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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名作欣賞-《琵琶記》研討會節錄 

 

講者：陳守仁教授 

 

前言 

粵劇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表演藝術，是香港人演得最好的表演藝術，更是世界級的表演藝

術。最優秀的演員、樂師、編劇、導師、研究者雲集香港。此刻可視為粵劇發展盛況空前

的時期。2014 年有超過 1250 場粵劇演出，每年估計有約 1000 場粵曲表演，平均每日有 6
場粵劇或粵曲演出。主要演出場地包括：高山劇場、沙田大會堂、新光戲院，以及油麻地

戲院。 

 
粵劇戲班分為大型、中型及小型。1250 場演出中，戲院及會堂的演出約佔 75%，並且不斷

膨脹。神功戲佔 25%，但不斷慢慢收縮，原因包括：搭戲棚的成本不斷膨脹，班主之間競

爭劇烈，票價的兩極化，大老倌與下欄人薪酬的兩極化，以及樂師人手不足，以致薪酬膨

脹。 
 
估計目前粵曲社的數目以千計，粵曲唱者的數目以十萬計，粵曲導師則求過於供，並且水

平參差，認證亦追不上時代的要求。然而，這並非沒有轉機，近年香港演藝學院開設的粵

劇音樂文憑、學位課程，香港八和粵劇學院開設的證書課程，以及西九戲曲中心的成立，

能夠為粵劇學習者提供具水準的培訓課程和演出場地。 
 
《琵琶記》開山（首演）資料 
粵劇《琵琶記》於 1956 年 1 月 19 日，由「利榮華劇團」首演，由唐滌生（1917-1959）編

劇，任劍輝（1913-1989）飾蔡伯喈，白雪仙（生於 1928）飾趙五娘。參與演出的還有：

鄭碧影（飾牛蕙蘭）、半日安（先飾蔡母，後飾牛善）、白龍珠（飾牛僧孺）、蘇少棠（飾桂

南芬）、林家聲（飾宋仁宗）及英麗梨（飾呂雲娥）等。 
 
根據六柱制分類，劇中的主要角色有蔡伯喈（文武生）、伯喈的妻子趙五娘（正印花旦）、

伯喈的朋友桂南芬（小生）、牛僧孺的女兒牛蕙蘭（二幫花旦）、位居宰相的牛僧孺（丑生），

以及伯喈的父親和宋仁宗（老生）。 
 

《琵琶記》不同版本 

《琵琶記》是元代高明（高則誠，約 1305-1359）的作品，故事題材取材自宋代南戲《趙

貞女蔡二郎》。此劇原先的情節有「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錢南揚，1981，頁 141），
屬於「婚變戲」或「變心戲」的類別，悲劇結局。在高明的筆下，《琵琶記》被編成「迫婚

戲」，以喜劇收場。《琵琶記》歷來被很多學者推崇，謂劇本「成熟與完善」，甚至被尊為

「南戲之祖」及「傳奇之祖」（俞為民，1994，頁 289）。唐滌生編寫的《琵琶記》於 1956
年首演，後有葉紹德（1930-2009）於 1969 年改編版本，由「仙鳳鳴劇團」重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4%B8%91/542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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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大要 

第一場 陳留窮鄉 

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奈何伯喈之父迫他赴京應試。五娘送別丈夫，依依不捨。五娘感伯

喈愛護之心，決定用繩束髮，封以布帛，謂今後非伯喈之手不開。伯喈囑五娘要殷勤侍奉

父母，五娘誓言就算十指磨穿，亦不會讓家公及家婆凍餓。伯喈含淚別家，踏上路途。 

 

第二場 京師丞相府 

牛僧孺位居宰相，妻子早亡，單生一女蕙蘭，已長得亭亭玉立，僧孺正欲為她選擇夫婿。

剛巧春闈試罷，伯喈高中狀元，他的兩個好友桂南芬及秦琪分別中榜眼及探花。僧孺尤喜

伯喈樣貌俊俏，僧孺坦言欲招伯喈為婿，伯喈大驚，謂自己已有髮妻。僧孺無話可說，問

及伯喈家境，得知他家住陳留，而當地近年大旱，瘟疫叢生，已十室九空。僧孺心生一計，

着伯喈留居相府，然後佯派心腹李旺往陳留，再着他回報謂伯喈家人已死，暗中將他來往

家書沒收，使他轉愛蕙蘭，再求宋仁宗為媒撮合。 

 

第三場 陳留窮鄉 

陳留大旱、糧食不足，縱使五娘日以繼夜紡紗致十指磨穿，亦難維持生計。家公及婆婆相

繼病倒。婆婆去世，五娘賣髮籌殮葬費。之後家公也病發，奄奄一息，着五娘改扮道姑，

往尋伯喈，叮囑若見伯喈，五娘「一不可說千般苦，二不可說喪雙親，三不可說裙包土，

四不可說剪香雲」，以免有損伯喈前途，隨即死去。五娘傷心欲絕，埋葬了家公、婆婆後，

帶著琵琶上京尋夫。 

 

第四場 彌陀寺 

五娘在赴京途中改扮道姑，手抱琵琶，沿途乞食及賣唱。一天，她正遇狂風暴雪，乃於彌

陀寺稍避。她忽聞寺門鍾鼓及僧侶誦經，即解家公、婆婆遺像掛在樹枝上，以叨竊佛門香

火。彌陀寺禪師悟本睹狀上前察看，五娘即告知原委。悟本見五娘不似該地人氏，追問下

得知她的慘遇。伯喈因掛念雙親，每日清晨必到彌陀寺求佛庇祐雙親康健。此時，遠處鳴

鑼聲，五娘追問下，得知來者是一位姓蔡的狀元。五娘躲入僧廚後，伯喈到來寺院。伯喈

聞喧鬧聲，侍衛只報知有瘋癲婦人搗亂。伯嗜正欲離去時忽見樹上掛的畫像，驚覺與其雙

親十分相似。悟本告知畫像乃是一道姑借寄佛門供奉。伯喈囑悟本倘若再見那道姑，則請

悟本帶她到相府與他相見。伯喈又命侍衛小心將畫像帶回相府安放。 

 

第五場 金殿 

在金殿上，宋仁宗命令伯喈娶牛僧孺的女兒，伯喈奏謂因五娘下落不明，堅決不重婚，又

要求回鄉守孝。仁宗不悅，認為伯喈強詞奪理，下旨命他即時迎娶蕙蘭。伯喈反問僧孺倘

若五娘尚在人間，則如何處置。僧孺一時啞口無言，情急之下揚言若五娘還在世，則甘願

讓蕙蘭作妾。仁宗聞言大喜，伯喈仍極力反對，並脫下烏紗及蟒袍，要求還鄉守孝。仁宗

深愛伯喈之才，不許他辭官。僧孺見狀不忿，亦要求辭官。仁宗左右為難，南芬勸伯喈先

娶蕙蘭，謂相信五娘不會責怪。伯喈不為所動，甘願削髮逃禪。 

 

第六場 丞相府 

蕙蘭見三年來伯喈對她若即若離，不禁神傷。侍婢惜春見狀，即對她加以安慰。之後，兩

人於園中嬉戲。五娘得知狀元姓蔡，再打聽之下，證實是她的丈夫伯喈，並知他居於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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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她即往相府後門佯作化緣，希望與伯喈相見。蕙蘭聽聞有可憐婦人在尋夫，深被感動，

命人帶五娘入內相見。蕙蘭聽五娘出語成文，故問她何以淪落。五娘一一相告，蕙蘭深表

同情，痛恨其夫被人迷惑。蕙蘭其後得知此婦人的丈夫正是伯喈，大為震驚，深感不能橫

刀奪愛，乃命五娘改換羅衣在相府居住。五娘告知蕙蘭她因有十二年大孝在身，不能穿羅

衣。蕙蘭驚奇，五娘解釋謂因公公婆婆相繼死去，各守孝三年，合共六年；其餘六年，乃

代未知須守孝的伯喈而守。蕙蘭深敬五娘賢孝，決定安排伯喈與她見面。 

 

第七場 丞相府 

伯喈返回相府書房，因未知道姑下落，乃於畫卷上題字，準備把它交回彌陀寺。惜春奉命

帶五娘往見伯喈，對五娘加以譏諷，更暗示伯喈快與蕙蘭成親，着五娘想清楚才步入書房。

五娘聞言震驚，欲離開又不忍，終步入書房，見伯喈伏案而睡，不禁又喜又悲。她自慚身

世不配才郎，決定收回翁姑畫像返陳留。怎料五娘移動畫卷時驚醒了伯喈，伯喈誤以為眼

前女子是蕙蘭的表姐雲娥。五娘趁機試探伯喈是否真的移情蕙蘭。伯喈已決意離開相府，

不想傷害蕙蘭，便對她多番讚賞並假說感謝蕙蘭之情。五娘聞言，以為伯喈愛上蕙蘭，悲

痛欲絕。五娘憤然於畫卷上題詩，云：「向日受饑荒。雙親俱死亡。如今題詩句。報與薄情

郎。」，之後含恨離去。伯喈聞得彌陀寺沙彌尋不到道姑蹤跡，回返書房後決定將畫卷送回

彌陀寺，怎料見到題字，猜想必是五娘在此，即高聲呼喊五娘。蕙蘭、惜春等來探視，伯

喈一見蕙蘭，唾罵她趕走五娘，隨後奔出追趕五娘。蕙蘭怨僧孺強將伯喈夫婦分開，着他

速上金鑾請求仁宗准伯喈留髮還俗，並助他們夫婦團聚。 

 

第八場 廟遇 

五娘在路上遇上風雨，避入廟內，向四大金剛哭訴伯喈變心。伯喈一路狂呼五娘，遍尋不

獲，不知不覺走至廟中。伯喈見有道姑暈倒地上，即取一錠銀欲送與道姑，赫然見是五娘，

即欲將她擁在懷裡。五娘憤恨，欲離去，無奈伯喈苦纏。五娘述說伯喈父臨終前之說話，

以及自己賣髮、行乞等遭遇，伯喈聞言淚如雨下。五娘恨伯喈負心，伯喈即表示未棄舊情，

更已削髮拒婚。五娘悲喜交集，與伯喈相擁痛哭。此時僧孺、蕙蘭等到來，僧孺宣讀聖旨，

謂聖上恩准伯喈蓄髮還俗，夫婦回鄉守孝，及期滿回京復職。伯喈、五娘感謝蕙蘭成全。

惜春向五娘謝罪，自認在書房門前所說的話全是自己所編，與蕙蘭無涉。五娘仍記掛伯喈

剛才在書房中曾說不忘蕙蘭情義，並含醋意。伯喈坦言因決意離開相府，又誤以為五娘是

雲娥，才會說出安慰蕙蘭的話。伯喈、五娘幾經波折，終可團圓。（全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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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賞析 

《琵琶記》在唱腔音樂方面，多採用板腔及說唱，如第一場伯喈與五娘話別時，二人對唱

「長句二黃慢板」；至第四場，五娘行乞上京尋夫時唱朱毅剛（1922-1981）新創作的小曲

《雪裏哀鴻》；同一場伯喈到彌陀寺拜佛時唱了一段「南音」轉「二黃慢板」；第五場伯喈

在金殿上拒重婚再娶時唱了一段「反線中板」。 

 

全劇的高潮在第七場的《廟遇》一折，當中唱腔的運用如下：五娘先唱由林兆鎏（1917-
1979）作曲的小曲《千里琵琶》；伯喈唱主題小曲《別鶴怨》引子及頭段、「士工慢板」、「二

黃慢板」、小曲《春風得意》、「乙反中板」、「乙反二黃慢板」、《別鶴怨》尾段及嘆板；五娘

再唱小曲《四季相思》（連序唱）及「乙反長句二黃」；最後伯喈接唱「乙反中板」。其後任

劍輝、白雪仙把這《廟遇》唱段曾作多次修改，故今流傳多個不同版本，但均有使用《千

里琵琶》、《別鶴怨》及《四季相思》等小曲唱段。 

 

粵劇音樂的特色 

粵劇音樂(俗稱粵曲)的特色包括：以廣府話(即粵語)唱曲及說白；由器樂（鑼、鈸、鼓、

板及絲竹樂器）和聲樂（唱腔及說白）構成，以及劇中人物會使用平喉及子喉唱曲及說白。 

 

粵劇唱腔主要分為板腔、曲牌及說唱三大體系。板腔是沒有固定旋律、先詞後曲、依字行

腔，並根據特定的曲式格式演唱。「板腔」：又稱「梆黃」，即「梆子、二黃」的簡稱。在板

腔音樂中，須留意的特點包括：叮、板的組合；正字（實字、基本字）與孭仔字（襯字）

的分別；分「上句、下句」（上句結仄聲、下句結平聲）；每句的結束音有嚴謹規格；每句

分若干頓（每頓有基本字數），以及每個正字與叮板有嚴格關係等。常用板腔曲式約有 51
種，慣用的有 31 種。（詳見附錄）。曲牌則有相對固定的旋律、通常是先曲後詞、也可按

詞作曲。說唱的特色與板腔相似。除唱腔外，說白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謂：「千斤唸白

四両唱」。說白方面，《琵琶記》中包含了詩白（唸白）、口鼓（口古）、口白，以及浪裏白。 

 

粵劇唱腔的審美觀是注重露字，即演員在說白或唱曲時，須使聽眾能清楚聽見每個字，並

要求演員演唱時字正腔圓。 

 

粵劇傳統的繼承與革新 

粵劇傳統的繼承與革新有以下幾個做法：改編傳統劇目、創作新劇目、在劇本內容中加入

時事議題，亦有在技術上的革新，例如運用新的舞台效果，以及加入新的樂器和音樂。此

外，傳統粵劇的製作一般較為大型，動輒三至四小時；現代新製作的粵劇，則較為精緻，

以迎合新一代的口味及欣賞能力。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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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為民（1994）。《宋元南戲考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守仁（2015）。《唐滌生粵劇劇目概說：任白卷》。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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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粵劇、粵曲板腔曲式簡表 

 
 51 種板腔曲式（有*為常用的 31 種） 

1.  梆子七字句首板 27. 二黃嘆板*（亦稱「梆子嘆板」） 
2.  梆子十字句首板 28. 二黃七字句流水板* 
3.  梆子四字句倒板 29. 二黃長句流水板* 
4.  梆子七字句倒板 30. 二黃八字句慢板* 
5.  梆子七字句煞板 31. 二黃十字句慢板* 
6.  梆子十字句煞板 32. 二黃長句慢板* 
7.  梆子偶句滾花* 33. 二黃四平十字句慢板（俗稱「西皮慢板」） 
8.  梆子七字句滾花* 34. 二黃煞板 
9.  梆子十字句滾花* 35. 乙反偶句滾花* 
10. 梆子長句滾花* 36. 乙反七字句滾花* 
11. 梆子沉腔滾花* 37. 乙反十字句滾花* 
12. 梆子快中板* 38. 乙反長句滾花* 
13. 梆子七字清爽中板* 39. 乙反七字清爽中板* 
14. 梆子十字清爽中板 40. 乙反十字清爽中板 
15. 梆子七字句中板* 41. 乙反七字句中板* 
16. 梆子十字句中板* 42. 乙反十字句中板* 
17. 梆子三腳凳 43. 乙反二黃八字句慢板* 
18. 梆子有序中板 44. 乙反二黃十字句慢板* 
19. 梆子芙蓉中板 45. 乙反二黃長句慢板* 
20. 梆子減字芙蓉* 46. 乙反二黃八字句滴珠慢板* 
21. 梆子慢板* 47. 乙反二黃四平十字句慢板（俗稱「乙反西皮慢板」） 
22. 二黃七字句首板 48. 反線梆子七字句滾花 
23. 二黃十字句首板 49. 反線梆子偶句滾花 
24. 二黃四字句倒板 50. 反線梆子十字句中板*（簡稱「反線中板」） 
25. 二黃七字句倒板 51. 反線二黃十字句慢板*（簡稱「反線二黃慢板」） 
26. 二黃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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