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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德齡與慈禧》導賞要點摘錄 

日期：2009年 12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45分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301室 
講者：盧偉力博士、羅家英先生 
 

第一部分：盧偉力博士演講 

一、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 

1. 群體課外活動 
學生平日接觸文藝活動的機會可能不多，本活動可為學生提供一次難忘而有

意義的學習經歷。 

2. 社會文化認知 
藉此機會，可讓學生認識一點香港文化藝術的發展歷史，例如香港大會堂、

香港文化中心及其他文娛中心等演藝場地的歷史。 

3. 題材可聯繫近代史 
本劇以晚清獨攬朝政的慈禧太后為題材，學生可了解中國近代史發展的一斑。 

4. 價值觀 
可透過劇中人物的心理狀態或處境，與學生討論一些價值觀的問題，配合品

德情意教育。 

5. 藝術形式 
粵劇屬地方戲曲的一種，可藉此讓學生了解粵劇這種獨特藝術形式的特點。 

 
二、慈禧：從歷史到創作 
1. 德齡於 1903年進宮，在父親裕庚去世後，於 1905年離開紫禁城。其後在美
國寫成了英文著作《御香飄渺錄》，第一次在世人前展現了慈禧另一方面的形

象。她在 1944年不幸因交通意外逝世，她的著作，引起了世人對慈禧的關注。 

2. 從四十年代開始，劇作家開始以慈禧為題材，編寫舞台劇及電影。七、八十
年代，李翰祥導演了一系列以慈禧為主題的電影，如《火燒圓明園》、《垂薕

聽政》。慈禧的形象都是專橫、獨裁和狠辣的。 

3. 八十年代開始，中國文化界開始以人性化的角度去看歷史人物。如 1983年亞
洲電視拍攝的電視劇《少女慈禧》，寫的是慈禧早年鮮為人知的一面，如她怎

樣被人欺負。 

4. 九十年代，田壯壯執導的電影《大太監李蓮英》一反野史的記載，著眼於主
子與奴才的深厚關係，突出慈禧作為深宮獨裁者的寂寞，表現慈禧和李蓮英

人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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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98 年，何冀平的《德齡與慈禧》，集中寫慈禧晚年的生活和心境。義和團
運動結束後，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出走，後來又重回北京。劇中慈禧形象甚

具創造性，與傳統的形象不同。 

6. 2003年，電視劇《走向共和》則以嶄新的角度描述晚清的歷史，指出歷史是
不能以個人智慧改變的，劇中的慈禧是位具氣度的治國者。 

7. 教師可讓學生自行搜尋不同年代與慈禧有關的不同作品(請參閱下表)，與本
劇作比較。 

 
上映/演出 
年份 

種類 劇名/戲名 飾演慈禧 
的女演員 

1941 舞台劇 《清宮怨》 唐若菁 
1948 電影 《清宮秘史》 唐若菁 
1975 電影 《傾國傾城》 盧燕 
1976 電影 《瀛台泣血》 盧燕 
1983 電影 《火燒圓明園》 劉曉慶 
1983 電影 《垂薕聽政》 劉曉慶 
1983 電影 《少女慈禧》 劉雪華 
1989 電影 《西太后》 劉曉慶 
1992 電視劇 《戲說慈禧》 叢珊 
1993 電影 《大太監李蓮英》 劉曉慶 
1998 舞台劇 《德齡與慈禧》 盧燕 
2003 電視劇 《走向共和》 呂中 
2004 電視劇 《日落紫禁城》 斯琴高娃 
2006 舞台劇 《德齡與慈禧》 盧燕、秦可凡 
2010 粵劇 《德齡與慈禧》 汪明荃 

 
三、關於慈禧的評價 
1. 1949-1980 

 國內評價：封建地主階級的頭頭 

 行動：發動辛酉政變、鎮壓戊戍維新 

 慈禧的形象：專橫、霸道、奢華、狠毒 

2. 1980以後 
戲劇中慈禧形象的改變： 

 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慈禧心理有巨大變化，有反省，甚至愧疚。曾
說：「為了祖宗，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變的。」 

 開始對西方事物有興趣，如想試坐汽車。 

 有關新作：沈渭濱《晚清女主—細說慈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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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齡與慈禧》： 
1. 《德齡與慈禧》寫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的最後幾年，深宮中不同人
物對「改制」的看法。 

2. 教師可請學生注意人物在其處境中的心態、行為，藉此討論人物在劇中處境
的抉擇，以及探討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五、戲劇藝術六大要素 
 粵劇屬於戲劇藝術，包含了戲劇的六個主要元素： 

1. 情節──情節是指在舞台上發生的事，屬現在進行時態，與「故事」不同。 

2. 人物性格──探討人物在處境中的心態、行為、抉擇等。 

3. 主題思想──一般來說，主要探討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4. 語言──反映人物性格。 

5. 音樂──台詞的輕重緩急、節奏，曲詞與中國詩詞類近，講究平仄韻律。 

6. 景觀──即舞台呈現，包括了粵劇中的「走圓場」、「做手」、服裝、化妝、道
具等。 

 
六、粵劇 
1. 性質 

 戲曲於十三世紀開始興起，至今約八百年，在此之前戲劇並不蓬勃，只
有短劇或近似戲劇表演形成的說唱文學。另一些說法是因為宋朝有佛

教僧侶以說故事或唱曲方法宣傳宗教，以及當時的「諸宮調」演唱方

式，因而衍生了戲曲這種演唱形式。粵劇屬地方戲曲之一，即由地方

發展而來的劇種。宋、元時，北方有雜劇，南方有南戲，今天的粵劇

則源於南戲。今天粵劇不少劇目都是由南戲而來。 

 元雜劇一般由四折組成，四折正戲以外有「楔子」。由於雜劇是源於「諸
宮調」，故此每齣劇只由正旦(女角)或正末(男角)一人獨唱，由正旦主唱
的叫「旦本」，由正末主唱的叫「末本」。南戲則場次不一，可長達數

十齣，且各類角色都可以唱，同一場面可對唱、合唱、接唱等。 

 到了明朝，承接元朝雜劇及南戲成熟的故事及音樂基礎，不同地方結合
當地的語言特質，因而衍生了不同地方的戲曲。加上明朝商業貿易發

達，都市興起，不同地方的戲劇活動相互影響。以粵劇為例，吸納了

外省腔調如弋陽腔，以梆黃(即西皮、二黃)為基本唱調，也是受其他地
方戲曲的影響。時至今天，中國仍盛行的地方戲曲超過三百多種，如

京劇、川劇、潮劇、崑曲、黃梅調、粵劇等。 
 

2. 表現手段 

 唱：主要分平喉(男角)及子喉(女角)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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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口白(沒音樂伴奏)，所謂「千斤口白三兩唱」，可見口白的重要。 

 做：利用身體語言，誇張地表達曲詞內容，幫助觀眾理解劇情。 

 打：武打動作。 

3. 藝術概念 

 行當：主要分四大行當，包括「生、旦、淨、丑」。生即男角，如小生、
老生等；旦即女角，如花旦、刀馬旦、老旦、丑旦、豔旦、青衣等；

淨俗稱「花臉」，多以各種色彩勾勒的圖案化的臉譜化妝為突出標誌，

表現的人物在性格氣質上粗獷、豪邁等不同特點；丑多扮演滑稽善良

的喜劇人物，也可扮演品德敗壞的反面人物。 

 程式：即中國戲曲一些主體式的觀念，這些觀念可令粵劇規範化，同時
有利於承傳。例如演員表演「上馬」，即使角色不同，都有既定的表演

程式，如先模擬把馬頭拉過自己，然後從馬的左邊上馬，按着馬鞍，再

騎上馬背等。 

4. 美學觀 

 重抒情：著重表現人物內心世界。 

 虛擬手法：粵劇舞台上不少動作都是抽象的，以「開門」為例，演員會
虛擬「門」的存在，配合古代的實況，先把「門」向左右推開，讓凸

起的門閂向下移，然後才把門拉開。一連串虛擬的開門動作，均以現

實的動作為基礎，再以藝術的手法表現出來。 

 簡約化：粵劇一般對佈景燈光的要求是以簡約為主，非常依賴演員和觀
眾的想像力，這也更能顯出演員的功力。 

 符號化：傳統戲劇舞臺上用的是誇張的動作、誇張的語言、誇張的化妝、
虛假的佈置等，程式化的表演，令生活形象被高度抽象化、符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