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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06/10

07/10

08/10

09/10

10/10

演員、主辦單位
粵劇營運創新會-穎施藝術中心
雄藝軒
悅聲華劇團
頌聲弦歌藝苑
藝滙
觀塘敬愛會
揚名聲樂苑
聚群芳曲藝社
聚緣軒
出將入相及御玲瓏粵劇團
燕姿藝舍
香港粵樂曲藝總會
出將入相及御玲瓏粵劇團
高峯曲藝社
琴音妙韻曲藝苑/登峰曲藝社

劇 目
《洛神》
《黎雄師生好友緣聚新光》
《粵劇欣賞》
《「頌聲弦韻會知音」敬老粵曲欣賞會》
《知音粵曲欣賞會》
《真假俏郎君》
《揚名聲妙韻會知音》
《藝韻星輝耀群芳》
《聚緣曲藝會知音》粵曲演唱會
《十二生肖》
《經典名劇耀風姿》粵劇折子戲
《香城粵樂知音會四十餘年曲藝情》
《玄術郎中》
《高歌粵韻會知音》粵曲演唱會
《杜煥卿粵曲演唱》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元朗劇院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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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0/10

11/10

12/10

演員、主辦單位
出將入相及御玲瓏粵劇團
悠情雅詠

屯門之友
粵朗軒
晉聲曲藝社
詩樂粵曲藝術研究社
婕飛翔曲藝文化協會
龍駒琴絃閣
香港粵劇曲藝協會

香港演藝義工團
晉聲曲藝社
香港藝術節協會
龍駒琴絃閣
喜成雙劇團
彩鳳翔粵劇團（紅磡分會）

劇 目
《天仙配》
《悠情粵曲夜戲曲會知音》粵
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粵曲會知音》
《名曲粵韻獻知音》
《晉聲折子戲專場》
《詩情樂韻贈知音》
《悠揚粵韻會知音》
《英烈劍中劍》
《慶祝國慶75周年粵藝同行18載敬老
戲曲晚會》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名劇戲曲雅賞》
《晉聲金曲夜》
新編粵劇《竹林愛傳奇》（載譽重演）
《精選折子戲》
《戲曲會知音》
《彩鳳文化藝術展耀》粵劇折子戲

地 點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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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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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6/10/2024
解心粵曲

小紅低唱(梁瑛)

夜祭香羅塚
(張寶強、白楊)

璇宮夜宴
(紅線女、馬師曾)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西施之五湖泛舟
(林錦堂、南鳳)

鏡花緣之贈荔
(任劍輝、吳君麗)

江山一美人
(鍾雲山、崔妙芝)

望江樓餞別
(龍貫天、鍾麗蓉)

文姬歸漢
(麥炳榮、冼劍麗、

莫佩文)

(藍煒婷)

星期一
07/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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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2024
金裝粵劇

艷陽丹鳳
(黃千歲、芳艷芬、
羅劍郎、林家聲、

陳好逑)

粵曲:

沈園遺恨
(何華棧、蔣文端)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09/10/2024
粵曲會知音

蝶舞蓬瀛
(何華棧、蔣文端)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10/10/2024
粵曲會知音

唐宮秋怨
(新馬師曾、鍾麗蓉)

南國佳人朝漢帝
(羽佳、南紅)

朱弁回朝之送別
(梁漢威、李鳳)

十五貫
(阮兆輝、新劍郎)

1500 兩代同場講
戲台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五
1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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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六
12/10/2024
金裝粵劇

桃花仙子
(鍾雲山、梁素琴、
梅欣、白龍珠、
盧筱萍、潘小桃)

(林瑋婷)

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之夜節目表 AM783 / FM92.3（天水圍） / FM95.2（跑馬地） / FM99.4（將軍澳） / FM106.8（屯門、元朗）

22:35

25:00

*節目如有更改，以電台播出為準。 香港電台第五台網址：http://rthk.hk/radio5

星期日
06/10/2024

22:20粵曲

醋娥傳
(李龍、李陳勁秀)

神女會襄王之
初會、夢合

(林家聲、吳美英)

恨不相逢未嫁時
(芳艷芬)

教兒曲
(新劍郎、錢佩佩)

凌波仙子之夢會
(羅家英、李寶瑩)

題橋司馬感文君
(陳小漢、蔣文端)

垂暮英雄 (陳錦紅)

小白菜與楊乃武
之送行

(梁樹根、劉玉琴)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7/10/2024

粵曲

太湖湮水情
(龍貫天、尹飛燕)

女兒香之賣劍、
反目、探病、永別
(文千歲、陳好逑)

金釧投井
(黎佩儀)

土佬創世界
(梁醒波、鄭幗寶)

駙馬戲公主
(張月兒、鄧碧雲)

(林瑋婷)

星期二
08/10/2024

粵曲

寶蓮燈之巧合仙緣
(文千歲、李寶瑩、

陳好逑)

不堪回首話當年
(譚家寶)

紅樓琴斷
(新馬師曾、鍾麗蓉)

湖山盟
(鍾雲山、嚴淑芳)

(藍煒婷)

星期三
09/10/2024

粵曲

蔡文姬
(紅線女)

搶傘
(呂玉郎、林小群)

魂斷藍橋
(徐柳仙)

靈台夜訪
(陳輝鴻、曾慧)

白兔重會之榮歸
團圓

(李龍、南鳳)

(藍煒婷)

星期四
10/10/2024

粵曲

越國驪歌
(黃偉坤、瓊霞)

金扇緣
(任劍輝)

乾隆皇與香公主之
情蝶戀貞花
(尹光、鍾麗蓉)

無慾情人
(靳永棠、李慧)

紅樓金井夢之
悼金釧
(林錦堂)

劫後夢梅魂
(彭熾權、黎佩儀)

(丁家湘)

星期五
11/10/2024

粵曲

月老笑狂生之
送花樓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周仁嫁嫂
(麥炳榮、鳳凰女)

蝴蝶杯之夜半
心聲、贈杯訂盟
(文千歲、吳君麗)

跨鳳乘龍
(任冰兒、任劍輝、
梁醒波、白雪仙)

(阮德鏘)

星期六
12/10/2024
22:20粵曲

九天玄女之投荔
(劉惠鳴、李淑勤)

斷臂勉荊軻
(蘇少棠、冼劍麗)

柳毅傳書之
花好月圓

(羅家寶、林小群)

情僧夜訪瀟湘館
(何非凡、吳君麗)

雪夜祭梅妃
(文千歲、程德芬)

如夢人生
(阮兆輝)

(龍玉聲)

從
口
傳
身
授
至
文
學
劇
本

記得昔日學習撰寫廣播劇時，導師教
導我們劇本是一劇之本，是舞台演出的
基礎和依據。當年年少無知，把導師的
說話捧成金科玉律。其後，有機會接觸
中西戲劇，才知道部分學者研究出最初
戲劇演出應是沒有劇本的。以我國戲曲
為例，長沙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鄭劭榮
在《中國戲劇的無形劇本》一文便就戲
曲無劇本的歷史作了扼要的論述。
在中國戲劇史上，劇本與演出形成內
在關聯，以文學劇本為主導的表演體制
的出現，其實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宋朝
以前的戲劇估計均無文字記錄本。南戲
是中國戲曲史上第一種成熟的戲曲。據
俞為民研究，南戲的原始文本並非今天
看到的《張協狀元》這樣完整的文字演
出本，而只是一個梗概式的表演提綱，
在此基礎上演變為舞台記錄本和文學讀
本。元代是我國戲劇史上首次大量產生
書面劇本的時代，以劇本、劇作家為中
心的戲劇體制開始形成。實際上，元代

伶人不只是被動接受劇作家的文學劇本，他們廣
泛參與了劇目的舞台創作。伶人編劇方式與劇作
家的案頭創作不同，它採取口頭編創的方式，通
過舞台表演來完成作品。元雜劇文本雖經後人不
斷整理加工，依然殘留有提綱戲的某些痕跡。諸
如詩詞韻語的因襲套用、即興插科打諢、關目情
節的相互蹈襲，以及插入表演片段等。
明清傳奇史背後，亦潛藏着一部深厚的口頭創作
史。明嘉靖抄本《琵琶記》、成化本《白兔記》、
宣德抄本《劉希必金釵記》及清乾隆年間折子戲選
集《綴白裘》等演出本為考察當時的舞台實貌提供
了重要線索。此類文本清晰表明，伶人在舞台上並
非照本宣科，他們依託文學劇本，即興穿插、增添、
改換或刪減賓白科諢，插演各類戲耍雜藝；常運用
套演、因襲的手法，以陳詞熟套來即興編詞。明清
舞台本與口頭文學水乳交融，戲詞中隨處可見格言、
諺語、民歌、民謠等。考察劇本中的文字符號，其
口頭性也非常明顯，如戲詞中存在許多方言俗語、
錯別字、同音字和各種替代性符號。顯而易見，一
些傳奇劇本可能並非錄自僅供閱讀的案頭文本，而
是直接錄自演員的口頭。
清代至民國初期，口頭劇本進入了十分繁盛的
時代。各地方戲在其產生、發展和成熟過程中，
無論是大劇種還是民間小戲，不管是真人扮演的
戲劇還是影戲、木偶戲，亦無論是漢族戲劇還是
少數民族戲劇，大多經歷了即興演劇的階段，尤
其在劇種興起之初，多以提綱戲為發展的起點。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作為一名「00後」的戲劇
與影視系表演專業的學生，
王雨在求學過程中便被中國
傳統戲劇深深吸引，在學校
進行了贛劇的基本功練習。
暑假期間，王雨赴四川成都
拜師學藝，學習川劇中的變
臉與吐火技法。
「不論什麼劇種，對身

段都有要求，有時光練舉扇

子這一個動作，就
練到手麻木都不能
放下來，還有吐火
這項技能練習時也
常 常 讓 口 腔 受
傷。」王雨表示︰
「雖然練習川劇變
臉十分辛苦，但隨
着更加深入的學
習，也愈加感受到
這 門 藝 術 的 魅
力。」他又說︰
「我想用一種創新
方式去展現這門具
有獨特魅力的傳統
戲劇。自己創新川
劇變臉表演的初衷
便是將中國傳統戲

劇嘗試一種『青春表達』，讓更多年輕人
去關注、傳承這門傳統藝術。」
除進行創新表演外，王雨也一直堅持在
短視頻賬號上傳播川劇變臉藝術。在短視
頻社交平台上，熱度最高的視頻播放量已
超千萬次，引起巨大關注量。隨着「另
類」川劇變臉持續走紅網絡，王雨表示︰
「不論未來是從事自己所學的表演專業，
還是要做一名川劇變臉演員，萬變不離其
宗都要講好角色故事。未來自己也將繼續
進行川劇變臉的表演，並一直創新下
去。」 ●文︰中新社

川
劇
變
臉
變
出
表
情
包

明代大奸臣嚴嵩在戲劇中屢被形容為欺壓官
員、百姓的萬惡奸官，然他又得到嘉靖皇帝的包
庇，弄到天怒人怨，幸好仍有忠貞、不畏權貴的
忠臣，冒死上奏，這就是海瑞，他一而再地上
奏，最終更把棺木抬上金鑾殿奏嵩，充滿戲劇
性。
演繹「十奏嚴嵩」一折戲，演海瑞的生角要有

出色嗓子，唱做指控嚴嵩十大罪狀，而且還有一
些排場功架，例如在十數位武師的圍攏上架，既
唱又做，在舞台上十分的震撼，凸顯忠奸不立的
高尚情操。 ●文︰白若華

第七屆「小劇場戲曲節」演5齣作品

昆劇《草橋驚夢》川劇《霸王別姬》來港鬥戲

小劇場戲曲節的作品與傳統的戲台演出風格
迥異，最大的不同是演出時間不超過1小

時，主要演員也不多，但得演繹傳統戲曲藝
術，劇情精闢，還有注入當代美學新元素，開
拓戲台演藝新面貌。
今年西九呈獻第七屆「小劇場戲曲節」一系

列不同流派和風格的小劇場戲曲，由上海昆劇
團的首演作品《草橋驚夢》及重慶市川劇院的
小劇場川劇揭幕。
小劇場昆劇《草橋驚夢》於10月3及4日公

演，故事取材自元雜劇《西廂記》，上海昆劇
團以當代實驗手法，演繹張生赴考，崔鶯鶯長
亭送別，張生夜宿草橋客店，沉沉入夢，觀眾
隨張生的夢境觀看到一台嶄新、前所未見的西
廂——遊殿、跳牆、酬簡、佳期等情節。
小劇場川劇《霸王別姬》於10月11及12日公演，
是川劇女王沈鐵梅率領重慶市川劇院跟香港創作團
隊，炮製世界首演小劇場川劇《霸王別姬》，糅合
現代劇場元素，增添感情層次，刻畫有血有肉的
霸王與虞姬及加入同袍之情、主僕之義。

本地上演3齣粵劇
本屆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主辦「小劇場戲曲

節」，重演小劇場粵劇《霸王別姬》，於10月
15及16日公演，此劇刻畫項羽在英雄末路的內
心掙扎與虞姬至死不渝的愛情。主要演員黎耀
威與黃寶萱以傳統表演形式「走四門」、「跳
大架」等作序幕，並以「中州韻」梆黃小曲交
替運用。為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2016 年製作首
部委約作品，由本港青年粵劇演員黎耀威、黃
寶萱合作編撰，曾於2017年在內地多個城市演
出，並榮獲北京2017年度最佳演藝評選最佳小
劇場戲曲及2018年第五屆、2019年第六屆「當

代小劇場戲曲藝術節優秀劇目」獎項。
戲曲中心致力戲曲推展，籌組多元化粵劇演
出及與粵劇演員到內地培訓及交流，「小劇場
戲曲」於多年前在內地已萌芽，香港戲曲中心
也推出首部小劇場粵劇《霸王別姬》，隨後又
製作第二部《文廣探谷》，由黎耀威、黃寶
萱、吳立熙及沈栢銓合演，將於10月19及20
日公演。此劇重塑楊家將在戲劇中的武打場
面，演繹授楊文廣梅花槍法的楊七娘及老僕楊
洪的傳承及忠君愛國的理念。此劇也獲第四屆
最佳劇目及最佳演員獎和第六屆優秀劇目獎。
《奉天承運》是西九戲曲中心製作的第三齣
小劇場粵劇，加進了大量現代劇場燈光、舞台
裝置、布景等手法，演員仍是黎耀威、黃寶
萱、吳立熙、沈栢銓等4位，演繹波譎雲詭的
皇族鬥爭。安排在10月22至24日上演。

●文︰岑美華

●王雨將《黑神話：悟空》人物元素融入
於川劇變臉中。

▲王雨將表情包融入
川劇變臉中。

●梁兆明演出《十奏嚴嵩》的排場功架。

▲▼重慶川劇院的小劇場川劇《霸王別姬》劇照。

▲小劇場粵
劇《文 廣 探
谷》劇照。

◀小劇場粵
劇《奉 天 承
運》劇照。

●西九文化區戲曲表演藝術主管小劇場總監製鍾珍珍與重
慶市川劇院創作團隊作文化交流。

海瑞海瑞《《十奏嚴嵩十奏嚴嵩》》功架了得功架了得

每年秋季香港戲曲中心舉行「小劇場戲曲

節」，2024年第七屆「小劇場戲曲節」展

期由10月3日至24日，共有5齣小劇場劇

目參演，除本地作品新編《霸王別姬》、

《文廣探谷》及《奉天承運》，也有來自上

海昆劇團的小劇場昆劇《草橋驚夢》及重慶

市川劇院的小劇場川劇《霸王別姬》。

●《草橋驚夢》
主演者黎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