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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運用民
政事務局「為主要演藝團體而設的具競
逐元素的資助試驗計劃」撥款，舉辦
2014年「中國網絡計劃」，在7月21日
以「香港舞蹈日」為主題、資助十名
(組)香港新晉編舞及兩名舞蹈界從業
員，包括筆者在內，在「北京舞蹈雙
周」參與演出及研討會活動。CCDC作
為九大藝團之一，推動現代舞發展雖然
責無旁貸，然而把資助投放在與藝團直
接相關的活動之外，雖然可以惠及相關
藝術形式整體提升，百花齊放，但也可
能為自己製造競爭對手。故此CCDC在
此計劃中展現的氣度，別具參考價值。
「香港舞蹈日」在西城區繁星戲劇村
舉行，由上午11時至下午5時，發表作
品的編舞包括徐奕婕、施卓然、黃志
榮、李家祺、白濰銘、黃碧琪、陳俊
瑋、黃美玉、梁芷茵、李思颺、王丹
琦及郭曉靈。他們資歷各異，但除了少
數年資較淺的，其餘都曾獲藝發局或康
文署資助發表長篇作品。
今次到北京，面對文化背景既共通又
差異甚大的觀眾，作品長度和展現方式
亦必須因應巡演要求而剪裁，眾人可能
因而經歷新的考驗，所以不管結果如
何，這都是一次非常
寶貴的經驗。在這層
面上帶來最大驚喜
的，對筆者來說是在
「香港舞蹈日」群組
以外、但同日在解放
軍歌劇院上演的《購
人心弦》。這台由龐
智筠編舞的 CCDC
作品去年在港演出，

評價參差；今次在京演出的新版本，舞
段經過調動或重新創作，舞美比香港版
簡化，意涵卻更豐富，結構更完整，概
念哲思也見提升。龐氏個人努力誠然功
不可沒，難得的是她得到這個面向昨天
的自己的機會。香港舞台重演文化薄
弱，海外演出對創作成長尤其重要。
個別的北京觀眾雖然在劇院內偶有不

夠文明的舉措，但整體來說熱情面對演
出者，這可能純粹出於禮貌，也可能是
某些演出對他們來說仍屬新鮮，當然我
衷心希望掌聲與叫聲都是發自內心的讚
賞。
「香港舞蹈日」翌日我有機會與觀眾

分享他們的意見。他們大部分從事舞蹈
專業，但意見很少涉及技巧方面，反而
喜歡以自身經驗與作品來個平等對話。
在香港的演後藝人談中我們很多時聽到
觀眾要求理性的解釋，為概念和展現建
立因果關係，追求「明白」多於「感
應」，這可能與香港事事要效率和回報
的社會心態有關吧。內地藝術發展正面
對快速商業化的挑戰，希望在北京感受
到的觀眾心態能夠得以保存和發展，讓
觀眾素質成為推動創作往前走的力量。

■文：李海燕

8月2、3日，楊麗萍攜新版《雲南映像》登陸廣州大劇院，這一
次她選擇素顏出席小型媒體見面會，還是讓人為之一驚。自言「人
要服老」的楊麗萍在接受採訪時，沒有了舞蹈藝術家不食人間煙火
的模樣。聊起目前的事業，她有一個大家長式的憂慮和期待。聊到
商業演出，她也坦言，200號人的劇團需要擺脫家長制的管理，引進
專業人才來打點。如今，她的關注點更多的放在創作上，手頭正醞
釀着音樂劇《五朵金花》的打造。

還能跳出10年前的民族感情
10年，4輪巡演。楊麗萍帶着原生態的《雲南映像》走過了中國

內地48個城市，以及日本、美國、巴西、阿根廷和中國台灣、香港
等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在穗上演的版本是《雲南映像》第五輪的巡
演。楊麗萍難掩欣喜地表示：「經過全新音響、燈光等現代技術的
再打磨，成為新的《雲南映像》。」此次新版巡演，在楊麗萍看
來，作品本身的「魂」沒變，「用歌舞的方式，把雲南少數民族對
天地、自然的情感表現出來，不論是10年前還是10年後，都是一樣
的。它不會因時間而改變，也不會因舞者而改變，由我來跳或是由
新生代演員來跳，這種在祖先印跡中找到自己印跡的傳統，永遠不
變。」
楊麗萍非常耐心地分享了新版《雲南映像》的創作，在保持了舊

版的主體創作上，為了讓作品中所包羅的雲南彝族、佤族、藏族、
哈尼族、傣族、納西族、白族等民族生活原型、民族宗教活動的盛
世場景得以展現，楊麗萍和她的團隊將包括帕尼燈在內的600餘支
燈所變化出的燈光效果，插秧鼓、象腳鼓、太陽鼓等68面鼓的鼓風
鼓韻、民族村寨中收集的600餘套純手工民族織繡的服裝和繡花
鞋，都搬上了舞台。
不同的是，舞台音響、燈光效果升級了。原來3聲道的音響，這

次全換成了5.1環繞立體聲，還特別請了北京的混響師重新打造聲
效，全新的聲光電強化了傳統的原始符號，舞台呈現效果肯定比過
去要好。

粵港觀眾掏錢買票很積極
自2011年後，楊麗萍逐漸從《雲南映像》的舞台上隱身，轉向了

幕後。「人要服老，新人一定會
出來，挑起大樑。對任何一部經
典來說，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
的，而不是哪個明星。就像《天
鵝湖》，烏蘭諾娃跳也好，其他
人跳也好，斗轉星移，表演者層
出不窮，但絲毫不會削弱作品本
身的力量。」
如今，楊麗萍把新版《雲南映
像》放心交到了新一代演員手
中，曾在「昆明駐場版」中替代
楊麗萍角色的楊武，成了新版的
女主演。10年前首演就活躍在舞
台上的男領舞蝦嘎，仍然跳着。
「這批演員難能可貴的就是堅

持，不放棄。不管時代怎麼變
遷，體現生命最本質的一些東西，永遠不會過時，這恰恰是《雲南
映像》最寶貴的氣質。」
在雲南大理的日子，楊麗萍近期正忙着和各方籌備蓋一座劇場，

作為音樂劇《五朵金花》的駐場演出地。身為白族人，楊麗萍一直
想要創作一部屬於白族的作品，電影《五朵金花》給了她啟發。
「我們白族人的音樂旋律感，甚至要比舞蹈更發達，《五朵金

花》這個題材，實在是太適合做音樂劇了。」她還有一個非常大的
心願就是要把《五朵金花》做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音樂劇。
而另一邊，她也對如今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存疑。「現在我們

的原創音樂劇走入一個誤區，創作風格都偏向百老匯式，其實，中
國民族音樂有很多特色可借鑒。」而談及多次來粵港演出的經歷以
及收到的觀眾回饋，楊麗萍說，兩地演出場所等硬件設施這些毋須
多言，最令她動容的是粵港兩地的觀眾都是非常願意掏錢買票看自
己喜歡的演出，這樣的支持對於每一個演出團體都是最大的支持。
而且不管自己是在廣州還是在香港演出，都會有觀眾一路追隨，還
好粵港來往便利讓他們不會太辛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香港現代舞在北京 新版《雲南映像》羊城上演
楊麗萍：讓新人挑起大樑

如夢幻泡影
音樂中的「空」世界

進念．二十面體九月中將帶來多

媒體舞蹈劇場《如夢幻泡影》，從

《金剛經》中的偈語發想，將現場

的吉他演奏與當代舞表演相結合，

製造如真似幻的舞台空間。演出在

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上大膽實驗，音

樂總監于逸堯與獲得2013年度叱咤

樂壇唱作人銅獎的盧凱彤一起聯

手，用音樂的獨特鋪排來展現他們

心中的「空」的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提供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是佛
教《金剛經》中著名的四句偈語。說的是世間的一切，無論人、事、
物皆在生滅與無常中。知道了這個道理，就無需再念念相續，繼而心
生束縛。「如夢幻泡影」從字面看，頗有一點浪漫色彩，用它來形容
一個演出，平添幾分玄妙氣息。

「如夢幻泡影，最實在的是個『如』字」
演出的音樂總監于逸堯首次接觸到佛教理念，早在十多年前。當
年，他和楊千樺做一張音樂大碟，寫了一支歌交給林夕填詞，最後的
歌名叫《電光幻影》，裡面融入了許多佛家的概念。最後，整張大碟
也用「電光幻影」來命名，後來他才慢慢發現，所謂的「電光幻
影」，與亦舒的同名小說沒太大關係，而是來自「如夢幻泡影，如露
又如電。」到現在，做完《如夢幻泡影》舞台劇，讀過了《金剛
經》，于逸堯對這句話有了新的理解。「其實佛經裡面，或者佛教想
要傳達給大家的概念，都是一些可以領悟、沒有實體的關於事物的觀
點，裡面很微妙地包含着你對於一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東西的相信。」
但這些概念如何傳達、如何與人溝通、如何使大家可以共享呢？一句
「如夢幻泡影」就如同一個中介、一座橋樑，用一些具體的、外在的
形象來解釋無法捉摸的概念，讓大家得以明白、體會不能言傳的抽象
思想。「其實我們做劇場、音樂，也是打造一個中介，令我可以將一
些東西傳達，有些人就可能會接收到，人與人之間需要這個橋樑。」
于逸堯說，「大家聽佛陀傳道，佛陀放出光來，大家就明白了。那是
甚麼呢？那是悟，其實那道光是不是光都一點不重要，那是一個絕好
的比喻。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很多時候，如果你突然回頭，想道：
我為甚麼要做這些東西，為甚麼要那麼辛苦。只要想回這個道理，就
知道那個價值在哪裡——如果你不去建這個橋樑，很多東西我們可能
『通』不了。我不能像佛陀那樣放光，但我可以做好劇場，做好音
樂，做好這裡的這些。」
青年唱作人盧凱彤將在舞台上用不同的吉他詮釋自己的「如夢幻泡
影」。對她來說，這五個字，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謂的
夢、幻、泡、影，都是很虛無的狀態，唯有一個「如」字最實在，也
最難做。「就像你寫歌詞，或是寫詩，比如你會說『愛情的失敗如街

道上突然有一道裂縫』，或者『愛情的喜悅如同春天提早來臨』，
『如』字好好用，它是你如何去形容這個世界的鑰匙，我的世界就是
建立在『如』字上的，『如夢幻泡影』，後面的都不重要，『如』字
最讓我期待，讓我能夠進入夢幻泡影的境界，但它又是最不起眼
的。」在舞台上，她彈奏多把不同的吉他，甚至用吉他扮古琴演奏，
聲音時幻時真，讓觀眾沉浸在虛虛實實的世界中。

「沒有一種媒介，比音樂更『空』。」
既然是「空」，用音樂怎麼表達？「很適合哦，因為沒有一種媒
介，空得過音樂。」于逸堯笑着說，「舞蹈也空，但至少還有個『身
體』在那裡。看雕塑，大家可以一起觸摸，聽音樂，要怎麼去說呢？
為甚麼聽這個音樂會覺得「暖」？像春天？好像在海邊？解釋不了
哦，但音樂就是這樣，把一些很抽象、難以用其他方式傳達的感覺，
透過音符傳遞。我當年開始很認真地去寫歌時，才開始領悟這個道
理。不知道為甚麼，歌裡面總是能裝載一些情感，而那個情感可以透
過歌讓大家去share。而且，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音樂和時間最有關
係，如果沒有時間，基本上就沒有音樂。我們經常說過去、未來、現
在，佛教則總講當下。如果你真的要去顧及當下在這個空間中存在着
的你，正正和音樂有個很微妙的聯結。」
演出的時間設置很有意思。導演胡恩威解釋說，是以十六分鐘為單

元，分成五個單元，而每個十六分鐘又有自己的結構。第一個十六分
鐘由十六個一分鐘組成；第二個由八個兩分鐘組成；第三個由四個四
分鐘組成；第四個由兩個八分鐘組成；第五個由一個十六分鐘組成。
於是在音樂的創作上，相應也有了不同的結構。一分鐘的音樂可以有
多鬆，又可以有多實？什麼樣的音樂放在八分鐘裡剛剛好，什麼樣的
音樂放在十六分鐘中還嫌不夠？……裡面有着十足的創造空間。
演出中，每一把吉他也顯露不同的音色，有時是它的真聲，有時好

像又不是；演奏者明明站得很近，但為何聲音卻好像很遠？甚麼是
真，甚麼又是假？音樂的設計與鋪排嘗試去打造不同的層次，而其中
的微妙之處要等觀眾自己體會。
2013年獲得叱咤樂壇唱作人銅獎的盧凱彤，形容這次的演出經驗就

像是「一場修行」，與平時開演唱會或者live演奏會完全不同。「我最

喜歡的一幕是用吉他扮古琴，真是讓我大開眼界。之前阿于已經發了
很多別人彈古琴的Youtube給我看，哇，真是很新奇的音樂，就算是
外國人去學，都要先坐下，靜默三十秒，然後才起手，動作很慢的。
我是白羊座的嘛，這和我完全是相沖的。之前在台北表演的時候，三
場每場我的狀態都不一樣。原來我要去找的，不是要去彈哪粒音，怎
麼去掌握節奏來營造戲劇和娛樂效果，而是整個人要去到一種無我的
狀態，如夢幻泡影。到第三場，我覺得開始稍微做到一點點，因為當
下我一彈完，已經不記得自己彈過些甚麼，沒有憂慮，但是比前兩場
更集中精神。原來活在當下，其實是你要百分百focus你現在正在做的
事情，然後很focus地忘記它。以前開演唱會或現場演奏，集中精神是
要求自己不可以彈錯，不可以忘歌詞，其實這不是集中精神，而是擔
心與恐懼。但在《如夢幻泡影》中，要相信恐懼並不存在，只有你和
你的吉他，還有身邊的舞者。如果可以一點點進入這無我狀態，其實
是很舒服的。無重狀態中的我，原來是這麼自在。」

《如夢幻泡影》
時間：9月19日至20日 晚上8時15分

9月21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香港舞蹈日在北京圓滿結束香港舞蹈日在北京圓滿結束。。 CCDCCCDC提供提供

■■素顏出席的楊麗萍侃侃而談素顏出席的楊麗萍侃侃而談
自己的創作與事業自己的創作與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