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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香港
青少年從

小學開始
習舞，有

的在三、
四歲時就

開始，有
的七歲

八歲入門
。當中許

多人，就
像學習普

通的文化
課程一樣

，一直持
續學舞練

舞。甚至
不少孩子

上大學後
或已邁入

社會仍保
留着跳舞

的習慣。
最初相信

肯定是家
長着重有

意地培養
和引導孩

子，然而
她們一旦

對舞蹈產
生興趣，

學舞就變
成了這些

孩子們的
自覺行為

。有了一
技之長，

會跳舞的
孩子甚

至成為一
些名牌中

學優先考
慮錄取的

對象。

香港政府
一直很重

視學生的
綜合素質

教育，除
了每年組

織各舞種
的考

級外，各
區還會舉

辦舞蹈比
賽，吸引

青少年及
中小學生

參加。其
中規模

及影響較
大的，是

由香港教
育局和香

港學界舞
蹈協會聯

合舉辦的
香港

校際舞蹈
比賽，即

香港校際
舞蹈節，

至今已有
五十年的

歷史了。
每年

參加該比
賽的學校

有數百間
之多，而

參賽學生
則達上萬

人。在比
賽中

優勝的隊
伍，不但

能站上莊
重而不奢

華的頒獎
典禮，還

可獲得一
次表

演的機會
。每個參

賽的舞蹈
作品，學

校都會通
過一年的

時間來精
心

準備。而
參賽的學

生們，亦
要每星期

用課餘時
間，練習

四個小時
以

上。參賽
隊伍中部

分學校水
準頗高，

甚至能與
內地專業

舞蹈院校
的

學生媲美
。

不過也有
些學生身

材未必最
佳，舞姿

也不夠動
人，但人

人都認

真地投入
，其執着

的態度令
人敬佩。

你能感受
到她們身

上的凝聚

力，因投
入所造就

的力量，
以及享受

舞蹈的快
樂。這些

孩子通過

比賽的平
台一展所

長，互相
觀摩學習

，不但使
自己的體

形體態更

美，而且
能使自己

的心靈收
穫更多美

和善的熏
陶。此外

，香港

舞蹈總會
和香港政

府會每兩
年分別主

辦與資助
舉辦一次

紫荊杯

舞蹈大賽
。

紫荊杯舞
蹈大賽使

職業與半
職業及非

職業的舞
者有同場

競技

的機會，
各個舞種

也是擺在
一起，既

有芭蕾舞
又有中國

舞、

爵士舞等
舞種，使

本地舞蹈
藝術水平

不斷提高
，不同的

舞蹈

種類更加
團結、包

容，很符
合香港多

元城市的
特點。香

港青

少年和中
小學生，

也可參加
這個比賽

，它就像
舞蹈藝術

的搖

籃，孕育
着本土舞

蹈精英。
一代代的

舞蹈精英
逐漸成為

舞

蹈老師，
又肩負起

培養下一
代的重任

。因此，
香港的舞

蹈

老師均具
有較高文

化水平，
對舞蹈的

領悟力強
且兼具國

際

視野，在
中西融合

、自由開
放的環境

中，對傳
統民族民

間

舞、芭蕾
舞、現代

舞都有自
己獨立的

思考和見
解。

文：童小紅（香港舞蹈團董事，舞蹈比賽評判，舞蹈老

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報道）由中國著
名作曲家三寶、著名編劇關山、導演黃凱聯手打造
的音樂劇《聶小倩與寧采臣》於昨今兩日巡演至深
圳保利劇院。新版音樂節創作陣容強大，徐瑤、劉
巖、景崗山、孫博、楊柳等加盟演出，用現代方式
唱響古典浪漫。更重要的是，實力唱將韓紅獻唱音
樂劇主題曲《貪念》。
幽艷女鬼、癡情書生，《聊齋誌異》中廣為人知
的苦命鴛鴦聶小倩與寧采臣的故事再度登上舞台，
以全新的方式演繹那段打動無數人的淒美愛戀。據
了解，音樂劇《聶小倩與寧采臣》將「鬼」作為人
性深入發掘，在劇情上大膽創新，揭示了人性在愛
情面前的忠貞與無奈，不禁使人生出「人人心中皆
有鬼，唯付真情才是愛」的感慨。首輪巡演赴包括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重慶、廈門等地在內的
30餘間劇院，預計演出近70場。

為搭配出淒美卻充滿正能量的
劇情，藝術總監的三寶在選擇主
題曲演唱者時費煞苦心，最終決
定讓實力唱將韓紅擔此重任。
「韓紅的聲音猶如天籟，非常能打
動人，很適合我們這部音樂劇跌宕
起伏的愛情基調。」三寶評價。
對於首次與三寶合作，韓紅表
示：「三寶老師答應給我寫歌這話已
經有五年了，這是第一次唱他作品。
以前我唱的《我的祖國》和《絨花》
都是由三寶老師來編曲和配樂的，管
絃樂氛圍比較濃重，這次的主題曲是以
古典民樂為主的傳統風格，對我來說是挑戰也是考
驗。」
此外，韓紅透露自己在錄製《貪念》時有一種超

然的感覺，「其實無論是人、鬼或是
神對愛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小倩對愛的感受應該是
進入到了一種空靈和無我的狀態，所以唱的應該不
是人對愛的理念，而是天對愛的理念、鬼對愛的理
念，是在和合萬物之中體會愛的理念。」

政府舉辦比賽

培育本土舞蹈精英

韓紅力挺三寶音樂劇
《聶小倩與寧采臣》

獻唱主題曲

林奕華是一個很即興的人，很少
按計劃做事，他說，按計劃要做的
東西最終是不會做出來的。「做四
大名著是一個巧合，做《水滸傳》
時我們的演員陣容一直在變，最後
加入的是張孝全；到《西遊記》
時，我就想有沒有可能四齣用同一
陣容，但客觀條件不容許，所以戲
裡沒有盛鑑；《三國》隔了很久才
做，已經白雲蒼狗，那時全女班陣
容，我意識到《紅樓夢》不能再用
全女班，那不如就全男班吧。」
《三國》聚焦於原著與時代的關
係，講男人間的情義，但性別互換
的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女人
之間不是對手是敵人，每天都上演
着宮鬥戲碼，並不會有三國時代的
惜英雄重英雄情誼，「所以做《三
國》時，我就嘗試以女演員去呈現
那個時代的男性之情。」

模擬男女關係
到了《紅樓夢》，在林奕華眼
中，書中所有的男性都是「不要
得」的，無論是女性寄託終生的對
象，還是一廂情願愛上的，都反映
了中國父權社會的種種問題，比如
欠缺自我、雙重標準、懦弱、自尊
心強。「我不想他們在劇裡飾演一
樣的男性。」有一個階段，他想強
調賈寶玉成親前一晚，去了一個告
別單身的派對，那些堂叔姪兄弟教
他如何對待妻子。「但這些一做出
來，大家就完全明白，沒甚麼有趣
的地方，我不滿足於此。」有一
天，他突然想到以男人去模擬十二
金釵的經歷，命運對書裡女性的播弄似乎顯得更加立
體。
他並沒讓男性專美，也在戲裡加了兩個女性角色，插
科打諢，一時是被「小三」搶走男人的落泊女人，一時
又是潑辣、教男人如何對待女性的悍婦。「《紅樓夢》
女性角色很多，這些女性幸不幸福、能否生存，是建立
在男人如何對待她們之上。即便是王熙鳳這麼強悍、這
麼聰明的女人都好，她的老公賈璉一有機會就去滾，所
以兩個女人貫穿全劇，象徵了書裡不同女性的心聲，她
們一方面是虛構的，但同時也結合了所有女性的一些精
神，而書裡女性的實際形象則由男性來扮演。」
因而全劇是由一個後設場景拉開序幕，女人夢到自己
去了一間「鴨店」，裡面的男公關逐一出現紓解她的心

結，並以超然的姿態將十二金釵的
故事重演一次。

都是夢一場
《紅樓夢》最惹人遐想的大概是

「夢」這個字。夢是一種抒發，是
現實生活的一道窗口。「中國是一
個壓抑的民族，總是循着傳統、跟
着別人相信的東西去做，清醒的時
候沒有自我，而夢就是讓人釋放自
我的渠道。《紅樓夢》是中國少有
的文學作品會大膽地從不同的角
度，如性、情、政治的角度去講甚
麼叫自我。賈寶玉是書中最想活出
自我的人，因為他不看重名利、不
相信權力，世俗的規條無法放在他
身上，我覺得他是中國最早的一個
『反叛者』。直至今日我們講模範
生，也數不到賈寶玉，因為賈寶玉
代表的東西，不是那些家長或現實
的人覺得珍貴的。賈寶玉成不了一
個role model是因為他所追求的東
西，前提是要先放棄一些事物，是
要付出很多代價都未必能夠得到
的。」

賈寶玉放棄名利富貴，追求真，與社會規範背道而
馳，不可避免悲劇收場。曹雪芹於《紅樓夢》裡營造了
一個很大的虛擬空間，林奕華認為這個空間就是夢境。
《紅樓夢》初始，作者利用大量意象、比喻去模擬了這
些人的一生，那為何還要再經歷一次？「因為這些過程
有意義，人即便經過幾十年後不再皮光肉滑、不再有朝
氣，但經歷過才有比較，然後才能在比較中找出意義。
即使是夢一場，也不是空手而歸。」歸根到底，曹雪芹
是在批評中國傳統的儒家精神，並透過此書強調個人情
感、自我的重要性。

因而林奕華認為假若《紅樓夢》後四十回不是假手於
人、而是由曹雪芹本人所寫的話，即使賈寶玉最後要出
家，但意義會不一樣。「賈寶玉看見了自己的命運，會
放棄或不把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些東西當作是一切的大前
提，而是將自己交給命運。」

重做西遊記
說來很虛，但林奕華的作品就是這樣，看的時候如霧
裡看花，不知所云，事後或過陣子再回味，卻有不同的
啟發。今次《紅樓夢》亦如是，熟悉原著的人能夠解讀
林奕華在劇中所埋伏的密碼，比如劇中的一段SM戲
碼、男女如何解讀「放心」這兩個字等，比照今天的男
女愛情觀，自有其涵意。
從最初的《水滸傳》到今天《紅樓夢》面世，足足八
年，其間林奕華亦放下厚重的小說，跑去做很多其他的
事。為甚麼最愛的反而放到最後才做？「我要求自己等
一下，尤其年紀愈大愈會這樣，我常問自己有沒有這個
需要？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所以我有時會將東西
delay，再讓自己想想是否那麼喜歡。其次《紅樓夢》是
四本書裡我最有感情的一本，有點像是和其他的先拍
拖，再和它結婚的樣子，如果先結婚，再拍拖就沒甚麼
意思了。」
四部作品，先做最不喜歡的《水滸傳》，「開始做的
時候我很煩，完全不知拿
《水滸傳》甚麼辦法；
《水滸傳》之後，就打算
做一部對觀眾而言比較輕
鬆的，我選了《西遊
記》；之後是我也不喜歡
的《三國》；現在做到
《紅樓夢》，我反而很高
興自己看了《三國》，並

打算回去重做《西遊記》。」
他笑言《西遊記》抓到了結構，但做得不夠好。

「《西遊記》強調取西經的過程如何摒除途中的掩眼
法，我當時選了媒體，因為我們總是被媒體控制了自己
的人生價值，如果再做我應該也用這個方式，分四部
分：豬八戒是關於飲食節目、孫悟空則是歌唱比賽、唐
三藏是旅遊節目或百家講壇、沙僧則做《康熙來了》，
因為《康熙來了》總是將雞毛蒜皮的事放得很大，把平
凡的人變得不平凡。我上次做得不好，要再做一次。」
這是後話。

四大名著終章

一向破格的林奕華一向破格的林奕華，，繼繼《《水滸傳水滸傳》、《》、《西遊記西遊記》、《》、《三國三國》》後後，，終於將四大名著終章終於將四大名著終章《《紅樓夢紅樓夢》》搬上搬上

舞台舞台。。記得上次記得上次《《三國三國》，》，他以近乎全女班的陣容顛覆男權想像他以近乎全女班的陣容顛覆男權想像，，今次毫不意外地今次毫不意外地，，他選擇以全男班重他選擇以全男班重

新演繹十二金釵的故事新演繹十二金釵的故事，，並試圖拆解原著隱含的並試圖拆解原著隱含的「「夢境夢境」。」。

《《紅樓夢紅樓夢》》是四大名著裡最看似是四大名著裡最看似「「風花雪月風花雪月」」的一本的一本，，卻也是詮釋空間最大卻也是詮釋空間最大、、玩味之處最多的小說玩味之處最多的小說，，

改編者眾改編者眾。。林奕華笑言自己最愛林奕華笑言自己最愛《《紅樓夢紅樓夢》，》，當初為了改編它而當初為了改編它而「「不得不不得不」」把其餘三部一併做出來把其餘三部一併做出來，，最最

不喜歡的不喜歡的《《水滸傳水滸傳》》放最先放最先，，一部部做來發現結果還不錯一部部做來發現結果還不錯，，惟獨惟獨《《西遊記西遊記》》未夠好未夠好，，打算之後再做一打算之後再做一

次次。。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圖伍麗微 圖：：非常林奕華提供 服裝非常林奕華提供 服裝：：Gieves & HawkesGieves & Hawkes

■■林奕華林奕華 伍麗微伍麗微攝攝

《《紅紅樓夢樓夢》》探尋男女愛慾探尋男女愛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