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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第四台所主辦的「十大樂聞齊齊選」活動由
1986 年舉辦迄今 30 年，為隆重其事，港台第四台於日
前舉行「2015 十大樂聞結果揭曉暨十大樂聞齊齊選 30
周年酒會」，邀請一眾音樂家、藝術行政人員及愛樂者
等出席。會上，除揭曉今屆選舉結果外，更讓嘉賓回顧
過去 29 年來的冠軍樂聞。
在本屆一眾候選樂聞中，「港鐵忽然禁止乘客攜帶大

型樂器入閘，引起社會強烈反對。音樂界發起各種形式
的抗議行動，最終港鐵推出『大型樂器登記計劃』」獲
近八成投票率，成為年度十大樂聞之首。此外，「拔萃
男書院管弦樂團在『華盛頓國際音樂節 2015』奪金獎」
及「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宣佈，在香港設立國際學校。幼
稚園及小學部將於 2018 年開學，首輪預計收生 300
名」則分別以輕微得票率之差(64%及 63.6%)，佔本年度
十大樂聞的第二及第三位。
「2015 十大樂聞齊齊選」的 20 則候選樂聞由有恆常
演出的藝團、文化版傳媒及樂評人建議及選出，再由全
球樂迷透過互聯網或遞交投票表格選出十則重要樂聞。
甄選標準以樂聞對香港文化及學術發展的影響為主，新
聞性屬次要；公眾投票佔六成，專業評選則佔四成。是

次活動投票期為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2016 年 1 月 12
日，共得到 1,867 名樂迷參與投票。
投票結果詳情可登錄「2015 十大樂聞齊齊選」網頁

(rthk.hk/special/musicheadlines2015)查看，觀眾亦可於
港台網站(radio4.rthk.hk)收聽直播及重溫《十大樂聞齊齊
選結果揭曉》節目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繼朗誦比賽、文化藝術
展覽等一系列活動後，《弟子規》文化藝術節的壓軸之
作——大型音樂舞劇《弟子規》日前於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連演三場，現場座無虛席，觀眾安靜觀賞之餘，不
忘在精彩處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舞劇由梁國城任總導演，共有八個舞蹈團體、學校、

幼稚園，200餘人參與了演出，由劉迎宏和曹眾分任男
女主演。開場前，身白衫的演員走入觀眾席，或款款
而行，或相互行禮問候，別具特色之餘也近距離闡釋了
「禮」的實踐意義。演出以「孝養父母，奉事師長」的
「愛」為中心，以《弟子規》總敘「弟子規，聖人訓，
首孝弟，次謹信，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開場，分為「素白清心」、「血脈相連」、「福田心
耕」、「一念之間」、「家國天下」、「燃燈祈頌」共
六幕。「素白清心」闡釋「人之初，性本善，歸於凈
心、禪修」；「血脈相連」講述「天地萬物，由愛而
生」；「福田心耕」描繪「修身齊家，和樂融融，父慈
子孝」；「一念之間」告誡「身有傷，貽親憂，德有

傷，貽親羞」；「家國天下」以歷史洪流的鼓聲振奮人
心；「燃燈祈頌」則是「孝心通於神明，大愛光於四
海」，萬家燈火，清新靜雅的收尾。
為更好地普及《弟子規》精神，演出設學生專場，未
來目標是以香港原創舞劇的身份走入國家大劇院，同時
也計劃以濃縮精華版的形式，將舞劇帶入社區中心，使
更多人感受到愛的力量。

與友人談起專業藝術人的
進修之路，我想工作坊是有
效的途徑之一。但以往除了
一些舞團為自己團員策劃的
工作坊外，為獨立舞蹈人而
設的並不多。西九文化管理
局表演藝術舞蹈部門去年舉
辦了多個舞蹈工作坊（戲劇
那邊甚至有工作坊節），為
本地的編舞提供更多的編舞
工具。筆者旁觀了《新作論
壇：肢體和聲音的舞動與敘
事》工作坊，看到參加者與
主持工作坊的法國編舞艾曼紐．汀試驗動作和聲音的
不同可能。
艾曼紐．汀是法國勒拉佛爾－諾曼第國立舞蹈中心
之總監及編舞。據悉現時法國共有十九個編舞中心，
各中心的總監大多由非主流的編舞家出任，他們通過
編舞中心進行多方面的探索。法國五月藝術節過去幾
年先後邀請過多個編舞中心來港演出，舞種涵蓋街
舞、嘻哈、芭蕾舞及當代舞。艾曼紐．汀雖然是正統
舞蹈訓練出身，但她的創作方向並非傳統一派。在這
次西九《新作論壇》工作坊中，她與參加的編舞及舞
者主要探究動作及聲音的時間性和其對意義的影響。
工作坊在不加鎖舞踴館舉行，除了該團藝術總監王
榮祿和舞者外，其他均為獨立舞蹈人。艾曼紐．汀謙
稱自己沒有主持這類工作坊的經驗。而幾天下來，看
到她的確是以「創作」的形式去與參加者試練。
在正式開始前，她先要求在排練室以膠貼框起一個
方形空間，其後幾天的動作試驗，差不多全在這框框
內進行：當參加者按她的要求，即興創作出不同的動
作，逐漸令這正方形的空間累積了大小不一，或個人
或雙人又或小組的單項或一連串的動作，空廓的空間
一下子飽滿起來。她為創作空間設下了框架，令動作
更聚焦和集中，從而衍生意義。

動作與空間衍生意義
而艾曼紐．汀設定的框架不限於這個正方空間，在
這空間之內的每一寸都是獨立的，有其特定的動作。
聽起來很複雜，但其實是她要參加者以同一組動作去
配對同一點而已。於是，空間與動作便有了某種意義

上的關聯，不是隨便地做了便
算。空間與動作的關係如何緊
扣，還可見諸Body Print （身體
印記）這即興練習：當某一點空
間被某一人佔據之後，不可以再
空。當他／她做完動作離開那
一點時，另一個人要立即補上，
不同的人在這正方形空間遊走於
不同的點上，做自己或他人即
興而來的動作，而不停的替補令
空間內的動作流動增快，每個人
停留在某點空間的時間則愈見短
促。此外，艾曼紐．汀又反覆地

強調動作要不帶任何的資訊，純粹地舞動肢體。又提
醒參加者在正方空間內不停游移時要與身邊人有所交
流，互相問好，又或眼神接觸——在冷靜理性的試驗
下，艾曼紐．汀關注的顯然依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參加者對這些練習的要求起初有些無所適從，邊
試邊了解，有時也禁不住借說話來發洩一下。慢慢掌
握了後，不假思索的即興動作又給艾曼妞．汀意外驚
喜。

重複、快慢，為動作增添戲劇性
我們很少想到重複動作或更改速度快慢不同，會讓

動作傳達不同的意義和戲劇性。工作坊中，艾曼紐．
汀與參加者不斷測試重複動作與動作的時間速度所產
生的意義和效果。
她首先會要求參加者不斷重複動作，在多次重複

後，參加者彷彿無意識地舞動，動作變得純粹。跟
又還要求他們把動作變速，加快，減慢又或回帶。
我看參加者把同一組動作作不同的變化，連聲音也
跟隨動作的速度。在這時間與速度的差異間，我看到
動作的不同能量與傳遞的意義，戲劇性也滲出來了，
很好看，也看到這樣的嘗試如何為創作帶來更多的變
化。由於我並非全程在場，聲音的試驗我看到的不
多。
雖然艾曼紐．汀用的即興練習並不是新鮮事．但她

透過這些練習．開啟了參加者對動作時間與速度不同
的想像。工作坊完結了，參加者與艾曼紐．汀也各自
走在創作之路，但我看到的是這次工作坊對參加者其
後創作所帶來的影響。

舞劇舞劇《《弟子規弟子規》》傳播愛傳播愛

港台「十大樂聞齊齊選」結果揭曉
「港鐵禁乘客攜大型樂器入閘」登榜首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跟艾曼紐．汀
與肢體和聲音玩遊戲

■香港戲劇
人在「近年
編劇平台及
創作生態論
壇」進行討
論。
前進進戲劇
工作坊提供

缺乏藝術中介 市場化受阻
在「近年編劇平台及創作生態論壇」上，策劃人兼講者

之一、「前進進」藝術總監陳炳釗向在台上的三位新進
編劇（這裡說的新進其實也是相對於台上一眾資深創
作人而言），包括王昊然、李穎蕾和胡境陽，問了一
道有關編劇的願望的問題。王昊然很直接的就道
出：希望每月有能維持基本生活的薪金，然後可
以專心創作。這個問題引起了與王昊然同代的編
劇的認同，同時他們亦表示，能夠與身邊同路
人交流的意義與重要性，他們需要的除了是來自比他
們有更多經驗更多的創作人的提示外，可能更需要的是彼
此間的互相取暖，多於是所謂的「競爭」。事實上，在不
少筆者曾參與的本地培育編劇創作平台的活動上，編劇互
動與支持的場面不少，他們可能是演藝學院編劇課程的同
學、或是曾在工作坊內遇上、或是在同一個讀劇平台上認
識：這多少反映這一代能透過多元的途徑認識編劇甚至是
發表作品，與以往透過各自修行、埋頭苦寫、看劇本自學
的創作狀態大相逕庭。
然而對所謂「全職創作」，有時亦可能只是美好的想

像。在香港以外不見得就有比這裡更好的條件，亦不見得
很多人會像挪威國寶級當代劇作家約恩．福瑟（Jon
Fosse）般會有政府全方位照顧；很多編劇亦必須同時兼任
教職或其他書寫創作才能生活，不過有些機制的建立，的
確比香港有優勝之處，令編劇作品的出路可以有更長遠和
具生命力的發展。
其中中介（agent）公司或經理人的角色，在香港來說一

直是一片未被發掘的空白。剛在英國完成編劇課程的創作
人甄拔濤，在「前進進」論壇上分享了一些當地的新作比
賽和編劇平台，這些都是中介公司或經理人找尋新秀的渠
道。有潛質的作品不像香港般──由一個劇團上演一個周
末後便銷聲匿跡、重演機會大受場地和主辦者節目策略限
制、劇作出版亦不蓬勃──而在這情況下，劇作未能有中
介為作品打開更多發表的機會與空間，這不單牽涉到劇作
者能有演出版稅的收入，亦影響劇作是否能有更長的生命
周期。
香港編劇在創作數量上之多，有時未必與創作人的創作

力有必然關係，亦可能是被環境所練就出來的，為了生

存，就只能
不斷製造新的作
品，而不是「創作」。在
香港這個仍然主要依賴資助（包
括劇團運作和場地營運）的劇場生態
下，製作循環很受資助政策的制約；前述的
「演期短」的現象固然與香港觀眾數量有關，但即使
有「演期長」的可能性，香港欠缺私營劇場的問題仍然令
有機會的作品難以突圍，這是令所謂劇場「產業化」、
「市場化」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劇作如花開花落，對創
作人來說欠缺沉澱的空間，加上新作數量多而相對能針對
評論劇作的劇評作品少，即使有心人（主要是兼具編劇身
份的劇團藝術總監）近年大量催生編劇平台，但這些平台
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從中被發掘出來的新進者可以繼續
留在創作圈內的可能性，與作品能否透過評論有被討論的
空間，這種種都使平台出現的初期令人振奮，但往後總是
出現數量高於質量的弔詭。

編劇平台缺乏後續支持
最近不少平台如「香港話劇團」的「編劇實驗室」、

「前進進」的「新文本實驗室2.0」等，都思考編劇展演成
果的不同可能性（甚至是否一定要有「成果」），和在培
育的過程中，更多介入劇場構作（dramaturgy）的元素，令
新進編劇在更多創作前的研究和梳理創作脈絡、方法的過
程裡，找到更有視野和更有挑戰性的發展空間。

另一
方面，常說本
土劇作在海外交流和
推廣都較音樂和舞蹈困難，
香港劇作家被認識的機會往往不
多，語言當然是其中一個問題，但是否沒
有解決的方式？如香港編劇網上目錄（包括劇作
家介紹和創作表列）的系統整理就是很值得去進行的項
目，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日本表演藝術網絡」
（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便有不少當地劇作家和
作品的日文和英文資料。另外近年華文地區上演不斷的德
國當代劇作，看似是大家對這些劇作特別關注，但這其實
與劇作的中文翻譯與出版有莫大關係。這些文化的軟性輸
出與推廣，是香港目前最缺乏的環節，亦是編劇與他們的
創作，能夠長遠地和有想像地發展的條件。本地創作的活
力絕對不容忽視，問題是不要甘於讓這些活力在生態的空
白、政策的缺失中被消磨。

思考香港編劇的思考香港編劇的
進路與出路進路與出路
去年底，「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主辦「近年編劇平台

及創作生態論壇」，不同世代的創作人熱烈討論，勾

勒出香港劇場編劇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

文：陳國慧

■舞劇《弟子規》劇照。 主辦方提供

■■法國編舞法國編舞Emmanuelle Vo-DinhEmmanuelle Vo-Dinh主持的主持的
《《新作論壇新作論壇：：肢體和聲音的舞動與敘事肢體和聲音的舞動與敘事》》

圖片由張志偉提供圖片由張志偉提供

■一眾音樂家、得獎者及機構代表等出席港台「十大樂
聞齊齊選30周年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