為粵劇傳承作付出。

◆御玲瓏演袍甲戲有相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