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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配合文化安全教育，增加文化自信



配合聯課活動，增加學時

安排一 : 粵劇觀賞
• 與文學班一同觀賞粵劇

安排二 : 觀賞前的工作坊
• 邀請劇團到校介紹 (〈白兔會〉)

• 工作坊讓學生在觀賞前有認識 (戲曲的才子佳人)

安排三 : 學生表演
• 學習粵劇的學生安排在畢業禮及文藝表演中演出

安排四 : 中華文化日
• 漢服，也可租借戲服給學生試穿



善用學校津貼

觀戲

粵劇欣賞課程

考慮廣州、佛山考察，
如：廣州永慶坊粵劇藝術博物館、

佛山廣東粵劇博物館



與中文科合作加入中文課程內

未來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 

粵港澳三地政府透過中央政府共同申報的粵劇，正式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

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香港首項世界非物

質文化遺產。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今日(十月二日)與國家文化部核

實，粵劇已被列為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此感到十分高興。2009年10月2

日

中一級:
基本戲曲觀念 / 粵劇認識
在於了解和興趣

中三級:
配合戲曲劇本欣賞 - 《帝女花》
故事結構、折子戲觀賞《香劫》、人物塑造



教學配合必修單元的處理

竇娥冤〈法場〉

桃花扇〈卻奩〉
導入二：
女性形象刻畫(也可在選修單元用) 
• 課文後作為延伸篇章導讀，集中分析竇娥、

李香君及粵劇選段中的女性形象

導入一:
介紹戲曲
• 先由粵劇入手

文學科教學



教學配合必修單元的處理

導入一:介紹戲曲 (在戲曲課文前引入)
• 先由粵劇入手 (觀戲(片段或現場) / 介紹文學常識 /與粵劇比較) 

• 舉其中一套粵劇為例 (牡丹亭 / 紫釵記 / 帝女花 /六月雪也可以) 

• 個人會介紹崑劇青春版《牡丹亭》製作特輯 (個人愛好，製作太精良)

• 然後可以教課文

• 課文後作為延伸篇章導讀

• 作為課業及評估用

• 完成課文後可以安排觀賞現場演出 (再觀戲作為鞏固(片段或現場)也可以) 

竇娥冤〈法場〉

桃花扇〈卻奩〉



教學配合必修單元的處理

導入二：
女性形象刻畫 (也可在選修單元用) 
• 課文後作為延伸篇章導讀，集中分析竇娥、李香君及粵劇選段中

的女性形象
• 例子:
o 紫釵記 / 帝女花 / 跨鳳成龍 / 再世紅梅記 / 蝶影紅梨記
o 紅線女的李香君 / 搜書院 / 昭君出塞
o 汪明荃的慈禧 (德齡與慈禧粵劇版) ……

• 探討人物形象創造時的原著與改編

• 可作延伸比較或參考

• 配合寫作教學

竇娥冤〈法場〉

桃花扇〈卻奩〉



單元安排

工作紙: 《帝女花》教室

單元報告:
學生以小組形式，選取《帝女花》其中一段戲
曲選段從曲白、人物及情節安排，評析該段戲
(40%)

功課:
《帝女花》欣賞札記每折一篇(30%)

仿作:
以現代小說形式，重寫一段戲曲(30%)

延伸:《紫釵記》教室

中國文學科
校本粵劇單元
劇本選段



霍小玉與夏瑜的遭遇

命運使然 性格所致

小
玉

※出身不佳
※遇人不淑
※時代的犧牲者，門閥制度下

，難容不對稱的婚姻

※一往情深，不能自拔
※迷信夢兆，欠缺生存意志
※欠缺改變命運的勇氣

夏
瑜

※在群眾愚昧的時代覺醒，促
使母親對他的不理解，親人
出賣，群眾的不理解。

※不能理解時代的主流，
強行發動革命。

※具殉道熱誠，不怕犧牲。





1) 連結學習經驗，安排學生到現場觀賞粵劇

2) 活動前引入粵劇基礎知識，容易接受，也能為入場作為觀眾做好準備

3) 播放片段〈燈街拾翠〉作引子，介紹故事大綱，但欲知後事如何，就要到場觀看。

4) 設計工作紙協助學生集中觀看的重心 (人物關係／單元設計示例三情節結構安排) 

5) 回來分組或由老師帶領討論：

例如人物形象塑造 / 故事結構 / 象徵運用 / 倫理價值觀念如「責任感」、「承

擔精神」及「誠信」……

6) 延伸課業: 
中四
A) 札記——觀後感
• 比較文本與粵劇
• 比較悲劇與喜劇處理
B) 中四創作
• 受紫釵記啟發，以其他身份寫故事
如：以崔允明 / 盧家千金 / 黃衫客 / 鮑四娘 / 

太尉
要求：
I)   描寫主人公身份外貎交代
II) 透過語言及行事 (每項最少有2處描寫) 
C )  專題報告 (視乎時間空間學生能力) 

中五
A) 小練筆或札記寫觀後感

-- 分析人物與結局關係
-- 分析作者如何突出(XX)的人物形象

B) 創作 (1.偶遇 2.人情債 3.承諾)

C) 考試可以部分唱詞 / 段落，
與必修課程課文延伸作品。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4



戲曲基礎知識 (可用教科書) 

中國戲曲特色:

「以歌舞演故事也。 」 王國維《戲曲考原》

歌 唱腔 +  說白 +  伴奏音樂

舞 做手 +  身段

演 人 → 演員 → 行當 (腳色)  → 劇中人物

例子
(扮演)

(任婉儀)  (任劍輝)      (文武生)          (李益) 

故事 背景 → 矛盾 → 化解 → 結局



粵劇簡介

粵劇為廣東省主要戲曲劇種，紮根於廣東、廣西兩
地，盛行於東南亞、美加及澳洲等海外華人社區。
粵劇文本、音樂、功架、排場及服飾等都是其重要
元素。



行當名稱

(簡稱六柱)

角色扮演 劇中人物

（紫釵為例）

文武生 男主角 李益

正印花旦 女主角 霍小玉

武生 (鬚生） 身份和地位較高的角色 盧太尉 / 黃衫客

丑生 詼諧角色 崔允明 (沒有鮮明丑生)

與演員身份有關

小生 男配角 夏卿

二幫花旦 女配角 浣紗



中國戲曲的五種技法 (五法) 
「手、眼、身、法、步」
「手」指手勢，
「眼」指眼神，
「身」指身段，
「步」指步法，
「法」指綜合上述各種的技法。

粵劇的「唱、做、唸、打」
是戲曲演員的四種基本條件。

「唱」指演員的唱腔，配合不同的角色有

不同的演唱方式，如平喉、子喉及大喉。

「唸」指唸白，以朗誦形式稱為「白」，

即說話的部分，戲曲的白與日常的生活語言
不盡相同，有一定的音樂性和節奏性，
如口白、口古、詩白及白欖等。

「做」指做功，即身段及做手，和配合劇

情的演技和感情表達。

「打」指武打，即配合劇情的武打動作，

包括把子功（帶兵器）及毯子功（徒手）。

「聲、色、藝」
是評鑑粵劇演員的指標。

「聲」指聲線，

「色」指扮相，

「藝」指技藝。



❖日常生活之中，人的動作離不開一定的對
象與環境，像開門要有門，騎馬要有馬，
上課會在課室。

❖但在戲曲舞台上，演員要在不存在或部分
不存在的環境和對象的條件下，通過身體
動作，使觀眾聯想到原來的對象和環境，
這種動作就稱為「虛擬動作」。



背景 (開端)
(時間、地點、人物) 

產生矛盾(發展 )
(原因)

化解過程 (高潮) 結果 (結局)

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
涉及的人物

故事主要人物遇到甚
麼事情(困難)和
問題。
主要人物在故事中想
達成甚麼目標? 

故事主要人物為了
化解問題 / 成就目
標，採用了甚麼行
動和方法? 

故事主要人物採
取辧法和行動後，
所得到的結果。

何時
何地
何人

為甚麼? 
怎麼辧? 

怎麼做? 快樂結局
失敗結局
未完結局
(粵劇有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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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街拾翠〉中，以下四個情節在全劇結構上所起的作用：

分場 拾釵邂逅 拾巾惹禍 太尉氣焰 允明忠告

結構上的
作用

粵劇《紫釵記》觀演 工作紙一
〈燈街拾翠〉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9



粵劇《紫釵記》觀演工作紙二
〈燈街拾翠〉

從〈燈街拾翠〉看霍小玉與李益的一段情緣起：

霍小玉 李益 其他人物

感情
伏線

常口中掛李益詩作
鮑四娘從中拉攏，給予機會
嘆孤單虛渡芳華

從鮑四娘口中介紹，心生
愛慕
無處覓芳蹤，趁元宵節、
花燈會佳人

盧小姐：
因風吹絳紗撲李益面，還巾時
愛李君才貌
埋下盧太尉迫婚下文

真正
相遇

遺釵
覓釵
因釵見意中人，怕被嫌棄
欲拒還迎，門虛掩待郎

拾釵
持釵戲弄人
借釵近佳人
求婚
不願放棄，追蹤到家門

崔允明：
提示李益想清楚方行事
鼓勵、支持二人相戀
洞悉小玉心理，看透世情

結構特
色

1. 交代人物背景 2. 交代信物來歷，信物貫穿全劇

3. 埋下太尉迫婚的伏筆 4. 揭示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業一: 觀後札記

1) 我對故事發展的推測 / 評價

2) 我對一位/(  ) 位的人物分析 /評論

課業二：小練筆
一試根據〈燈街拾翠〉選節，只選取霍小玉或李益角

度，對這次邂逅進行心理和行動描寫。
二試用李益角度，描寫手中紫玉釵的形貌和心情。
三一位在交通工具的邂逅/偶遇的朋友(地下鐵路、火

車、渡海小輪、電車……)
四由本折故事啟發的創作



觀
演
後
討
論
教
學
設
計
一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5



圍讀第八場〈節鎮宣恩〉（又稱〈論理爭夫〉）的曲文。

討論：

A「論理爭夫」的「理」是甚麼？

B 霍小玉憑藉 甚麼來「爭」？

C「論理爭夫」在情節推展上有何作用？

D 黃衫客（四王爺）的出現給情節發展帶來怎樣

的變化？

3. 湯顯祖原劇的結尾是黃衫客將太尉惡行告知皇帝，皇帝褒嘉
小玉節義，節鎮劉公濟奉皇命宣詔封贈李益、小玉；
唐滌生則安排黃衫客支持小玉到盧府據理爭夫，並在最危急的
時候以四王爺身分出現，懲處太尉。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5



課業安排：札記 / 專題寫作

題目：

請分析本篇的結局及個人對結局改篇的評價。

挑戰題：
透過分析本篇的結局，評論中國戲劇常出現大
團圓結局的原因及其利弊。



觀演後討論教學設計二：

討論 唐滌生改寫《紫釵記》

的手法與形象創造。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6



❖ 與學生重溫故事情節，探討《紫釵記》各主要人物的形象。

❖學生研習〈吞釵拒婚〉一場的曲文，並重溫〈節鎮宣恩〉，嘗試
從行動、語言等方面，探討劇作家如何塑造李益的人物形象。

❖試從下列兩方面，比較《紫釵記》中崔允明和黃衫客的形象。
身份外貌 語言行事

❖明人王思任認為：「《紫釵》，俠也。」（《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

❖唐滌生《紫釵記》中崔允明和黃衫客二人，誰可稱為「俠」？

一般能力學生

能力較高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較高學生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6



❖ 與學生重溫故事情節，
探討《紫釵記》各主要人物的形象。

附加：唐滌生如何加強人物的形象?

霍小玉 李益 黃衫客 盧太尉

崔允明 韋夏卿 浣紗

教育局粵劇劇本《紫釵記》學習單元設計示例：頁13-14



唐滌生：
我為甚麼選編《帝女花》和《紫釵記》

•他改編《紫釵記》傳奇的兩個動機：

–其一是由於他「感於小玉遭遇之慘」，對此角色之偏愛，促使他
改編此劇；

–其二是他「不很喜歡《霍小玉傳》所描寫的李益性格」，

希望「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把李益的性格反轉過來」。

教學分享:
唐滌生如何加強人物的形象?



唐滌生改編自湯顯祖《紫釵記》:

•根據湯顯祖紫釵記，湯本已作了團圓結局的改寫，並以崇尚真情
，弘揚真愛為主題，以不趨炎附勢，與強權勢力鬥爭為副線。

•唐滌生刻意把《湯紫釵》中〈婉拒強婚〉的回目

改為〈吞釵拒婚〉，以強調李益對小玉用情之深。

•在〈論理爭夫〉中，唐氏新創小玉冒死闖入太尉府

奪回丈夫一段，亦表現出小玉愛情至上的性格。



霍小玉之形象加強：

•唐滌生《紫釵記》筆下的霍小玉較近《霍小玉傳》的小玉。

•在《霍小玉傳》中，小玉不向現實低頭，死後化成厲鬼纏繞李
益，性格剛烈。所以在《唐紫釵》第八場〈節鎮宣恩〉唐氏以
「據理爭夫」突出了小玉不甘向權奸屈服的性格。

•區文鳳〈唐滌生後期的粵劇創作與香港粵劇的發展〉：

「他(唐滌生)筆下的霍小玉是一個真正落拓的貴族小姐，她
既高傲復自卑的性格，使她有一份剛烈和果敢，所以才會拼
死在華堂爭婚。」

•唐氏強調小玉的貴族身份，據理爭夫，加強角色完整性。



霍小玉之形象改造-1

•《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含恨而終，最後因愛成恨的表現，但避談小
玉的責任。

•唐氏筆下的霍小玉則較理智。

•面對李益的負心，她只有怨自己的薄命與痴情。

•她對李益雖有怨言，但仍然維護李益的名聲。

•當她對黃衫客訴說怨情後言：
「小玉傷心你莫向人前說，我恐壞郎君佢既好前程。紫釵遺
恨寫炎涼，你少提薄倖人名姓。」(〈花前遇俠〉) 

•她雖然受盡委屈，但仍處處為李益設想，可見她用情之深。

•小玉的精神在此時已然昇華。她對李益的愛情不再是建基於慕才。她
這種甘於為愛情犧牲的高尚情操，與湯顯祖筆下的小玉形象一脈相通
。



霍小玉之形象改造-2

•唐氏筆下的霍小玉不但是痴情女，亦是一名孝女。

•她本希望李益能吐氣揚眉，為其母親爭回一口氣。

•其後她誤以為自己遇人不熟，更以連累母親自責。

•最後當她冒死闖太尉府之際，她在第八場〈論理爭夫〉中仍不忘
囑咐婢女綄紗：

(小玉喊白)浣紗，妹妹，所謂苦命親娘薄命兒，兩人同是風前燭
，你返去同我侍奉娘親，也不枉我一場待你，浣紗你去啦，你去
代我話俾阿媽知，話小玉一生自負，從來都唔肯佢眼前認錯，(介)
我而家我知錯叻。

•顯然，小玉對於自己不能侍奉親娘感到內疚。



唐滌生改寫小玉重點：

•唐本以湯本脈絡，更強調小玉。

•愛情只是《霍小玉傳》和《湯紫釵》的表面
主題；

•兩者的內在主題都滲透着濃厚的時代氣息和
社會意義。

•《唐紫釵》則以愛情作為全劇的單一主題。

•《唐紫釵》的主題純粹歌頌愛情。



李益的形象改造

唐滌生：我為甚麼選編《帝女花》和《紫釵記》

–「很不喜歡《霍小玉傳》所描寫的李益。」

–「依照湯顯祖筆下所寫的李益重新創造李益的性格。」

李益的傳統形象

• 懦弱

• 貪慕虛榮

• 負心漢



陳宗琳
〈《紫釵記》淺析――談湯顯祖對《霍小玉傳》的改造：

•「在《紫釵記》裏，李益卻一洗身上的塵垢，成為一個忠於愛

情、嚴守盟約、不屈服於權貴、情真意摯的多情郎君。

「李益始終未曾應允招贅」，顯示他「不屈服於權貴」。

•唐滌生刻意把《湯紫釵》中〈婉拒強婚〉的回目
改為〈吞釵拒婚〉，以強調李益對小玉用情之深。

•用情專一是湯顯祖對李益性格的改動，唐滌生從之。



李益形象仍是專一而懦弱。

•在〈吞釵拒婚〉中，

李益看到偽鮑四娘手持小玉的紫玉燕釵時的反應與《湯紫釵》

的情形相類似：

（李益台口反線中板下句）唉也，拾釵人從絕塞歸，墜釵人已移情去，歸來
遲一月，此恨永難翻。八千里路夢遙遙，壩陵橋畔柳絲絲，恍見夢中人，
招迎郎返，驚見賣釵人，釵未斷時情已斷，未溫前夢，夢先殘。。(趨快)
哭一句釵在情亡人空反返。一別竟成永別，續情難。。若到渭橋忙掩眼。
怕回憶當年燈街倩女墜釵環。(悲咽介)今日離巢燕去賸空樑，好比流水落
花難再挽。(對釵喊「小玉」不止介)

1.李益面對盧太尉的欺壓，他不敢反抗；

2.小玉受盡委屈，他又無力保護。

3.他與小玉相聚片刻後，被盧太尉再次押回府中與燕貞成婚。

4.他心中焦慮不安，但又束手無策。

5.若小玉不闖府爭夫，難道他就此入贅太尉府嗎？



•唐滌生編劇的特點是「因人寫戲」，以劇情配合演藝
人角色。

•由於《紫釵記》是為「仙鳳鳴劇團」編寫，而劇團的
兩位臺柱――任劍輝和白雪仙――均是女性，故唐滌
生為劇團編劇時，便需要在選擇題材上遷就她們的戲
路和專長。

•唐氏編寫劇本時以文場戲為主。

•這是唐氏刪減李益塞外生活的原因之一。

重塑原著的人物，「因人寫戲」加強藝術性：



唐滌生曾在〈改編湯顯祖紫釵記的經過〉:

「縱使我枯拙之筆不能把《紫釵記》的主題寫得突出

而起點益世的作用，最低限度我也得保存她

(《紫釵記》)的原來面目，

使人對於這艷絕人間的不朽戲曲稍有認識。」

教導學生
從戲中學習編劇之用心



•文學創作的啟發和來源：
•題材、人物塑造、情節安排的啟發，增強創作靈感和創造力。

餘韻：粵劇教育在文學科的意義

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文化身份的認同: 

傳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粵籍文化身份及本土文化的認同感。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