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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8
月11日晚，亞洲青年管弦樂團（下簡稱
「亞青樂團」）在滬開啟亞洲巡迴演出第
四站的演出。值得一提的是，為更好促進
滬港兩地文化交流，該演出不僅得到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
（下簡稱「駐滬辦」）的全力支持，更是
吸引了滬上數十位小記者與中學師生觀摩
學習。
記者從駐滬辦方面了解到，總部位於香
港的亞青樂團，今年派出了上百名來自香
港和亞洲各地的精英青年樂手，到亞洲各
地巡迴演出，上海是繼香港、北京和天津
巡迴演出後的第四站。
為了增進滬港兩地文化交流，駐滬辦方

面特別安排了滬上20多位新華小記者及20
位中學師生，於11日下午到上海東方藝術
中心觀摩樂團的總綵排，並與樂團指揮及
青年樂手交流心得。
交流過程中，樂團的藝術總監兼指揮龐

信向小朋友們一一介紹了演出樂器，並讓
樂手展示每件樂器的音色，近距離的接觸
與美妙的旋律讓在場的小觀眾們十分興
奮，個子矮小的他們，儘管坐在前排仍抑
制不住好奇心起身張望。看到他們如此躍

躍欲試，龐信盛情邀請小朋友上台感受
樂手手中的樂器。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樂團成員來自世界各地，所以交流語言
以英語為主，而現場觀摩的小朋友們全
程無障礙的英文交流，令龐信印象深
刻，不禁讚歎。
駐滬辦方面表示，相信是次活動有助

促進滬港兩地的文化交流，並能在內地
展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正面形
象。
樂團總經理劉國雄告訴記者，「每年

會有二十餘位內地的青年樂手報名參加
我們的巡演，來自內地的樂手們技藝更
為精湛，但以樂團形式參與演出的經驗
相對少一些，他們更多是接受獨奏訓練，
而香港從小學習樂器的孩子們，會有更多
的機會在樂團裡磨煉。」
記者了解到，自2014年起駐滬辦已連續

三年全力支持亞青樂團到駐滬辦的服務地
區演出。今年，除了上百名精英青年樂手
外，亞青樂團還在香港組織了一支二十四
人的合唱團參與巡迴演出，演出陣容為歷
屆之冠。而從11日晚這場名為「行星之
夜——亞洲青年管弦樂團音樂會」的演出
來看，深受樂迷歡迎，觀眾反應熱烈。

據悉，亞青樂團每年夏天均會從亞洲各
地挑選精英青年樂手參與為期約三星期的
排練，然後與享譽國際的獨奏家和指揮家
在亞洲地區作三星期的巡迴演出。活動使
亞洲一些最出色的青年音樂家汲取到豐富
及多元化的演奏經驗，又為他們提供了難
能可貴的文化交流、學習以及與世界頂尖
音樂家合作的機會。
今年8月初展開的這場為期三周的巡迴演

出，在結束了上海站的演出後，還將去到新
加坡、河內、台北、嘉義和名古屋等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
紅麗 綜合報道）據本報記
者了解，第五屆全國少數民
族文藝會演將於今年9月在
北京舉行，原創民族歌劇
《蔡文姬》將代表河南赴北
京參演。
《蔡文姬》全劇共分為六
幕，分別是《烈火詩魂》、
《情滿霜天》、《銅雀傳
書》、《舊怨新愁》、《文姬歸漢》和
《青史千秋》。歌劇以蔡文姬的一生為背
景，講述了文姬遠嫁匈奴、流落他鄉、思
念中原的悲苦心情，揭示了戰爭期間人們
承受的巨大痛苦以及期待和平的強烈願
望；後文姬歸漢，完成家父生前所願，為
中原創作多冊經典文書，在世間廣為流
傳。她具有強烈悲劇色彩的命運和絕世才
華凝成了在中國文學史上傳頌千古的《胡
笳十八拍》，她的人生是漢代歷史的縮
影，是一幕撼人心靈的歷史活劇。原創大
型歌劇《蔡文姬》深深植根於河南豐富厚

重的歷史文化，重於體現中華民族文化
的凝聚力量。
該劇特邀著名作曲家關峽、劇作家劉麟、

導演王湖泉、舞美設計黃楷夫、服裝設計師
韓春啟、燈光設計白文國等，我國著名女高
音歌唱家王慶爽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陳靜飾
演蔡文姬，河南歌舞演藝集團董事長張振中
擔任出品人和總監製，是京豫兩地同心攜手
打造的一部具有鮮明中國氣派、讚頌民族團
結的優秀作品，已經成為河南歌舞演藝集團
繼《木蘭詩篇》之後弘揚中原人文精神的又
一歌劇舞台藝術精品。

河南原創民族歌劇河南原創民族歌劇《《蔡文姬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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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英文採訪龐信小記者英文採訪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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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樂器演出樂器。。

■■《《蔡文姬蔡文姬》》劇照劇照

月黑風高的夜晚，四個年輕人為愛私奔，闖進了奇
幻的魔法森林。仙王仙后正因為爭奪一個僕從而

陷入冷戰，小精靈被仙王命令將魔法花汁抹在仙后的眼
皮上，這樣她一睜開眼睛就會立刻愛上看見的第一個
人！調皮的精靈卻把花汁也滴在了迷失在森林中睏倦而
眠的年輕人眼皮上，於是鴛鴦亂點，一齣令人啼笑皆非
的追逐在森林中展開。而仙后，竟然愛上了一頭蠢驢！
另一邊廂，幾個工人正在排演一齣悲劇，計劃獻給國王
王后，卻也在錯摸之下捲入了這場荒誕的鬧劇……

愛情鬧劇
導演彭鎮南說，《仲夏夜之夢》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改編成音樂劇卻是第一遭。事實上，劇本橫跨人界仙
界，有強烈的戲劇性、豐富的人物形象和各種趣味性
元素，很適合用音樂劇的形式來演繹。就說其中兜兜轉
轉又錯摸不斷的愛情混搭，就有很大的空間來把玩。
朱栢謙所飾演的狄人途，戀上少女賀美雅，後者卻直
接拒絕了他的婚約，而與情人黎山達私奔。狄人途追
兩人進了森林，後面還跟苦戀他不得的夏夢娜。然
而，在魔法花汁的作用下，賀美雅轉頭黏上了狄人途，
狄人途卻瘋狂愛上了夏夢娜……一切都亂了套！可想
想，年輕人的愛情不就是那麼任性盲目又瘋狂？
少年得志又爭強好勝的狄人途，朱栢謙笑言無論是年
齡還是性格都與自己有些遠。「所以我現在拚命練大
隻。」他笑說，「莎翁的劇中，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十二夜》，那劇本變態的。第二個就是《仲夏夜之
夢》。」2008年，他曾與自己有份創立的獨立樂隊朱凌
凌的其他成員一起參演甄永蓓導演的《仲夏夜之夢》，
扮演補鞋佬一角，這對擅長搞怪演繹的他來說是順理成
章。這次卻要演繹比自己小十幾年的「小鮮肉」，他形
容演繹時不僅要激發出澎湃的情感，更要同時保持一種
真實感。最難的，是要在情感到達頂峰時，仍然有空間
尋找突破，「我還在嘗試往那個方向找」。
在多個音樂劇中有亮眼表現的張國穎，這次扮演先是
被狄人途嫌棄，後又被其瘋狂追求的夏夢娜。這個角色
對她來說簡直是戳中少女心。「那種單戀癡情，迷上一
個男仔卻沒有回報的感覺……」原來，當年張國穎從澳
洲回港，投考演藝學院時，就是選用了夏夢娜的獨白來
應考。「在那個年代，女仔可不可以主動地去追求一個
男仔呢？女性在愛情上面應該如何去處世呢？這些都和
自己很有聯結。」

以戲先行 唱到虛脫
莎翁的文字很有詩意與音樂性，改編成音樂劇順理成
章。難就難在，怎麼把那些台詞與情景嵌入廣東話的語
境中，還要唱出來，這對作曲家、填詞人與導演來說都
是挑戰。導演彭鎮南說，這次的《仲夏夜之夢》雖然是

廣東話的原創音樂劇，
但並不考慮將故事移植
到本土背景下，「而是
把它看做是一個寓言童
話故事。」舞台的佈景
不走寫實主義風格，時
空有一定的模糊感，
就連那片魔幻森林也
看不到一片樹葉，而
用一種觀念化的方式
來呈現。但在創作時，主創人員
的確為故事定下了時間背景，來為音樂的風格、語言元
素，以及人物的行為方式提供一個大致的方向。
「比如音樂的質感，台詞中牽涉的古代語言和現代語

言，都和這有關係。我們把時間設置在大約1900年，
工業革命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個時候，既有
集權國家，也仍然存在帝國和皇室；但另一方面現代性
也有了發展，火車、飛機等都開始出現。本身莎士比亞
的那個年代是一個父權主義的時代，所以人物為了反抗
父親定下的婚約才會出走。如果我們把故事放到現代，
那所有的台詞就要全部改掉了，但既然要做莎士比亞，
我希望盡量保留裡面的元素。」他形容這次的改編為
「以戲先行」，既保留原著喜劇的元素，又更加突出主
要人物的性格，強化愛與自由之可貴這一主題。
劇中的音樂與歌詞，請來黃旨穎與岑偉宗操刀。說起
其中的演唱部分，兩位演員大叫「變態」！「就是變
態，沒有那種激情就唱不到。我很喜歡我自己送給夏夢
娜的一首歌，一首『很核突』的情歌，音樂總監直接寫
：『cheesy love song』——很老土，很難頂，要唱，
還要使出渾身解數。我很enjoy。」朱栢謙說，裡面的
歌曲不停挑戰演員情感的澎湃，「當我瘋狂愛上夏夢
娜，激情就化作一種速度，而那種速度就會出現在歌曲
中——不停地講一些很深情的東西，用一種變態的速
度。」
要用飛快的速度唱得激情滿滿也就算了，居然還時時
要一邊做托舉動作一邊唱，難怪他不停地說要「練大
隻」。整個音樂劇有大量的身體動作，對演員能量的
爆發要求很高。朱栢謙就笑說開始排練前要上形體工作
坊，在形體指導黃俊達的魔鬼操練下，「個個上完都fit
晒。」上完工作坊，全部人都累到脫力，排練卻才開
始。「有一次，給你一張紙，把它揉成一團，然後再展
開扔在地上。然後說：你扮張紙吧。」可以想像，累趴
了的眾人當時應該全部「O晒嘴」。
但也正多得這高強度的訓練，演員能「以戲先行」，
唱得演得。「百老匯的音樂劇有很多熱鬧的歌舞場面，
我們又不是這種形式，而是以戲為先，用形體的提升，
加上劇情和歌曲來表達。對於觀眾來說，也是很新鮮的

體驗。」張國
穎說。

做香港特色音樂劇
從2002年的《邊城》開始，演戲家族就走上創作香
港原創音樂劇的道路，其後的《四川好人》、《白蛇新
傳》、《雪后》、《一屋寶貝》等，逐漸奠定風格。比
較起直接買進外國音樂劇版權進行排演，創作原創音樂
劇成本高時間長，這次的《仲夏夜之夢》也歷時將近九
個月來進行劇本的改編和曲詞的創作。創作完成後的演
出，除了本地數量有限的場次外，在接洽巡演時，又往
往因為人員眾多而受制於預算，難以成行。如此算來，
做原創音樂劇，彭鎮南說「一定虧」，堅持多年，不過
是希望尋找到一條本土音樂劇的發展方向。
「例如《邊城》，鍾志榮的音樂很具本土特色。正正
因為香港是一個中西交融的地方，相比外國做一些有中
國元素的東西，和我在香港做一些中國元素的東西，那
個文化底蘊是很不同的。我們也許也未必百分百明白，
但是就是有那條根的嘛，我們知道中國音樂是怎樣的，
知道南音怎麼唱，味道
在哪裡。知道人的行
動、生活習慣是怎麼
樣。這也是為什麼外國
做中國的東西總是讓你
覺得不倫不類。其實香

港就是有香港的特
色，如果內地做《邊城》，一定不會是像鍾
志榮的這個版本這樣的，不論在音樂上，演員的角色行
為上，都完全會很不同。鍾志榮的音樂就是很modern
的，很香港的，有它的獨特風格。當時也有人批評《邊
城》：人家講湘西的嘛，為什麼沒有湘西音樂？像這些
我就不用理他囉，哈哈，你要看湘西，就去湘西看嘛。
在香港，它就是一個香港的音樂劇。」
做過很多翻譯的音樂劇，張國穎認為原創音樂劇更能

夠去注入自己對於角色的理解，「縱然夏夢娜生活在父
權時代，但裡面所有的料和餡，我們用了永恒不朽這個
重點擺進去，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朱栢謙也認為，不
同的文化也影響了創作模式，外國音樂劇和廣東話的音
樂劇在創作的形式和內涵上都有很大的分別，而要在香
港尋找本土特色的方向，「我們要肩負這個責任，不停
地去實驗」。
早前，演戲家族也策劃了「音樂劇裡的臥虎與藏龍」

計劃，培育音樂劇的詞曲創作
人。「這也是所謂的基建，希望
讓我們音樂劇的創作氛圍可以散
開去，音樂劇的創作技巧可以傳
承。」彭鎮南說。

嬉鬧的《仲夏夜之夢》，是最受歡迎的莎翁劇目之一。今年適逢莎翁逝世四百周年，又正好是本地音樂

劇團演戲家族成立二十五周年。導演彭鎮南乾脆請來新生代作曲家黃旨穎與著名填詞人岑偉宗，將莎翁

這齣充滿奇幻色彩的愛情鬧劇搬上音樂劇舞台，同賀雙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演戲家族提供

音樂劇《仲夏夜之夢》
時間：9月2日至4日晚上8時

9月3日至4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唱盡
音樂劇《仲夏夜之夢》

抵死啜核 款款深情深情
■■左起左起：：張國穎張國穎、、朱栢謙朱栢謙

■■演員排練中演員排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