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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03/11

04/11

05/11

06/11

演員、主辦單位
清峯曲藝社
菁草地粵劇工作室
香港八和會館
菁草地粵劇工作室
馬鞍山民康促進會
香港八和會館
深水埗西分區委員會、深水
埗東分區委員會、深水埗中
南分區委員會及深水埗民
政事務處
中華文化藝術發展研究會

劇 目
《清峯弦樂度良宵》
《牡丹亭驚夢》
《百戰榮歸迎彩鳳 (老倌合演)》
《昭君出塞》
《民康粵韻樂悠揚》
《百戰榮歸迎彩鳳》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五周年—深水埗三分區粵
劇欣賞會》

《賀國慶系列—戲曲名劇耀中心》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荃灣大會堂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日期

07/11

08/11

09/11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促進中
心《嶺南文化（國樂、戲曲、廣東
小調欣賞會）》元朗劇院演藝廳
香港八和會館
滿江紅粵劇藝術發展
縈嘉星粵劇團
文軒藝坊
芯如曲藝苑
文軒藝坊
佳韻粵樂軒
香港八和會館
明威樂社
香港粵劇團

劇 目
縈嘉星粵劇團《再世紅梅記》

《英雄兒女保江山》
《朱小冰師生好友同唱聚》
《狄青闖三關》
《獅吼記》
《蝶影紅梨記》
《樓台會》
《名曲粵韻獻知音》
《九天玄女》
《明威粵曲獻唱》
《孔雀裘》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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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新光戲院大劇場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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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3/11/2024
解心粵曲

沙塵摩登小姐
(劉克宣)

小青吊影
(紅線女)

(阮德鏘)

粵曲會知音
十八羅漢伏金鵬

之驚變
(梁兆明、麥文潔)

火鳳凰
(梁漢威、譚經綸)

妻賢子孝母含冤
(麥炳榮、任劍輝、

吳君麗)

真假黑旋風
(蔣艷紅)

(阮德鏘)

星期一
04/1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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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1/2024
金裝粵劇

漢武帝夢會衛夫人
(任劍輝、芳艷芬、

林家聲)

粵曲:

曹雪芹魂斷紅樓
(梁漢威、蔣文端)

鳳儀亭
(妙生、李燕萍)

(黎曉君、陳禧瑜)

星期三
06/11/2024
粵曲會知音

文天祥之牢房浩嘆
(馮淬帆)

劍膽琴心
(任劍輝、梁素琴)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黎曉君)

星期四
07/11/2024
粵曲會知音

花蕊夫人之劫後
描容

(龍貫天、甄秀儀)

破鏡重圓
(麥炳榮、關影憐)

白兔會之磨房會
(文千歲、謝雪心)

丹心保孤城
(李龍)

1500兩代同場講
戲台

(何偉凌、龍玉聲)

星期五
08/1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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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曉君)

星期六
09/11/2024
金裝粵劇

火網梵宮十四年(上)
(文千歲、謝雪心、
龍貫天、南鳳、
尤聲普、招石文、
千鳳粵劇團)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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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03/11/2024

22:20粵曲

聶嫈送弟
(羅家寶、郎筠玉)

薛丁山三寒江關
(羅劍郎、鄭碧影)

誰解木蘭愁
(黃偉坤)

香妃之獻妃歸降
(文千歲、南紅)

一捧雪之風雪情鴛
(吳仟峰、尹飛燕)

新潮爛賭二
(鄧寄塵、白鳳瑛)

荒塚葬明珠
(張月兒)

潘金蓮之勸酒挑情
(歐凱明、崔玉梅)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04/11/2024

粵曲

紅樓夢之焚稿歸天
(梅雪詩、陳嘉鳴)

秦淮冷月葬花魁
(梁漢威、尹飛燕)

胭脂巷口故人來
之罵玉郎

(任劍輝、冼劍麗)

陳世美不認妻
(黎文所、李寶瑩、

鍾麗蓉)

二世祖
(馬師曾)

(林瑋婷)

星期二
05/11/2024

粵曲

佛前燈照狀元紅
(羅家寶、鍾麗蓉)

十五貫之訪鼠
(阮兆輝、尤聲普)

銷魂柳亂點觀音兵
(張月兒、鄧碧雲、

陳良忠)

牡丹亭驚夢之
倚鞦韆

(李龍、南鳳)

半生緣
(何華棧、郭鳳女)

(藍煒婷)

星期三
06/11/2024

粵曲

重開並蒂紅
(何家光、馮玉玲)

文姬歸漢
(丁凡、黎佩儀)

文成公主雪中情
(梁漢威、蔣文端)

呆佬添丁
(梁醒波、關海山、
白鳳瑛、莫佩文)

新夜吊秋喜
(鄧碧雲、張月兒)

(御玲瓏)

星期四
07/11/2024

粵曲

蘇三起解
(李寶瑩)

沈園題壁
(吳仟峰、鄧美玲)

怨婚
(譚炳文、麥秋儂)

香閨風雲
(半日安、羅慕蘭)

大漠春風細柳營
(陳笑風、蓋鳴暉)

桃花扇之初訪
媚香樓

(甘國衛、葹敏)

(丁家湘)

星期五
08/11/2024

粵曲

綺夢化輕煙
(何家光、馮玉玲)

野寺瓊花罵玉郎
(張月兒、伍木蘭)

荊軻
(麥炳榮、鄭幗寶)

公子情深
(邵鐵鴻、冼劍麗)

古渡離愁
(陳小漢、羅麗娟)

(阮德鏘)

星期六
09/11/2024
22:20粵曲

仕林祭塔
(黃德正)

柳毅傳書之送別
(阮兆輝、鄧美玲)

白蛇傳之合鉢
(陳永康、程德芬)

仙姬送子之槐蔭別
(蓋鳴暉、吳美英、

呂洪廣)

秋風破草廬
(伍永熙、南鳳)

(龍玉聲)

問
字
攞
腔

粵劇前輩說「問字攞腔」是由
粵劇泰斗薛覺先創造；但亦有人
說是由張月兒創造出來，粵曲和
粵劇界的藝人紛紛效尤。
根據《粵劇大辭典》的解釋，
早期粵劇戲班藝人在演出中用板
腔演唱，拉腔時生角多用「呀」
音，旦角多用「咿」音，拉腔過
於單調，而且不管是開口的字音
抑或閉口的字音，發音拉腔都用
同一方法，顯得生硬和拗口。二
十世紀三十年代，名伶薛覺先首
倡「問字攞腔」的演唱方法。他
根據拉腔前最後一個字的字音，
來選擇相應的發音方法拉腔。歸
結起來就是「腔由字出，字隨腔
落」。問者，查究也；攞者，廣

州話有取、選擇的意思。根據唱詞中的字
而選擇拉腔的發音方法，故稱「問字攞
腔」。用「問字攞腔」演唱，拉腔流暢自
然，每句都有不同的變化發音，使觀眾耳
目一新，因而受到廣泛而熱烈的歡迎，粵
劇行內演員爭相仿效。
我在這裏補充一點，男聲唱用「呀」音
最響亮；女聲唱「咿」音傳得最遠，最適
合昔時廣場式演出，男女不同聲，觀眾不
易混淆。
另外，唱粵曲重視「發口」，「發口」
是指拉腔時所用的聲音；其中一種技巧便
是「問字取腔」，即以該字的韻母唱出旋
律。節奏即是行腔的高低跌宕；如果要行
腔有創意，可以在叮板節奏方面作出變
化，使令行腔有跌宕起伏的感覺。梆黃唱
段以先詞後曲的方式撰寫，演唱者可以根
據固定的結束音自由創作旋律。同一段唱
詞由不同的唱家演唱可以有不同的唱腔；
而設計合適的唱腔，要配合曲詞、角色性
格及狀態等不同元素，對演唱者來說難度
甚高。
不過，名家中也有不用「問字攞腔」。
小明星在唱法上，善於「問韻攞腔」。韻
即曲韻，也就是曲詞的韻味。「問韻攞
腔」就是從詞曲的意韻、曲意中取腔。有
人說，小明星獨特的「腔韻」是從王心帆
的曲詞中「創」出來的。王心帆給她的每
一首曲詞，她都反覆吟誦、體味，然後
「度」出「腔口」，慢慢推敲和擬定。可
見，藝術無疆界，推陳出新，才可使藝術
生命不斷延續。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第十屆雲南省花燈滇劇藝術周早前
在曲靖市陸良縣開幕，700餘名專業
演員和戲曲藝術家齊聚於此，以花燈
滇劇藝術展演豐富民眾文藝生活。
當晚，大型花燈劇《爨碑傳奇》

（見圖）進行現場展演。爨寶子碑刻
於東晉，乾隆年間於雲南曲靖出土，
素以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
聞名中外。該劇通過講述
爨寶子碑被發現並保存
下來的傳奇故事，對
爨寶子碑的歷史傳
承、文化淵源、書法
特色等進行戲曲化呈
現，凸顯本土經典元素

和標誌性文化符號，體現鮮明地方和
民族特色。
花燈滇劇是雲南省最具代表性的地
方戲曲藝術，歷史文化底蘊深厚。雲
南民間一直保有唱花燈、賞滇劇的傳
統。2005年以來，雲南省花燈滇劇
藝術周每兩年舉辦一屆，對花燈滇
劇藝術的傳承發展和創新起到積

極推動作用。全省各地
有17隊花燈滇劇演
出團隊參賽，以藝
術周為契機，推
動文化惠民活動直
達基層，帶動文旅

發展。 ●文︰中新社

大型花燈劇《爨碑傳奇》

家傳戶曉的香港名劇《帝女花》，劇中每一場都是戲
肉，劇中的主題曲，更成為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迄今的流行
粵曲，於二千年新世紀，更有京劇團將全劇改編為京劇，
又有《帝女花》65周年連串的紀念演出項目……可見粵劇
《帝女花》之影響深遠。
致力保存和研究粵劇藝術新生命的「桃花源粵劇工作

舍」2023年推出一系列9個《帝女花》65年重塑專業版演

出項目，今年再向大灣區進發，11
月在佛山和廣州作《帝女花》重塑
專業版演出。

香港大小劇團公演《帝女花》的頻率也十分高，當今劇
壇消息指新光戲院將於明年2月結業，很多劇團都搶訂演
出日期，《帝女花》也是熱門的演出劇目，新昇粵劇團於
10月訂得演期，也選演了《帝女花》，並且以兩生一旦，
由梁兆明、藝青雲配鄧有銀，分場演出，首場《樹盟》及
第四場《庵遇．相認》由藝青雲和鄧有銀演繹，捧場者
眾。 ●文︰白若華

《帝女花》經典折子戲百看不厭

紀念粵樂宗師王粵生105歲冥壽匯演

吳仟峰王超群廖國森助陣
「萬千聲音眾志一心」於11月16日、17日假新光戲院大劇場舉辦《情繫新

光慈善粵劇粵曲匯演暨紀念粵樂宗師王粵生先生105歲壽誕歌曲展演》，是次

兩日三場匯演由粵聲樂府及劉永全戲曲音樂研究社主辦，統籌及項目運作由劉

永全師傅、姜張麗青及「萬千聲音眾志一心」團隊負責。

「萬千聲音眾志一心」是
一群愛粵劇曲藝的同

好創立，2017年由多倫多、
溫哥華、香港及澳門四地
多位曲藝名家和社團支
持，一齊推廣粵劇曲藝文
化活動，多年來統籌在實
地場合及網上演出，辦得
有聲有色，獲得世界各地粵
劇曲藝愛好者的支持，廣泛傳
揚正面訊息。
「萬千聲音眾志一心」始創主
腦︰師承王粵生的劉永全，與姜
張麗青是師徒，秉承王粵生先生的藝術志
向，向有華人的地區推廣粵樂戲曲，之前幾
年除搞演出，於疫情期間也在網上統籌慈善
演出，今年適逢王粵生老師105歲壽誕紀
念，又知悉新光戲院即將結業，所以着手主
辦這一次兩日場、一夜場的演出，籌得的善
款將捐予「香港中文大學王粵生獎學金」及
「齊惜福」購買飯盒予弱勢社群。

演出精選王粵生的名曲
是次匯演的節目邀得粵劇老倌吳仟峰、王
超群、新劍郎、廖國森、裴駿軒等助陣，自
然少不了師從劉永全的姜張麗青，以及「萬
千聲音眾志一心」團隊成員張建中、馬張麗
賢、張陳靜君、馬志和等，音樂方面由劉永

全任音樂領導，王漢強、溫輝雄任
擊樂領導，著名撰曲家方文正
也答應任客席擊樂領導。
節目主要內容︰11月16
日日場安排王粵生歌曲精
選及名曲共賞。11月 17
日日場和夜場有王粵生歌
曲精選、名曲共賞及折子
戲欣賞。
王粵生師傅是本港粵樂曲藝

奇才，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已在
粵劇、電影創作插曲及主題曲，
他改編超過百首小曲及粵曲，其

中尤以為花旦王芳艷芬創作最多，例如《懷
舊》《檳城艷》。令紅線女嶄露頭角的《紅
燭淚》，還有和唐滌生為任白撰的四大名劇
中編寫小曲《妝台秋思》《春花秋月》《秋
江哭別》《雪中燕》等。
統籌團隊在3場演出精選王粵生的歌曲包
括︰大合唱《銀塘吐艷》《唔嫁》《檳城
艷》《懷舊》《搬家曲》《郊遊曲》、對唱
曲布《越國驪歌》、內有小曲《雪中燕》
《絲絲淚》、《洛神之洛水夢會》內有小曲
《凌波令》、《南宋鴛鴦鏡》內有小曲《焙
衣情》。
兩天選演的折子戲均請得吳仟峰和王超群
主演，分別是《十奏嚴嵩》《文姬歸漢之別
離》。 ●文︰岑美華

●●吳仟峰在吳仟峰在《《文姬歸文姬歸
漢漢》》飾演左賢王飾演左賢王。。

●劉師傅和吳仟峰是多年好
友。

●吳仟峰和王超群很支持「萬千聲音眾志一心」粵劇粵曲推廣活動，既
演戲也唱曲。

●姜張麗青隨劉永全師傅習唱，在「萬
千聲音眾志一心」活動中演出，今次和
吳仟峰合唱《三夕恩情廿載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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