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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24/12

25/12

26/12

演員、主辦單位
狀元雄粵劇團及康樂港粵藝戲曲團體
香港梨園舞台
中區獅子會
趣雅藝苑
狀元雄粵劇團及康樂港粵
藝戲曲團體
香港梨園舞台
狀元雄粵劇團及康樂港粵
藝戲曲團體

劇 目
大型古裝粵劇《林沖》
《喜得銀河抱月歸》
《慶祝聖誕暨慈善籌款大匯演》
《趣雅藝苑戲曲會知音》
大型古裝粵劇《穆桂英大破洪洲》

《情俠鬧璇宮》
《龍飛鳳舞．群星文武會高
山》折子戲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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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26/12

27/12

28/12
29/12

30/12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梨園舞台
環宇曲藝戲劇坊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深圳麗聲曲藝社
玉弦聲戲曲藝舍
仙姿妙韻曲藝社
永華粵藝推廣會
家龍戲劇曲藝會/溫晴詠仙
樂曲藝社
金鳳凰粵劇團
永華粵藝推廣會

劇 目
《再世紅梅記》
《盧少環星韻會知音》
《胡不歸》
《麗聲曲韻匯香江》
《好聲好戲名劇賞》粵劇折子戲
《仙姿妙韻粵曲會知音》
《隋宮十載菱花夢》
《溫情龍藝鼓樂30載》

《金鳳凰粵劇獻知音》粵劇折子戲
《枇杷山上英雄血》

地 點
元朗劇院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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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4/12/2023
解心粵曲

秋江冷艷(劉鳳)

老婆萬歲
(朱老丁、李燕萍)

破鏡重圓(李芬芳)

(梁之潔)

粵曲會知音
蝶影紅梨記

(龍貫天、尹飛燕)

肝膽崑崙
(盧啟光、梁天雁)

鏡花緣之贈荔
(尹光、鍾麗蓉)

四字傳家一字
(文千歲、林少芬)

寶娥冤(李鳳)

(梁之潔)
1600梨園一族

嘉賓：文華

(林瑋婷)

星期一
25/12/2023
梨園飛事卜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26/12/2023
金裝粵劇

王寶釧
(新馬師曾、吳君麗、
梅欣、小甘羅、
少新權、麥秋儂)

1545點聽都有譜

1555梨園快訊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27/12/2023

戲台職人關注組

嘉賓:

何俊希
(粵劇肖像畫家)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燕妃碧血灑秦師
(蔣艷紅)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8/12/2023
粵曲會知音

紅拂女私奔
(任劍輝、紅線女)

碧波仙子之
觀燈逃亡

(阮兆輝、尹飛燕)

霸王別虞姬
(梁漢威、陳咏儀)

三審玉堂春
(白玉堂、許卿卿)

鳳閣審蛟龍
(譚家寶、楊麗紅)

上苑賣風流
(靳永棠、梁玉卿)

(何偉凌、黎曉君)

星期五
29/12/2023
粵曲會知音

斷橋會
(文千歲、梁少芯)

紅了櫻桃碎了心
(李居安、陳寶珠)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鄭詠梅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30/12/2023
金裝粵劇

穆桂英
(馮鏡華、梁素琴、
劉克宣、梁碧玉、
劉錦超、郭少文、
李銳祖、羅家會)

鴛鴦福祿
(任劍輝、芳艷芬、
譚倩紅、半日安)

粵曲:

香傳之愛歌
(羅品超、郎筠玉)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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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4/12/2023

22:20粵曲

柳暗花明又一村
(麥炳榮、鳳凰女)

桃花處處開(周頌雅)

陳姑追舟
(林錦堂、杜瑞卿)

梁祝之草亭結拜
(蓋鳴暉、吳美英)

林黛玉之悲秋
(李寶瑩)

#轉播聖誕子夜彌
撒至 25:30

司馬題橋
(彭熾權、黎佩儀)

歌壇玫瑰(梁瑛)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5/12/2023

22:20粵曲

入方舟
(文千歲、梁少
芯、游龍、黎耀
威、龍玉聲 )

喜得銀河抱月歸
之瑤池夢會

(蓋鳴暉、吳美英)

歡喜冤家鬧洞房
(林家寶、蔣文端)

桃花依舊笑春風
(陳笑風)

天子鬧蟾宮
(梁漢威、張琴思)

楊貴妃
(靳永棠、梁玉卿)

(林瑋婷)

星期二
26/12/2023

22:20粵曲

唐伯虎點秋香
(任劍輝、白雪
仙、梁醒波)

牡丹亭之人鬼戀
(梁玉嶸、郭鳳女)

紫釵記之拾釵
(吳仟峰、南鳳)

花田八喜之
花田盛會

(蓋鳴暉、吳美
英、鄧美玲)

扭紋新抱治家姑
(鄧碧雲、張月兒、

陳良忠)

(藍煒婷)

星期三
27/12/2023

粵曲

花開錦帳三春艷
(張月兒)

疏星殘月可憐宵
(陳翠屏)

秋墳
(小明星)

牆頭馬上之懺情
(南紅)

蘇東坡夢會朝雲
之夢會

(陳笑風、曹秀琴)

西施之驛館憐香
(林家聲、南鳳)

(御玲瓏)

星期四
28/12/2023

粵曲

怨婚
(譚炳文、麥秋儂)

端陽驚變
(吳仟峰、尹飛燕)

斷鴻零雁記之贈帕
(梁天雁、嚴佩貞)

吾愛吾仇
(薛覺先、譚蘭卿)

貴妃醉酒
(鄭君綿、李紅)

長恨歌
(李少芳)

(丁家湘)

星期五
29/12/2023

粵曲

楊門女將之探谷
(李寶瑩)

獅吼記之雨中緣
(新劍郎、潘珮璇)

香銷十二美人樓
之換巢鸞鳳

(蓋鳴暉、吳美英)

宋江大鬧烏龍院
(鄧寄塵、白鳳瑛)

白馬王彪
(梁漢威、黃德正)

(阮德鏘)

星期六
30/12/2023
22:20粵曲

胡不歸之哭墳
(羅家寶)

穿金寶扇之雪夜
追蹤、冰釋前嫌
(煒唐、鄧美玲、
陳永光、吳立熙)

西施之太湖煙水情
(龍貫天、尹飛燕)

洛神
(林錦堂、何杜瑞卿)

再世紅梅記之
折梅巧遇

(龍劍笙、梅雪詩)

(龍玉聲)

「
活
體
傳
承
」

本月中的一次飯局，談到要製作一齣「精
品」粵劇，有人提議改編舊劇，卻遭到在座的
行家反對，理由是老一輩的演員多堅持舊劇不
宜作太大的删改，走這條路肯定會遇上不少批
評的聲音；新劇沒有這個包袱，創作空間便大
得多。
上述的討論使我想起曾看過一篇2020年有關
昆劇名旦沈昳麗演出小劇場實驗劇的訪問，訪
問的標題頗長：《傳統可實驗亦可！「上昆天
團」來甯解鎖昆曲的跨界與傳承》，在訪問
裏，沈昳麗對傳承有這樣的見解：「戲曲的學
習講究言傳身教，我們從小學戲都是這麼學過
來的。」又說：「實驗劇給了我一個思考過
程，比如以前程式化的表演我們都知道這個動
作應該是怎樣的，而實驗劇的這次嘗試讓我會
往深處想：這個動作是怎麼幻化過來的？怎麼

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提煉出來的？還能怎麼變？……傳
統藝術本來就是活體傳承，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不同面
目，沒有任何變化和創新的傳承就像無根之水，傳統和
創新以合理比例去調試的傳承才是有生命力的。 」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活體傳承」來形容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傳承。一般是用「活態傳承」來形容對非物
質文化遺產進行生產性保護。活態傳承是說在今天衣食
住行當中的許多部分，都蘊含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
容，這些內容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在符合保護規律
的前提下，對這些項目進行生產性保護，通過生產，使
它們能夠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一方面，通過生產性保
護，使得這些非遺項目能夠在商品市場中生存，獲得經
濟效益，從而調動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並吸引更多的人
才進行這一項目的學習與傳承；另一方面，通過生產，
讓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產品成為人民大眾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扎根民間。這樣，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發展才能建立良性循環，成為具有
造血功能的完整系統，實現活態傳承。
至於沈昳麗提出的「活體承傳」，我個
人的理解是指表演藝術的傳承以人為本，
人是活的，面對其所處的時（年代）、地
（社會環境）、人（觀眾），不可能一成
不變地承傳前人的藝術，要有創新，藝術
才能延續發展。除了上述的大道理外，我
想還有基本的限制，前輩羅家寶生前對我
說過，十隻手指有長短，演戲要懂得揚長
避短。人人天賦不同，身體結構不同，成
長的經歷也有差別，單純模仿前人，就只
落到「似我者死」（齊白石語）作收場。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今年恰逢梅蘭芳首次蒞滬演出110周年，
「梅綻東方——梅蘭芳在上海」特展早前在上
海市歷史博物館揭幕，展期至2024年2月25
日。除特展之外，本次一系列豐富精彩的活
動，還包括戲曲演出、專題講座等，實行為觀
眾帶來多元化的視覺與聽覺的雙重盛宴。
當日，梅蘭芳先生晚年的代表劇目《穆桂
英掛帥》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該劇是
梅蘭芳把同名豫劇重新改編為京劇，這齣戲
的演員完全展現出剛強豪放、巾幗英雄形象
及愛國之心演繹得淋漓盡致。
展覽匯聚了京滬兩地與上海及梅蘭芳有關
的展品共計191件（組），涵蓋戲單、演出服
飾、道具、名家書畫、信札、唱片、劇場實
物，以及反映上海城市海派風貌的珍貴文物
文獻等，以梅蘭芳來上海為重要起點，將他
一生重要歷史節點作為脈絡，展現梅蘭芳與
上海這座城市互為影響的多重關係，呈現梅
蘭芳傳奇一生。展品中有82件（組）為首次
面世，其中就有觀眾耳熟能詳的《同光十三
絕》，以及有長達約8米的《千金一笑》扇面
長卷將首次在博物館內向觀眾同時展出引
首、扇面和重要題跋部分。
此外，在影像資料方面，有梅蘭芳訪蘇聯的
珍貴影像資料首次公開放映，讓觀眾深入了解
這位傳奇藝術家的非凡人生。 ◆文︰中新社

梅蘭芳特展 匯聚191件作品
粵劇有很多累積前輩鑽研出來的演出技藝，內容有豐富、有簡短，可
以表演某一折戲又或是某個演出程式，也稱之為排場。
例如我們常見演員在舞台上演出與馬有關的動作，舞台上與馬有關的

排場可真不少，騎馬動作，有上馬下馬，也有演出一套騎馬的身段「馬
蕩子」，也有更複雜的「配馬」——這一套排場，由一個人表演，打開

馬廐、拾馬鞭拉馬出門、拍馬、綁馬，取
馬鞍、放馬鞍、綁繩套馬嘴笠等等一連串
的動作，而舞台上騎馬遇險、翻山越嶺、
擱淺等等，演員都有獨特的演藝。
上月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主辦的

「粵劇初邂逅」工作系列的導賞講座，安
排了新秀演員朱兆壹演出《蘆花蕩》折子
戲，演繹演員在舞台上多種騎馬、控制馬
匹的演藝，十分精彩。 文︰白若華

粵劇排場可全套組合或選擇分拆演繹

經典戲寶匯演集合老中青

陳劍烽展望明年粵劇會更興旺
陳劍烽、岑翠紅主持的「烽藝粵劇團」

統籌一個盛大戲寶及經典戲寶匯演，定於

2024年1月2日及3日假高山劇場劇院公

演。

是次「烽藝」於1月2日安排了5個折子戲，首
個折子戲是由陳劍烽、岑翠紅及梁煒康合演

傳統名劇《胡不歸之別妻、逼媳》，陳劍烽接受
訪問時指出︰「烽藝近年因市道原因，每年只籌
演3個左右的演出，讓常來我們劇團練功習唱排戲
的青年演員有更多在舞台共融的機會，今次他們
希望我演一些經典傳統劇，所以選了《胡不
歸》。」
除了《胡不歸》的兩折戲，陳劍烽還應青年演
員們的要求，和他們合演林家聲（聲哥）名劇
《碧血寫春秋》之《捨子存孤》，他說︰「我曾
在聲哥的劇團演出，這個群戲有很多排場功架，
都是聲哥的精心設計，值得學習和保留。」

粵劇要有新血演員加入
陳劍烽數十年在社區推廣粵劇，不遺餘力，堅
持經典粵劇承傳，為不少後輩解讀迷津，也桃李
滿門。目前雖然演出量不太多，藝社為維持運
作，天天有唱曲、排戲、練功的工作坊，對於民
間藝社的運作困難，陳劍烽感嘆︰「近年政府有
體恤粵劇業界的資助，但一面倒向青年演員，一
些學戲做戲有年，不是一線演員的從業員，因沒
有大戲班落腳，自組劇團演出，申請資助所得的
遇待卻乏善可陳，陳劍烽表示︰「粵劇的前景當
然要有新血，但一場好戲，要結合老中青，各行
當的演員的實力，才能成就。」
話題回到今次「烽藝」的演出劇目，有關1月2
日折子戲專場另外3個劇目有︰關凱珊與文雪裘合
演《狄青與雙陽公主之追夫》、龍玉聲與林子
青、鄺紫煌合演《再世紅梅記之脫穽救裴》、譚
穎倫與岑翠紅合演《三夕恩情廿載仇》，都是唱
做均具的受歡迎劇目。1月3日上演長劇《英雄兒
女保江山》，是一齣民族、俠義，文武場兼備的
群戲，由陳劍烽和鄭詠梅領銜，並有岑翠紅、梁
煒康、劍麟、龍玉聲、袁偉𠎀 等合演。
陳劍烽說新的一年伊始，「烽藝」先演兩日戲
暖身，展望2024年粵劇有更理想的市場效益。

◆文︰岑美華

◆梅蘭芳的孫子梅衛東為觀眾簽名。◆

現
場
展
出
的
《
同
光
十

三
絕
》
畫
卷
。

◆

展
覽
現
場
。

▲操控馬兒上山坡。

▶馬兒遇險，不肯上路，演
員要用演藝操控，催促。

◆陳劍烽與岑翠紅及愛徒郭啟煇。

◆

陳
劍
烽
與
岑
翠
紅
是
台
上
台
下
好
拍
檔
。

▲▼陳劍烽演出不少舞台英雄人物。

◆

陳
劍
烽
能
文
能
武
，
也
是
音
樂
名
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