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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7/7

8/7

9/7

演員、主辦單位
梓翠曲韻薈社
佛教慧賢行
鈺聲曲苑
永華粵藝推廣會及德威粵藝推廣會
丹鳳凰演藝文化促進會
永華粵藝推廣會及德威粵藝推廣會
屯門得天敬老會
德福樂苑
慶餘年劇藝坊
永華粵藝推廣會及德威粵藝推廣會
心曲樂苑

香港縈嘉星粵劇團

劇 目
《梓翠戲曲會知音》
《唱你所愛心聆音樂會》
《鈺聲粵藝耀舞台》
《紅樓金井夢》
《星韻金曲滙新光》
《大鬧梅知府》
《粵曲演唱會》
《粵曲欣賞會》
《帝女花》
《枇杷山上英雄血》
《粵曲之夜2024》粵曲
演唱會
《青春追夢(二)》

地 點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
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日期
10/7

11/7

12/7

13/7

演員、主辦單位
英毅坊及駿藝粵劇團

艷華樂社

英毅坊

許蓓曲藝會

樂敘軒曲藝會

華藝曲藝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一德樂軒

鴻福曲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鴻嘉寶粵藝苑

芍彤粵劇曲藝社

劇 目
《梨渦一笑九重冤》

《懷舊粵曲仲夏夜》粵曲演唱會

《醉打金枝》

《名劇戲曲共賞》粵劇折子戲
及粵曲演唱會

《良朋好友同樂敘》

《雅調吟筆梨園夢》

福建芳華越劇院《柳永》

《德樂傳情戲曲夜》粵劇演唱會

《粵韻名曲會知音》

福建芳華越劇院《玉蜻蜓》

《愛得輕佻愛得狂》

《律韻悠揚會知音》粵劇折子
戲及粵曲演唱會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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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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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7/07/2024
解心粵曲

禪房怨(梁無相)
杯酒琵琶

(新白駒榮、肖麗章)
梅開二度

(陳皮梅、呂紅)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六號門之胡二賣仔
(陳笑風、陳綺綺)
扭紋新抱治家姑
(鄧碧雲、張月兒、

陳良忠)

帝女花之庵遇、相認
(蓋鳴暉、吳美英)

陳世美不認妻
(張寶強、白鳳瑛)

(藍煒婷)

1600梨園一族

嘉賓：謝曉瑩

(梁之潔)

星期一
08/07/2024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陳禧瑜)

星期二
09/07/2024
金裝粵劇

花木蘭
(麥炳榮、鳳凰女、
半日安、陳錦棠、
少新權、陳好逑、
許英秀、白龍珠、

薛家燕)

粵曲:

花木蘭試劍(李丹紅)

高君保與劉金定
(白玉堂、余麗珍)

碧血寫春秋之三召
(林家聲、吳君麗、

朱少坡)

1545點聽都有譜

1555梨園快訊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10/07/2024
大戲粵刊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11/07/2024
粵曲會知音

碧血桃花扇底詩
之重逢

(新劍郎、尹飛燕)

十八相送
(林家聲、李寶瑩)

摘纓會
(李龍、南鳳)

醉打金枝
(文千歲、梁少芯)

月夜祭蘇小
(鍾雲山)

(龍玉聲)

星期五
12/07/2024

鑼鼓響想點就點
(網上點唱-香港電
台第五台「五台之
友」面書專頁)

鑼鼓響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1500梨園多聲道

嘉賓：

阮兆輝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13/07/2024
金裝粵劇

洛神(下)
(吳仟峰、尹飛燕、
阮兆輝、任冰兒、
金輝粵劇團)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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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7/07/2024

22:20粵曲

苦鳳鶯憐之盼郎
(林家聲、冼劍麗)

金縷曲
(林錦堂、杜瑞卿)
再世紅梅記之
登壇鬼辯

(任劍輝、白雪仙、
梁醒波、陳錦棠、

任冰兒)
白居易組曲之閒適詩
(文千歲、梁少芯)

穆桂英掛帥(劉艷華)

客途秋恨之魂會盟
(梁漢威、陳慧思)
江州司馬青衫淚
(劉月峰、林艷)

劍膽琴心
(盧家煌、梁碧玉)
祭宓妃(區家聲)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8/07/2024

粵曲

山伯臨終
(陳笑風)

蝶影紅梨記
(龍貫天、謝雪心)

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薛覺先、芳艷芬)

雪夜訪珍妃
(黃少梅、林錦萍)

(林瑋婷)

星期二
09/07/2024

粵曲

銷魂夜曲
(梁麗)

雷鳴金鼓戰笳聲
(龍貫天、南鳳)

銀河一段情
(何非凡、崔妙芝)

探月姻緣
(梁醒波、鄧寄塵、

鄭幗寶)

(藍煒婷)

星期三
10/07/2024

粵曲

晴雯補裘
(盧筱萍)

西施之驛館憐香
(林家聲、南鳳)

瓊蓮公主之張羽
煮海

(羅家英、李寶瑩)

花落始逢君
(張月兒、伍木蘭)

(御玲瓏)

星期四
11/07/2024

粵曲

天涯憶舊
(鍾自強)

越王怨
(羽佳、吳君麗)

癡情苦鳳鸞
(彭熾權、李池湘)

白蛇傳之祭塔
(紅線女)

駙馬戲公主之
鳳閣風雲

(吳仟峰、李香琴)

顏真卿之就義
(梁漢威、李鳳)

(丁家湘)

星期五
12/07/2024

粵曲

淚洒翡翠樓
(芳艷芬)

天子鬧蟾宮
(梁漢威、張琴思)

直上蟾宮折桂枝
(鍾雲山、嚴淑芳)

落霞孤鶩
(羅家寶、吳美英)

天涯芳草風塵客
(李龍、南鳳)

(阮德鏘)

星期六
13/07/2024
22:20粵曲

貂蟬拜月
(尹飛燕)

洛神之嚙臂盟心、
洛水夢會

(馮麗、李寶瑩)

免死金牌
(梁醒波、鳳凰女、
冼劍麗、莊雪娟)

樊江關
(楊麗紅、張寶華)

蘇三贈別
(鄭天佑、李芬芳)

(龍玉聲)

改
編
有
法

欣賞了今屆中國戲曲節的開幕節目粵劇《大
鼻子情聖》，深感要把一齣西方舞台劇改編為
粵劇，實非易事。我在電台工作的日子，參與
過《炙簷之上》《莫札特之死》《打死不離親
兄弟》等西方舞台劇改編成廣播劇的工作，其
中台詞的翻譯、場口的處理，很難達至原著的
神韻。我沒有把西方舞台劇改編成粵劇的經
驗，不太掌握箇中艱苦，所以在網上搜索相關
資料，其中一篇題為《變形記──當莎士比亞
遇到戲曲，台師大陳芳帶你看懂當代莎戲曲的
異化與創新》的訪問，說得頗為具體和清晰，
故摘錄部分內容供讀者參考。
陳芳認為莎劇原作抒情段落，會轉換為4種表
現方式：一是改寫成曲唱，二是僅以身段表演
來詮釋，三是建構一個獨立的抒情場次，四是
以唸白鋪陳。

即使是敘事段落，也會無中生有改寫成抒情。
把莎劇原作抒情段落改寫成戲曲唱段是最重要的一
環。缺少抒情曲唱的戲曲，就像歌劇沒有詠嘆調。這是
中國源於詩歌的抒情傳統，就是劇作者和演員面對外界
的種種感知，經過深刻內化，包含感性、結構、境界3種
層次，再表達出來充滿濃縮時間意念的情感。這也是中
國戲曲改編莎劇後，很重要的一個特色。但戲曲藉由音
樂、曲詞和身段，營造人物的內心世界，必然要比話劇
花費更多時間
有別於西方舞台劇以台詞和動作來演繹人物和情節，
戲曲演員透過基本功的嚴格鍛煉，能在表演時展現唱、
唸、做、打的獨特風采與魅力；同時，基本功會內化為
身體慣性，亦即身體制約，陳芳稱之為「古典性身
體」。這也是戲曲口傳心授、一脈相傳所塑造的身體。
但當代劇場有更豐富的道具布景、服裝、燈光等變化，
戲曲演員除了揣摩道德倫理觀念相異、心理活動曲折的
人物之外，他們的肢體動作或語言，也會因為外在因素
改變而展現異化的表演技巧。再者，立體化的舞台設
計，限制了演員的行動，不能像在平面為
主的傳統戲曲舞台上走動暢順無阻。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很多粵劇前輩嘗試
把西洋戲劇改編成粵劇，有仿效西方戲劇
的穿戴和布景，成為粵曲歌劇；也有抄襲
故事情節，編成新劇，以傳統粵劇模式演
出。但眾多改編劇目，僅極少數能成為常
演的劇目；反觀取材自我國古典戲曲、文
學、歷史或民間故事的劇目，卻經常在舞
台出現，箇中原因，亟需粵劇工作者和學
者深入探究。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由貴州省花燈劇院復排的貴州傳統
花燈戲《七妹與蛇郎》早前在貴陽市
北京路大劇院亮相，演出反響熱烈，
獲得眾多父母輩觀眾的熱捧，也成為
年輕人爭相打卡的新潮流，更引發了
年輕人對傳統藝術的濃烈興趣與關
注，帶動傳統藝術的時尚魅力。
《七妹與蛇郎》融匯傳統精髓與現
代審美，取材於民間故事，講述張家
七妹與蟒山捕蛇青年蛇郎相識、相
愛，被張家大姐嫉妒陷害分離，最終
又與蛇郎破鏡重圓、終成眷屬。

《七妹與蛇郎》是貴州花燈戲傳
統戲的代表劇目之一，曾在上世紀
七八十年代常演不衰，也是羅派旦角
藝術創始人羅江禹的代表作之一。在
歷代貴州花燈人的共同努力下，該戲
幾經修改、不斷打磨，最終成就如今
的版本。
此次復排，不僅是向經典致敬，我

們更採用「以老帶新」的模式，發揮
「傳幫帶」作用，為的是讓這部經典
傳統劇目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
光彩。 ◆文︰中新社

《七妹與蛇郎》煥發傳統藝術的光彩

選演兩齣傳統粵劇心水戲碼

陳銘英攜手新秀望擦出火花

功藝細膩花旦陳銘英，近年大多時候從事教
戲，但不忘愛演戲初心，每年都會搞一兩次

演出，選演心水戲碼，過過戲癮，而近年她常邀在
粵劇線上火紅的青年演員合作，為延續粵劇藝術傳
承主旨。
本是潮州籍姑娘的陳銘英，投身粵劇行業由低做

起，也邊做邊學，好不容易在大型戲班做到三花，
在她計劃更上一層樓晉身二幫花旦時，卻遇到了人
生的一大挫折。因行內習慣，要上位需過一段冷河
期，由於需應付生活開支，她開始教學，可能是太
受學生歡迎，教學教多了影響了嗓子，發現子喉不
順暢，才知道出了事，做了兩次手術，進展不理
想，直接令她減少在舞台上的演出。
近年知道她起班演出，都會問她的嗓子問題？她
表示仍十分熱愛演出，不甘心闊別舞台，故仍不斷
延請名醫醫治。她說︰「由於聲帶狀況不能保證百
分百的理想，因此我每年只搞一兩次，希望和觀眾
保持接觸。」
今次選演《梨渦一笑九重冤》是比較少劇團演的
傳統奇情劇，她說︰「曾看過梁漢威
和南鳳演出，現有人擺了上網。」

讚黃成彬有聲有藝
陳銘英一向屬意選擇有意義、有劇

情、有粵劇傳統特質，及演員有表現
唱做唸打藝術的劇目，今次選演的
《梨渦一笑九重冤》，講社會人倫、
父母官主僕情、大家族親疏利益、嫉
妒等的問題，女主角一生都遭命運擺
布，弄到夫離子散，是早年香港粵劇
圈最經典的苦情戲，陳銘英說其中有
動聽的唱曲，而黃成彬是新進生角，
有聲有樣有藝，演正直愛下人及人民
的清官，應可應付裕如。
至於另一齣《醉打金枝》，也就

是近來最多人演的折子戲《打金枝》全劇，陳銘
英指︰「折子戲只揀最有衝突性的片段，這劇可
讓大家窺看到劇情全貌，之前我和輝哥（阮兆
輝）在『朝暉粵劇團』時演出，是很熱鬧的戲，
前輩的功藝令我得到不少啟示，今次我和新進演
員們合作，可望擦出火花。」 ◆文︰岑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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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輝粵劇推廣協會」一年一度
的暑期「聲輝粵劇展演」定於7月
12日至14日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
出兩場日場及兩場夜場，是次演出
為粵劇營運創新會場地演出計劃與
「聲輝」合辦，並得到華懋集團支
持，進行「送票到校園」行動，贊
助學生到場觀賞「聲輝」的演出。
今次參演人數眾多，集合了「聲
輝」超過60位2歲至24歲學員及
青少年傾力演出20多個折子戲，
包括「聲輝」的皇牌折子戲《鳳閣
恩仇未了情》《遊龍戲鳳》《洛
水夢會》《再世紅梅記之折梅巧
遇》《怒劈華山》《打金枝》
等。
「聲輝粵劇推廣協會」創立於
2003年，並於2008年成為註冊為
慈善團體，年中有不少慈善演出，
其中更多與靈實機構合作共襄善
舉，近年更有不少機構邀請作紀
念活動的演出及推廣粵劇，如西

九戲曲中心成立5周年的演出、回
歸演出、華懋集團贊助送票到校園
及到學校舉辦粵劇導賞和體驗工作
坊作為觀賞粵劇演出延伸，令學生
更了解粵劇藝術的堂奧……
「聲輝」小學員對粵劇愛好及持

續學習端賴家長的支持，協會藝術
總監楊建華，會長兼導師芳雪瑩，
老師鍾焯華、楊麗紅及曾健文等的
悉心教導，為粵劇培育未來接班人
及觀眾，讓粵劇開拓更廣闊的市
場。 ◆文︰白若華

送
票
到
校
園

觀
賞
「
聲
輝
」
學
員
傾
力
演
出 ◆小演員演《鳳閣恩仇未了情》。

◆◆小演員演出俏皮的小演員演出俏皮的《《遊龍戲鳳遊龍戲鳳》。》。◆◆小朋友穿上袍甲宮裝演出小朋友穿上袍甲宮裝演出《《打金枝打金枝》。》。

英毅坊及駿藝粵劇團揸弗人陳銘英於7月10日及11日將聯同黃成彬領銜，並與梁振文、

陳禧瑜、吳立熙、溫曜聲、袁學慧、利文喆等一群新秀和資深紅伶溫玉瑜在高山劇場劇院

上演奇情劇《梨渦一笑九重冤》與宮闈輕喜劇《醉打金枝》。

◆演前指定安排，多位演員就位排戲。

◆

今
次
陳
銘
英
與
黃
成
彬
合
作
主
演
兩
齣
名
劇
。

◆黃成彬是目前劇圈最受歡迎的生角之一。

◆舞台上陳銘英濃妝淡抹總相宜，教學頗有
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