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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
息。」曾是香港中學中文科教材之一的《木蘭辭》，相信很
多觀眾都會記得頭幾句。5年前現任的藝術總監楊雲濤也為
香港舞蹈團編過這個題材的舞劇。今次再改編同樣的題材，
處理手法成熟大氣，在舞台上下的配合下，《花木蘭》表現
出各部精雕的專業成績。
楊雲濤在香港舞蹈團的幾年中，編過不少作品，包括《木

蘭》、《天上·人間》、《三國風流》、《金曲悅變顧家
輝》和《蘭亭·祭姪》等。楊氏作品在古典基礎下同時表現
出現代節拍，每個作品亦例必有一二場匠心獨運的設計，今
次亦然。在幕二場二的《征戰連年》中，他運用3個斜台，
讓舞者走上走落，或在斜台上跳躍、或順勢滑下，或中途握
緊台邊定位，免即時滑下，不但視覺豐富，整個設計亦表現
出將士們征戰連年攀山越城的苦況，不無象徵意義。又如幕
三《將軍百戰死》中場一的廢墟傷痛景象以如傷兵的舞者從
舞池下爬上舞台，翻倒的竹椅表現荒廢城池都簡潔而具力
量。除了特別的場口設計，在今次的《花木蘭》中更見編舞
兩大躍進。一是強化人物內心，二是整體的結構更趨成熟扎
實。
除了雄赳赳的群舞，木蘭與父親的感情到連年征戰後之思

鄉與念親之情都有獨立段落交代，突出了人物在代父從軍這
個主題下的心理狀態，這些較靜和柔的部分剛好與木蘭在戰
場上猶如男子般去打仗恰恰成對比，而男群舞與女群舞亦有
較接近的分配，隨着故事發展，分場表現了舞劇的起承轉

合，這種結構在之前的作品中較為單薄。
除了舞蹈設計，每幕開始由導師帶領一班小朋友朗誦木蘭

辭作開端，讓觀眾重溫辭作，兼作題綱，比純粹看舞蹈更能
深化作品與文學的交互關係。此外，音樂、燈光、佈景、服
裝都同樣突出。雖然有些手段如回憶、甚至女織並不新穎，
《花木蘭》整體組裝很有尺寸。飾演木蘭的潘翎娟在如中世
紀武士的造型下也很有表現，如再細微調整與陳俊飾的將軍
雙人舞，減少稜角位，應更搶鏡。至於結尾以文字數碼錄像
去解「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
雄雌？」作結，雖有些「智取」，亦勝在更爽不拖泥。

文:鄧蘭

宋家三姊妹——靄齡、慶齡、美齡的生平與傳奇，是
中國近代史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之一。她們生逢在
政治動盪、巨變的時代，擁抱着同一個夢想，但不同的
革命理念卻讓她們做出了不一樣的人生選擇。她們的婚
姻連結了當時三位重要的男人，在風雲詭譎的政治舞台
上，她們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香港話劇團明年初將上演的《如此長江》，由話劇團

前藝術總監陳尹瑩博士創作於1990年代。2003年作為美
國「長江劇團」紀念演出，在紐約首演，感動當地華
人，獲得各界讚賞。今次由香港話劇團搬上香港舞台，
陳尹瑩說，「《如此長江》是要借民初至四十年代中國
風起雲湧的日子作出反思。約五十年的歷史，由三幕戲
組成，超過二十位演員演出，呈現『宋家』叱咤風雲的
大時代。」
劇中的宋美齡將由初踏台板的葉璇飾演，她表示：

「我與宋美齡是在同一所大學畢業，有共同的大學生
涯、同一文化、同一修養，這可以令我更貼近
宋美齡的氣質，我會用心去體會這段歷史，期
望可以將這個角色在舞台散發光芒。」此外，
宋靄齡、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等角色將分
別由話劇團資深演員雷思蘭、潘璧雲、王維及
辛偉強飾演。

聯合主辦的五大音樂單位都是李凌生前
擔任過職務的，分別是中國文聯、中國音
協、中國交響樂團（中央樂團）、中國音
樂學院及中央音樂學院。但更多認識李凌
的，是受這位被譽為「樂壇伯樂」發現、
提拔的眾多音樂家，當然還有受他筆耕幾
十年音樂評論文章所滋養的千千萬萬讀
者，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對香港頗有感情
首次看見李凌先生的名字，是在夏威夷

大學唸研究院時，東亞圖書館藏書中有他
在1940年代主編的《新音樂》雜誌。之後
閱覽各期《人民音樂》，赫然讀到1964-65
年間對他猛烈攻擊的一系列文章，那是文
革巨浪前的波紋。
十多年後，為撰寫中央樂團四十年，慕
名北上，拜訪久仰的老團長。可是他家人
在電話說李凌患腦溢血，昏迷中。大驚，
亦自責來晚了。可是李老以其堅強性格，
再一次「爬起來，再前進！」
一年後，2000年的十月金秋，在方莊李

家的會面，只能用超現實來形容當刻感
受。88高齡的李老精神矍鑠，知道我來自
香港，就問我與資深樂評家周凡夫是否親
戚等家常。從他的語氣與眼神，可感受到
他對曾小住兩年的彈丸香江有很深的感
情。他大概對1947-49年期間，在英治香港
與馬思聰等人創建中華音樂院、籌辦首演
足本《黃河大合唱》，以至《白毛女》等
懷着美好的回憶。當得悉我是為寫中央樂
團史而來後，一連說了幾個「好」，然後
鄭重補充一句：「但你不要寫我，要寫樂
團成員、群眾。」

重視人才 創建中央樂團
一小時的訪談，老人娓娓道來樂團一些

關鍵事件的來龍去脈。對在1956年一手創
建的中央樂團，老人以組建「足球隊」作
比喻，「是很慢發展起來的，要求很嚴
格」。他引用周總理說：「要辦就要辦好
些，有甚麼要求，可以告訴我」。於是他
說：訓練足球隊要請巴西的，訓練樂隊就
要請德國的。結果中央樂團首任指揮就是
德國的戈斯林。
訪談中先生深情地說：「要尊重專家，
請好的指揮，沒有一流的指揮，想成一
流，不大可能。演員要一流就要努力，不
努力不行。」
李老對人才的重視，尤其是指揮，是貫
徹始終的。在他1982年從團長退下來前，
用盡一切辦法安排接班，包括上書到鄧小

平向上海要人。「我總是有個交代，
要活着交給他們。不好好留住人才，
將來會是犯罪的。」
雖貴為團長幾十年，李凌卻很少用

「我」字來談往事，以上的引句是少
有的一次，流露出嚴己寬人的君子坦
蕩蕩。他畢生追求的，是繁榮我國音
樂藝術和所需要的人才，為之創造條
件，成為無私為音樂服務的「孺子
牛」。

「團結人、不關門」
李凌曾說文壇巨人魯迅對他影響很

大，尤其是「為人生而文藝」這句
話，成為他的人生導航。另外教育泰
斗陶行知的「社會教育」和育才學校
對人才的重視和培訓，都模鑄李凌的
愛才若渴。還有陶先生那句名言：
「屢敗屢戰」，更為李凌活學活用，
而且（不幸的）發揚光大。但對李凌
產生最決定性影響的，是周恩來總
理。總理1940年在重慶的指示，成
為李凌一生的座右銘：「你們要關心
他們（指音樂專家），人手愈多愈
好，這方面不能關門。」就這樣，李
凌銘記總理要善於團結、胸襟寬闊發
展與音樂家們的聯繫，簡單來說就是
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這
三方面——魯迅的文藝人生、陶行知
的愛護人才、周總理的團結人、不關
門——成為李凌人生的Do-Re-Mi。
此外，李氏有廣東台山音樂之鄉的

基因，讓他的血液充滿樂觀的音符，
在萬難以至絕望情況下燃點着不息的
信念。這也解釋了他豁達的心境，常
常掛在燦爛的笑容中。事實上，他歷
次遭受圍攻，例如1950年代批評他
提倡的輕音樂為靡靡之音、1980年代
形容他所支持譚盾等新作曲手法為怪
胎，事後都證明他是正確的。
至於過失，李老亦坦然承認，為文
作自我批評，而且逐一列出來，其中
包括反右期間沒有保住樂團首席單簧
管白哲敏，讓他錯劃成右派。現居香
港的白氏耿耿於懷半個世紀，得悉文
章後，年近八旬的老人激動得幾乎哭
了出來。

艱險年月踏浪前行
作為中央樂團創團團長，李凌除了

領導交響樂隊外，還有合唱隊、獨唱
獨奏小組、創作組、和有關行政隊

伍。奈何在當時所謂「土洋之爭」
中，中央樂團作為洋樂隊、洋唱
法，帶有原罪。運動一來，首當其
衝，李凌為之而「跌倒」，不計其
數。這就如著名合唱指揮大師嚴良
堃所說：「解放這麼多年他一直
是彎着腰幹事業。」1957 年反
右、1958年下鄉、煉鋼、1963年
社教、1965年四清等，李凌竟然
能夠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中
踏浪而進。1959年以貝多芬第九
交響曲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更與
到訪的德國德累斯頓樂團同台演
出。同年為樂團成員成功爭取在
和平里建立美輪美奐的宿舍。兩
年後更在長安街六部口購置老戲
院，找來清華大學師生幫忙，改
建為北京市首座音樂廳。須知當
時是三年困難時期，如此成就絕
對是「爬起來，再前進」的寫
照。

樂團改革
最放心不下合唱團
1980年李凌奉命出任中國音樂

學院院長。一次廣州聯歡會上，
聽到一位雙十年華的山東姑娘演
唱《包楞調》，便對她說：「妳
唱得不錯，妳想不想到中國音樂
學院學習？」之後更親自到山
東，成功安排其調到北京。這便
是彭麗媛成為中國第一位聲樂碩
士的起源。
談到1996年中央樂團改為中國
交響樂團，只留樂隊，不留合唱
團。李凌不談對錯，只談他所愛
的人才：「好的演員，有功勞

的，幾十年埋頭犧牲在那裡……不能一刀
切，可以一些一些的進來。」

「大家一團結，一切東西就好辦了。」
是李凌訪談的總結。可見經歷風浪的他晚
年心境不怨不恨，積極樂觀。唯一讓他放
心不下的，是樂團改革被邊緣化的合唱
團。「專業合唱藝術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難。希望合唱學會能掙扎起來作一次復興
運動，使全國合唱藝術走上一個重新發
展、認真追趕，以期創造出新高峰的道
路。」是他最後一次的題字，落筆日期為
2003年10月25日。90歲老人受不住心靈創
傷。這次跌倒，再起不來，於當年11月3
日辭世。
李凌百歲，見證了國家從千年帝制轉折

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全過程。但對李凌
而言，音樂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音
樂上我們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要認真埋頭
苦幹，能努力到多少就多少。是不是一
流，光靠嘴巴是沒用的。」

以此文遙祝李凌先生百歲冥壽。

《如此長江》
時間：2014年1月4日至8日晚上7時45分

2014年1月5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花木蘭》結構成熟扎實 香港南京總會呈獻《如此長江》
再現「宋家三姊妹」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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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算甚麼，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這是當代新音樂奠基人之一李凌先生的著名短詩《跌倒算甚

麼》，創作於1943年陪都重慶，乃受國民政府迫害，激勵士氣之作。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首詩在接着

的幾十年重複應用在他身上，以及由他創立和帶領過的藝術團體。跌跌撞撞的經歷，也許就是二十世紀神州大

地音樂發展的寫照。但屹立不倒的，是李先生對藝術和教育的殷切追求，還有他對人文價值的畢生熱愛。

1913年12月6日出生於廣東台山的李凌，今年正好是他百歲冥壽。而本文見報的當天，更是老人百歲的正

日。北京五大音樂單位將於下周二、三一連兩天，舉行「跋涉人生——紀念李凌百年誕辰」系列活動，通過音

樂會、研討會和圖書首發儀式，紀念這位一生為音樂藝術和音樂工作者吶喊、奔波的樂壇前輩。

文、圖：周光蓁（香港大學）

■■《《花木蘭花木蘭》》劇照劇照 香港舞蹈團提供香港舞蹈團提供

■■《《如此長江如此長江》：》：宋美齡宋美齡（（葉璇葉璇
飾飾））與蔣介石與蔣介石（（辛偉強飾辛偉強飾））步入步入
婚姻殿堂婚姻殿堂，，締結婚盟締結婚盟。。

■■李凌與周巍峙李凌與周巍峙

■■本文作者周光蓁与李凌先生於本文作者周光蓁与李凌先生於20002000年採訪後合照年採訪後合照。。
周光蓁提供周光蓁提供

■■19561956年李凌在中央樂團成立大會上以團長身份講話年李凌在中央樂團成立大會上以團長身份講話。。

■■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告別李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告別李
凌先生凌先生，，門前掛着門前掛着19431943年李年李
老寫的詩句老寫的詩句。。周光蓁提供周光蓁提供

■■李凌文革後復出重返李凌文革後復出重返
中央樂團當團長中央樂團當團長。。

■■20032003年李凌先生的葬禮年李凌先生的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