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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快訊
日期
13/07

14/07

15/07

16/07

演員、主辦單位
沙田民生關注會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香港粵劇推廣中心
星光音樂創作室
樂弦佳韻
通善壇、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社會福
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辦事處、中西
區區議會、中西區各界慶典委員會
彩燕歌藝團
星悅音樂教室
朗之聲曲藝苑

劇 目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8周年戲曲晚會》
中篇劇《武松》及《牡丹亭驚夢》
《折子戲專場》
《樂韻悠揚音樂會》金曲演唱會
《名曲粵韻獻知音》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8周年」賀回歸、迎國慶2025
通善敬老粵劇欣賞會》
《華麗之音匯香江》粵劇折子戲及粵曲演唱會
《樂韻飄飄迎夏日》金曲演唱會
《名曲粵韻獻知音》

地 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元朗劇院演藝廳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元朗劇院演藝廳

日期
16/07
17/07

18/07

19/07

演員、主辦單位
香港沙田知音舞蹈團
趣雅藝苑
美林樂軒
仙姿妙韻曲藝社
中華文化節2025：中國戲曲
節—紹興小百花越劇團
珊珊粵劇曲藝會
中華文化節2025：中國戲曲
節—紹興小百花越劇團
北區民政事務處、香港新界北區廠商會、祥
華賢毅社、樂群樂聚及北區敬老委員會
珊珊粵劇曲藝會
天馬音樂藝術團及天馬菁莪粵劇團

劇 目
《知音歌舞同樂日》綜合表演
《趣雅藝苑戲曲會知音》
《美林戲曲會知音》
《仙姿妙韻同樂聚》
《孔雀東南飛》

《搜書院》
《沉香扇》

《慶祝回歸28周年—南音粵
樂頌北區2025》
《再世紅梅記》
《獅子山下紅梅艷》

地 點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葵青劇院演藝廳

高山劇場劇院
葵青劇院演藝廳

北區大會堂演奏廳

高山劇場劇院
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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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3/07/2025
解心粵曲
周瑜寫表
(梁婉芳)

紅粉伴英雄
(白駒榮、衛少芳)

褒姒媚君王
(朱老丁、張月兒)

(藍煒婷)

粵曲會知音
摘纓會

(龍貫天、胡美儀)

毀琴悼知音
(林錦堂)

百花亭贈劍
(何非凡、吳君麗)

紅梅復艷記
(新馬師曾、崔妙芝)

釵頭鳳
(梁天雁、陳慧玲)

(藍煒婷)

星期一
14/07/2025
梨園飛事卜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阮德鏘)

星期二
15/07/2025
金裝粵劇

三十年胭脂淚
(任劍輝、吳君麗、
半日安、林家聲)

粵曲:

急時抱佛腳
(梁醒波、秦小梨)

再世紅梅記之
折梅巧遇

(陳寶珠、梅雪詩)

1555梨園快訊

(藍煒婷)

星期三
16/07/2025
戲行講事顧問

鑼鼓響 想點就點

聽眾點唱熱線：
1872312

(梁之潔、黎曉君)

星期四
17/07/2025
粵曲會知音

同命鴛鴦
(歐凱明、紅線女)

玉簪記之偷詩
(呂玉郎、林小群)

霸王別虞姬
(梁漢威、陳咏儀)

白龍關
(龍貫天、吳美英)

龍女牧羊詞
(白雪紅)

(龍玉聲)

星期五
18/0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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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2025
金裝粵劇

龍鳳爭掛帥(上)
(李龍、陳好逑、
阮兆輝、陳嘉鳴、
新劍郎、廖國森)

(林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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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13/07/2025

22:20共同文化家園
（《大灣區之聲》

聯合製作）

22:30粵曲
火網梵宮十四年之
挑燈送玉人、庵遇
(任劍輝、芳艷芬、

李海泉)
周仁獻嫂之試妻、審夫
(文千歲、李寶瑩、
王超峰、林鳳仙)
紅綾巧破無頭案之審頭
(吳仟峰、陳慧思、

新劍郎)
石榴裙下剃光頭
(鄭君綿、朱頂鶴、

李燕萍)
蘇武牧羊

(曾潤心、任錦霞)
大少蝦

(梁醒波、李香琴)

(粵曲播放延長至2600)

(丁家湘)

星期一
14/07/2025

粵曲

萬世流芳張玉喬
(譚倩紅)

花田八喜之花田
盛會

(蓋鳴暉、吳美英、
鄧美玲)

情僧夢會瀟湘館
(文千歲、梁少芯)

紅樓寶黛之黛玉
離魂

(程德芬)

桃花緣
(梁兆明、蔣文端)

(藍煒婷)

星期二
15/07/2025

粵曲

花開錦帳三春艷
(張月兒)

情醉西廂記
(蔣文端、葉幼琪)

義膽忠肝
(張寶強、白鳳瑛)

梨花慘淡經風雨
(譚家寶、劉艷華)

刺虎
(麥炳榮、鳳凰女)

(阮德鏘)

星期三
16/07/2025

粵曲

阿褔行正桃花運
(鄧寄塵、吳美英)

楊玉環歸天
(李慧)

孤兒淚
(盧家煌、梁碧玉)

胭脂巷口故人來
(區家聲、林少芬)

何文秀會妻
(阮兆輝、尹飛燕)

(御玲瓏)

星期四
17/07/2025

粵曲

悼娟紅
(陳錦紅)

契爺艷史
(張月兒、鄧碧雲)

琴遇
(彭熾權、黎佩儀)

丹心保孤城
(李龍)

倩女離魂
(新劍郎、葉慧芬)

霸陵殉義
(葉幼琪、蔣文端)

(丁家湘)

星期五
18/07/2025

粵曲

俏駙馬偷看公主
(彭熾權、盧筱萍)

小鳳仙
(文千歲、冼劍麗)

長恨歌
(吳君麗)

重簪紫玉釵
(梁漢威、南鳳)

琵琶動漢皇
(李銳祖、金山女)

(林瑋婷)

星期六
19/07/2025

粵曲

蘭陵王
(朱劍丹、吳美英)

長城恨
(梁天雁、嚴佩貞)

瓊樓恨
(梁麗)

挖目保山河
(任劍輝、羅艷卿、

梁醒波)

(黃可柔)

粵
劇
的
市
場
寬
度

康文署公布預留沙田大會堂演奏廳作為
粵劇場地措施後，某報向它查詢制訂這
項措施的理據。康文署在回覆中作了進
一步解釋：沙田大會堂交通便捷，演奏廳
至今已舉辦約1,000場粵劇演出，吸引逾
79 萬觀眾人次，觀眾群相當龐大及穩
定。有見粵劇界對場地需求殷切，因此政
府有需要加大力度推動粵劇的傳承、保
存、研究、推廣和發展。根據上述的數字
計算，每場演出有790人次入座，沙田大
會堂演奏廳有1,372個座位，入座率為百
分之五十七。
我之前曾經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年度
調查報告分析本地戲曲演出場次和觀眾入
場人次的情況，結果發現自2009年後，
觀眾入場人次大致在100萬左右窄幅上
落，但演出場次在十年間則從1,100多場
增加至1,900多場，2018年至2019年度戲
曲觀眾入場率約為百分之五十。我從不同

渠道得知，這個數字一直保持至今。可以這樣
說，沙田大會堂演奏廳的粵劇觀眾入座率的確比
全港演出場地的平均入座率高，但若與2003年康
文署戲曲節目平均每場入座率超過百分之七十的
紀錄相比，已經下跌接近兩成。
另外，我在上期拙文裏也提到，沙田大會堂演奏
廳新的訂租政策要吸取「新光戲院和西九戲曲中心
因釐訂的租金水平超越一般劇團的負擔，使他們望
門興嘆」的教訓。西九戲曲中心的租金水平非一般
粵劇團能負擔得起的情況，經傳媒廣泛報道後，大
眾已略知一二。其實早在西九文化區未推倒重來之
前，我已對負責表演藝術的周梁淑怡表達過香港粵
劇團受班費所限，需要的是像新光戲院般級數的表
演場地。當時周梁淑怡告訴我，在西九文化區是不
可能出現一間新光戲院級數的戲曲中心。因為這個
緣故，我才會在粵劇發展諮詢會提出興建高山新翼
的建議。可惜由於粵劇界和九龍城區議會都選擇了
興建600個座位的方案，結果令巨型班因票房關係
不願意租用這個場地。
新光戲院方面，聯藝公司為維持收支平衡，計

劃把租金提升至3萬元，粵劇界認為租金太高，
戲班無法承擔。聯藝公司不想長期虧本，唯有放
棄經營。李居明接手不久，面對通脹，亦要不斷
調整租金，據我所知，加到3萬元後，已經很少
本地戲班租用該戲院。
本地戲班以低成本經營來維持市場運作，過去
十年因演出場次大幅增加拉低了票房收入，加上
近年港人北上消費，影響市道，所以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新訂租金水平時，需要考慮一般劇團的承
受能力。 ●文︰葉世雄

戲曲戲曲 視窗視窗

著名音樂家譚盾與「昆曲王子」張軍、舞蹈
家黃豆豆聯袂打造的實景園林版昆曲《牡丹
亭》早前在上海市青浦區朱家角課植園上演，
吸引了眾多觀眾前來觀看。這一場演出恰逢
2025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讓人們在美麗
的自然環境中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
在演出中，觀眾不僅能欣賞到精彩的昆曲表
演，還能體驗到園林的自然之美。演出將昆曲
的唱腔、表演與自然環境相結合，使得每一場
演出都成為了一場視聽盛宴。
昆曲的優雅與深情在這樣的環境中顯得更加
迷人，許多觀眾表示︰「這樣的體驗，讓他們
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與魅力。」昆曲作為中國
的國粹藝術，承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而實景
演出更是為這一古老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
據悉，實景園林版昆曲《牡丹亭》自2010年6

月首演，至今已演出近350場，接待觀眾累計超
7萬人次。作為中國首部實景園林昆曲，這部劇
作不僅傳承了昆曲的傳統，更將明代大
文豪湯顯祖的經典之作《牡丹亭》以實
景、實情的方式呈現給觀眾。而實景園
林版昆曲《牡丹亭》的成功，不僅為昆
曲的傳承開闢了新的道路，也為更多的
年輕人提供欣賞到傳統文化的機會。
在未來的日子裏，實景園林版昆曲
《牡丹亭》將繼續在這片美麗的土地
上演出，期待更多的觀眾能夠親身體
驗這場文化盛宴。通過這樣一種生動
的方式，傳統文化不僅得以傳承，更
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
力。 ●文︰中新社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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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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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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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新
活
力

在戲曲舞台上有許多角色於穿戴
方面有特定的安排，如周瑜、穆桂
英、呂布等武藝超群的人物，都會
佩戴上翎子、頭盔，以顯示他們的
身份。
翎子是由雄雉的長尾製成，一般長
4至5尺，翎子不單純有裝飾上的作
用，還有戲曲演藝的技巧，演員以手
把翎子彎作各種形態，而在翎子功的
展現範圍，演員依靠身體的動作、身
段，展現戲曲人物的內心活動。
訓練翎子技巧自然要認識翎子的
基本造型，兩根翎子可以展演多種
形態，包括晃翎、抖翎、掏翎、指
翎、擺翎等等。
在傳統戲曲劇目之中，《連環計》
中的美人計，講述王允利用貂蟬離間

董卓與呂布的感情，其中有折子戲《小
宴》，展現好色的呂布初見貂蟬的色
迷迷情狀，演員單手、雙手晃翎、抖
翎……其中過程讓觀眾感受到呂布
的輕狂，而演員把翎子功表演得淋漓
盡致，煞是好看。 ●文︰白若華

戲曲舞台上的翎子功

老中青傾力呈獻《六國大封相》展功架
香港八和會館為本港歷史悠久的戲曲文化藝術慈善機構，為會員福利

及會務運作需舉辦籌款演出。今年香港八和會館主辦《八方和合頌梨

園》籌款演出，定於7月22日及23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六

國大封相》及多個精彩折子戲。是次活動由應屆八和主席龍貫天聯同數

十位老中青粵劇演員合力演出，包括阮兆輝、吳仟峰、南鳳、高麗、王

超群、陳鴻進、梁兆明等多位資深及新進演員傾力呈獻。

在7月22日先演傳統例戲《六國大封
相》及折子戲《蝶影紅梨記之窺

醉》《牡丹亭驚夢之幽媾》《十奏嚴嵩
之寫表》《蓋世雙雄霸楚城之營房》。7
月23日演出5個折子戲︰由馬家祥新編
的《十面埋伏》，以及《林沖之魂會山
神廟》《桃花湖畔鳳求凰之金鑾賜婚》
《碧血寫春秋之殺子》《燕歸人未歸之
金殿大婚》。
首天展演的《六國大封相》為粵劇戲班開

鑼，是演出正本戲前的傳統例戲，動員整
個劇團的所有演員，故也形容為「晒冷」
之舉。此例戲劇情講六國（燕、韓、趙、
魏、齊、楚）聯盟，禮聘蘇秦為丞相，在
任命之前及後，劇情有六國王商議，有儀
仗、太監、宮女（御扇、宮燈）、跳羅傘、
公孫衍傳聖旨、六國元帥、六色馬、五軍
虎等出場，展演不同身段、功架。

折子戲極盡聲、色、藝
其中最吸睛自然是穿上亮片大靠，威風

凜凜的6位元帥，今次飾演6位元帥的有：

杜詠心飾燕元帥、劉惠鳴飾韓元帥、煒唐
飾齊元帥、宋洪波飾趙元帥、龍貫天飾魏
元帥和梁兆明飾楚元帥。六國王由陳劍𡶶
飾魏梁惠王、劍麟飾燕文公、陳鴻進飾
韓宣惠公、溫玉瑜飾齊莊王、千珊飾趙
肅候、裴駿軒飾楚懷王。
至於由花旦擔演的跳羅傘、推車之
展演也都最受觀眾欣賞，今次演跳羅傘
的有陳紀婷和鄭詠梅，而推車由6位花
旦擔演，有余仲欣、林瑋婷、御玲瓏、
高麗、陳咏儀和鄧美玲。6位推車的花旦
以推尾車責任最重大，她會和飾公孫衍
的演員演出坐車和推車的合作功架、封
相壓軸，以及胭脂馬的搞笑功架，還有
五軍虎展演武術作結。整場《六國大封
相》需時約1小時，是極盡聲、色、功
架的觀賞節目。
今次籌款選演的折子戲均為本港最熱
門劇目，也是主演者的名作，如吳仟峰
演的《十奏嚴嵩》、阮兆輝演的《燕歸
人未歸》等，都是不容錯過的好戲。

●文︰岑美華

●實景園林版昆曲《牡丹亭》至今已演出近
350場，接待觀眾累計超7萬人次。

●「昆曲王子」張軍（右）與演員一
起冒雨演出。

◀▲阮德民演
《小宴》，展
現的翎子功。

●龍貫天演魏元帥。

●

阮
兆
輝
演《
燕
歸
人
未
歸
》。

●

鄧
美
玲
演
新
劇《
十
面
埋
伏
》。

●梁兆明演楚元帥。

●

宋
洪
波
演
趙
元
帥
。

●吳仟峰與南鳳演《十奏嚴嵩》。 ●衛駿輝與陳咏儀演《蝶影紅梨記》。 ●龍貫天與王超群演《桃花湖畔鳳求凰》。 ●高麗推車。

《八方和合頌梨園》籌款大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