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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郎救弟
傳統劇，屬“大排場十八本”之一。楊六

郎奉母命往北番盜得亡父楊令公骸骨後，被

番兵發覺，追至五台山寺，遇失散多年已削

發出家的五兄楊五郎，兄弟共訴國難家仇。

番兵追到，五郎殺退敵兵，護送六郎下山。

該劇是二花面的應工戲。清末民初曾由祝華

年班演出，東生主演。1954年珠江粵劇團的

演出本，由羅品超、少昆侖、莫志勤整理，

羅品超、文覺非主演。該劇還有蔣少斌、許

少康、李名揚發掘，洪高明的校勘本，改名

《五台會兄》。1956年曾由南寧市粵劇團演

出，李名揚、黃少全主演。是南寧本地戲班

常演劇目。劇本刊入《廣西戲曲傳統劇目匯

編》第五十一冊。此外還有老天壽、郭式雄

記錄，傅煒生的整理本，刊入1957年《粵劇

傳統劇目叢刊》第七集。

六郎罪子
傳統劇，又名《轅門斬子》，屬“大排場

十八本”之一，出自小說《楊家將》。楊宗

保在穆柯寨與穆桂英成親，其父楊延昭（六

郎）怒其臨陣招親，將宗保綁在轅門候斬。

佘太君、八賢王先後替宗保求情，皆未獲

准。穆桂英偕侍婢木瓜攜降龍木至，請破天

門陣，但求先釋宗保。六郎悉桂英可破陣，

又見她帶來五百擔糧草和五百名兵將，甚爲

歡喜，遂答允桂英所求。此劇是武生的應工

戲。民國初年金山貞、新華、蛇公榮等曾演

此劇。該劇有傅煒生的整理本，刊入1957年

《粵劇傳統劇目叢刊》第十集。另有何建青

以清光緒三年（1877）以文堂刻本、普豐年

版本，參照藝人高容升藏本的校訂本，刊入

1962年《粵劇傳統劇目匯編》第七冊。

沙陀國
傳統劇，含《石鬼仔出世》、《沙陀國搬

兵》、《王彥章撐渡》三個自成段落的“出

頭戲”。屬“大排場十八本”之一。王月嬌

與衆姐妹采茶，遇一石像,衆姐妹戲言，擊

中石像者爲石妻。月嬌擊中石像，石像乃石

神化身，晚上與月嬌相會成婚。月嬌懷孕後

被母親逐出家門，在河邊産子石鬼仔後投河

自盡，爲石神所救。石鬼仔被安員外收養，

長大後勇武超人。黃巢起兵破長安，唐王向

沙陀國李克用借兵平亂。克用行軍途中見石

鬼仔勇猛如虎，乃收爲十三太保，改名李

存孝。存孝立功被封爲勇南王，奉命鎮守河

北，赴任途中，於黃河渡口遇草莽英雄王彥

章，王喬裝撐渡人與李比武，三次皆敗，只

得甘拜下風。該劇是總生的應工戲。《王彥

章撐渡》是清道光、咸豐年間粵劇著名二花

面李文茂的拿手好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曾整理演出，少達子、少昆侖均曾飾王彥

章，尤具前輩風範。該劇還有靚大芳、大牛

炳口述，鍾啓南、關作誠的記錄本，刊入

1962 年《粵劇傳統劇目匯編》第三冊。

 注解：出頭戲，過去鄉間演戲，一天要

演三場：日戲叫“正本”，上半晚的夜戲叫

“出頭”，從淩晨兩點演至雄雞報曉的叫

“天光戲”。此舉是爲了照顧遠道而來的觀

衆看完“出頭”後不用趕夜路回家，留在

戲棚裏，睡覺、看戲都可以。戲班也循例敷

衍，挨到天亮散場。天光戲通常由三四線演

員主演，這也是難得的實踐機會，很多名角

都是從演“天光戲”過來的。

酒樓戲鳳
傳統劇，又名《梅龍鎮》、《遊龍戲

鳳》，屬“大排場十八本” 之一。正德帝

與太監炳化裝南遊，路過梅龍鎮，入李家店

喝酒，見店主女兒李鳳姐貌美， 多方調戲

鳳姐，鳳姐不從。遇其兄由外返家見之， 

追查來歷，知爲正德帝，其兄貪官，將妹送

與正德帝爲西宮。該劇是小生與花旦的應工

戲，民國初年師爺倫、德仔、生鬼興等曾演

出此劇。20世紀20年代大堯天班薛覺先和新

丁香耀等也演過此劇。三四十年代有馮志芬

的重編本，由覺先聲劇團演出，薛覺先、廖

俠懷、上海妹主演。該劇還有孫頌文憶述，

鍾啓南記錄的整理本，刊入1962年《粵劇傳

統劇目匯編》第八冊。

打洞結拜
傳統劇，又名《夜送京娘》，屬“大排

場十八本” 之一。趙匡胤因大鬧勾欄院，

殺了七十二命，被朝廷緝拿。趙逃到其叔清

幽觀老道士處藏身，忽染沈疴， 愈後到各

處遊玩。偶至雷神洞外，聞洞中有女子叫苦

聲音，誤以爲叔父不守清規，強搶民女，遂

打開洞門，放出女子。經問明原委，方知此

女子名趙京娘， 因清明節掃墓時被兩強盜

搶來，困寄洞中。趙匡胤仗義送京娘返家，

爲表明心迹，與京娘在神前結拜爲兄妹，連

夜送京娘回家。該劇是花臉與花旦的應工

戲，清光緒後期國豐年班曾演出此劇，大眼

順等主演。民國初年千里駒主演的是梁垣三

的改編本。該劇還有傅煒生的整理本，刊入

1957年《粵劇傳統劇目叢刊》第九集。另有

據光緒五年（1879），以文堂出版的普豐年

出頭印錄本，刊入1962年《粵劇傳統劇目匯

編》第六冊。另有黃少金發掘，李墨馨的校

勘本， 刊入《廣西戲曲傳統劇目匯編》第

五十冊。

打雁尋父
傳統劇，又名《百里奚會妻》，屬“大

排場十八本” 之一。春秋時代，虞國公不

聽百里奚諫言，接受晉國進貢之璧和出産之

馬，取道晉國伐虢。百里奚知晉人奸詐，滅

虢後必吞虞，便別了妻兒，到他國求仕。至

楚，替人牧馬。秦國穆公欲稱霸西戎，正聘

賢選能。知百里奚賢能，即著人用五件羊皮

往楚贖百里奚。穆公與百里奚攀談了三日國

家大計，見他所談均甚中肯，遂拜爲左庶

長。一年，虞國饑荒，百里奚之子孟明視攜

母尋父，至西岐，母子居於破窯中。明視以

打雁爲業。一日，進城販賣，偶打聽到百里

奚爲左庶長後回禀母親杜氏。杜氏化裝進

城打探。分別三十年， 百里奚身雖富貴，

仍不忘結髮之妻，是日朝罷回府， 食不下

咽。家人獻計請一彈唱婦人回來彈唱解愁， 

恰請來杜氏。杜氏唱出當年分別時窮困情

況，百里奚詫異，問清情由，夫妻、父子終

於團圓。該劇是公腳與正旦的應工戲，是清

末民初新白菜的首本戲。1912年由華天樂

班演出。該劇還有何建青根據清同治年間以

文堂藏版“公腳貫原本、普天樂出頭”《百

里奚會妻》校勘本，刊入《粵劇傳統劇目匯

編》第八冊。

平貴別窯
傳統劇，屬“大排場十八本”之一。丞

相王允生三女，長女金釧配了蘇龍，次女銀

釧嫁了魏虎，獨三女寶釧仍待字閨中。王允

高搭彩樓，命寶釧抛繡球招婿。繡球擲中薛

平貴，平貴持球報到，竟被家將驅逐。王允

命女出堂退卻婚事。寶釧不允，王允脅逼，

寶釧毅然脫下金釵衣裙，並與父三擊掌斬斷

父女之情而去。寶釧至山神廟找到平貴，得

平貴結拜兄弟朱義盛之助，二人在山神廟草

草拜過神後，便回破窯成親。時有西涼國進

貢紅鬃烈馬，滿朝文武無人能降伏，行將被

迫割地求和，適平貴投軍至，將紅鬃烈馬降

伏，皇帝大喜，封平貴爲都督。王允奏說平

貴初進朝堂不能擔當大任，皇帝改派平貴充

馬步先行，往征西涼。平貴返窯與寶釧話

別，正共訴離情間，三次大令催逼回營，平

貴無奈，只得將銅錢三百和幾斗口糧留下爲

安家之資。寶釧見夫遠行，唯有以清水一碗

作餞別之酒筵。該劇是小武與花旦的應工

戲。是清末民初小武靚玉麟的首本戲。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祝華年班曾演出該劇。建

國後，該劇經莫志勤改編，陳酉名導演，呂

玉郎、郎筠玉主演，於1952年9月參加中南

區第一屆戲曲觀摩匯演。同年10月又赴北

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呂玉

郎、郎筠玉獲演員一等獎，並在懷仁堂爲國

家領導人舉行的戲曲晚會上演出。1961年，

廣東粵劇院一團重演，羅品超、楚岫雲等主

演。鄭培英、曹秀琴後來也曾與羅品超演過

該劇。

仁貴回窯
傳統劇，屬“大排場十八本”之一，現存

本是馮鏡花根據清末演出本憶述，鍾啓南記

錄。薛仁貴投軍十八載，征東立功，被封爲

平西王，告假還鄉，探望柳迎春。路過汾河

灣，看見一少年捉魚打雁，忽來猛虎，仁貴

拔箭射之，誤斃少年。仁貴回窯見柳迎春，

先假裝帶書人試探柳氏貞節，相認入窯後，

又見窯內有男鞋一雙，又疑柳氏不忠，經

說明始知兒子薛丁山已長成，繼而得悉剛被

自己射中之少年即己子，夫妻大慟，同往尋

屍。該劇是小武與花旦的應工戲。劇本刊入

1962年《粵劇傳統劇目匯編》第八冊。

（摘自《粵劇大辭典》劇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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