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4 文匯副刊名人薈 ■責任編輯：陳敏娜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提到新加坡的先鋒劇場，很多人會提及於1965年成
立的「實踐劇場」。
實踐劇場由被喻為新加坡劇場之父的郭寶昆創立，
擁有近半世紀歷史，但目前主導劇場的藝術家都非常
年輕，並樂於嘗試各種表演方式。由於新加坡是移民
城市，這群年輕人的背景也各不一樣，有土生土長的
新加坡人，也有來自香港、內地的年輕人。劇場屬下
的實驗室總監劉曉義便是其中之一，他生於潮汕，後
來得到獎學金到新加坡讀電子工程，中途出家學做
戲，並在隨後十多年活躍於中星兩地。
「我是十六歲到新加坡的。」劉曉義回憶道。那是

1998年，當時他沒接觸過劇場，也沒想過自己之後會
做戲場，直到有一次他看到劇團招募演員，他膽粗粗
去試，從此開啟其劇場旅程。畢業後他馬上加入當地
劇團做演員，做了幾年便離開了，到雲南開了一家民
宿，待了兩年，再回到新加坡工作。這幾年的生活經
歷讓他反思很多，「在去雲南之前我是個演員，做演
員是比較簡單的，我在想還要不要做劇場。」
他說新加坡是個很特別的地方，英文劇場佔了大多
數，目前只有五六個華語劇團，而它們也不一定是純
華語演出。而作為一個移民，他也享受這個城市賦予
的開放性，經常跑到不同的地方演出。譬如他早幾年
便與榮念曾合作做《百年之孤寂 10.0—文化大革

命》，此劇在新加
坡、香港兩地演出，
他亦受邀到香港參與
一些藝術教育工作，
待了一個月。他也是
南京朱䴉藝術節的座
上客，每年都與昆曲
演員合作，到南京導
戲、交流，從而豐富
自己的眼界。

一齣戲的現在進行式
劉曉義是少數會為了導一齣戲而把演員邀請到當地

學習的藝術家，「這不是為了作品，而是讓他們看看
新加坡是怎樣做劇場的、我們的東西又是怎樣，他們
也有機會看別的演出，了解新加坡的文化和劇團的運
作方式，而我們在辦的藝術活動的結構又是怎樣，這
也是一種交流，在資源允許的狀況下，我盡量每年帶
兩個昆曲演員到新加坡。」作品會先在新加坡演出，
然後在內地演出，中間會不斷修正，所以前後呈現的
樣子也會不一樣。「這是一個延續，是永遠在進行的
過程，所以在新加坡是一個階段，在內地是另一個階
段。」他認為，一齣戲到了新的場地、在新的環境下

必定會有變化。
目前他與昆曲演員就是用這種方式合作，而他也期

待與更多劇種crossover，「背景相差愈大，我覺得會
更有意思，中國的傳統藝術也好，其他地方的傳統藝
術也好，甚至不是傳統藝術也好，我都有興趣合
作。」最好的例子便是他與現代舞者合作，過去三年
他的戲裡總有一個舞者，「其實大家都是人啦，舞者
也好，演員也好，這些都是標籤。」對他而言，舞台
上下每個角色都同樣重要。

現代與傳統難分界線
或許長年在外奔波，或許受新加坡開放自由的氛圍

影響，劉曉義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並且知道自己需
要什麼，譬如對於誇界交流他有很明確的想法，對於

一齣戲他也提出很有趣的見解。早幾年他曾經改編郭
寶昆的《老九》，演完後有觀眾反映「這跟郭寶昆的
《老九》不一樣」。劉曉義認為這句話很有意思，
「郭寶昆在世也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當時他做戲，
大家已經覺得他在做實驗性的東西、做很多觀眾很難
接受或看不懂的東西，但在他去世沒多久，我們從他
的戲發展出新的演出時，已經有觀眾反映郭寶昆的戲
『本來』應該怎麼樣。」當時的實驗作品在十多年後
已經成為傳統，這或許就是新加坡的獨特之處—歷
史太短，所謂的現代與傳統，並沒有很明確的界線。
而處於這個變化迅速的社會，似乎很容易顛覆想

像。「我們的生活環境就是這樣，圈子裡會有華人朋
友、印度鄰居，文化混雜是呈現在新加坡的現實生活
裡，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或更早，劇場的狀態較為純
淨，華語戲就是華語戲，說話的腔調會模仿普通話或
方言口音。」那時郭寶昆做了一齣戲叫《尋找小貓的
媽媽》，那是新加坡劇場第一次在舞台上出現多種語
言混雜的情況，而那時新加坡的社會現象也的確這
樣，「多元語言的演出也是這樣開始的。」
因而對劉曉義這個年輕創作者而言，劇場是無束縛

的，或許在不久之後，他的戲，也會成為傳統的一部
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劉曉義劉曉義
劇場無界限劇場無界限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于冬日前於亞洲電影博覽會頒獎禮上榮獲「2015 Icon

Award」，這也是他獲得的第一個國際範圍的個人獎項。亞
洲電影博覽會聯席董事總經理Andrew Sunshine表示，大會藉此榮
譽大獎表揚于冬對中國電影業的貢獻，「于冬先生為中國最具影
響力的製片家之一，他所創辦的博納影業集團是中國最具知名度的電影發
行商之一，他亦是為中國這個位居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引入荷里活製
作的舵手。」
于冬帶領的博納，1999年成立至今，從一家民營電影公司，發展成為創

下中國電影發行史上多個紀錄的影業集團，也是中國規模最大的電影發行
商，出品發行的重點影片包括《一代宗師》、《智取威虎
山3D》、《龍門飛甲》、《竊聽風雲》系列、《賭城風雲》系
列、《桃姐》、《十月圍城》、《殺破狼2》等，公司廣泛的經
營範疇涵蓋電影發行、電影製作、影院業務及藝人管理等。
五年前，博納是首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內地影視集團，
風頭一時無兩；五年後，博納卻啟動了私有化程序，正式提交
了退市申請。是什麼使他放棄了昔日的榮耀？于冬解釋說：
「紐約是全世界票房第一的地方，也是資本主義的老巢，當時
博納成為中國第一家登陸國際市場的影視公司，圓了我多年的
夢想。但後來我發現，電影行業在美國是夕陽產業，10年內沒
有顯著發展，反而有下降的趨勢。在這樣的環境下，美國投資
者對中國電影公司不理解，對市值較小的電影公司更加缺乏認
識，博納的價值被低估。而在中國，電影是快速崛起的朝陽產
業，雖然博納在準備退市的時候，股價已經增長超過70％，但
是和A股市場的公司相比，市值仍然相差得非常遠。另外，我
考慮到中國才是博納基本的觀眾市場，發行的產品也是首先滿
足中國市場的觀眾，那裡的觀眾更容易看得見、摸得到。」

國家扶植行業發展
早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從降低門檻、

減少行政審批、財稅金融、用地
扶持等方面支持電影產業，

促進電影業的蓬勃發
展。于冬認為，電

影行業這些年的飛速躍進源於國家的大力扶植、稅收優惠和各種鼓勵政策
支持行業的發展。「從1993年開始的行業機制改革到今天，二十多年來電
影行業不斷改革調整，允許民營公司獨立拍片、允許院線制成立、允許私
人投資電影院和做發行……正因為各項政策逐步放開，博納才拿到了私人
發行的首個牌照。」于冬說。
而另一方面，電影行業的發展與國家經濟飛躍和科技進步密不可分，他

補充道：「電影數字化迅速普及，運營、運
輸等成本大幅降低，之前的膠片拷貝一次要1
萬元，一部電影在一個省內各城市放映完畢
要一年的時間。而現在的電影都存硬盤裡，
全國各地可同步放映。未來的電影或可以通
過衛星傳輸，更加方便快捷。同時，城鎮化
使院線、熒幕愈來愈多，新建的購物中心也
推動了嵌入式電影院的發展。」

特效吸引年輕觀眾
去年的一部《智取威虎山3D》，將紅色經

典樣板戲拍出了快意恩仇的江湖模樣，無論
是宏大的場面，還是逼真的特效老虎，都足
以比肩荷里活大製作。于冬表示，公司明年
還會繼續做這類電影。
「我們這一代人受紅色經
典的影響深刻，有八套樣
板戲，還有《南征北
戰》、《南昌起義》、
《小兵張嘎》、《董存
瑞》這樣耳熟能詳的故事
和老電影，所以紅色經典
的主旋律電影有着巨大的
觀眾市場。」
對於年輕一代的觀眾，

于冬認為他們更需要視覺奇觀和特效技術，這種需求也給行業帶來了新的
刺激。在這方面，《智取威虎山3D》是一個突破，從原版的語言交代事
件，到現在可以用3D技術特效再現打虎的過程，以電腦特效製作的老虎以
二十多分鐘的出場，博得了滿堂喝彩。
但談起技術，中國的電影行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時我們的電影院

硬件指標很好，IMAX、4D、全景聲等最先進的設備全都有，但我們拍的
電影產品卻滿足不了這些技術需求，荷里活巨製則可以滿足。換言之，如
果我們長期缺少擁有國際化水準的電影，就等於把電影院最好的放映廳拱
手讓給荷里活電影，國產電影只能在小廳裡放映。」面對這樣的現狀，博
納未來將更多與荷里活合作，請荷里活技術團隊來中國，幫助中國電影提
升國際化的工業技術水準。

合拍片界線漸模糊
明年，博納影業集團還會計劃發行10至15部新電影，《賭城風雲III》、

《三少爺的劍》等蓄勢待發，許鞍華的新電影《香港營救》也將於2月開
機，既在香港拍攝，也會去廣東東平等地取景。在于冬眼裡，之後很難再
將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分開，愈來愈多的是融合及合作創作，「港產、合
拍的界線日漸模糊，徐克拍《智取威虎山3D》，陳可辛拍《中國合夥
人》，許鞍華拍香港故事的同時，也起用了大量的內地演員。最重要的
是，好的故事找好的導演來拍，在技術和畫面上也要提高要求。同時，也

因為內地市場的支持，香港電影才能拍愈來愈多
的大片，合拍片限制愈放愈寬，合作成為再普遍
不過的事情。」于冬說。
近年總有些人視合拍片為謀殺港產片的元兇，

卻一再忽略像《桃姐》、《龍門飛甲》等這樣取
得了優秀的票房成績與良好的觀眾口碑的作品。
對于冬來說，「叫好又叫座」、「既拿獎又賺
錢」是需不斷努力的永恒追求目標，「商業票
房」、「藝術規律」、「電腦技術」和「人文關
懷」是他考慮發行的四大要素，也是希望年輕電
影人所能兼顧的條件。

「「叫好又叫座叫好又叫座」、「」、「既拿獎又賺錢既拿獎又賺錢」」或許是每一個或許是每一個

電影人的夢想電影人的夢想，，對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及董事局主席于對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及董事局主席于

冬來說也不例外冬來說也不例外。。在合拍片風行的今天在合拍片風行的今天，，他既堅持他既堅持「「商商

業票房業票房」、「」、「藝術規律藝術規律」、「」、「電腦技術電腦技術」」和和「「人文關人文關

懷懷」」這四大要素這四大要素，，又堅持好的故事要找好導演來拍又堅持好的故事要找好導演來拍，，更更

指出指出，，如今電影的地域界限如今電影的地域界限，，反而愈來愈模糊反而愈來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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