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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薇 江西報道）日前，「百姓大舞
台大家一起來」大型公益性文藝晚會演出拉開了大幕。參加
演出的有來自社區的大媽，有可愛的小朋友，有文化工作者也
有青年志願者，有資深老師，也有民間草根藝人，他們為在場
觀眾帶來了一場精彩的視聽盛宴。
今年伊始，江西省文化廳創新思路，在南昌推出了「百姓大
舞台」這一群眾公益文化品牌。「百姓來，百姓演，百姓看，
百姓樂」是百姓大舞台的特色。草根市民當上了舞台的主角，

綻放藝術夢想，展示藝術才華，傳遞快樂，分享幸福。所有演
出門票全部免費向群眾發放，開展送戲進社區，走基層，進高
校等公益文化服務。
自活動開辦以來，喜愛文藝的群眾和自發組成的藝術團體紛

紛到各級文化館（站）報名，強烈表達了要登上「百姓大舞
台」演出的願望。通過「百姓大舞台，大家一起來」公益文化
活動，希望能夠推動文藝骨幹和優秀文藝團隊的建設，發掘優
秀作品和群眾原創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話劇，走向小
熒屏。這個一再被標注為小眾的藝術形式，難到要在初
夏時節出人意料地引發大眾的討論和關注，或者讓那些
正前仆後繼趕往綜藝節目裡的明星改變撈金陣地？日
前，由湖南衛視打造的《星劇社》會把話劇搬上熒屏。
此次火力全開的《星劇社》集結了國家話劇院、開心麻
花、寧財神、上海話劇中心何念工作室等劇團，致力於
為電視機前的觀眾打造了12部高品質的話劇。《21克
拉》就邀請到何炅、謝娜來打頭陣。
好的話劇演員總是「人來瘋」的，他們對於觀眾更有
感情、更有依賴，話劇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奢侈要
求」正在於此。而此次何炅、謝娜兩人都當仁不讓成為
《星劇社》的首發陣容。從2004年演出開心麻花的《想
吃麻花給你擰》到被公眾廣泛認可的2007年賴聲川的代
表作《暗戀桃花源》，再到此後《十三角關係》中謝娜
的顛覆性表演被宋丹丹讚為「天才」的舞台劇表演經歷
都讓外界對倆人的跨界合作表示期待。
然而《星劇社》作為一檔電視節目，完全呈現一台長
達2個多小時的話劇並不現實。90分鐘的節目，對於話劇內容肯定要有所取捨。對此，製片人
張丹丹表示，「電視是做給普通觀眾看的，首先要看懂，然後要好看，其他的並不重要。電視
規律是喜新厭舊的，百好不如一新」。
將話劇搬上電視熒屏，目前來說的確是一場冒險，但是也令業界備受鼓舞，將小眾的藝術形
式通過電視熒屏來大眾化，沒有什麼比電視節目這種形式更容易普及。
近期錄製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算是《星劇社》12部劇中較為特殊的一部，該劇目前正在
全國巡演，此次卻要提前在電視上曝光。媒體普遍認為，田沁鑫此舉有點冒險，對於票房的影
響會很大。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田沁鑫表示，「戲劇被電視媒體播出片段，會削弱還是會刺激
票房，都有待嘗試。」田沁鑫坦言，「既然做了嘗試就不要懷疑，我沒有擔心，社會是個多元
而包容的社會，新格局可能會讓話劇更多地走到觀眾心中去。我希望這種模式可以走得更好。
理性來說，這會給話劇帶來更多觀眾」。

儘管巴士是我們幾乎每天都
會乘坐的交通工具，它陪伴
我們成長或是老去。在巴士我
們有各種各樣的獨特經歷。
但是！你有過在巴士上欣賞話
劇的新奇體驗嗎？而且還是在
行進中的藝術巴士上呢！今
年，由新巴、城巴、香港教育
學院(教院)攜手合辦的「藝術
巴士︰走入社群！2013/14」
活動不但與前兩年一樣舉辦了極受中小學生歡迎的巴士車身設
計比賽，而且還為大家帶來了別開生面的流動巴士情景劇《我
嬤嬤呢？》。
在巴士流動劇場《我嬤嬤呢？》中，本地著名演員黎國輝扮
演一位鬼馬偵探、而四位香港教育學院的同學則分飾爺爺、孫
女和青年時期的爺爺、嬤嬤。他們透過尋找嬤嬤的主線故事，
帶我們穿越時空，找回與巴士相關的集體回憶。三十分鐘活潑
又感人的巴士之旅不但為我們帶來了歡笑與淚水，還帶出了關
愛老人的重要主題。而香港教育博物館更為藝術巴士提供了多

幅珍貴照片，試圖將巴士車廂打造成時光隧道，讓市民更好地
回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情景。
新巴城巴營運總監鍾澤文先生表示：「巴士是本港主要的公

共交通工具，是市民大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藝術
巴士』利用公共巴士這個『流動』的平台走入社區，除推動社
區藝術發展，同時還肩負公民教育的責任。過往兩屆我們推
廣道路安全及環保等訊息。而今年，我們則以『沿途有禮』為
主體，希望可以展現香港獨有的多元文化精神。」

文、攝：趙僖

今年度的佛誕之際，若要欣賞上古時期的佛教石
雕，品味彼時的人文風貌與藝術創作印跡，則在佛光
緣美術館，可以感受到南亞風格的文明古韻。美術館
將南亞石雕的圖片，從《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中集結出來向公眾展示，據悉，這些作品，目前也被
世界各地的美術館或者博物館所收藏。

隨願所成，藝雕臨之
據悉，今次展覽自2013年4月29日開始，將一直持

續到5月24日。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重要組成部分，
對人類淨化心靈、啟迪智慧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
用。每年佛誕，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慶祝方式，今年
本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隨願所成．2014佛誕特
展」，搜羅一世紀至三世紀，由巴基斯坦及印度佛寺
出土的雕塑圖像，讓大眾欣賞古人創作之美外，每一
幅圖像皆具體呈現佛陀從燃燈佛授記、降生人間、為
眾生的割捨、及降魔成道的歷程，意涵豐富，讓參觀
者細味不一樣的生命省思。相關出土文物皆為佛教雕
塑精華，現於世界各地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收藏，參觀
者無需舟車勞頓，於佛光緣美術館便能一飽眼福。
展覽環繞釋迦牟尼成道前，貴為悉達多太子，由富

貴的世俗生活，走向追求真理的解脫之道的過程。本
展將分成時代背景區、入胎區、誕生區、成長區、出
家區、苦行區、降魔成道區及佛誕卡設計比賽得奬作
品展等8個區域。

作品種類多、實景感強
今次展覽的背景區，設有主題海報，主要講述了佛

陀誕生時期的印度社會概況，特別是種性制度對社會

的影響。同時，也標示了燃燈佛授記的故事。而在入
胎區，主要的石雕圖片是《託胎靈活夢圖》，摩耶夫
人夢見白象入胎、佛陀家譜等等。而在誕生區，則有
《樹下誕生圖》，美術館製作了一個帶有卡通親和感
色彩的悉達多太子的立像供參觀者拍照留念。
在成長區，則主要有《樹下觀耕像》和《學習技藝

圖》，表現了悉達多對生命、人生以及大眾生活的感
悟。而從出家區、苦行區、降魔成道區開始，石雕圖
片所展示的已經是佛陀進入信仰境界的軌跡。
展覽圖片說明提示，今次介紹的石雕作品，目前大

多保存於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重要博物館或美術館
中，成為了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而佛教作為一種宗
教、思想和藝術，都曾經對印度一帶產生非常重大的
影響。對這些石雕作品的鑑賞，不僅僅能夠讓信眾領
略宗教感悟，更能夠讓大眾體會到公元一世紀到三世
紀，當時南亞石雕技術的精湛和發達。故
而，展覽本身也是對遠古文明的一次回味。
除此之外，美術館今次特別將慶祝佛誕的

繪畫比賽獲獎作品也一併加以展示。參賽者
多為本港的青年人。獲獎作品本身也充滿了
本地色彩與香江特質，如黃嘉詠創作的《福
佑香江》；與石雕圖片展相結合，可看作是
傳統與現代、精英藝術與大眾審美的有機合
一。

展望香港宗教藝術前景
若以文明的本質而言，佛誕、聖誕，都是

宗教節日，目前也是政府確定的公眾假期。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節日具有明顯的大眾

參與色彩。源頭上的宗教節日，如今也已經不再局限
在宗教的範疇中，而是成為了一種藝術、消費、人
文、信仰四合一的格局。因此，宗教藝術本身也成為
了本港藝術創作與展示環節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負責展覽傳訊事宜的林小姐對記

者表示，宗教藝術的展示方面，目前在香港仍舊不是
很多。但她說，也正是為了表達出「佛誕快樂」的主
題，讓大眾能夠有歡欣的心境，美術館今次在推出相
關展覽的同時，也輔之以繪畫比賽，同時加入了猜謎
環節，鼓勵更多的青年人認識人文藝術背後的道德內
涵與心境喜悅。宗教藝術的本質，在於道德、信仰的
提振，而藝術品更是能夠促進博雅內涵的昇華和提
煉。不同宗教的和諧、人與人的親善友愛，藝術品的
熏陶是一個重要的手段與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未
來的宗教藝術作品展覽、創作，都有極大的裨益。

話劇上電視
演員須是「人來瘋」

巴士流動劇場《我嬤嬤呢？》駛入社區

群眾文藝在「百姓大舞台」綻放

佛教藝雕佛教藝雕
帶來歡欣與祝福帶來歡欣與祝福
從藝術的視角審視佛教的石雕以及各種文創造型所促發的思索，則在今年佛誕日來臨之際，香港佛光緣美術館所舉辦的「隨願所成‧

2014佛誕特展」是一種全新的展覽嘗試。美術館將巴基斯坦與印度的遠古佛教石雕，以圖文照片的形式再現於本港觀眾面前，同時輔之

以現代的藝術推廣方式，藉此表達佛誕快樂、歡欣無極的理念和追求。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收藏日本的《學習技藝圖》

■《託胎靈活夢圖》石雕，現存巴基斯坦

■收藏於巴基斯坦的《苦行像》
■收藏印度的《出家圖》

■■繪畫冠軍黃嘉詠創作的繪畫冠軍黃嘉詠創作的《《福佑香江福佑香江》》

■■為配合本年度為配合本年度「「沿途有禮沿途有禮」」的主題的主題，「，「藝藝
術巴士術巴士」」車廂化身流動博物館車廂化身流動博物館，，展出系列與展出系列與
禮儀有關的文物情景照禮儀有關的文物情景照。。

■■許曉暉許曉暉、、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李子建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李子建、、鍾鍾
澤文等與澤文等與《《我嫲嫲呢我嫲嫲呢？》？》主要演員合影留念主要演員合影留念。。

■■何炅何炅、、謝娜成為謝娜成為《《星劇社星劇社》》首首
發舞台劇演員發舞台劇演員，，帶來舞台劇作品帶來舞台劇作品
《《2121克拉克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