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劇的幕後英雄
訪棚面朱慶祥師父

訪問：小思、阿慧、顧
耳、川停、瞿明

記錄：顧耳、川停

看粵劇的觀��，一般最注
意的是演員，要看是那一些大
老倌的演出，然後才去買票。
近十多年來 ，由於仙鳳鳴和雛

鳳鳴常常演出唐滌生的戲，而
且大多效果甚佳，於是人們也
開始注意到編劇的重要性了。
但是粵劇還有一些非常非常重
要的幕後英雄，人們很少注意
到，甚至根本忽™�的，那就是
舞台兩側的「棚面」師父。棚
面師父，不但是粵劇的伴奏樂
隊，而且往往就是粵劇音樂的

創作者。大家都會曉得音樂在
一齣粵劇中的位置 ，音樂不
好，更好的演員，也無法杷戲
文的聲情發揮出來。
謝謝小思。她注意到這一

點。也謝謝小思的朋友阿慧。
因為她的安排 ，我們訪問了經

常替此間著名的粵劇團拍和的
棚面師父，朱慶祥先生。

剛來到朱師父家的門口，就聽

到一陣梵亞鈴的聲音。按門鈴的時
候，樂聲停了，開門的正是朱師父，

手�還拿著小提琴。朱師父，據阿
慧說已經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但
是看來只像一個四十出頭的碩健的
中年人。他身穿牛仔布的積克和牛
仔褲 ，不是我們想象中一個傳統藝

人的打扮 ，可是他的氣質 ，他的談

吐 ，卻又處處洋溢™�我們那份深厚

的傳統的光輝 。尤其是當他用手指

打起節拍 ，用口哼出曲調的時侯 ，

那種投入的神釆 ，就像一股民族歷

史深處的暖流 ，向聽者流淌™�，使

人感到溫暖，感到親切 。

棚面」是什麼 ？

「朱師父，」我們開始了第一
個問題 ：「我們都是外行人 ，雖然

都是戲迷，但對粵劇的知識卻很少，
請你為我們詳細的談談棚面師父的

工作吧。」

「棚面 ，從前叫做八音 ，共有

八個人 ，是搞音樂的，就是粵劇的

伴奏樂隊。傳統的棚面，全是用中
國樂器 ，清末民初的時候 ，粵劇藝

人朱次伯嘗試用西洋的喉管和梵亞

鈴來伴奏 ，覺得效果不錯 ，以後粵

劇的棚面就分成了中樂和西樂兩部

份。中樂部份的領導人叫做 『掌板

」，由他起鑼鼓，像這樣：得一得
一得一得得得得撐⋯⋯」朱師父伸

出兩隻食指敲™�桌子，模仿™�牙板
和鑼鼓的聲音。

「那��掌板就是樂隊的指揮

了

「對，節拍的快慢都要跟他，
他則要看演員的動作，互相配合“」

這時 ，朱師父的弟弟朱兆祥師

父給我們每人端上了一杯綠茶，同
時也加入了我們的座談 。朱兆祥師

父和他們二位的哥哥朱毅剛師父，
都是棚面師父 ；朱毅剛師父還�任

作曲和音樂設計的工作。

「西樂部份的領導人是梵亞鈴

手，叫做「頭架」，是為演員演唱
伴奏的主要樂器，其他如喉管、色士

風等都是 『下架』，在音量的�、

弱 ，節拍的快慢 ，都由頭架指揮。

樂隊中加入了西洋樂器，效果豐富

了：比如小提琴的音域就比二胡要

廣 ，它有四條弦 ，變化較多 ；此外

色士風又代替了中胡、南胡。」
西洋樂器影��粵劇音樂

「但小提琴是否可以拉得出二
胡那種特殊的音色呢？」

「只要夠技巧 ，那種味道還是

可以拉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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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樂器的使用 ，會不會影

��到粵劇音樂的本身 ，使它發生變

化？〕

「有的，例如 ，我們設計雛鳳

鳴的樂曲，時常正線反線互用，這就

是受了西洋音樂的轉調的影��。」

「我彷彿覺得雛鳳的演出中，
有某些樂段是純用中樂伴奏的⋯⋯

」

「對，通常演唱梆黃用中樂器

混合伴奏，但唱小曲 ，如春江花月

夜的時候，便用純中樂伴奏 ，因為

比較切合曲文的情緒和氣氛。」

粵劇@的曲調是誰
設計的 ？

「雛鳳演的，多是唐滌生的劇

本 ，這些劇@本所用的曲牌及曲調 ，

是誰設計的。」

「唐滌生主要是編劇情和寫曲

詞，至於音樂，則由老倌、棚面和

他一起討論 ，演習 ，研究然後決定

。音樂設計的工作 ，主要由棚面來

做 ，通常是唐滌生寫好了曲詞 ，我

們來譜曲，或者我們選好了曲牌 ，

請他填詞，我們告訴他那�要平聲

字 ，那�要仄聲字。唐滌生本身並

不會讀譜。」

「雛鳳演的戲 ，好小曲很多 ，
這些小曲，是傳統有的，還是你們

創作的。」

「有些是傳統曲調，如 「春江

花月夜」；有些是從別的劇種借來

改編的 ，如潮州『昭君怨」；也有
好些是自己創作的。如 「辭郎洲」

送別一�{的小曲，就是創作的。」

「粵劇的一個優點是勇於吸收

外面的東西 ，可是，有時也會有生

吞活剝的現象。像一些時代曲和歐

西歌曲，和粵曲本身根本不諧協的

，硬湊進去 ，很不是味道。」

「你看粵劇除了作為骨架的基

本唱腔以外，其他小曲，是借用別
的歌曲好 ，還是創作好？」

「當然是創作好。不過只要氣

氛、味道能配合 ，借用別的歌曲，

也是一個途徑。」

「你覺得像粵劇 『沙家©�」那

樣把粵劇京劇化好不好？」

「不好。失掉了廣東戲的風味

。」

「像文革前『搜書院」和『關

漢卿』中那些改革又怎樣呢？」

「這些改革就好，因為基本保
留了粵曲的特點。」

「雛鳳們唱過的小曲，很容易

就在市面上流行起來 ，你們創作的

時候，有沒有考慮過觀��的接受問

題 ？〕

「有的，我們也會注意到市面

上流行的旋律，考慮到觀��的口味

，但卻不是純為了迎合 。我們的曲

子 ，也有人不接受。不過 ，一首歌

只要旋律優美 ，容易上口，總是會

受歡迎的。」

一齣粵劇是怎樣
排演的

粵劇音樂的改革

「四、五十年代的粵曲，很喜

歡借用時代曲和爵士音樂的曲調，
像什��『秋水伊人」，『魂斷藍橋

都用上了 ；你覺得適合嗎？

「剛才你說過，「掌板」是中

樂部份的指揮，他所打的節拍要和
演員的動作配合 ，那��演員在舞台

上的台位 ，舞台調度 ，台步等等，

是不是他設計指導的呢？」

「不是的。是大老倌們設計的。

通常是提�{負責說明 ，老倌自己再

細分。」

「朱師父 ，好不好請你給我們

講講一套粵劇的排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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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朱師父™�停了一下 ：

「未演出之前 ，總是先講戲 。編劇

、大老倌、提�{、樂師都參加。講

什��呢 講很多東西。劇情合不合
理？曲詞通不通順 ，有沒有把宋朝

的詩句套用到寫唐朝的劇本中？曲
牌用得適合嗎？文�{會不會太多？
悶不悶 ？武�{夠不夠？甚至佈景的

設計 ，演員換戲服的時間夠不夠都

要考慮到 。」

「有沒有一個總負責的導演？」

「沒有。通常大老倌的意見很

有影��力 ，因為他們有豐富的舞台

經驗 “」

「你認為有導演好還是沒有導

演好 」

「當然是有導演好。不過這個
導演一定要很有本領 ，他對粵劇舞

台各方面那要很有認識，否則他無

法說服大老倌。」

「但是動作呢？戲服不同了 ，

像水袖等等動作都要取消了。」
「對 ，就把動作簡化。」

「可是看粵劇的舞台功架是很

有樂趣的 ，動作簡化了 ，定不減少

了趣味 ？是不是可以像 『沙家©�

那樣 ，設計一套新的 ，適合現代生

活的舞台功架呢？」
「對 ，這一點 沙F家©�』做得

很好。每個演員都很 『食』鑼鼓。」

粵劇@的前途如何 ？

「舊的留下來已經不多 ，新培

養的很少 。因為幹這一行最少要經

過十多年的訓練 ，才能入行 ；現在

粵劇一年連神功戲的演出才不過十

多台 ，找生活不容易 ，花了十幾年

苦功 ，結果卻賺不了一頓飯 ，有誰

肯幹啊 ！

「你們現在光靠演出能維持生

活嗎 」

「不能。我們還要到電台或唱

片公司去錄音 ，或者教徒弟賺點學

費才能過活。」

最開心的事情

時裝粵劇怎樣演 ？

「現在我們看到的粵劇，大部
分都是古裝的。粵劇的形式 ，用來

演時裝戲適宜嗎？

「應該可以的，過去已試過。

像 『雷雨』，或波叔 ，女姐演的 『

光棍姻緣」等等。一樣用了大鑼大

鼓 。

「如果粵劇@能演時裝戲 ，應該

可以有新的發展的。你覺得粵劇的
前途怎樣呢？」
「應該是有前途的 。不過以香

港來說，有兩方面的困難，一個是
演出�{地 ，一個是編劇人材。演出

�{地實在太少了 ，�{租又貴，要經

常演出實在不容易 。編劇方面，像

唐滌生這樣的人材實在不多 ，可惜

他早死 。」

「粵劇的編劇是否要很熟悉粵

劇的曲牌？」

「要的 。」

棚面生涯

「像你們這樣的棚面師父 ，多

不多。」

「你在粵劇這一行幾十年了 ，

有什��使你很開心 ，很高興 的事

呢 ？」

「這個嗎··⋯ 」朱師父想了一

想，可能沒有預期到我們會問這個

問題 。「我想應該是最近雛鳳鳴演

出成功吧“她們演師父的戲寶，演

得中規中矩 ，�{�{爆滿 ，可見看粵

劇的人還是有的。」

這個時候 ，門鈴��了 ，原來是

梅雪詩來找朱師父練唱。梅雪詩看
見小思在座 ，非常驚喜 ，拉™�她�

舊一番 。我們的訪問也差不多了 ，

就要求聽梅雪詩唱一曲。梅雪詩答

應了 ，大家都興奮地鼓掌 。朱師父

校好琴弦 ，梅雪詩開始唱了 ：

山影送斜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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