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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記者從陜西省文物局獲悉，西安大唐西
市博物館日前與十個絲路沿線國家的博物館簽署友好
合作協議，着力推動絲路國家博物館間的信息溝通、
學術交流和展覽互助等工作，讓絲路文明重煥生機。
作為唯一民辦國家二級博物館，西安大唐西市博物

館開館五年來，累計接待觀眾270萬人次，接待了一
百餘批次海內外的文化代表團，成為社會資本發展文
化產業，搶救保護大遺址並興建博物館的範例。

互換展覽 合作辦展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館長王彬說，大唐西市博物館

與絲路沿線10個國家的博物館簽約，建立友好合作關
係，目的是通過博物館之間的互換展覽、合作辦展等
方式，為絲路沿線國家的人民奉獻更精美的展覽，增
進與絲路沿線各國博物館之間的情誼，促進各國的文
化繁榮和交流。
絲路國家博物館參與簽署友好協議的博物館，包括

也門國家博物館、毛里塔尼亞國家博物館、巴勒斯坦
博物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博物館、阿爾及利亞
麥蒂亞博物館等。
全國民辦博物館協作體主席、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

理事長呂建中說，適逢國家絲路經濟帶的宏觀戰略，
博物館界應當有所作為，讓絲路的文化遺產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重煥生機，在東西交流中切實實現其人文和
經濟價值。

絲路十國博物館
簽署合作協議

好去處

相知相交半世紀 三友合展書畫篆
何志郊，六十餘年浸淫於書法篆刻，五體八法，手起刀落，甚快意其平生。用刀

凌厲酣暢，果斷沉凝，作品布白虛實揖讓，安閒淵穆，儒雅風流。劉逢吉，三代行
醫，先攻理科，後習文哲，遊學於世界，輾轉於東西，自謂回顧一片蒼茫。數十年
懸壺濟世兼修書法，望聞問切具以行書署方，遂號滄桑大夫。鄺文瑛，擅山水、蘭
竹、花卉，長於古物鑒賞，遂以為生，亦從中得窺古人巢臼。所作畫宗宋、元法，
水暈墨章，淺絳烘染，雍容逸趣、典雅清麗。三友相知逾半世紀，「七十後」與
「八十後」今決聯袂展出書畫篆刻，實為盛事。

日期時間：6月6日：
下午2時至7時
6月7日至8日：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6月9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中環大會堂高座7樓
主辦：香港書畫篆刻協會■何志郊隸書黃庭

堅《登快閣》。
■何志郊篆書對聯。

■何志郊與其篆刻作品。

梁國城曾在香港舞蹈團擔任藝術總監一職，目前是
香港演藝學院榮譽院士。縱橫舞台30年，梁國城

最了解如何用舞蹈作品體現中國傳統藝術的美。他的作
品《周璇》、《自梳女》、《胭脂扣》、《瀟灑東坡》
以及《清明上河圖》不僅備受歡迎且屢獲殊榮。而近年
在創作了香港武俠舞劇系列：《笑傲江湖》、《雪山飛
狐》和《神雕俠侶》後，更被「中國舞蹈家協會」主辦
之《舞蹈》雜誌譽為「武俠舞劇第一人」。但我們的這
位資深編舞家卻坦承，他在第一次要做武俠舞劇時也和
考試前的小學生一樣「膽顫心驚」，甚至想要「逃之夭
夭」。

能看懂的舞蹈
遙想當年，梁國城溫
文爾雅、不急不慢地爆
出了一個「驚天大秘
密」，他說：「最初要
做武俠舞劇的主意不是
我想出來的。當我們的
黎漢明總策劃提出要做
《笑傲江湖》時，我很
訝異！大家都知道，對
於歌舞劇而言，劇本一
般是愈簡單愈好，可他
偏偏找了一個最複雜的
東西給我。你看看，
《笑傲江湖》這麼厚，
我該怎麼做呢？我當時
就說我做不了。可是被
下了死命令，所以我只
好來當這個執行導演。
沒想到的是，用一個半
月排出來的《笑傲江
湖》竟然場場爆滿，既
受到了人們的廣泛喜愛，還獲得了金庸先生本人的肯
定。」
梁國城雖笑稱自己是「吃人手短」，由於獲得了政府
資助，所以不得不「交功課」，但話裡話外我們都聽得
出來，他對中國傳統舞蹈的熱愛不允許他放棄任何一個

可以令中國舞「接地氣」的好機會。梁國城調侃道：
「人們對中國傳統舞蹈的固有印象就那麼幾個關鍵詞：
紅綢、扇子、水袖。所以現在很多觀眾，特別是年輕觀
眾不願意看中國舞，他們說自己不需要看也知道不外乎
就是那些東西。」說到這裡梁導認真了起來：「就是因
為這樣，所以傳統的，值得傳承的藝術和文化逐漸流失
了，屬於我們的文化品牌不知去向，同時西方的東西不
斷入侵。也有人常對我說他們看不懂舞蹈。因為舞蹈是
不說話的，所以不知道舞蹈在跳什麼。而我就是要想辦
法吸引他們！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風靡全國，氣勢磅礡
的武俠世界一下子就能讓人難以自拔。我保證你只要踏
進劇場看我們的舞劇，就一定能收穫嶄新的體驗。它們
都是能看得懂的舞蹈，可以直擊觀眾心靈深處的情感軟
肋！」

少年成長的對照組實驗
從《笑傲江湖》出發，在金庸先生的鼓勵下，梁國城
又一口氣創作了意境飄逸、詩意浪漫的《雪山飛狐》和
創意無限、充滿現代藝術美感的《神雕俠侶》。今次梁
國城將挑戰更高難度的《射鵰英雄傳》。於是，如何抽
絲剝繭，為觀眾在舞台上呈獻出：多人物、多矛盾、多
心結、多情節的愛恨情仇，成為了梁國城必須獨自思考
與面對的難題。經過長時間的細細琢磨，梁國城將郭靖
楊康的成長史從紛繁複雜的時代背景與人物關係中提取
出來作為主線。梁國城表示，如果這對難兄難弟穿越到
現代，那就是兩個「富二代」，他們有着相似的背景卻
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到底哪些因素可以成就英雄？
這個問題是梁國城希望舞劇能夠帶給觀眾的課後思考。
郭靖與楊康二人的父親楊鐵心和郭嘯天有着類似的家

境、理想、抱負以及對下一代的期待；而郭靖、楊康兩
人失散後生活的硬件環境也相去不遠，雖都身為漢人，
但一個常伴成吉思汗左右，後來做了金刀駙馬，而另一
個是大金國的小王爺；兩人母親均自盡而亡，《射鵰英
雄傳》簡直就是一個少年成長的對照組實驗。在梁國城
看來，是後天的教育在左右他們價值觀與世界觀。是不
斷地磨礪使憨憨笨笨的郭靖最終問鼎華山，是「善」與
「義」教導引領郭靖成為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可
長年錦衣玉食的楊康雖聰敏機敏卻終究難成大器。梁國
城強調：「這是一部『違反規律』的舞劇，我們將以

『多層次、多空間、跳躍性的結構』為特點打破了程式
化的中國舞劇，引發人們透過舞劇深度思考。」

水瓶座的寂寞黃蓉
刨除郭靖、楊康，《射鵰英雄傳》中不可忽視的靈魂

人物應該非黃蓉莫屬。日前，將在《射鵰英雄傳》舞劇
中飾演黃蓉的國家一級演員、著名舞蹈家王亞彬出席了
於尖沙咀文化中心映月樓所舉行的《射鵰英雄傳》舞劇
發佈會。談及自己劇中的角色，王亞彬說：「黃蓉給大
家的印象一直是嬌小可愛，古靈精怪的。特別是周迅版
的黃蓉在大陸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相比之下，我的身高
使我變成一個『大版』的黃蓉。但我覺得自己骨子裡和
她很像。我是水瓶座的，我想黃蓉也是，因為我們都不
按照牌理出牌，但認真起來那股勁兒，無人能敵。」
因為創辦了自己的工作室，還要進行舞蹈設計，拍

攝影視劇，所以王亞彬的日常生活非常忙碌，但為了
《射鵰英雄傳》她拋開了一切，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排演
中來。王亞彬透露說：「藝
術創作的過程是寂寞的，特
別是要進入到一個封閉式的
環境中，離開自己的朋友
圈，放下其他的工作。幸好
平時可以和劉福洋他們聊聊
天，說說笑。」
王亞彬口中的劉福洋就是

舞劇中郭靖的扮演者，他表
示因為嚮往香港的「洋
氣」，所以2004年大學畢
業後就一直希望到香港來發
展，學習一些內地沒有的東
西。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這
次與梁國城合作，劉福洋發
現香港與大陸在舞劇的創作
方面確實有所不同。劉福洋
分享道：「內地的舞劇從編
排到舞台還有服裝都更
『實』一些，而香港這邊更
注重意境，兩相比較香港舞
劇更為國際化，容易被不同

年齡層次的觀眾所接受。」梁國城亦同意劉福洋的觀
點，他認為舞蹈所講求的就是意境，如果故事性過強就
成了啞劇，所以要做到兩者間的平衡。

政府資助下的創作自由
身為浙江歌舞劇院舞蹈團長的劉福洋，不僅格外關注

兩地舞劇創作上的差異，也希望能向梁國城取經，探索
如何能在政府資助模式下走出個性化的道路。就該問
題，梁國城頗為自豪地告訴大家：「我在香港這麼多
年，創作了14個舞劇，之所以可以堅持下來，不斷呈
獻新的作品，就是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有創作自由。香港
政府會大力支持文化活動，但不會過多地干預。這是文
化創作非常重要的原則。大陸目前舞團很多，每個省市
都有舞團，專業技術過硬的舞者也很多，可是每個舞團

所排演的節目都一個
樣。怎麼賦予不同舞團
獨一無二的生命力，值
得藝術創作者與政府共
同研究。」

■鄺文瑛作品

寫意大師梁國城
如果說是《書劍恩仇錄》與《碧

血劍》令金庸先生在武林中嶄露頭

角，那麼一定是《射鵰英雄傳》為

他奠定了今日武林盟主的基礎。

《射鵰英雄傳》可以說是金庸先生

真正的成名作，多年來一直深受眾

人喜愛，不但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被

改編成影視劇，不久的將來還會幻

化為大型原創舞劇與大家見面。而

有這般膽識和水準，敢於又可以將

一個人物眾多、情感糾結的複雜故

事搬上舞台的人，恐怕除了被金庸

先生激讚「編舞精彩，結構傑出」

的香港著名編舞家梁國城，暫時也

再難找到第二人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僖

攝：趙僖、黃偉邦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再次出發打造江湖一夢再次出發打造江湖一夢

■湖北省演藝集團董事長王建剛鄭重拜託香港著名編舞
家梁國城將字畫轉贈金庸先生。

■編舞梁國城（左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左三）與本劇男
女主角劉福洋、王亞彬（右三、四）及嘉賓合影留念。

■將飾演黃蓉的王亞彬認
為，以中國古典舞蹈的形
式呈現武俠小說最適合不
過，亦希望借助《射鵰英
雄傳》將中國古典舞蹈和
中國文化推廣出去。

■梁國城在記者會上表
示，希望未來能更多地與
內地舞者及藝術團體合
作，共同開拓舞劇藝術文
化產業市場，將香港特色
的中國舞劇推向世界。

■劉福洋版「靖哥哥」
近年來不斷探索如何能
在政府資助模式下走出
個性化道路。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共同為舞劇《射鵰英雄
傳》「開鑼」，預祝演出圓滿成功。

■劉逢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