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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版權聲明：

本場刊所有劇照由香港八和會館擁有，請勿翻印或轉載。場刊內的文字資

料僅供參考，如要複印作為教學用途，請列明出處。

粵劇是中國地方戲曲之一，也是嶺南藝術瑰寶，極具文化

內涵。

為提高學生和教師對粵劇的認識，並提供接觸粵劇的機

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和藝術教育組，以

及香港八和會館攜手為教師及中學生舉辦兩場「藝文會通

─粵劇欣賞」活動。是次演出的折子戲，分別是《紫釵

記》的首場「墜釵燈影」（亦作「燈街拾翠」）和尾場

「節鎮宣恩」（亦作「論理爭夫」），粵劇《紫釵記》是

由名編劇家唐滌生先生按明代湯顯祖同名傳奇改編。我們

期望師生在觀賞粵劇之餘，能多了解粵劇知識和中華文

化，在品德情意方面也得到滋養。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粵劇已有百多年歷史，2009年9月獲聯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為香

港首項獲得此殊榮的表演藝術。

粵劇 ─ 本土文化的代表

以竹搭建的神功戲戲棚

佛山祖廟內的古戲台



甚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現代劇院內的粵劇演出佈景

根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

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

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

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

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

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

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

人類創造力的尊重。」



唱：指唱功，包括粵劇表演的發聲方法和唱

腔。粵劇的發聲方法主要可分為平喉、大喉及

子喉三種。生角唱的是平喉，是平常說話的聲

調；大喉是生角的另一種發聲方法，會將聲線

提高，使用粗獷聲音來表達激昂的情緒；旦角

唱的則是子喉，子喉是比平喉調子高八度。戲

曲的歌唱部分稱為唱腔，常用以表達人物的感

情思想、刻劃人物性格和交代故事的情節。

「手」是各種手勢動作

「眼」是眼神表情

「身」是各種身段功架

「步」是各種形式的台步

「法」是上述四種技法的綜合規範

做：以「手、眼、身、步、法」五種技法表達感

情。

唱

粵劇
基本藝術形式

做



pn

打：即武打，分為源自詠春的南派和取自

京劇的北派，包括徒手或帶兵器的對打及

個人身段等。

打

唸
唸：指唸白，即唸出台詞，包括口白、詩

白、口古（配合鑼鼓的押韻口白）、白欖

等。唸是戲曲台詞的基本表達形式之一。

粵劇的說白講求節奏及音樂感，與平日說

話不一樣。



粵劇行當
傳統戲曲有嚴格的角色分工，即所謂十大行當（生、旦、淨、

丑、末、外、小、貼、夫、雜），每一行當在表演上都各具特

色。

生
「生」為男性角色的總稱，涵蓋

儒雅倜儻的青年男子的小生角色

（如書生、秀才）、武藝高強的

武生角色、年紀老邁的老生角

色。

飾演薛玫庭

《春草闖堂》梁振文

旦
「旦」為女性角色的總稱，涵蓋

已婚的青衣、大家閨秀的閨門

旦、舞刀弄劍的刀馬旦和武旦、

年紀老邁的老旦和活潑的小旦

等。

飾演鄭巧兒

《糟糠情》余仲欣



淨

「淨」又稱「花臉」，是性格

鮮明的男性角色。演員會在臉

上勾畫有規範圖案的臉譜，臉

譜上的白色一般代表奸狡陰

險，而紅色則代表正直忠烈。

丑

「丑」是一般扮演插科打諢、

滑稽或其貌不揚的角色，以唸

白和演戲為主，分文丑、武

丑。丑角雖為輔助角色，但有

推進劇情、製造氣氛的作用，

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戲行有

「無丑不成戲」的說法。

            劍麟飾演曹操

白面︰《曹操‧關羽‧貂嬋》

            吳國華飾演關羽

紅面︰《曹操‧關羽‧貂嬋》

飾演胡進

《春草闖堂》張肇倫

到了上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粵劇的行當組織演變成六柱制（文武

生、正印花旦、小生、二幫花旦、丑生、武生），整台戲主要由這

六位演員擔綱演出，他們或須根據劇情的需要兼演不同行當。



盧太尉—蟒袍盧太尉—蟒袍

蟒袍是帝王將相及有封

誥的女子的禮服，上繡

有團龍、大龍、鳳凰、

雲彩等圖案，下擺及袖

口繡有海水紋樣，腰間

圍玉帶。蟒袍所繡的龍

有階級之別─帝王的龍

才可以繡五爪，將相以

下的龍則只能繡四爪。

戲行有句話︰「寧穿破，勿穿錯」，演員須按不同角色的行當和身份穿

著不同的服飾。

粵劇的行當與穿戴 

李益—文官袍李益—文官袍

雙水袖的稱為「文袖

文官袍」，主要給修

文的生角穿著。

雙束袖的稱為「武袖

文官袍」，主要給習

武的生角穿著。

右邊是水袖，左邊是

束袖的稱為「文武

袖」，是給文武雙全

的生角穿著。

文官袍多是有身份的生角

所穿著的戲服，戲服會按

照不同的身份，採用不同

的搭配，呈現出不同的樣

式。

霍小玉—小姑裝霍小玉—小姑裝

小姑裝主要為未婚少

女所穿著。戲服為束

腰長裙配水袖，可因

應角色身份階級配上

雲肩或前後牌。一般

會繡上花卉或蝴蝶等

圖案。



寫意程式

粵劇

粵劇承襲中國美學觀念，重視抽象浪漫的表現方式，我們必

須了解它的「虛擬性」，才會懂得欣賞粵劇。粵劇的「虛擬

性」在於將現實生活的動作藝術化，透過舞台設計、道具及

做手動作的「虛」，打破舞台上時間、空間和物件的限制，

豐富了舞台上的表演程式。這種虛擬形式的表演，需要演員

和觀眾的想像力。舞台受場地限制，不能放置太多道具，演

員要透過舞台動作表達飲酒、睡覺、開門、關門、划船、騎

馬等。這些虛擬動作來自演員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概括和提

煉，他們以象徵性及藝術性的形態和身段去演繹，藉以交代

劇情和表現劇中人的心理狀態，形成了戲曲「虛擬」的特

質。



生 活 的 虛 擬 性

開 / 關門開 / 關門

古時的「門栓」相當於現代的門

鎖，是安裝於室內門上的兩根橫

木，用以開門或關門。粵劇的舞

台上，演員會以虛擬移動木栓的

動作來表達「開門」或「關

門」。

古時的門通常都有「門檻」。在

粵劇的舞台上，不會設置門檻，

而演員只會用腳部動作表達跨過

「門檻」，進入室內或走出室

外。

踏出 / 入門檻踏出 / 入門檻

一桌兩椅一桌兩椅

粵劇常使用一桌兩椅，以

不同的擺放方式表達不同

的場景，例如廳堂、書

室，在一些排場戲中更可

疊起來象徵橋樑、山崗、

高台、城門等等。

2021-22年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紫釵記》劇照



2021-22年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紫釵記》劇照

《紫釵記》劍麟飾演黃衫客

古時的交通工具主要以馬、船、轎和車

為主。表演時，演員會以一支貼滿絮絲

的藤枝作馬鞭，拿著馬鞭即代表騎馬，

而上馬、落馬都有特定的程式。演員亦

會用兩支車旗來象徵「轎」或「車」，

在旗中間的演員即代表正坐轎或車。至

於划船，則會以撥動一支船槳來表達。

騎馬、坐轎騎馬、坐轎



粵劇《紫釵記》是唐滌生先生根據

明代湯顯祖同名劇作寫成，而《紫

釵記》的故事源於唐代蔣防的傳奇

小說《霍小玉傳》。

︽
紫
釵
記
︾

︽
紫
釵
記
︾



《紫釵記》故事梗概《紫釵記》故事梗概

小玉聞知李益另聘，於慈恩寺哭訴神靈，遇豪士黃衫客，告以傷心往

事。豪士無限同情，適李益與夏卿到寺中賞花，黃衫客乃強挾李益返

回勝業坊見小玉。夫妻重見，互訴衷情，誤會冰釋。盧太尉得悉此事

後，勃然大怒，把李益捉回盧府，更命他即日與女兒成婚。小玉得黃

衫客指點，以霍王女、狀元妻身份硬闖太尉府，據理爭夫，但勢孤力

弱，陷於窘境，幸黃衫客遽至，表露王爺身份，懲治盧太尉。夫妻二

人，乃得破鏡重圓。

粵劇《紫釵記》故事講述唐代隴西才子李益赴長安應試期間，經鮑四

娘暗通消息，心慕勝業坊歌妓霍小玉。小玉乃洛陽霍王與其寵妾鄭氏

之女。霍王死後，鄭氏與小玉為族人所排擠，淪落長安教坊。小玉終

日好誦李益詩句。元宵佳節，李益與友人崔允明、韋夏卿同遊賞燈，

冀與小玉相遇，卻無意拾得盧太尉女兒燕貞香帕。燕貞對李益一見傾

心，心生愛戀。

李益卻心有所思，機緣巧合下拾得小玉的紫玉釵，邂逅驚采絕艷的霍

小玉，乃夜訪霍家，借紫釵求親。後來李益高中狀元，卻因不肯遵從

中式士子高中後須拜謁太尉府堂之命，觸怒了本欲招他為婿的盧太

尉。盧太尉遂將李益調至塞外參軍，並斷絕李霍二人音訊。臨行前，

李霍二人折柳陽關，哀痛欲絕。李益在塞外相思愁悶，終日借酒消

愁，題詩抒懷。小玉等候李益三年，其間不斷打探李益之消息，散盡

家財，更不惜典賣紫玉釵，以求音訊。此時，盧太尉召李益回長安，

並逼允明為媒，令李益娶女兒燕貞。允明為報小玉屢濟飢困之恩，不

惜衝撞太尉，卒被梃斃於堂前。太尉買下小玉出售的紫玉釵，並訛稱

小玉已改嫁他人，再誣指李益題詩有叛朝逆君之意，以此要脅他與女

兒成親。李益吞釵拒婚，被困盧府。



李益李益
唐代詩人，字君虞，家中排行第十，故又稱「李十郎」。進

京赴考，與霍小玉互相愛慕。

霍小玉霍小玉
洛陽霍王與其寵妾鄭氏之女，後淪落為長安教坊歌女。

浣紗浣紗
小玉侍婢。

韋夏卿韋夏卿
李益友人，與李益和崔允明結為「歲寒三友」。

登場人物
介紹

（羅妍飾）

（林貝嘉飾）

（文雪裘飾）

（溫曜聲飾）



位高權重，為招李益為婿，多番設計拆散李和霍二人婚盟，

脅迫李益與女兒成婚。

盧太尉女兒，對李益一見鍾情。

盧府奴僕。

即四王爺。教小玉據理爭夫，在最後關頭，主持

公道，警惡懲奸。

李益友人，重氣節，與李益和韋夏卿結為「歲寒三友」。

（郭俊亨飾）

（吳國華飾）

（周洛童飾）

（蘇鈺橋飾）

（郭俊亨飾）黃衫客

王哨兒

盧燕貞

盧太尉

崔允明



紫釵記劇照紫釵記劇照



文學文化小知識

微風驚暮坐， 臨牖思悠哉。
開門復動竹， 疑是故人來。
時滴枝上露， 稍沾階下苔。
何當一入幌， 為拂綠琴埃。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夜上受降城聞笛夜上受降城聞笛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喜見外弟又言別喜見外弟又言別

李益詩作李益詩作
唐代詩人。隴西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人。大歷四年進士，歷任秘
書少監、集賢殿學士等，以禮部尚書致仕。著有《李君虞集》。《全
唐詩》編其詩為二卷。



農曆正月十五，這天是全年的第一個月圓之

夜，象徵新一年的春天到來。古人會在元宵

賞花燈、猜燈謎。根據明代人記載元宵夜

「傾城士女，皆得縱觀」，可見青年男女會

外出觀燈，並趁機互相結識。

元宵元宵

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隋代開

始，在唐代成熟，而一直襲用至清朝滅亡。

科舉是寒生士子進仕入官的最直接途徑，亦

是中國歷代讀書人改變人生的重要方法。劇

中李益科舉得中，馬上成為顯貴；崔允明落

第，則窮困潦倒，正是反映了這種情況。

科舉制度科舉制度

指松、竹、梅。這三種植物在寒冬時仍可保

持頑強的生命力，松和竹在嚴寒中不落葉，

而梅更在寒冬裏開花，傲雪凌霜，三者均有

堅韌不拔的精神，正如有清高廉潔節操的

人，故此「歲寒三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

高尚人格的象徵。劇中李益、崔允明、韋夏

卿合稱「歲寒三友」。

歲寒三友歲寒三友

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BE%B2%E6%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C%88%E5%8D%81%E4%BA%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F%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5%AE%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F%E7%AC%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9C%E7%87%88%E8%AC%8E


八和會館成立於清光緒年間，至今已有一百三十餘年歷史，一直是廣東粵劇從業員的

專業組織。1953年，香港八和會館註冊成立，七十年來以弘揚傳統粵劇藝術為宗旨，
不單積極向公眾推廣粵劇，也關注粵劇演員及從業員的專業發展和承傳工作。香港八

和會館一向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務，於2009年成為香港註冊慈善團體。八和積極推動
各項粵劇保育及承傳工作，例如：在粵劇教育方面，八和粵劇學院開辦青少年粵劇演

員訓練班、唱腔班等，為粵劇界培育更多新秀。在資料保存方面，八和啟動了《口述

歷史叢書》計劃，有系統地整理粵劇從業員的資料，亦協助編纂《香港戲曲年鑑》

等。2021年，八和推出「八和頻道︰粵劇網上學堂」中英文版，透過互聯網上的粵劇
導賞節目，向世界各地的觀眾推介粵劇文化藝術。

香港八和會館香港八和會館



學與教資源

1

2

3

4

5

網址
「中國文學參考戲曲舉隅」

《粵劇合士上 - 梆黃篇》 (2017) 
網上資源

《粵劇合士上 - 梆黃篇》 (2017)

《粵劇合士上》 (2004) 網上資源

《粵劇合士上》 (2004) 

甲部 中國文學課程指定作品
乙部 中國文學作品

工 六 尺 工 上  

3    5    2     3    1

甲部 乙部 

工 士 上 工 尺  
3    6    1     3    2

 ‧        

尺 上 反 工 六  2    1    4     3     5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banghuang-2017-conten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banghuang-2017-conten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banghuang-2017-conten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he-shi-shang-banghuang-2017-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cantonese-opera-2004-content/index.html#1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cantonese-opera-2004-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cantonese-opera-2004-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resources/chinese_opera.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lassical_Opera_B_201309.pdf


藝術教育組中國語⽂教育組

合辦：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港⼋和會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