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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20/10

21/10

22/10

演員、主辦單位
漢友中樂團、粵韻生花同樂會
盈月軒
聲韻戲曲藝苑
九龍城兒童合唱團
深圳麗聲曲藝社
永高粵藝推廣會
厚德曲藝研究會
永高粵藝推廣會

劇 目
《漢友粵韻樂悠揚》
《盈月同歡會知音》
《名伶聲韻會知音》粵劇折子戲
《第五屆九龍城區兒童才藝展演》
《陳麗嫦好友粵曲演唱會》
《寒江關》
《厚德銀光賀國慶》
《劍底娥眉是我妻》

地 點
元朗劇院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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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日期
22/10

23/10

24/10

25/10
26/10

演員、主辦單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廣州市
文化廣電旅遊局
藝悅藝坊
永高粵藝推廣會
良朋曲藝會
粵劇演藝坊
高坤敬老會
漢樂軒
善而生粵劇團
梁兆明粵劇工作室

劇 目
廣州粵劇院—大型新編歷史
粵劇《文成公主》
《悅藝愛心曲韻頌東華》
《花月東牆記》
《華麗之音匯香江》
《梁祝》
《粵韻好曲獻知音》
《雷霆金曲夜》
《新耀眾星亮而光卅載粵情腔》
《胡不歸》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新光戲院大劇場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新光戲院大劇場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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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10/2024
解心粵曲

光緒皇偷會珍妃
(梁無相、余麗珍)

嫣然一笑
(靳永棠、梁玉卿)

光棍教女
(歐陽儉、陳露薇)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再世紅梅記之
觀柳還琴

(李龍、胡美儀)
群英會之小宴
(阮兆輝、潘佩璇)

鹿台遺恨
(黎翠霞、冼劍麗、

小飛虎)
黃飛虎反五關之逼反

(羅品超)
霸王別姬

(賽麒麟、尹飛燕)
七月七日長生殿
(文千歲、盧秋萍)

(藍煒婷)

星期一
2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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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0/2024
金裝粵劇

春燈羽扇恨
(黎文所、崔妙芝、
梅欣、小甘羅、
文千歲、何燕燕、

麥秋儂)

粵曲:

三月杜鵑魂
(梁無相、余麗珍)

花蕊夫人之劫後
描容

(葉幼琪、蔣文端)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23/10/2024

吾知戲台二三事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24/10/2024
粵曲會知音

牡丹亭驚夢之
遊園驚夢

(龍劍笙、梅雪詩)

再進沈園
(楊凱帆)

玉蜻蜓之庵堂會母
(尹飛燕、阮德鏘)

忠烈帝女花
(劉艷華)

1500 兩代同場講
戲台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五
25/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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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2024
金裝粵劇

西遊記
(李銳祖、金山女、
梅欣、文千歲、
林丹、陳慧玲)

黃飛虎反五關
(麥炳榮、鳳凰女、
新海泉、尹飛燕)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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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10/2024

22:20粵曲

再世紅梅記之
蕉窗魂合

(任劍輝、白雪仙、
靚次伯、梁醒波、

陳錦棠)

朱賣臣(全碟)
(新馬師曾、鍾麗蓉)

陸游絕筆(梁漢威)

百花亭贈劍
(羅家英、李寶瑩)

蘇小小之夢會
(梁天雁、林錦屏)

寂寞帝皇心(陳錦紅)

北地離歌
(畢玉英、邱杏兒)

賣油郎情暖花魁
(彭熾權、林佩珍)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21/10/2024

粵曲

梅花葬二喬
(盧筱萍)

駙馬戲公主之
鳳閣風雲

(吳仟峰、李香琴)

鐵血金蘭
(李龍、南鳳)

琵琶記之南浦惜別
(文千歲、鄧美玲)

嫦娥奔月
(阮兆輝、王超群)

(林瑋婷)

星期二
22/10/2024

粵曲

洛水神仙之仙凡會
(文千歲、鄧碧雲)

洛神之祭宓妃
(黃德正)

啼笑姻緣之
劫後餘情

(尹光、李淑勤)

珍珠慰寂寥
(新馬師曾、崔妙芝)

何必珍珠慰寂寥
(程德芬)

(藍煒婷)

星期三
23/10/2024

粵曲

秋墳
(劉鳳)

紫塞玉笙寒
(黃千歲、陳好逑)

光緒皇之瀛台怨
(新馬師曾、崔妙芝)

燕妃碧血洒秦師
(蔣艷紅)

瀟湘夜雨
(吳君麗)

(御玲瓏)

星期四
24/10/2024

粵曲

酬柬
(盧家煌、梁碧玉)

陌上花之保俶送別
(新劍郎、葉慧芬)

朱弁回朝之
哭主、送別、招魂
(陳笑風、郎筠玉)

香銷十二美人樓之
換巢鸞鳳

(蓋鳴暉、吳美英)

(丁家湘)

星期五
25/10/2024

粵曲

原來卿誤我
(譚家寶)

錦屏中彩
(李龍、李鳳)

蠻漢刁妻
(龍貫天、陳慧思)

歡喜冤家
(麥炳榮、鳳凰女、
譚蘭卿、高麗)

(阮德鏘)

星期六
26/10/2024
22:20粵曲

李靖紅拂之三策
論乾坤

(何華棧、潘千芊)

臥薪嚐膽
(新馬師曾)

放楊枝
(白慶賢、謝符秋霞)

花開錦帳三春艷
(張月兒)

再生緣
(梁耀安、蔣文端)

雷鳴金鼓戰笳聲之
送別

(蓋鳴暉、吳美英)

(龍玉聲)

依
字
行
腔
（
上
）

在一次宴會上，遭友人「考牌」，問
我「依字行腔」是否跟「問字攞腔」是
同一樣的意思。我說「依字行腔」可用
於戲曲和曲藝，也可用來吟誦古詩詞。
前者如京曲和昆曲的唱腔便是「依字行
腔」，可惜我沒有學過，所以不知是否
等同「問字攞腔」。
至於用來吟誦古詩詞，在中學一二
年級時，有位教中文課的老先生，曾
經教學生吟誦古文，但也是鸚鵡學
舌，不求甚解；只知道吟誦時，要按
照字的聲調符號的走向進行吟誦，確
保字音的聲調與吟誦的曲調相匹配；
常用的技巧是通過字音的聲調來拖長
音調，從而保持古詩詞的韻味。
網上有一篇由孔江平撰寫的文章
《中華優秀文化的一顆明珠》，文中
有一段論說「依字行腔」是中華傳統

有聲文化的特質。在未引述該段文字前，讓
我先解釋該段文字裏兩個學術用詞，免大家
看得一頭霧水。文中有「聲調語言」一詞，
「聲調」是用來辨別意義的音高。描述聲調
時，一般會提及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聲調
的「形狀」，是平的、上昇、或是下降。第
二部分則是音高的高度，是低的、高的、或
介於低高中間。另外一詞是「重音模式」。
無論是聲調語言或非聲調語言，大部分語言
說起來會有起伏、有許多習慣的重音模式，
例如每個字的倒數第二個音節或者每個字的
最後都念得高一些等等。好了，便輪到孔江
平的大作出場。
中國大部分語言有聲調和重音模式，其聲
學基礎是基本頻率，人們對基本頻率的感知
是音高。在有聲文化中，旋律的聲學基礎也
是基頻。這樣有聲語言和有聲文化就共用了
同一個聲學參量。雖然從語言和音樂的不同
角度看是一種衝突，但這種衝突在中華民族
有聲語言和文化長期的演化過程中有機融合
在了一起，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有聲文化的
特性「依字行腔」……古文和古詩詞吟誦存
在「依字行腔」。在吟誦時，字調的模式是
完整地念出來，但在整個吟誦中，人們又可
以聽到高低旋律的變化。在聲學和感知上，
這是通過調整字調的絕對音高和調域來形成
感知上的旋律變化。因此，雖然每一個字沒
有使用音樂的音階，但仍然可以感知出旋律
的變化，音階只有在拖腔時才會使用。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2024湯顯祖國際戲劇交流月活動早前
在「才子之鄉」江西省撫州市啟幕，此屆
活動以「戲聚文化撫州 共促文明互鑒」
為主題。當晚開幕式上，昆曲《牡丹亭》
片段《遊園驚夢》、話劇《哈姆雷特》、
英國阿庫．漢姆舞團舞劇《叢林之書．再

構版》、西班牙阿依達．戈麥斯舞蹈團舞
劇《卡門》等節目輪番上演。
「藝術無國界，文化有共識。」此次活
動，中外嘉賓在湯顯祖故里「遇見湯顯
祖，尋夢牡丹亭」。 亦真亦幻千古夢，至
情至性《牡丹亭》。被譽為「東方莎士比
亞」的湯顯祖寫就的「臨川四夢」（《牡
丹亭》《邯鄲記》《紫釵記》《南柯
記》）至今廣為傳唱，被視為世界戲劇藝
術珍品、代表了中國古典戲劇最高成就。
而中西戲劇的跨文化對話與交流，發揮
着促進多元文明共生共存，推動中外人民
相知相親的重要作用。同時，以戲為媒、
以文會友，向世界展現出中國推動文明互
鑒、促進交流合作的真誠意願和務實態
度。 ●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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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粵劇除了表現戲曲排
場及演員功架，最重要的主旨
是宣揚中國的忠孝節義情
懷，故而特多以忠臣、勇將
節義犧牲報國、孝子賢孫負
起延伸家族、光宗耀祖責任為
題材的劇目。
《琵琶記》講述蔡伯喈聽
從父親之命，新婚數日便要
離家上京考取功名、留下年
輕妻子趙五娘，獨力照顧翁
姑，巧婦難為無米炊，又不
料家鄉遭逢天災，為奉養翁
姑，趙五娘寧願自己食糠抵
飢，但兩老也捱不到兒子試

場喜訊，婆婆久病無糧，又
發現五娘食糠慘事，氣絕而
亡，五娘賣髮葬姑，家翁也
悲痛失心死去，五娘更遵照
家翁命上京尋夫報訊，抱琵
琶沿途乞食，尋到夫郎，卻
知其為候任丞相嬌婿……這
樣一個故事，說來已令人悲
痛，幸好《琵琶記》的編劇
編了個團圓結局。
此劇有一段令人一掬悲苦
之淚的情節，就是翁姑發現
媳婦食糠，兩老悲悽命殞的
演出，這一折戲可說是最苦
澀的苦情戲。 ●文︰白若華

粵劇苦情戲《琵琶記》

羅家英趙鳳儀再演《胡不歸》
經典情節保留原汁原味

《胡不歸》被公認是演員的考牌戲，也是考核觀眾觀

賞水平的劇目，戲曲天地不乏向難度挑戰的人士，戲曲

愛好者兼非職業演員趙鳳儀今年再邀得羅家英等資深演

員合作，於今年11月4日假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重演

《胡不歸》。

●昆曲《牡丹亭》片段《遊園驚夢》。

●「才子之鄉」江西撫州湯顯祖戲劇節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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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重演《胡不歸》，趙鳳儀有很多感想︰
「我演過《胡不歸》，在2015年更和羅家

英、尤聲普等在北京梅蘭芳劇院演出，這更是
我演戲記錄中難忘的一環。」
趙鳳儀雖是非職業演員，但她學戲的時日不
淺，她更創立「鳳儀紅劇社」，籌演大約一年
一度的演出，時而以京昆粵折子戲為主題，時
而是粵劇全劇，她說︰「我學戲，一般都是重
視基功練習，花很長時間去學昆劇做手、學粵
劇排場、學唱……不固定只學粵劇，主要是想
學演繹戲曲人物的神髓，當確定演某一齣戲，
我不嫌煩花時間去推敲劇中情節、人物特色、
排練每一個細節……」

學戲曲添情趣
趙鳳儀醉心戲曲，是從熱愛唱歌開始，她唱
藝術歌曲、時代曲，進而唱粵曲、昆曲等，其
實她是事業女性，有自己的事業，而戲曲則可
以令她在事業之外，享受到與文化藝術學習交
融的生活情趣︰「由於我不是職業演員，沒有
演期的壓力，每一次演出都可以用大量時間去
準備。」

她 於 2021
年選演袍甲
戲《穆桂英大
破洪州》，花
了長達一年
時間穿上大
靠苦練走圓
台及排場，
她說︰「平
時都有練走
圓台等基本
功，但演穆桂英，總不能沒有英氣。」

齊心合力演出
今次選演倫理劇《胡不歸》，是經典的文場
戲，主要劇中人是羅家英飾的文萍生，他演出
經驗豐富，趙鳳儀和他合作應該沒有大問題︰
「羅生（羅家英）是和我合作最多的大老倌，
每次演出，對我都有很多的引導，但我仍會自
己參詳，希望能進入演出的深度層次。」
在訪問趙鳳儀的時候，她也在翻閱劇本，
說︰「這齣戲，大家都知道故事劇情，我這劇

本是原劇本，有10場，由於現在
劇場的演出時間有限制，我都
要看看哪兒可以改一改，如梆
黃、滾花調動下，但要保持原汁
原味。」
要成就一個完美的演出，無論
是職業或非職業，都要付出真心
和誠意，努力更不在話下，趙鳳
儀指「鳳儀紅劇社」每次演出都
與職業演員合作，今次合演《胡
不歸》，除羅家英，還有廖國
森、李鳳、溫玉瑜、呂洪廣和林
寶珠，「我們必定齊心合力演好
經典的《胡不歸》。」

●文︰岑美華●●羅家英和趙鳳儀之前演出羅家英和趙鳳儀之前演出《《胡不歸胡不歸》》劇照劇照。。

●趙鳳儀醉心戲曲，每年大多都
會籌辦演出。

●羅家英和趙鳳儀為演出排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