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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大家樂》重演
「春天戲曲發展」及「漢風戲曲新創念」主辦，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

劃之《音樂劇 大家樂》將載譽重演。音樂劇《大家樂》是向一代嶺南創意
大師黃霑先生致敬的作品，創作理念之根本，以「黃霑先生寫的曲與詞」
和「溫拿樂隊及其成員的歌曲」為立足點，再由演員用自己的氣質和風格
去演繹這個根據58首選曲重新創作的音樂劇，成為一個原汁原味的港產音
樂劇。內容講述5個對音樂充滿熱誠的年輕人追尋理想的故事。青春前衛的
崔牛畢（簡稱阿B）、羽模倫（簡稱阿倫）、武憑友（簡稱阿友）、歷保健

（簡稱阿健）與吳堅強（簡稱阿強）合組樂隊，為夢想高歌。好友齊心就事
成，由Losers變成The Winners！

時間：2012年2月13日至15日 晚上8時
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查詢：27931123，www.spring-time.com.hk

演戲家族　音樂劇場《星夢塵緣》
星光大道，璀璨奪目，十二個路上會遇上的人：經理人、愛人、家人、贊助人、仇人、路人、恩人

⋯⋯他們成就了明星，還是摧毀了明星，而故事由算命師所預測的星途開始。該劇由莊梅岩、陸昕編
劇，彭鎮南執導，倫永亮創作音樂，岑偉宗作詞，再加上陳潔靈、劉雅麗等巨星
壓陣，相信會帶來一個令人「聽出耳油」的美妙夜晚。

時間：2012年3月16日至17日 晚上8時
2012年3月17日至18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查詢：22687325（康文署），67154437（演戲家族）

舞在平行線系列（三） 《流。白》
《流。白》是梁家權、蔡穎兩位不同時代的現代舞者重探中國舞鮮

有叩問箇中審美內涵的「行動藝術」習作。作品借何應豐導演的視
界、呂奡元和黃衍仁即興音樂創作、彭漲的民間唱腔、葉卓棠和黃宇
恆的視覺脈動，一起拼合、撞擊、穿梭及尋找生命動靜虛空間的今日
閱讀，給你我重拾中國舞蹈美學可能失落了的當下性、即興性和哲思
內涵。

時間：2012年1月6日至7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查詢：22687323

早前先後看了兩個舞蹈演出──
香港芭蕾舞團的《此時．彼刻》與
著名英國編舞艾甘．漢的最新作品

《源》（DESH）。名家與新秀，同樣
叫我意外。

《此時．彼刻》安排了三個短篇
新作，都是近年作品。首先出場的

《黑》，由旅歐華裔編舞家陳建生創
作，靈感來自編舞者在安特衛普看
到的一個以黑色為題的時裝展，想到黑色對社會與不
同文化的影響，由此而生出這個作品構思。

《黑》並非故事芭蕾，也無單一的故事線，套用編
舞的話，是多個層次的展現。黑色為主的舞台，他以
不同的段落擺放了黑暗天使、獵巫、奧菲斯與尤麗狄
絲等暗黑人物與故事的意象，作品先由獨舞開始，然
後是雙人、小組，以及群舞，配搭多元，編排也相當
具心思，不過，在舞台空間處理上可能要再作調校，
群舞中常出現人遮人的情況。

《明亮》是彼得．奎安斯為香港芭蕾舞團而作，於
2010年首演。作品一如其名，明亮明快，演出中，每
位舞者都會與兩位舞伴跳雙人舞，既隱喻了不同的男
女關係，流暢的舞蹈編排與設計，也可以讓舞蹈員各
展所長，顯示成熟的技巧。觀看當晚，金瑤、葉飛飛
的演出都相當不錯，頗能掌握演出所需的情緒，技巧
也有不俗的表現。

壓軸的是剛得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赴美交流的中國
新進編舞費波，《一間她自的房間》，說的是女作家事
業與家庭都陷入困境的故事。舞台上一邊佈置成書
房，一邊則是舞團排練地方，飾演女作家的吳菲菲掌
握了女主角的情緒與狀態，做出了細緻
的動作變化與情緒的不穩定。丈夫把作
品搬上舞台，她看㠥丈夫與飾演自己的
女舞蹈員關係暖昧，自己也因此陷入模
糊不清的狀態，這內在的轉折，她都能
準確表露，實在是精彩的演出。

說起精彩，艾甘．漢的最新作品
《源》，可以說2011年內的十大之一。這是

艾甘．漢第四度來港，卻是他首個獨舞作品──而他卻
是以獨舞成名的。

《源》是關於艾甘．漢家鄉孟加拉的故事。他以第
一身的遭遇，或者向家中小孩講故事的手法，帶出舞
蹈與故事。海外遊子講述父親與故鄉的故事並不特
別，但艾甘．漢卻能借舞台的魔法，將故事娓娓道來
──父親離開祖國，在英國落地生根，開展了自己的
餐館事業，他會把家鄉的故事，美好的可怕的，一一
告訴孩子。

演出的佈景設計應記一功，尤其是結尾時由台頂吊
垂下來的布絮，如在風中輕擺的草條，艾甘．漢倒吊
在布絮間，恍如田野間漫步，完全將觀眾帶到父親口
中的美好家鄉景象，那一段真人與錄像的「對手戲」
也是相當精彩的。

當然，最精彩的是艾甘．漢的演出，他在頭頂畫上
五官，遊走台邊，扮成父親說往事，對身體的操控是
毫不容易的，其後以腳側走路，以呈現被切去腳側的
廚師的形態，生動但叫人心酸。而他聞名的360度自轉
舞功，的確厲害，看他繞㠥台不停地轉，除了顯示了
他的功力，還將那種世事渾然而行的感覺表現出來。

雖說這是他首個獨舞長篇作品，但他成功地把戲
劇、舞蹈、佈景、錄像等融合在
一起。看《源》，叫人明白到為
何艾甘．漢在國際間如此走紅，
也㠥實期待看他下一個作品。

更正啟事
本版12月23日《從「傳承」說起 回顧2011年香港樂壇》一文中指揮家范瑞韋頓配圖的圖片說明應為：

HKPO的音樂總監接班人（？）范瑞韋頓。因為港樂並人未公布音樂總監的人選，范瑞韋頓是否是可能人
選之一只是坊間猜測。特此更正。

內地的經濟發展程度要視乎不同的地區來
看，因此發達地區或是一線城市，對話劇的
感受和認同要相對高過二三線城市。畢竟，
現代戲劇傳入中國不過百多年的時間，其間
社會又經歷過巨大的變革，要帶領一個香港
的創作團隊在內地環境中堅持，感覺其實很
複雜。

林奕華認為內地的觀眾，尤其是大城市的
觀眾，對《城市三部曲》、《紅娘的異想世
界——在西廂》的反應非常熱烈。其根本原
因是直接碰觸到了城市職場與中產階層的內
心痛楚：生活究竟要不要浪漫、利益與價值的關係如何平衡？

物價高漲、小市民求取自主的意識也在高漲。2011年度的《紅娘的
異想世界——在西廂》，點破了這層玄機：「惡意與恨意是有市場的，
因為都覺得別人欠自己的，自認為是中產，實則是草根，這就是偽中
產的悲劇——只是物質的中產，卻不懂得改造自己的精神素質。」對
這部戲所引起的心理碰撞，林奕華認為，內地的觀眾顯然需要這種碰
撞，因為「碰撞」出了他們真實的生活。劇中顯現出的「權力慾」和

「控制慾」，讓奔波於城市忙碌生活的不自主人群有了自我的倒影：被
他人控制許久，也產生出控制他人的衝動，生活的情趣漸漸消亡——

「每個人的劇本來自於父母，而父母的劇本來自於他們的父母，香港
如此，內地的大城市也如此，所以，這可能是一種城市的焦慮。」林
奕華如是說。

為何要以古典文學的名稱來為現代劇作命名？林奕華的考慮並不是
模仿，而是一種對比。他認為古人沒有手機、電腦、電視，但卻顯得
比今人浪漫；選用古典的名稱，就是為了將古典的浪漫置於現代的生

活，引起反思——這就是與古典文學的空
間對話。這樣的一種方式，相較於簡單
的翻拍古典作品，則有了突破性的思維
與進步，也是內地創作人們值得思考和
改進的一個方向。

香港話劇團在2011年北上公演了不少劇目，如《洋麻將》（港名《一缺一》）、《脫皮爸爸》、《遍地芳菲》等。為
了適應內地不同地區的文化氛圍，同一個劇目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可能會作調整。例如在新興的移民城市深圳，普通
話是主流，則《洋麻將》就不會以粵語進行演出，但是在嶺南文化底蘊較為深厚的廣州，同樣的劇目倒能用粵語演
出，才能獲得當地觀眾的共鳴。

同樣是在廣州，另一部戲《遍地芳菲》深深打動了平民階層。劇中對國家
與民生關係的思考、對黃花崗先烈的鮮明刻畫、對歷史關頭自我抉擇的表
現，使得看過這部戲的每一個人都會浸入歷史與現實的思緒中。這不單是慶
祝辛亥的應景之作，而是讓人們在百年輪迴中尋找到自己在國家中的位置。

陳敢權指出，內地與香港的劇壇在體制和操作模式上有㠥巨大差異，這不
免會需要在合作中加深雙方的了解。例如，內地的話劇團，在接到演出任務

後，往往很快就能夠組織起導演、編劇、演員以及劇務
人員，對應的支援配合機構也能夠迅即到位；但話劇團
因劇季早安排，未必能馬上重組。另一方面，內地的劇
團在排演作品時，較為注重表演及聲線技巧，但是香港
的劇團比較重視角色情感的寫實。不過陳敢權認為，上
述的差異恰恰能夠奠定合作的基礎，使得相互借鑒得以
成為現實。

如今，內地戲劇市場漸趨繁榮，毛俊輝認為需要不斷
創新。2011年的歷史坐標，來自於100年前的辛亥革
命。《曙色紫禁城》在北京的上演，是毛俊輝覺得極
為成功的年度「大獎」。辛亥革命，有的不僅僅是革命
者的視死如歸、清廷的殘暴腐化，歷史的複雜遠遠不
能夠用簡單的對與錯、是與非去界定。

在一片對辛亥革命黨人及其革命的頌揚聲中，《曙色
紫禁城》卻反其道而行之，將大革命來臨前的大人物

（慈禧）與小人物（德齡）蒙太奇化，內心的人性與虛
玄的政治緊湊交織，觀眾可以明白，其實辛亥革命的
解讀，除了肯定與反思之外，還有第三種解構的方
法：人性化——探討宮廷中，一個老年女性與年輕女性
的交往。毛俊輝將《曙色紫禁城》中的人性視為全劇
的亮點——祛除了神化與醜化的迷霧，背後的每個人其
實都很可愛。雖屬改編作品，但這仍然是北上劇作
中，在題材上的一次大大創新。

主題之外的創作手法，也可視演出情境的置換而調
整。《曙色紫禁城》原本是話劇，要改編為京劇，兩

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如何把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結
合京劇與話劇，但「服務京劇」，是毛俊輝的基本
原則，因此，看完《曙色紫禁城》，年輕一代人能
夠深入了解京劇；老一代人則能夠體味創新的所
在，涵蓋到不同年齡層。例如，劇中的一句「我不
喜歡你」，用話劇形式加以保留，反而更加能夠突
出光緒皇帝的愛憎情感，故沒有改動話劇的「原
味」。

文：聞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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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敢權 徐全 攝

在「北上」的路途中
北上內地發展已經是香港劇場界的一個重要活動環節。北上的原因很多：交流經驗、推介新人新作、掌握內地舞台劇現況

等。香港劇場的三位重要人物毛俊輝、陳敢權，以及林奕華，對本港演創團體的北上活動，各有不同的看法——內地之大，

探討劇作的北上經驗，角度也必然多元，融合了現代性、古典風格、歷史甚至人際互動等多個方面。未來，本港與內地的劇

作交流勢必走向大緊密、大融合甚至大繁榮的階段，本港演藝界的準備與應對，將愈來愈重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香港劇場界2011年回顧

陳敢權：觀眾有迴響，體制有差異

■香港話劇團的《洋麻將》（《一缺
一》普通話版）演遍內地多個城
市，今年4月曾到訪深圳群藝館演
出。 香港話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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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華的《命運建築師——遠大前程》
在上海演出。「非常林奕華」提供

毛俊輝：需不斷創新

■ 《 遍 地 芳
菲 》 很 有 觀
眾緣。 香港
話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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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ram Khan,（ photo by
Laurent Ziegler）

■《情話紫釵》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上
演，備受好評。 受訪者提供

■《情話紫釵》
在上海

■毛俊輝
徐全 攝

小結：北上時分，思考大中華
幾位藝術家的共同之處是，都沒有將北上內地簡單看作是作品展

演，而是通過北上來對自身的作品與未來的製創思路尋求新的定
位。「香港本土」加「大中華」的結構，可能將成為未來的趨勢。

毛俊輝以《情話紫釵》為例，雖然這是一部以粵語為表演語言的劇
作，但因為形式新穎、主題有意義以及談及了今古的愛情觀，所以
在上海、北京等地取得了多個大獎，獲得了高度的評價。即便是看
字幕非常辛苦，人們還是被劇中的人物和情節所打動，讓內地觀眾
欣賞到了香港有格調的演出。「代表香港」，是香港劇作家的責任。

鍾情於歷史的陳敢權，力圖以劇作形式來表達對嶺南文化的傳承，
再以嶺南文化遙映中華歷史。廣東的文化事業發展愈來愈快，希望
未來將會在廣州、東莞、中山等地安排更多的演出。雖然內地與香
港的演藝體制上有㠥巨大的差異，但是隨㠥合作的深入，將逐步相
互適應。不僅僅是北上或是南下，劇團與劇團的跨境合作，更是值
得期待。他提及的《中國皇后號》，便是對中國早期進出口貿易的一
種歷史回顧，將香港、內地以及近現代史作了完美的聯結。從歷史
發掘文化、再寫照現代，將成為未來的一個路徑。

■ 林奕華 徐全 攝

林奕華：
城市有梯度，反應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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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H的視覺印象觸動人心。（photo by Richard Haug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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