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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17/3
18/3

19/3

20/3

演員、主辦單位
一德樂軒
駿昇藝術工作坊
樂韻悠情
香港藝術節
紅梅傲雪戲曲藝苑
深圳金紫荊曲藝苑
香港藝術節
開心歡樂樂悠悠
芍彤粵劇曲藝社
樂群樂聚
日昇文藝促進會

劇 目
《德樂傳情耀新光》
《紫釵記》
《樂韻悠情金曲會友》
《上海評彈團—評彈傳統經典專場》
《紅梅傲雪普天同樂（三十六）》粵劇折子戲
《金紫荊知音好友聚新光》
海評彈團—《紅樓夢中人》彈詞流派演唱會
《開心歡樂樂悠悠（34）》粵曲演唱會
《彤霞妙韻曲藝會知音》
《李玉華情迷南音經典夜》沙
《三闖白龍關》

地 點
新光戲院大劇場
新光戲院大劇場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大會堂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香港大會堂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20/3
21/3

22/3

23/3

演員、主辦單位
趣雅藝苑
宮商琴弦樂韻
日昇文藝促進會
劍雪聲輝
鳳凰寶寶曲藝社

宮商琴弦樂韻
聯藝曲藝團
縈嘉星粵劇團
美之聲曲藝苑
晉聲曲藝社
華漢藝術中心
笙聲研藝舍

劇 目
《趣雅藝苑戲曲會知音（12）》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藝韻星輝耀香江》
《無情寶劍有情天》
《任白戲曲精選折子戲演唱會》
《鳳凰金光燦爛耀舞台戲曲欣賞會》
粵曲演唱會
《燕舞雲裳歌樂聚》
《良峯友約粵曲演唱會》
《縈嘉星粵劇匯演》粵劇折子戲
《良朋共聚折子戲專場（十四）》
《晉聲戲曲共賞》
《粵韻悠揚折子戲專場》
《任白戲寶中篇劇．折子戲精選》

地 點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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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7/03/2024
解心粵曲

歌壇玫瑰(梁瑛)

衝冠一怒為紅顏
(張月兒、小燕飛)

萬世流芳(李芬芳)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五湖泛舟之異鄉
脫難、遁世仙鄉
(蓋鳴暉、吳美英)

球迷奇遇記
(李錦昌、伍木蘭)

鐵馬銀婚
(阮兆輝、陳好逑)

(藍煒婷)

1600梨園一族
嘉賓：

李秋元、張寶華

(林瑋婷)

星期一
18/03/2024
粵曲會知音

海誓
(張月兒、伍木蘭)

美人如玉劍如虹
(梁無相、呂紅)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陳禧瑜)

星期二
19/03/2024
金裝粵劇

真假俏郎君
(張月兒、鍾志雄、
盧少萍、任冰兒、

鄭君綿)

1545點聽都有譜

1555梨園快訊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20/03/2024
戲行講事顧問

主題:

聲色雙絕譚蘭卿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1/03/2024
粵曲會知音

桃花扇之入道
(楊凱帆、張琴思)

火網梵宮十四年
(新任劍輝、王超群)

焙衣情
(陳劍聲、楊麗紅)

平陽公主
(麥炳榮、鳳凰女)

血染海棠紅
(梁漢威、陳慧思)

(龍玉聲)

星期五
22/03/2024
粵曲會知音

銀河抱月歸
(任劍輝、紅線女)

孔子之周遊列國
之子見南子

(阮兆輝、鄧美玲)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王超群、藝青雲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23/03/2024
金裝粵劇

鳳閣恩仇未了情(下)
(吳仟峰、尹飛燕、
賽麒麟、呂洪廣、
阮兆輝、陳嘉鳴、
黎耀威、吳嘯天)

夜偷詩稿
(鍾雲山、冼劍麗、
白燕子、廖志偉)

(梁之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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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7/03/2024

22:20粵曲

再世紅梅記之
鬧府裝瘋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靚次伯、
陳錦棠、任冰兒)

柳毅傳書之送別
(阮兆輝、鄧美玲)

回窯
(麥炳榮、鳳凰女)

三娘教子
(馬師曾、紅線女、

張玉真)

沈園春盡柳吹綿
(鍾雲山、盧筱萍)

西廂撫琴
(羅文)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18/03/2024

粵曲

無顏再見佛莊嚴
(盧筱萍)

珍珠塔之子文
訴情、翠娥贈塔
(何非凡、李寶瑩)

焚香記之情探
(黃千歲、鳳凰女)

李靖紅拂之三策
論乾坤

(何華棧、潘千芊)

(林瑋婷)

星期二
19/03/2024

粵曲

大鬧梅知府
(梁醒波、林少芬、

李香琴)

六月雪之竇娥冤
(芳艷芬)

爛賭王夜哭狗喪
(鄧寄塵)

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李龍、胡美儀)

黛玉葬花
(譚詠秋、陳雪艷)

(藍煒婷)

星期三
20/03/2024

粵曲

胭脂巷口故人來
之罵玉郎

(馮剛毅、黎佩儀)

楚宮琴會
(勞允澍、李香琴)

癡魂願化為鶼鰈
(文千歲、林少芬)

十奏嚴嵩
(李龍、新劍郎、

廖國森)

鸞鳳分飛
(龍貫天、尹飛燕)

(龍玉聲)

星期四
21/03/2024

粵曲

扒手大王
(梁醒波、梁寳珠)

陸游組曲之夢會
(梁耀安、郭鳳女)

花落見花心
(李銳祖、金山女)

真如別妻
(吳仟峰、陳好逑)

紫釵紅淚
(吳君麗)

帶淚狂歌我誤卿
(何非凡、鄧碧雲)

(丁家湘)

星期五
22/03/2024

粵曲

藝海星沉
(李少芳)

樊梨花
(羽佳、陳寶珠)

卓文君
(紅線女)

七月七日長生殿
(姚志強、曾慧)

梁祝夜話
(羅家寶、李丹紅)

(藍煒婷)

星期六
23/03/2024
22:20粵曲

月老笑狂生之
送花樓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花田錯會
(鍾雲山、嚴淑芳)

文姬歸漢
(麥炳榮、冼劍麗、

莫佩文)

幻覺離恨天
(任劍輝、白雪仙)

(龍玉聲)

「
真
正
」
粵
曲
歌
唱
訓
練
的
最
佳
年
齡

上兩期說了練習氈子功和把子功的最佳年
齡，氈子功和把子功主要用在武場，如果專
演文戲場，對身體素質的要求沒有那麼嚴
格，年長的人也可以應付得來。記得多年前
和鄭培凱教授觀看八和學院的上課情況，離
去時，他託我向課程負責人轉達他的意見：
學生年紀大，多學點文戲的身段做手，武功
可應付演出便足夠。
話說回來，演文戲，以唱做為主，除了做

工，唱工也十分重要，粵劇更有「一聲壓三
醜」的說法；不過，戲曲演唱訓練有別於西
洋聲樂訓練，甚少從年齡角度考慮歌唱訓練
對聲音質素的影響。傳統戲曲歌唱訓練以擴
大聲量和擴闊音域為主，演員如自小練習而
方法錯誤的話，成年後，聲音便會沙啞。西
洋聲樂訓練對這方面特別小心，我年輕時學
習聲樂，老師規定高音要在他的指導下才可
練習，因為唱高音要拉緊聲帶，用力錯了，
便會令聲帶鬆弛，嚴重者可導致聲帶生結。
但戲曲和西洋聲樂對聲音質素的要求不同，
很難作比較，反而西洋聲樂就學員年齡的看
法值得戲曲歌唱老師參考。
西洋聲樂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演唱學習，在

青少年過了變聲期才開始，在這之前是兒童
聲樂。學習兒童聲樂對培養小孩子的音樂聽
覺、樂感及音樂素質很有益處，可為將來的
聲樂之路打好基石。
青少年在變聲期後需要重新學習方法和訓

練嗓子，跟兒童聲樂大不相同。變聲期是一種自然的
生理現象，是由少年時代進入青年時代的標誌。在這
個時期，無論身體的形態、心裏的活動以及人體骨骼
的增長都有很明顯的變化，這個時期喉部（發聲器
官）的發育變化也是非常明顯的。男性的變聲期約在
12歲至16歲，女性的變聲期約在13歲至15歲，也有可
能延遲到16歲左右，大約為一年左
右，最短也要幾個月，而到能較穩定
地歌唱大約要兩三年的時間。在變聲
期內，家長要教育孩子不要緊張，只
要注意保護嗓子，注意休息，不要喊
叫，不唱自己不能勝任的歌曲，不吃
過於刺激的食物等，這樣便可以順利
地度過變聲期。
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學唱粵曲，也
較適宜在青少年變聲期以後才開始。
此外，在青少年練氈子功和把子功
時，要多注意呼吸，不要作無用的喊
叫，盡量保養聲帶。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由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見圖）擔任總製
作人暨藝術總監的青春版《牡丹亭》，自
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20周年，日前，以全
套原班人馬、原版舞美重返台灣巡演。
據介紹，此次青春版《牡丹亭》首先在高

雄登場，再至新竹，壓軸演出在台北。白先
勇表示，這齣戲在台北積累了很多觀眾，他
希望能讓台灣南部的年輕觀眾也近距離感受
昆曲的風采。「青春的、美好的愛情故事，
總會打動年輕人的心。」他
說︰「尤其這是中華民族自
己的表達方式，我們將目光
向外看時，不要忘掉自己擁
有多麼精緻、多麼動人的傳
統文化，要找回這種感
動。」
「我希望借這一部經典大
戲，讓中國古老的劇種在21

世紀的舞台上重放光芒、恢復青春的生命，
如果這部戲可以成功，那麼我們幾千年的傳
統文化也都可以。」白先勇說︰「20年後的
今天我可以說，青春版《牡丹亭》的確啟動
了昆曲復興。我們現在積累了80萬人次的觀
眾，尤其很多大學裏都有我們的觀眾，希望
有更多年輕人加入。」
白先勇表示，20年來這齣戲走遍兩岸及港
澳，走向世界，如今回到台灣，意義非凡。

「希望新的年輕觀眾看到
這齣戲，對於我們民族的
燦爛的歷史文化能有新的
認識。」 他又表示，青春
版《牡丹亭》已經演出了
470多場，希望第500場能
夠回到北京大學的舞台
上，成為一個里程碑。

◆文︰中新社

青春版《牡丹亭》台灣巡演

2024年是尹桂芳先生誕辰105周年及福建芳華越劇
院入閩65周年，為賡續越劇尹派文脈、展示「芳華」
新生力量，由福建芳華越劇院第七代、第八代青年演
員獻演的傳承版越劇《五女拜壽》，早前在福州芳華

劇院演出。
該劇講述的是尚書楊繼康做壽，5個女兒女婿前來祝

壽，因養女三春及女婿鄒應龍貧賤，楊夫人不悅將他們
趕出府去。後楊因得罪嚴嵩被革職，諸女皆不能依靠，
唯三春將其收留。之後鄒中狀元，扳倒嚴嵩，楊沉冤得
雪，諸女又來拜壽。一番沉浮，楊夫人方知人間冷暖。
《五女拜壽》以其行當齊全、流派紛呈、唱腔優美、表
演細膩的特點，常活躍於舞台並保持着鮮活的生命力。
此次《五女拜壽》的展演恰逢「文藝倡廉」福建省

優秀舞台藝術作品展演的開展，將倫理、道德、法
律，潛移默化、絲絲入扣融入戲中。福建芳華越劇院
的外圍也開展了「芳華里」市集，將樂享戲曲的氛圍
呈現給市民。
福建芳華越劇院前身為福建省芳華越劇團，1946年
由藝術家尹桂芳在上海創建。1959年，芳華越劇團從上
海遷至福建，2019年10月改為現名。 ◆文︰中新社

《五女拜壽》展現「芳華」新生力量

浙江戲曲電影展走進香港

經典劇《漢文皇后》帶來視聽盛宴
浙江省電影局日前在香港舉辦浙江戲曲電影展開幕活動，旨在持續擴大

浙江與香港兩地文化交流，加強傳統戲曲文化在新時代的弘揚和傳播。今

次展覽，在太古城MOVIEMOVIE、PREMIERE ELEMENTS兩家影院展

映，包括越劇、甬劇、婺劇、紹劇在內的4個本土劇種、5部經典影片。

◆開幕影片《漢文皇后》的主創人員出席活動。

◆演員為現場觀眾帶來經典越劇選段《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浙江省電影局日前在香港舉辦浙江戲曲電影展開幕活動。

▲▼展映包括越劇、甬劇、婺劇、紹劇在內的4個劇
種，及5部經典影片。

當晚，浙江戲曲電影展在太古城MOViEMOViE拉開帷幕，越劇電影《漢文皇后》
作為開幕影片與香港戲迷見面。

活動現場，戲中竇皇后的飾演者黃美菊，及漢文帝的飾演者裘巧芳還為觀眾帶來了
精彩的越劇選段《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在展覽期間，包括越劇《漢文皇后》及《何
文秀》、甬劇《典妻》、婺劇《宮錦袍》、紹劇《孫悟空大戰紅孩兒》和5部經典影
片，讓更多優秀的浙江戲曲電影走進香港，在光影中深化兩地的文化交流。

電影展促進浙港兩地文化交流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范慶瑜致辭提到，香港電影是華語電影的先驅者，香港

的戲曲電影歷史悠久、經典頻出。浙江與香港在電影方面有着兩種深厚的緣分，一種
是影緣，浙江電影製片廠的第一部彩色寬銀幕電影《胭脂》，就是與香港長城電影製
片公司合作拍攝的。另一種是人緣，包括邵氏兄弟、金庸等在內的一大批知名香港文
化人，祖籍都是浙江，他們為
中國影史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
筆，激勵着中國電影人不斷前
行。
本次電影展在香港國際影
視展期間舉辦，希望能為香
港市民帶來一次戲曲視聽盛
宴，向香港市民展示浙江本土
劇種的豐富多樣和戲曲文化的
深厚精彩，成為一次令人記憶
深刻的文化旅程。近年來，浙
江影視產業發展迅速，全省
擁有影視製作機構 4,000 餘
家，影視文化上市公司26家，
浙江出品影片數量和質量連續
多年位居全國前列，多部影片
獲得國內外電影節展大獎，
主辦方期待浙江和香港兩地
能以此次戲曲電影展的舉辦為
契機，進一步深化合作，互辦
更多更好的電影展，豐富兩地
市民觀影體驗，促進浙港兩地
文化交流。

◆文︰莎莉 圖︰中新社

◆青春版《牡丹亭》之「圓駕」劇照。 ◆青春版《牡丹亭》之「冥誓」劇照。

◆福建芳華越劇院第七代、第八代青年演員獻演的傳
承版越劇《五女拜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