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20232023年年77月月2323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3年7月23日（星期日）

2023年7月23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葉衛青副 刊 戲 曲

舞台快訊
日期
23/7

24/7
25/7
26/7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梨園舞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鳳來儀劇藝社
梨園藝萃
芍彤粵劇曲藝社
永高粵藝推廣會
永高粵藝推廣會
香港八和會館

劇 目
《牡丹亭驚夢》
《中國戲曲節2023: 浙江婺
劇藝術研究院折子戲(二)》
《鳳來儀劇藝會知音》粵劇折子戲
《海瑞．嚴嵩》
《芍彤好友曲藝會知音》
新編粵劇《春滿開封》
《蓋世雙雄霸楚城》
《例戲及白兔會》

地 點
元朗劇院演藝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元朗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日期
27/7

28/7

29/7

演員、主辦單位
梨園苑
良朋曲藝會
香港八和會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梨園苑
香港八和會館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亞洲
影視與戲劇融創中心
羣豐劇團及智良劇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劇 目
《花田八喜》
《羅文粵曲作品演唱會》
《白兔會》
中國戲曲節2023︰江蘇省蘇州崑劇
院—青春版《牡丹亭》上本〈夢中情〉
《梟雄虎將美人威》
《帝女花》
《梅蘭芳》

《名伶．新秀粵劇戲寶傳承》/《洛神》
中國戲曲節2023︰江蘇省蘇州崑劇
院—青春版《牡丹亭》中本〈人鬼情〉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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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劇場劇院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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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3/07/2023
解心粵曲
銀河會祿兒

(白玉堂、張舞柳)
王寶釧之回窰
(桂名揚、上海妹)
花弄影(陳錦紅)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白龍關(下)

(阮兆輝、謝雪心)

白蛇傳之斷橋
(林錦堂、南鳳)
洛神之洛水神仙

(楊麗紅)

灞陵傷別淚
(鍾雲山、盧筱萍)

清宮殘夢(黃德正)
(梁之潔)

1600梨園一族
嘉賓：

詹浩鋒、王希穎

(婷婷)

星期一
24/07/2023
粵曲會知音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25/07/2023
金裝粵劇

偷祭鐵坵墳
(鍾志雄、黃金愛、
李燕萍、黎烈豪)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26/07/2023

戲台職人關注組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花落始逢君
(張月兒、伍木蘭)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7/07/2023
粵曲會知音

秦淮春思
(盧秋萍)

琵琶記之廟遇
(朱秀英、尹飛燕)

扒手大王
(梁醒波、李寶瑩)

十奏嚴嵩
(李龍、新劍郎、

廖國森)

仕林祭塔
(羅文)

陸游唐琬之沈園
遺恨

(何華棧、蔣文端)

(龍玉聲)

星期五
28/07/2023
粵曲會知音

白兔會之磨房會
(文千歲、謝雪心)

袁崇煥修書
(林錦堂)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徐小明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29/07/2023
金裝粵劇

花月東牆記(上)
(李龍、陳咏儀、
陳鴻進、廖國森、
阮兆輝、高麗)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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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3/07/2023

22:20粵曲

聶嫈送弟
(羅家寶、郎筠玉)

楊枝露滴牡丹開
之續命楊芝、
花開牡丹紅

(羅家英、汪明荃)

紅粉伴英雄
(李銳祖、金山女)

二嫂改嫁(陳麗卿)

一捧雪之風雪情鴛
(吳仟峰、尹飛燕)

偷會茶花女
(梁瑛、白楊)

百花公主之刺目
(關國華、曹秀琴、

郭鳳女)

繡花詞(梁碧玉)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4/07/2023

粵曲

凌波夢影
(嚴淑芳)

白兔重會之榮歸
團圓

(李龍、南鳳)

跨鳳乘龍之
鸞鳳同巢

(文千歲、謝雪心)

宋江殺惜
(歐凱明、楊麗紅)

晴雯補裘
(盧筱萍)

(婷婷)

星期二
25/07/2023

粵曲

女兒愁
(白雪仙)

白蛇傳之許仙出家
(新馬師曾)

虎將英雌
(任劍輝、芳艷芬)

信陵君
(文千歲、吳美英)

琵琶最後彈
(梁瑛、李慧)

(御玲瓏)

星期三
26/07/2023

粵曲

赤壁風雲之
孔明借東風、
橫槊賦詩、
火燒連還船
(梁漢威)

洛水恨
(芳艷芬)

情醉碧波仙
(彭熾權、鄭培英)

琵琶江上月
(譚家寶、伍木蘭)

潯陽月夜聽琵琶
(陳玲玉)

(陳禧瑜)

星期四
27/07/2023

粵曲

一味靠追
(陳良忠、鄭幗寶)

遊子悲秋
(張月兒)

青燈紅淚
(陳錦棠、余麗珍)

明日又天涯
(阮兆輝、梁素琴)

陳琳救主
(彭熾權、林鳳娥)

虎嘯美人關
(郭少文、李慧)

(丁家湘)

星期五
28/07/2023

粵曲

洛水仙蹤
(梁少芯)

夢會巫山
(陳小漢、蔣文端)

風雪訪情僧
(陳笑風、李寶瑩)

牡丹亭之西樓驚夢
(任劍輝)

荔枝換絳桃之投荔
(羅家寶、倪惠英)

(阮德鏘)

星期六
29/07/2023
22:20粵曲

一把存忠劍之斬經堂
(陳小漢、鄭培英)

花亭會
(何非凡、鳳凰女)

宋江怒殺閻婆惜
(新馬師曾、鄭幗寶)

梁紅玉擊鼓退金兵
(龍貫天、甄秀儀)

(龍玉聲)

海
派
文
化
對
越
劇
的
影
響
（
下
）

到1942年，越劇進入大改革時期。袁
雪芬以話劇為榜樣，在大來劇場開始改
革，陸續聘請年輕的業餘話劇工作者擔
任編導，他們把進行改革的越劇稱為
「新越劇」。1944年，尹桂芳、竺水招
也在龍門戲院進行改革。此後，上海
的主要越劇團都投入「新越劇」的行
列，越劇的面貌在短短幾年中發生了
巨大變化。
越劇改革，首先是編演新劇目，建立劇
本制，廢除幕表制。即使演出傳統劇目，
也經過整理改編。新劇目內容比過去有較
大變化。許多編導和主要演員們，重視劇
目的社會效益，主張給觀眾積極有益的影
響，編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會黑暗和
宣揚愛國思想的戲。1946年，雪聲劇團將
魯迅小說《祝福》改編為《祥林嫂》，總
理周恩來觀看了演出，對中共地下組織如
何做好地方戲曲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
署。中共黨員錢英郁、劉厚生等被派到越
劇界擔任編導。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上世紀四十年代

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
出《梁祝哀史》時，都與琴師周寶才合
作，創作出柔美哀怨的「尺調腔」和
「弦下腔」，後來這兩種曲調發展成為
越劇的主腔，並逐漸形成不同的流派。
表演方面，越劇一方面向話劇、電影

學習刻畫人物性格、心理活動的表演方
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劇學習優美的戲曲身段和
做手，逐漸形成了寫意與寫實相結合的風格。
舞台美術方面，採用立體布景、五彩燈光、音響

和油彩化妝，改革服裝式樣、色彩，質料柔和淡
雅，成為舞台藝術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規的編、導、

演、音、美綜合的藝術機制，並組建劇務部負責
舞台綜合藝術的機構。有評論認
為，從1938年姚水娟編演第一齣
有別於古典傳統的新戲《花木
蘭》到1949年這短短十餘年間，
上海越劇的演出模式和演出劇目
所發生的改變幾乎是脫胎換骨式
的。它體現了上海城市現代化進
程中的創新精神，靠自身藝術創
新特色，首先影響江浙地區、進
而影響全國的戲曲劇種，並從而
一躍成為僅次於京劇的全國第二
大戲曲劇種。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培養戲曲人才 李梅為秦腔注入新血
《六國大封相》是粵劇的例戲，故事講蘇秦被六國王接納

其合縱策略抗秦成功，推他任六國丞相，並送他衣錦還鄉，
舉行連串的儀式，參與的人物也多，有六國王、六國元帥、
又有儀仗隊……宮娥、宮燈、羽扇、羅傘、過場推車、尾
車、武生的坐車等等，各行當演員盡可發揮他們的功力。
在演出的過程中，其中武師的表演，翻騰跳躍大顯真功

夫，是引發觀眾熱烈回響的演藝，「六色馬」出場是武師和
演員合作的重要演藝環節之一，花旦裝扮的六色馬由武師牽
出場前有一段他們的絕活表演，每每贏來觀眾熱烈的掌聲。
而最後出現的胭
脂馬更是重點，一
般由武丑反串，除
了過場，在全個大
封相表演完結，壓
軸前六色馬入場，
胭脂馬再加碼的動
作為觀眾帶來哄堂
歡笑。

◆文︰白若華

《六國大封相》之「六色馬」

演《煙雨重溫驛館情》償心願

煒唐邀鄧美玲合作倍添信心

煒唐是資深樂師及演員，創立「錦艷棠粵劇團」，多年來和不少花旦合作過；近年起班，邀多

位大花旦合作，分別演出名劇，而近在眼前的7月31日，他再度邀得鄧美玲於高山劇場劇院，

合演薛派名劇《煙雨重溫驛館情》，說是他學戲以來的情意之一，因他和業內人一樣，尊敬和欣

賞前輩薛覺先，知道薛氏於粵劇曲藝的影響深遠，不少名劇更被業內人視為圭臬。

秦腔是中國古老戲曲劇種
之一，也是中國戲劇的主要
組成部分。隨着中外文化交
流日益密切，秦腔被更多海
外民眾認知，在世界舞台上
承載着秦人情與中華魂，展
示着豐富多元的中國文化。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黨委書

記、院長李梅從藝多年，她
也多次赴海外演出，包括
1992年《西湖遺恨》在芬
蘭演出，作為首個秦腔劇目
登上歐洲舞台，受到當地觀
眾的熱烈歡迎，也開啟了陝
西戲曲與歐洲藝術交流對話
的新篇章。李梅說︰「薪火
相傳、活態傳承是中國戲曲
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我希
望趁自己尚有餘力，盡可能
把最好的東西教給年輕人，

給他們搭建成長平
台，讓戲曲藝術更

好地傳承下去。」
她又續說︰「秦腔的賡續

發展，首先離不開人才的接
力和培養。以陝西省戲曲研
究院為例，他們會加大對現
有中青年藝術人才的培養和
托舉，通過到專業院校進修
等方式提升其素養；通過各
類參演參賽活動為中青年演
員搭建成長平台，提供展示
機會。『新鮮血液』的注入
關係到秦腔的未來發展，必
須要『未雨綢繆』，為戲曲
人才的可持續發展夯實根
基。」
秦腔的特點是粗獷豪放，

慷慨激昂，雄渾悲壯。聲腔
有苦音和歡音兩類，這兩種
唱腔是秦腔區別於其他劇種
一大特點。秦腔又稱亂彈，
至明代已是比較成熟的形
態。 ◆文︰中新社

◆六色馬及武師。

◆武師和演胭脂馬的演員合作演出很多難度高動作。 ◆扮演胭脂馬的演員均有豐富的表演功力。

◆秦腔《西湖遺恨》中李梅飾李慧
娘。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供圖

▶秦腔《楊
門女將》中
李梅飾穆桂
英。

◀秦腔《再
續紅梅緣》
中李梅飾李
慧娘。

劇目《煙雨重溫驛館情》是薛派藝術主流林家聲的戲
寶。今次合作演出的演員，不但有煒唐和鄧美玲，

還有陳鴻進、廖國森、裴駿軒、林子青、溫曜聲和沈柏
銓等。
對於這齣名劇，煒唐不諱言有些誠惶誠恐，他

擔心未能演繹到劇中人物的感情戲。他說學戲日
子也不淺，開山師父陳劍鋒，在他的劇社及劇團
鍛煉，也有隨許君漢師父學靶子等武藝，因緣際
會入了粵樂圈做拍和，現時也是八和普福堂的樂
師，年前更得朱慶祥師父收為徒，親自指點，更
為他的唱片做拍和、伴奏。故而他的演藝事業是
演、樂相伴發展，也安排出時間教唱曲，除私人
設班，他也是香港國際婦女會的唱曲班導師。

名劇有傳統的戲曲精神
由於煒唐也是音樂師父，接受訪問時，問及演

名曲充溢的名劇，壓力是否沒那麼大？他表示︰

「我很想演《煙雨重溫驛館情》這一齣戲，有大部分原
因是這戲有很多段曲都是經典名曲，好似《苧蘿訪
艷》、《驛館憐香》都是最受歡迎的粵曲。」除此之

外，今次更邀得靚聲花旦鄧美玲合作，應該可
為這次演出加分。煒唐說近兩年自己搞班，排
演本港流行的4大名劇，又請得經驗豐富的花
旦合作，可對自己的演藝有刺激作用。
說到究竟《煙雨重溫驛館情》還有什麼元素

吸引煒唐着迷要演這戲？煒唐說︰「這個戲有
歷史資料支持，有傳統的戲曲精神，故事也很
浪漫，生旦有對手戲，歌曲動聽，而且是文場
戲，合我的戲路……」
舉凡演藝從業員，總有醉心的劇目，近年看

煒唐一齣一齣名劇地排演，由唱做至服裝均落
足心機，今次的《煙雨重溫驛館情》自然也不
例外，相信眼睛雪亮的觀眾不會錯過。

◆文︰岑美華

◆煒唐和鄧美玲合作愉快，今次分飾范蠡和
西施。

◆煒唐是資深樂師又是演員。

◆◆煒唐和鄧美玲為煒唐和鄧美玲為《《煙雨重溫驛館情煙雨重溫驛館情》》做足準備工作做足準備工作。。

◆煒唐每次演出
都有新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