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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城中多演出，其中以周末排期最密。喜
愛跑劇場者，除了有銀根之惱外，就是安排不
了時間的問題。要看的演出太多，但時間與錢
都太少。與此同時，近年的本地演出，無論在
藝術形式、演出場地與製作模式，都有了不少
的嘗試。例如，自2009年的「非常地帶」計劃
開始， 康文署（康樂文化事務署）即把主辦
節目的演出場地，擴展至前進進牛棚劇場、香
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等非康文署轄下的
場館，甚至像南蓮園池香海軒那樣的非傳統的
演出空間。最近，或許受近年保育潮的影響，
康文署更推出了「詠懷古蹟」系列，而一條褲
製作的演出《學良事變》正是其中一個於非傳
統表演場地演出的表演。

在環境中演出歷史懸案
顧名思義，《學良事變》以民國歷史風雲人

物張學良的一生作為藍本，分五場展示張學良
所歷經的「東北易幟」、「中原大戰」、「九一
八事變」、「西安事變」等近代中國重要歷史
事件，中間則穿插了張學良與情人趙四的愛情
故事。然而，跟一般的話劇演出不同，《學良
事變》放棄了傳統的鏡框舞台，把演出搬到了
法定古蹟「孫中山紀念館」。簡言之，《學良
事變》屬於「環境劇場」的演出。根據美國當
代戲劇大師謝喜納的歸納，在「環境劇場」的
演出當中，場地可以是任何傳統劇場以外的現
成地方，而這一類作品要處理的，亦是整個空
間。很多時，表演區同時是觀眾席，反過來
說，觀眾也構成演出景觀的一部分。於是，

「環境劇場」演出的舞台調度，也彈性較大，
觀眾可以在特定的指引下游走於不同演區之
間，甚至進入演區。依此而論，《學良事變》
是典型的「環境劇場」作品。首先，導演胡海
輝充分運用了孫中山紀念館的大廳、梯間、書
房與外廊作為演區，其中既顯出他對物理空間
的思考，也展現了他對空間的歷史氛圍的敏
感。當然，現在演出大抵只取了孫中山紀念館
所體現的民國氛圍，創作人在歷史與演出間的
辯證，似乎仍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索與實驗的
空間。

此外，由第二場至第四場，導演安排了觀眾
兵分三路，分別輪流在梯間、書房與外廊觀看
上述場次，也為觀眾帶來不錯的觀賞經驗。正
如編劇滿道所言，張學良是一個性格複雜的
人，而他生平中發生的事，仍有不少歷史謎
團；而導演則除了在內容與演出上下工夫外，
更在空間處理上讓觀眾體味這種複雜性：當三
批觀眾親身進入歷史場景，他們都只能一窺歷
史的一隅，任何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也就不
可能是完全的。

不過，《學良事變》主要還是倚靠戲劇情節
與說白，交待縱橫交錯的歷史事件。雖然，為
了讓觀眾能夠更容易進入歷史，創作人安排了

「人生交叉點」等遊戲形式，但歷史本身可能
真的是太複雜了，觀眾似乎始終未入戲。除此
之外，由於演員需要以說白交待大量歷史事
件，加上張學良這位文人軍人，不時出口成
詩，結果演員往往有過度負荷之感。要處理的
資訊太多，演出的渲染力反而隔阻了。

老練準確的《笑之大學》
除了上述的非傳統演出空間的嘗試外，「重

演」大概也是近年香港劇壇的重要趨勢（詳論
可參考周凡夫於《香港戲劇年鑑2009》的專題
文章），而糊塗戲班三度重演的《笑之大學》，
可謂近年的其中一個成功例子。《笑之大學》
是日本當代劇作家三谷幸喜的著名作品。故事
講述「昭和15年（公元1940年），日本正處於
戰爭的非常時期。國民娛樂「演劇」也受到嚴
格的限制，劇本在上演前要經過嚴格的審核。
笑 大學劇團的喜劇作家椿一，為了要讓自己
的劇本可以通過審查而不斷的修改、抗爭、妥
協。頑固的審查官層出不窮的無理要求，竟然
令椿一寫出前所未有的惹笑之作。」 三谷幸
喜的劇本，結構嚴謹而不乏驚奇，是不可多得
之上乘劇本。今次兩位主要演員陳文剛與鄧偉
傑的演出，則老練準確，均能夠舉重若輕的把
兩個角色的性格，以二人之間的角力充分呈
現，傳神而具渲染力。

此外，今次的舞台設計，也值得一記。因為
它只是在台中央以圓形把審查室劃出內圓外方
的兩個演區，一方面讓演員在具有明顯指涉的
空間佈置中（除了試演部分，劇中作家椿一大
部分時間都處於台中圓形演區，而審查官則在
兩個演區之間，自由走動），能夠有靈活流麗
的調度，另一方面則讓舞台虛實兼備（一時是
審查室，一時是臨時的試演舞台），可謂簡潔
有力。導演鄧偉傑與舞台設計邵偉敏都應記一
功。

打造中國式當代芭蕾
王媛媛是活躍於當今國際舞台的知名中

國現代舞編導。早年，她在北京舞蹈學院
附中學習中國舞，後來先後畢業於北京舞
蹈學院編導系現代舞專業與美國加州藝術
學院舞蹈編導專業。她曾經先後獲得法
國、保加利亞、美國和俄羅斯舞蹈大賽的
獎項，成為第一個贏得四次國際最佳編舞
大獎的中國編舞家。她與張藝謀合作的芭
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贏得好評連
連，她亦是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編舞、
電影《夜宴》的舞蹈總監。

2008年，王媛媛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
當代芭蕾舞團「北京當代芭蕾舞團」，兩年
內推出了7個芭蕾新作品，口碑相傳，成功
吸引世界眼光。電話那頭，她告訴記者，
舞團獲得德國、冰島、韓國、英國、美國
等地邀約，巡演日程已經排到了2012年。

「成立舞團之初，其實我並沒有很大的
目標，也不敢想。現代舞在中國發展得比
較緩慢，環境也不是很開放。我想，在芭
蕾舞團做現代舞，對中國觀眾來說親和力
可能會好一些。因為中國的文化不同西
方，太抽象的內容觀眾不易接受。西方觀
眾容易用抽象的眼光來觀賞作品，中國觀
眾則會要求理解更深的東西。」

舞團一方面要打破框框，培養新觀眾，
一方面則要培養能夠突破自我的舞者。王
媛媛說，中國的舞者往往技巧出色，但動
作的可能性不夠。「動作太單一、太準
確，不夠放鬆，缺少更加開放的形式。」
現在北京當代芭蕾舞團中的團員，女孩子
較多，男孩子一半是芭蕾出身，一半則來
自中國舞的傳統訓練。中國舞對上身的訓
練很好，但下半身則不如芭蕾，因此舞團
的訓練方法，創新地採用上下身分別訓練
的方式，中國舞舞者重點要練腳，芭蕾舞
舞者則要練習上半身的「鬆」。

除了身體，觀念的框框也需要打破，王
媛媛說，學習古典芭蕾的女孩在心理上往
往比較保守，一些新的動作會覺得做不
了，心態比較被動，而對於一些較為性感
的服裝也會比較害怕。但所有的這些，都
在舞團不斷的發展中漸漸得到改善。也
許，每一個新作品，對中國的年輕舞者而
言都是一次頭腦風暴。

從潘金蓮看《金瓶梅》
這樣說來，舞團的新作《金瓶梅》則是

一次更大的突破。
從《大紅燈籠高高掛》，到《驚夢－牡丹

亭新記》，再到《金瓶梅》，王媛媛說，每個
作品的題材選擇都是緣分使然。她並沒有
刻意追求中國古典題材，而是小時候中國
舞的背景，加上之後在芭蕾舞團的工作經
驗，選擇這樣的創作路線「很合適」。

「2007年，我創作了《驚夢》，受到國內
外的關注，那是一部有中國味道，具有當
代意義的作品。創作《驚夢》讓我感到，
生命是短暫的，但靈魂卻可能是永恆的。
我們每個人只能生存一世，卻有可能遇到
上一世的人。《金瓶梅》則不像《牡丹亭》
般簡單，它很複雜。從《金》裡面可以看
到當女人很不容易。潘金蓮一直被人們理
解為一個壞女人，但她首先是一個人，有
她存在的目的和道理，也有她作為女人的
悲哀。她的身上有一種屬於女人本身的純
粹，不是純粹的壞，而是也有美，是一個
綜合體。」

創作《驚夢》時，將《金瓶梅》放上舞
台的念頭就已經在王媛媛的腦中轉過許多
次，但這個題材人物眾多、情節複雜，不
是一下就能理清脈絡的。經過三年多的沉
澱與消化，王媛媛終於決定將這部中國禁
書改編成芭蕾舞。為了將人物單獨呈現，
她選擇了潘金蓮作為敘述的支點，從這個
女人的視角出發，抽離出她的一輩子。從
嫁給武大的不如意，到對武松的癡迷，到
最後嫁入西門慶家。潘金蓮把周圍的女人
視為威脅，在這個環境中掙扎求存。而其
他的幾個主要人物就隨 潘金蓮的視角被
帶上舞台。

對於王媛媛來說，舞劇《金瓶梅》同樣
是一部「有中國味道、具有當代意義的作
品」。撥開《金瓶梅》原著喜為人道的情色

外衣，是蕪雜靡亂、人心浮動的社會圖
景。「那個年代的社會與現在其實很接
近。現在的社會發展得很好，經濟發達，
什麼都有，但同樣很少關注人的內心需
求，很浮躁。」

在舞台上鋪展人物內心慾望與女性心
態，大概也是王媛媛創作的考慮之一。

濃烈艷麗的舞台風景
搬演《金瓶梅》，又怎麼繞得過「性」這

個話題？王媛媛則用「性感」來形容《金
瓶梅》：「《金瓶梅》的敏感就是因為它性
感。性本身是否一定要放在桌子下變成禁
忌？也不是，它不是很公開，但也代表
人性的一個方面。《金瓶梅》中的性本身
不是骯髒的東西，有時也很美。演繹《金
瓶梅》，性感不能缺。但性感不是露，而是
一種藝術。中國式的性感，遮在哪裡，怎
麼遮，反而讓你去想像。這才是更性感。
我們的服裝設計上就要突出這個感覺。」

演出用舞者的肢體來講性，主要旨在刻
畫人物。「每個畫面我都希望與人物本身
有關係，比如潘金蓮的迷亂的感覺，比如
她對西門慶的慾望。舞台上，肢體會是性
格的體現。」

整個舞台將用意象化的方式呈現。王媛
媛說，整個畫面會比較有油畫的質感，像
是西方的春宮圖，打造出「末世的風光，
糜爛的世界」的感覺。

事實上，《金瓶梅》台前幕後陣容鼎
盛，集合了舞美設計葉錦添、音樂顧問陳
其鋼、作曲家杜薇、音樂製作人陳雨黎、
燈光設計師韓江等創作人。光看那些尺度
驚人又美得濃艷的宣傳劇照，已經足夠撩
得觀眾心癢癢，更加期待眾舞者如何用肢
體挑戰禁忌，建構這部中國奇書。

從機場到酒店、市中心，處處看到的都是皚皚的冰雪，
讓人聯想到聖誕節和聖誕老人的家鄉。但是，這個晚上在
此雪國之城響起來的，卻是中國人無比熟悉的節慶音樂：
劉明源的《喜洋洋》、喜氣洋溢的《喜相逢》、熱鬧的廣東
音樂《旱天雷》、無比生動充滿生氣的《鳳凰展翅》、帶來
滿堂鳥聲的《空山鳥語》、優雅暢美的《春江花月夜》⋯⋯
最後還贏來了無比熱烈、節奏齊一的歡呼叫好與掌聲！

這個晚上在中國，正是送虎迎兔、歲暮迎春的除夕夜（2
月2日），香港中樂團10位精英樂手組成的小組，卻將中國
春節的歡樂氣氛帶到這可能是最接近北極的音樂廳來。這
場時空好像是錯配了的音樂會，發生在遠在北極圈內350公
里之遙的挪威北部城市特羅姆瑟（TromsØ），由於時差，這
裡仍是2月1日。音樂會沒有半場休息，一氣呵成，是今年
第二十四屆北極光音樂節50場包括音樂會、講座和大師班
的活動中的重點演出，和1月28日北極愛樂樂團（The Arctic
Philharmonic Orchestra）舉行的開幕音樂會一樣，都安排在
文化中心（KulturHuset）座位最多（約有400多）的大劇院

（Hovedscenen）舉行。
北極光音樂節（Nordlysfestivalen）在每年最後一個星期舉

行，今年為期九天（1月28日至2月5日），共有450多位音樂
家參加，超過半數來自挪威北部。這個以古典音樂為主的
音樂節，還包括當代音樂、爵士樂、跨界音樂，邀來好些
國際知名的交響樂團和演奏家。大約10年前亦曾安排過京
劇節目，但中國民族樂器合奏音樂會，這次卻是史無前例
的第一次。

當晚以小組合奏古曲《春江花月夜》開場，十分鐘無比

優美熟悉的旋律，裝點的是江
南春天花開、月色滿江的晚上
──那是在雪花紛飛的北極圈
內，要有無比想像力才能感受
得到的畫面。接 ，朱文昌笛
子 獨 奏 （ 小 組 伴 奏 ）《 喜 相
逢》，一段較一段強烈的喜悅之
情，明顯地讓每一位觀眾都受
到感染，場內情緒氣氛都變得
熱烈起來；隨後兩首二胡獨奏
曲，趙文嘉獨奏華彥鈞的《聽松》，和張重雪獨奏劉天華的

《空山鳥語》，都是借聲寄情、意有所托的音樂。比起在雪
國中去聯想春、江、花、月、夜，這卻是更難的事了。

至於崔燦（中阮）和高山（手鼓伴奏）演出陳文杰的
《幽遠的歌聲》，音色和木結他很接近的中阮，明顯地引起
觀眾很大興趣；而鄭德惠笙獨奏的《鳳凰展翅》（中阮及琵
琶伴奏），張瑩用琵琶獨奏濃縮為只有6、7分鐘的《十面埋
伏》，就同樣以炫技式的獨特音響效果，帶來因驚異而發的
熱烈掌聲。

筆者過去未聽過的三首樂曲，其中以環保胡琴演奏的兩
首四重奏－－陳錦標的《遊戲》和周熙杰的《隨想》，都是
長達7、8分鐘至十多分鐘的中型樂曲；另外一首韓婧娜獨
奏周熙杰的《中胡練習曲一號》，不僅個人期待演出的效
果，更好奇外國觀眾的理解。幸好當晚臨場由樂團的助理
節目經理游達謙客串「導賞員」，就各種樂器，特別是樂團
自己研發成功的「環保胡琴」作出簡介，結果三首「新曲」

寫的和奏的，還有聽的，
都合力完成了一次美好的

「完整創作」過程。
在意料之中的是最後一

組合奏劉明源的《喜洋
洋》、嚴老烈的廣東音樂

《旱天雷》，鮮明的節奏與
氣氛，都將觀眾的情緒帶
上高潮。最後壓軸的是樂
團特別為這次出訪北極光

音樂節而委約香港作曲家鄧樂妍，將挪威人視為「國寶」
的葛利格所寫名曲《皮爾金》組曲中的《晨曲》改編為的
民樂版，樂曲主題甫現，掌聲與笑聲便起，一曲奏完，口
哨聲、喝彩聲不絕！在節奏齊一的熱烈掌聲下，小組再奏
一遍《喜洋洋》才將音樂會結束。

十九世紀的特羅姆瑟有「北方巴黎」之稱，這並非只是
因為這裡的餐館、酒吧、夜總會和咖啡館之多為挪威城市
之最，更重要的是這裡的文化氛圍和居民的文化水平。這
場仿似是時空錯配的音樂會，就讓人深感意外，在這只有6
萬多人口的小城，當晚聽眾竟有200多人（票價300克朗，
約330港元，並不便宜），而且人人正襟危坐、極度專注，
場內的寧靜程度，在香港亦少見，因而各曲都能獲得應有
的效果，證明時空並未錯配，亦證明了200多年前的「北方
巴黎」之稱，仍然正確。

（樂團小組下一站會匯同大隊續在琉森、不萊梅、布拉
格和柏林巡演。）

一月觀劇筆記

時空並未錯配─北極圈內響起《喜洋洋》

《金瓶梅》是中國四大禁書之

一，故事圍繞西門慶與他的多位妻

妾展開。三位女主角潘金蓮、李瓶

兒及龐春梅的故事，又離不開她們

與西門慶的床笫關係。中國著名編

舞王媛媛將帶領北京當代芭蕾舞團

的舞者，把這個備受爭議、充滿了

禁忌畫面的文學作品搬上香港藝術

節的舞台。

如何在70至80分鐘的劇場中用芭

蕾舞來呈現人物間的複雜糾葛？如

何在艷麗又頹敗的演繹中深入刻畫

人物心理？如何性感呈現書中畫面

又不顯低俗？值得觀眾拭目以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片由香港藝術節提供

《金瓶梅》
時間：3月25日至27日晚上8時

3月26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查詢：2824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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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小組加奏《喜洋洋》。

■《笑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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