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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舉行的「兩岸四地琴音飛揚」音樂會（4月10日
下午3時），獨特之處，不僅在於是上海、香港、澳門和台灣四地青少年
弦樂手的匯演交流活動，更在於是一場現場錄音廣播的演出。牽頭的是
上海東方廣播的「星期廣播音樂會」，這是在中國內地歷時最長、影響最
大的普及型系列音樂會，這次將演出場地移師到香港，以香港演藝學院
青少年室樂團作班底，邀來中、港、台、澳獨奏，日後還會在台灣、上
海和澳門舉行相同型式的廣播音樂會。很明顯地，這項活動的目的和意
義，在於通過交流來突顯青少年弦樂手培養的成果及激勵，提升參與者
的水平，這次在香港的演出，更是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合作，現場錄音會
在上海和香港，藉此激勵更多青少年追求音樂，並將古典音樂更好地推
廣出去。

擔任音樂會司儀的是上海「星期廣播音樂會」的主持人，亦是於上海
音樂學院任職、活躍於上海樂壇的王勇教授，他以活潑生動的言談與方
式，將整個演出的六首樂曲串連起來，一氣呵成，絕無冷場。

上海媒體對這次演出看來極為重視，來了一個採訪團隊，演出後有媒
體向筆者採訪，多番追問，要求評比四位擔任獨奏青少年樂手的水平。
其實，這次由於種種限制，只能有兩次排練，青少年室樂團亦只是香港
演藝學院轄下青少年音樂課程核心活動中的一隊學生課餘弦樂組合。當
日四位樂手與此一很「業餘」的青少年團隊合作，能很流暢地，甚至可
以說是頗為準確地奏出了韋華第的《四季》選段，及《和諧的靈感》中
的第十首B小調四重奏小提琴協奏曲，已是極不容易的事，負責指揮的
王家陽教授豐富的教學經驗明顯地發揮了作用。不過，要評比四位獨奏
的青少年樂手卻不容易，儘管上海的張金茹、台灣的黃薏蓉和香港的陳
倬朗，都各自演奏了一首炫技性的樂曲，雖難度相當，但畢竟各曲都有
不同要求，這不僅在於技巧上，還在於演繹處理上，此點如非很大差
別，便很難亦不應強作評比。演繹處理在基本要求外，細節上往往會各
師各法，對青少年樂手而言，那是一個學習探索過程，更毋須勉強加上
主觀的比較；四位樂手「分工」演奏韋華第的兩首協奏曲，各自演奏不

同的樂章亦不好評比，澳門的許恩樂唯一在《四季》中演奏兩個快、慢
不同的樂章（他沒有安排「獨奏」曲目），那就更不好評比。

然而，作為媒體總希望將事物比個高下，來滿足讀者的「要求」，但作
為文化藝術與運動不同之點亦在於當達到某一個程度層次時，便不易評
比。這次交流活動，無論樂隊、獨奏，技術上都過關，都有讓人驚喜的表
現。個人的觀感卻是，由此再一次見證，西方經過數百年發展的「古典音
樂」，在各方面（不僅是小提琴）的承傳訓練，都已發展出一套成熟有效
的方法，然而，中國的傳統民間音樂，特別是少數民族音樂，至今仍未能
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承傳方式，由是至今有心人仍要不斷為承傳問題作
出「救亡」呼喚，但西方「古典音樂」的承傳便不會有這種「救亡」的呼
聲。也就是說，這次兩岸四地的交流活動，意義在於承傳，而不在於評
比。其實，文化藝術之事，小至個人表現，大至國家的軟實力，並不在於
一時的評比，而在於要讓時間來作出說明，奈何今日無論任何事物，都被
套入了「運動比賽」的模式和思維中，這絕非好事呀！

「英國人搶了我塊地，九龍係我㝍！」─「九龍
皇帝曾灶財」和他的城市塗鴉是香港的傳奇。曾灶
財在生之時酷愛在街道牆壁電箱燈柱塗寫家族族
譜、大罵前英統治，風雨不改。即使香港回歸、特
首已由董建華易為曾蔭權，曾灶財亦貫徹始終從不
間斷。恰恰因為持續地於公眾地方塗鴉，曾灶財曾
數度被控「破壞公物」，甚至被視為嚴重精神病患
者。及至曾灶財的塗鴉被香港時裝設計師搬上國際
時裝天橋，「九龍皇帝曾灶財」才搖身一變為香港
街頭傳奇，成了「香港 Icon/塗鴉藝術家」。近日，
太古坊ArtisTree舉辦的《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展
覽，便全方位回顧了「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個人經
歷和塗鴉精神。

甫踏出㢺魚涌地鐵的太古坊出口，當眼之處已掛滿
了《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的宣傳條幅。這次展覽的
宣傳條幅設計相當耐人尋味。策展人把曾灶財的城市
塗鴉，以帝皇專用的明黃色為條幅襯底，這不但強調
了曾灶財的「九龍皇帝」身份，同時鮮黃的長直條幅
又大有「招魂幡」的意思，似乎要召回「九龍皇帝」
雖被同時代人視為瘋子、仍在急功近利社會中堅持自
我的精神。有趣的是，曾灶財的塗鴉經常痛罵英國殖
民者，掠奪了他這個「落難皇帝」的香港領土，如今
太古坊前方的宣傳條幅赫然與中國國旗並置，似乎有
所暗指。

《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固然是圍繞「九龍皇帝曾

灶財」生平和作品所展開的一次檢閱，策展人對「九
龍皇帝曾灶財」其人其事的梳理卻頗見心思─展場
被劃分為「皇帝的足跡」、「皇帝的寶藏」、「皇帝的
墨寶」、「皇帝的創作疆土」、「皇帝駕崩」、「皇帝萬
歲」和「街角留言」幾部分。其中「皇帝的足跡」、

「皇帝的創作疆土」、「皇帝萬歲」最富巧思。首先，
「皇帝的足跡」部分不但放置了香港立體地圖，標示
出「九龍皇帝」微服出巡、塗鴉畫遍的港九新界不同
地區，亦展示了在幾位文化界著名攝影師鏡頭下對

「九龍皇帝」的光影捕捉─「九龍皇帝」扶㠥柺杖憨
笑、回歸前夕在橋底走筆疾書、塗鴉與香港英式郵筒
相映成趣等等，都在在記錄了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片片
回憶。如果說羅馬是一座露天博物館，香港便儼然是

「九龍皇帝」的私人畫廊，可以率性而為、任意所
之。

「皇帝的墨寶」和「皇帝的創作疆土」部分，陳列
了曾灶財的城市塗鴉和從而衍生的文化產物，從塗鴉
到一系列鄧達智時裝、GOD產品，似乎濃縮了曾灶財

「被成名」和經典化的過程。「香港 Icon/塗鴉藝術家」
的冠冕原非從天而降，而是需要文化精英的確認和轉
化。至於「皇帝萬歲」部分，才是延續繼承「九龍皇
帝」精神的當代形式。向曾灶財致敬的「皇帝萬
歲」，陳列了多位年青藝術家的各式設計，包括張
卓、朱迅和一批青年創作人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有㠥

「重複」的共通點，每每就㠥單一的形象或圖像進行

堆疊。有的是壁畫上非人非獸圖像
的堆疊，有的是無數隻一模一樣的
陶器公仔的延伸，還有我特別欣賞
的由毛毛小白兔簇擁而成的粉紅晚
裝裙─「九龍皇帝」的城市塗鴉就
是通過無數的重複堆疊，來產生出
其獨特的風格和氣勢。在這一點
上，「皇帝萬歲」明顯是致敬者對

「九龍皇帝」城市塗鴉的閱讀和理
解、拆解和重構，並回過頭來用自
己的藝術形式，向「九龍皇帝」這
個繆思的主人致敬，用另一種藝術
形式大喊「皇帝萬歲」。

或許有很多人，願意把「九龍皇帝曾灶財」美化，
並對之比擬為與巨型風車對抗的唐吉訶德。難得的
是，《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並沒有把「九龍皇帝」
盲目拔高至人格高地，反倒還原基本步，敢於凝視曾
灶財真實生活的一面，包括曾灶財的街坊對他的塗鴉
其實頗有微言、所住的公屋單位蟑螂橫行又一直傳出
惡臭、沙士期間甚至要勞動政府部門為他搞衛生。曾
灶財的城市塗鴉，其實是令他樂在其中的一種尋樂方
式和自我實踐，多於卑微個人對外來極權的微觀反
抗。正如當代塗鴉人 MC仁所言，曾灶財的塗鴉固然
非常出色，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志去做一件他喜歡做
的事，而且做了51年。」 因此，在香港所進行的城市

塗鴉，乃是曾灶財為自己創建的
「文字樂園」。借用「城市旅人」林
一峰在〈塗城記〉歌詞中，所描繪
的「九龍皇帝曾灶財」城市漫遊創
作─
「清風兩袖悠然自在到處走　鬧

市內揮御筆牆壁電箱燈柱　記載史

詩港九最強　汗水混了墨水字體大

小參差　笑臉始終不變樣　最愛喝

可樂　白紙木板石屎舊衫浴巾餐牌

到處都可展所長　割地收地煲呔曾

或董建華　領土始終不變樣　永遠

有福彩　皇后長伴直到永久　從無

遺漏⋯⋯胸襟廣闊　從不稀罕冠冕　只想一心一意記

下　年年月月裡的絲絲點點　那就夠」

有說塗鴉是自由世界的表徵，在沒有框框、什麼都
可以的情況下，可以堂而皇之將自己所思所感示眾。
可是香港可能還不是一個如此開放的社會，曾灶財的
城市塗鴉就曾惹來票控。「清風兩袖悠然自在到處
走」、「笑臉始終不變樣」的曾灶財，在階級愈來愈
森嚴、城市潔癖愈重的香港社會，恐怕已是香港最後
的嬉皮士。藝術工作者、文化精英乃至普羅大眾稱許

「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同時，內心深處又何嘗不在哀
悼一種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一個時代的溫馨歷史背
影的消逝？！

「鮮茄牛飯，凍奶茶少甜。」訪問時，正是綵排前的放飯時
間，導演彭鎮南一邊叫飯，一邊給記者說這次的表演有甚麼改
動和不同。2003年《四川好人》首演時，香港的音樂劇才算是
起步階段，沒有專業的音樂劇演員，沒有如百老匯般細緻的分
工和市場化運作，主創人員是膽粗粗儘管試，「摸㠥石頭過
河」。記得以前高世章就和記者說過，當時香港難找演唱跳俱佳
的演員，為《四川好人》寫音樂時，也要在遷就演員能力的同
時盡量挑戰極限，其中一段七部和聲，練得一眾演員想跳樓。

如今，就演戲家族來說，打造出大受好評、已經上演三次的
《一屋寶貝》後，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逐漸摸到路徑。加上這
幾年，香港音樂劇市場蓬勃，剛過去的一年，就出現了在舞台
劇獎上紅遍全場的《動物農莊》、《喜靈州⋯⋯分享夜》等上佳
本地作品，也將越來越多的潛力演員推介到觀眾面前。天時地
利人和，使得今年成為《四川好人》重演的好時機。彭鎮南就
說，現在有更多選擇好演員的機會，看《動物農莊》時，他被
一把迷人低音吸引，最終這名演員也成為了一名「四川人」；
而演員身體素質的提高也令到演出的動作設計更加精彩。

布萊希特不需要悶死人
「這次的演出，編曲和歌詞都有所調整，更加進了新的歌

曲。劇本被剪接得更緊湊，表演的形式更加劇場化，疏離主義
的表現會更加突出。」彭鎮南說。說起疏離效果，那可是布萊
希特的特色之一，務求令觀眾不要沉溺在演出中，而能抽身而
出進行反思。問彭導演要如何在音樂劇中做到令人抽離？誰知
他話鋒一轉：「其實我對抽離這字眼是有些抗拒的，我最怕看
戲抽離，每次看到這種戲就真的想抽離—全身而退。（笑）
所以，我覺得要讓你抽離，首先得讓你投入。」

彭鎮南說，以往許多人做布萊希特都很「抽離」，結果觀眾都
怕了布萊希特。他心目中的「疏離效果」，應在適當時機發生，
不讓觀眾覺得突兀。這牽涉到很多技巧，例如換場、用比較
presentational的方式去做戲等。觀眾抱㠥平常心入場，能夠享受
演出之餘亦能自行進行一些思考，就已經是成功。「其實布萊
希特在劇本中已經放入了許多抽離的效果，例如他描寫主角有
兩面的特色，這其實就很抽離。你看楊遜，一開始以為他是一
個有為青年，fall in love，誰知之後卻發現他壞的一面。布萊希
特把很多這樣的轉折和驚喜放在裡面，現代戲劇很多都受他影
響，只不過有些是為了效果而去轉折，布萊希特則是將所有的
證供都放在這裡，讓你去想，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做呢？法官是
觀眾自己。」

彭鎮南說，這次的重演，各方面的要求都更嚴謹，唯一的遺
憾大概是由於預算限制不能實現現場音樂的構思。「比起《一

屋寶貝》，《四川好人》更大型，演員大約有19人；音樂的架構
也更大型，如果要做現場音樂，大概需要一個80人的管弦樂隊
才能實現。」彭鎮南說：「但之後有機會我一定做，這是一個
夢想來的。想想看，很少香港原創音樂劇的音樂是一個那麼完
整的架構，而且很有特色，將中國式的音樂和西方音樂結合在
一起。」

兩位主演不夠壞
台上，神仙風塵僕僕尋找好人，奈何好人難遇。台下，彭鎮

南戲言兩位主演都太「好人」，不夠壞，務必要鞭策他們變得更
壞些。「張國穎很爽朗，特別男仔頭，很符合沈德好的一面，
但表現其黑暗面則要更加下功夫。朱㟞康也是如此，他和陳康

（2003年版飾演楊遜）兩個給我的感覺是一正一反，他比較積
極，陽光男孩一些，喜歡運動，陳康就喜歡劈酒啦，喜歡玩啦

（笑）。開始楊遜是有理想、心懷大志的有為年輕人，朱㟞康一
出來就已經是了；到了最後變成一個無賴的時候，陳康走出來
就對了，其實他們一人半場就最完美。」彭鎮南笑㠥說。

張國穎唱功了得，是近年來音樂劇場的紅人，近年來大受好
評的音樂劇—《一屋寶貝》、《喜靈州⋯⋯分享夜》、《動物
農莊》中都有她的影子。這次她不僅要唱聲音「嬌到爆」的沈
德，還要吼㠥粗嗓子唱沈德虛構出來的表哥「水大」，角色分裂
之餘聲音也要分裂，她笑言自己在演出中真的很「布萊希特」。
張國穎形容每場音樂劇的演出都像一場「馬拉松」，堅持到最後
才是最大的贏家。她和朱㟞康都要學習怎麼用技巧控制自己想
要直㠥嗓子「爆」唱的衝動，讓嗓子可以漂漂亮亮地完成近三
個小時的演出任務。

朱㟞康是樂隊「朱凌凌」的一員，玩慣了當代音樂的他最喜
歡這次演出中音樂的中國特色。「布萊希特的歌總是很有詩意
的，這次這種詩意很中國化。原本的劇本裡面，只是把『四川』
作為一個遙遠的某處，並沒有很強調四川的地域特色。但高世
章在作曲的時候，參考了四川音樂的風格，比如說《康定情歌》
的元素就會在第二幕中出現。」張國穎則說，大家是用半戲曲
的方式在進行演唱：「好幾隻歌都有南音的特色，老師也要我
們聽粵劇來找感覺。之前演出《一屋寶貝》，高世章的作曲很多
爵士腔，我從小到大聽這些歌，很容易捉到感覺。我在外國長
大，住過十年歐洲，聽歌都是外國歌多，這次突然接觸到東方
的樂曲。學《康定情歌》的時候，哇，完全要擺出一個架勢
來，原來這音樂會塑造你的身體，令你的動作都跟㠥它變化。」

兩位主演異口同聲稱讚高世章的音樂「好勁」，說得人心癢
癢；當晚看完綵排，回家的路上腦子裡還是序曲的旋律轉來轉
去，真是等不及要進劇場看「最終成品」了。

歌聲裊裊
好人四川尋

在於承傳而不在於評比—兩岸四地琴音飛揚聽後有感 文：周凡夫（香港資深樂評人）

文：梁偉詩（香港文化評論人）

最後的嬉皮士─《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

說起香港的原創音樂劇，演戲家族的《四川好人》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2003年首演，次年再演，不僅將第13屆香港舞台劇獎的六大獎項攬入懷中，更打造

出「音樂劇鐵三角」組合，即是彭鎮南（導演）、高世章（音樂）、岑偉宗（填詞）。就連黃霑曾也評道：「這才是音樂劇！只有《四川好人》探驪得珠！」

時隔近6年，《四川好人》終於要第三度公演。德國戲劇巨匠布萊希特（Bertalt Brecht）筆下的3位神仙，又將到四川尋找好人。「好人難做」，女主角沈德

與戀人楊遜在亂世中怎麼平衡心中的道德標準？觀眾要在一支支聽出耳油的歌曲與演員們精彩的演繹中慢慢思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演戲家族提供

《四川好人》
時間：5月14至17日 晚上7時45分

5月15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查詢：6715 4437
www.facebook.com/actors.family

■楊遜（朱㟞康飾）
與沈德（張國穎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