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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澳門藝術節將於
4月30日至5月29日舉行，屆
時將上演27套精彩節目，加上
藝術展覽與豐富的延伸活動，
香港的藝文愛好者又要開始
「撲飛」了！
今年是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

年紀念，全世界都再次掀起莎
翁熱潮，澳門藝術節也不甘人
後，特別以莎士比亞為主題策
劃一系列焦點節目，十分吸引
眼球。澳門文化局演藝活動處
處長李碧琪日前表示，正統莎
劇的演出，歷來在澳門不算
多，這一次趁莎翁逝世四百年紀念，正好全方位
地為觀眾展現莎士比亞的魅力。藝術節的開幕演
出請來美國莎士比亞劇院公司上演《仲夏夜之
夢》，作品由美國百老匯導演伊凡·麥斯威尼執
導，舞台與服裝細緻華麗、充滿奇想。閉幕演出
則帶來莎翁四大悲劇之一的《馬克白》。藝術節
協調鍾世傑特別向記者推介這個演出，來自南非
的第三世界失序藝團大膽改編，將莎翁筆下的經
典故事移至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種族衝突、冷
血軍隊、血礦……非洲國家的社會現實與後殖民
處境融入其中，帶給觀眾不一樣的世界視野。
「演出更將威爾第的《馬克白》歌劇音樂與莎翁
的文本相結合，讓我們看到一種新的形式，是十
分當代的呈現。」一喜一悲，一個是充滿想像力
的美國風格，一個剖析非洲現實，這兩台演出都
並非傳統的演繹風格，想必會為觀眾帶來驚喜。

除了重磅莎劇，藝術節為了讓觀
眾親近莎士比亞，特別準備了戶外
演出《微觀莎士比亞》與充滿戲謔
的《短打莎士比亞》。前者是西班
牙理想劇團為英國倫敦皇家國家劇
院所創作的互動演出，觀眾來到一
個個小小的「箱子劇場」前，打開
箱子、戴上耳機、跟隨指令，便搖
身一變成為箱子劇場的幕後演員。
《短打莎士比亞》則號稱讓人「一
晚看完莎士比亞全集」。演出將
《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
葉》、《李察三世》等37部莎翁名
著用幽默、諷刺的方式重新書寫，

由三位演員快速轉換角色來演繹，輕鬆有趣。
演出之外，還想進一步了解莎士比亞？可以參
加藝術節特別策劃的延伸活動，例如聽吳興國與
鄧樹榮暢談莎士比亞戲劇的當代意義，或是聽澳
門大學英文系副教授王嘉祺介紹莎劇中的音樂世
界，又或是到戀愛·電影館欣賞2015年的英國電
影《馬克白》，據聞該電影畫面懾人之餘又巧妙
將莎翁原裝對白如數植入，十分風格化。不過記
者最感興趣的，卻是神秘的《一夜！莎士比
亞》，邀請觀眾在夜幕低垂時造訪大三巴及其他
神秘地點，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發現莎士比亞。至
於活動細節如何，李碧琪笑着說要「賣個關
子」，感興趣的觀眾只能親身前往一試究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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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樂團主辦的「國際作曲家高峰會」日前在香港演
藝學院舉行。該高峰會是「中樂無疆界」國際音樂活動的其
中一環，其餘活動還包括「樂旅中國×中樂無疆界」音樂
會，以及將於2017年舉行的國際作曲大賽。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曾說，作為一個「中樂人」，
他的夢想就是將中樂推向世界。這次的國際作曲家高峰會不
僅邀請了多位來自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地的作曲家一起分享中樂創作的經驗，更難得的是，邀來數
位外國作曲家，暢談他們眼中的中樂特點以及創作經驗。
來自盧森堡的馬塞·溫格勒細緻講述了他對中樂各種樂
器——吹管、彈撥、敲擊、弦樂的特點分析，也比較了現代
中樂團和西方管弦樂團的配器特點。而曾創作了神曲《忐
忑》的德國人老鑼則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為現代中樂團作曲
的挑戰。他指出，當為中樂團撰寫大型作品時，如何增強聲
音的厚度是一大挑戰，因為與西方的管弦樂團相比，在營造
樂曲的厚度方面傳統中樂團並沒有優勢。因此他認為發展現
代的中樂團，應從樂器的功能和音頻上來考慮配器，而對中
樂團配器中是否可以加入西洋樂器，他亦秉持開放態度。
「我們要從樂團的功能性來思考，現在中樂團的編制六十年
前也不是這樣。樂器混用，新樂器的加入其實很正常，把今
天樂團的這種音色當成是一種標準來堅持是不準確的。」
外國作曲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樂，提出的看法頗有啟
發。但讓記者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香港作曲家伍卓賢。他從
十分務實的角度分享了用中樂配器來改編流行音樂的要點，
認為關鍵在於如何善用不同的民族樂器，呈現流行音樂特有
的固定節奏和重複旋律。有趣的是，不同於內地作曲家「由

中看西」或外國作曲家「由西看中」的思考路徑，曾為多個
流行樂手編曲，又創建了中西樂fusion組合SIU2的伍卓賢
似乎並沒有所謂中樂、西樂誰為主次、如何融合的包袱，而
這正正體現出香港華洋雜處的社會特點對創作人所帶來的影
響。
「國際作曲家高峰會」讓不同地區的作曲家齊聚一堂，為

全球化下現代中樂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討論平台。今年10
月底，面向全世界徵集參賽作品的「國際作曲大賽」將截止
收稿，比賽最終結果將於2017年公佈，屆時將會舉辦決賽
音樂會。希望該活動能在全球範圍內發掘更多中樂創作人
才，將中樂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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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齊聚香港
分享中樂創作經驗

澳門藝術節
哈囉，莎士比亞！

第二十七屆澳門藝術節
www.icm.gov.mo/fam

用玩笑培育他的思想
關於福斯塔夫，歷代的評論家、莎學專家對其身世與
系譜，已作了詳盡的研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將福斯塔夫說成是巴
思婦人「唯一的傳人」。他不僅將源頭追溯到喬叟的
《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而且追溯
到《聖經》中的《哥林多前書》。我卻更看重戲劇藝術
自身的傳統。十六、十七世紀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下層
民眾，之所以狂熱地追捧福斯塔夫，因為在他身上，洋
溢着民間喜劇、鬧劇中「吹牛軍人」的喜鬧氣息，迴盪
着「插曲」（青年成長劇）中的類型化角色「胡鬧」、
中古道德劇中的「罪惡」、宗教神秘劇中「惡魔」的迴
響，隱隱約約可以窺見更為古遠的民間戲劇中滑稽的弄
人、睿智的小丑、搞怪的戲謔者黑色的身影。但福斯塔
夫不是這些前輩的複製品，而是莎士比亞原創性的再
造。福斯塔夫之所以令人着迷，在於他既是一個熟悉的
人物，又是一個陌生的形象。福斯塔夫與以往任何搞怪
的丑角或作惡的魔怪不同，他是一個有着明晰自我意識
的嘲弄者，並且超越反諷，成為一個意蘊豐富又難以悟
透的藝術典型。
福斯塔夫是一個自行其樂的遊玩家，一個精力充沛的
反諷者，或者如黑格爾所說，一個自我的藝術家。他的
魅力，來自他那充滿自信的個性和永不止息的生存渴
望。他說：「我是一支狂歡之夜的長明燭」，「除了我
所製造的笑料和在我身上製造的笑料之外，卻再也想不
出什麼別的笑話來；我不但自己聰明，並且還把我的聰
明借給別人。」這個酒肉席上的饕餮客、戰場上的膽小
鬼，以無休無止的胡鬧，給人們帶來笑料和快樂，他也
自得其樂。他每一次充滿急智的辯解，都是一次大言不
慚的自讚，一次從窘境中機巧的逃脫。他像一個出色的
演員，又像一位操控全局的導演，每次面對危局，都是
一次興致勃勃的即興表演，一齣喧賓奪主的戲中戲。
一百多年前，英國文學批評家威廉·赫士列特
（William Hazlitt）說得好，福斯塔夫「用玩笑培育他
的思想」。福斯塔夫嘲諷社會、嘲諷他人，也嘲笑自
己。他的反諷充滿着懷疑式的批判，充盈着逃離束縛的
喜悅。作為一個既通俗又深奧、難以模仿又難以消化的
藝術形象，莎士比亞給我們打開什麼樣的眼界呢？在這
個導民立政的儒學陰魂四處流竄的糾結年代，但願這一
虛構的滑稽列傳登上中國舞台，不僅僅是供人覽觀揚
意、遊心駭耳而已。

不提供唯一真理圖景的戲劇，未必沒有真理
《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是莎士比
亞以民族歷史為題材的三部重要作品，通常被稱為「蘭

開 斯 特 （Lancaster） 三 部
曲。」其史料主要來自英國編
年 史 學 家 霍 林 希 德
（Holinshed） 的 《 英 國
史》。《亨利四世》涉及的
歷史內容，是中央集權的民
族國家的初步建立，以及國
王與叛亂封建領主所進行的
酷烈鬥爭。《亨利五世》主
要表現的是國王內除奸
賊、外克強敵，開拓疆土
的英雄業績。因此，有人
將《亨利五世》稱作「一
篇理想君王的頌辭」，以
此證明莎士比亞堅定地站
在正統的封建主義理想一邊和政治正確
性。也有人認為亨利五世最後拋棄福斯塔夫，表現的是
封建統治者冷酷、殘忍的本質屬性。只是，這類將歷史
劇等同歷史文獻的社會學批評，如今已經沒有多少人信
服了。儘管不能說，亨利五世作為莎士比亞心目中模範
君主的投影，不關涉政治理想與歷史意識；也不能說，
福斯塔夫身上的反叛色彩，沒有透露半點文藝復
興時代的精神氣質。但令我更感興趣的是，福
斯塔夫形象與恩格斯所說的「福斯塔夫式背
景」的異同，以及福斯塔夫這一謔邪形象在一
齣頌揚君王建功立業的歷史正劇中的魔變。
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1859年 5月 18
日）中說：「介紹那時候五光十色的平民社
會，會提供十分新的材料使劇本生動起來，
會給予貴族的國民運動在舞台前部的表演以
一幅無價的背景……一幅福斯塔夫式的背
景。」毫無疑問，由酒鬼巴道夫、壞蛋尼
姆、吹牛暴徒畢斯托爾、胖爹的隨從皮多，
以及野豬頭酒店女店主快嘴桂嫂、下等妓女
桃兒等人所構成的下層民眾囂雜錯亂的生
活畫面（福斯塔夫式背景）、與國王顧盼
自雄的宮廷生活、貴族領主篡竊攘奪、征殺
豪取的霸業，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莎士
比亞的創造性，體現在福斯塔夫本人既是
「福斯塔夫式背景」的有機組成部分，又遠
遠地超越了這一背景。無論在《亨利四世》
上部，還是下部，福斯塔夫佔據的都是舞台
的中心，而不是「背景」。
更重要的是，福斯塔夫形象的存在，讓我
們聽到另一種聲音，見識另一種視角。例
如：霍茨波視貴族榮譽為騎士的生命，福

斯塔夫卻借問「榮譽能夠替我重裝一條腿嗎？」；大法
官勸諭福斯塔夫，頭上的白髮「提醒你做一個老成持重
的人」，他的回答卻是，「它提醒我生命無常，應該多
吃吃喝喝。」……在這裡，我們已見到後來被布萊希特
稱為間離技法、被巴赫金稱為複調結構的雛形。因
此，你無法將《亨利五世》稱作「一篇理想君
王的頌辭」，因為福斯塔夫的存在，成了對建
功立業的封建君王的質疑與嘲諷。你也無法將
亨利五世對福斯塔夫的離棄，僅僅從階級論
去評析，「福斯塔夫——哈爾王子」的半神
話，既包含舊式寓言劇浪子回頭故事的新
演繹，也是對宗教劇從創世到最後審判的
戲仿。福斯塔夫無數次半真半假的懺悔，
都是一次次絕妙的反諷表演。對歷史和歷
史劇，莎士比亞態度的兩重性提醒我們：
不提供唯一真理圖景的戲劇，未必沒有真
理。

導演的謙恭與匠心
《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
世》的三台演出，均由皇家莎士比亞
劇團的藝術總監葛列格里·多蘭
（Gregory Doran）執導。舞台景觀
由前後移動的推拉平台、上下升降
的邊幕和兩側左右對稱的金屬框架
組成。推拉平台將舞台分為內台
與外台，便於大道具的裝卸、遷
換；兩層金屬框架的作用，近似
伊莉莎白時代公眾劇場設有欄杆

的樓台；類似電影無技巧剪輯的場景組接，使演出一氣
呵成，恪守原初莎劇不間斷演出的風格……三晚演出將
近十個小時，導演除了對台詞略作刪節外，幾乎保留了
原劇的所有情節、場景和人物。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新技
術（電動推拉平台）、新手段（造成景深效果的投
影）、新質材（金屬框架）的運用，並不改變早年莎劇
演出的時空結構與空間構成。與那些隨意將劇本大卸八
塊、時空顛倒乾坤大轉移的演出者不同，導演謙恭的態
度似乎告訴觀眾，演出成功的主要功勞屬於莎士比亞。
葛列格里·多蘭是一位謙抑內斂、分寸不亂的藝術

家，導演的功力主要表現在無數隱微的細小處理，卻增
加了場景內蘊，或改變了舞台的風貌。《亨利四世》上
部中，霍茨波、摩提默、葛蘭道厄三人在商議如何討伐
亨利王時，曾鋪開一張地圖，地圖上的英格蘭疆土被一
分為三。與此相對應，導演讓亨利四世在向哈爾王子等
人佈置戰事時，也扯開一張碩大的地圖。場景的重疊、
動作的重複，減弱了叛亂的領主裂國之罪的象徵意義，
也沖淡了封建割據與中央集權之爭的政治色彩。然而這
是導演故意為之的舞台處理，他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
戰爭雙方義與不義的強烈對比，在看似不表露褒貶的態
度中未必沒有褒貶。《亨利四世》下部，封建領主的騷
亂烽煙四起，亨利王派人四處尋找再次回到野豬頭酒店
胡鬧的哈爾王子。導演讓王宮與野豬頭酒店兩景相疊，
亨利王從桂嫂身旁走向台口，從而將宮廷生活與下層民
眾的生活場景連在一起，也將沉沉酣睡的小民與夜不能
寐的君主作了對比。導演呈現大量的生活細節，而不強
作解釋，讓觀眾細細地去體味原典的情調與意義。在這
個百無禁忌玩莎劇的後現代，對經典起碼的尊重與敬
畏，成了藝術家難能可貴的精神品質。

福斯塔夫為何令人着迷？
作為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紀念活動世界巡演的一部分，英國皇家莎士比亞

劇團近日在北京演出了莎劇「王與國」系列三聯劇：《亨利四世》（上、

下）、《亨利五世》，近日也應香港藝術節之邀來港演出，讓觀眾有機會神

遇一個幾乎被中國劇壇遺忘的迷人形象——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這位被稱作「白鬍子老撒旦」的舞台人物，在四百多年前的英

國，幾乎與哈姆雷特齊名。在世界各地，只要這個體態臃腫、步履蹣跚的胡

鬧教師爺一出場，準能使觀眾嬉哈倒絕、樂不可支。是什麼神奇的力量，

使這個機靈狡黠的胖肉堆如此討喜而不讓人生厭？又是什麼怪異的奧秘，

使這一從中世紀的魔鬼脫胎而來的惡棍老爹，變成當代神話中的一尊笑神

呢？ 文：林克歡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莎劇《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觀後

■■香港中樂團主辦香港中樂團主辦「「國際作曲家高峰會國際作曲家高峰會」」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短打莎士比亞短打莎士比亞》》

皇家莎士比亞劇團
莎士比亞的「王與國」系列

《亨利四世》上集 時間：3月8日、11日 晚上7時30分
《亨利四世》下集 時間：3月5日、9日 晚上7時30分 3月12日 下午2時
《亨利五世》 時間：3月6日、10日、12日、13日 晚上7時30分

3月13日 下午2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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