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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岳悅）由德清市政府
與《鳳凰周刊》合辦的「中國鋼琴之鄉走進香
港」活動日前舉行，浙江德清縣洛舍鎮代表分
別贈琴予香港基督教勵行會基層兒童福利項目
及解放軍駐港部隊，此舉不僅標誌德清鋼琴進
入香港市場，也是以香港為起點向全世界推廣
的開端。
浙江德清縣洛舍鎮有「中國鋼琴之鄉」的美

稱，據德清縣委副書記兼德清縣縣長王琴英介
紹，洛舍鎮有近七成人從事與鋼琴相關的工
作，而中國每五架鋼琴中就有一架產自德清，
該鎮未來目標是將德清打造成全國知名的鋼琴
製造基地。德清縣鋼琴文化協會會長沈月強則
表示，製造鋼琴的同時還將推動鋼琴教育、文
化產業、旅遊開發等項目建設，走產業與文化
共同興鎮的道路。
知名鋼琴家劉詩昆現場用德清鋼琴演奏歌劇

《卡門》選段，不久前去過德清鋼琴廠參觀的
他表示自己在彈鋼琴的同時，同樣關注鋼琴的
製造業，「鋼琴對於鋼琴家，就如同武器對於
士兵一樣重要。」他提到：「全世界學鋼琴的
熱潮以華人為最，香港學琴的絕對人數在全國
居首位，但傑出的演奏人才卻不足。」
「鋼琴王子」陳雋騫、「鋼琴神童」李佳琦

和波蘭鋼琴家亞瑟．亞當．杜克維奇（Artur
Adam Dutkiewicz）亦於現場演奏。陳雋騫今次
因應德清的地理位置而選擇了曲目《平湖秋
月》，三歲上音樂班，五歲學鋼琴、小提琴的
他原來從小便練就了統籌兼顧的本領，他笑稱
自己已將彈琴、做生意及參加慈善活動結合為
一體，「現在較少去商場演奏，會請支持我的fans出席慈善音樂會。」談及對
琴童的建議，他說：「關鍵是多聽及每天堅持練琴，家長則不必抱着功利心
去督促，現時鋼琴已不再具有升學加分優勢。」

每年講授中國戲劇史，湯顯祖和金聖嘆都是最令人雀躍的課題。事關
湯顯祖和金聖嘆分別是創作人和評論人的夢想。湯顯祖的《臨川四夢》
固然以一個「情」字寫下「明傳奇」里程碑，金聖嘆的「金批才子書」
更是評論人才情如何照亮作品的示範作。湯顯祖的作品和事跡在逝世四
百周年的2016再度被注視，傳說湯顯祖在1591年的一次訪澳「自由
行」，為後來撰寫《牡丹亭》帶來靈感。1598年問世的《牡丹亭》柳夢
梅部分，如第六齣〈悵眺〉、第廿一齣〈旅寄〉、第廿二齣〈謁遇〉，
均出現「香山奧」或「香山嶴」的描寫。「香山奧」或「香山嶴」，也
就是今天的澳門。2016澳門國際音樂節《香山夢梅》，就以這段事跡為
故事骨幹，想像出1591年湯顯祖在澳門與葡籍女孩的一段似有還無的
感情，為《牡丹亭》編作前傳。
《香山夢梅》是一齣原創的三幕室內歌劇，以普通話為創作語言。三

幕結構類近於中國傳統說書話本的入話、正話、結詩。「入話」引述湯
顯祖對「情」的重視，藉湯第一身強調情之所至，「生可以死，死可以
生」的核心情志。故事收束時，backdrop投影出現《牡丹亭》〈尋夢〉
的著名唱辭，並以此為「結詩」。《香山夢梅》的「正話」部分，原是
回憶舊事，內容大部分皆從《牡丹亭》若干片段和故事內容「後設」而
來。包括湯顯祖在葡萄牙人進佔澳門約四十載時，在澳門邂逅葡籍女孩
瑪利亞。湯顯祖不諳葡文發音，折衷把瑪利亞喚作「梅」; 瑪利亞同樣
不懂中文，戲稱湯為Tom Joe。湯為感謝梅答應做嚮導帶他遊澳，送上
細細柳枝作見面禮。因此，「柳」即是湯的自稱。「柳夢梅」三字，也
就是一段異國情緣的密碼。
有說《牡丹亭》乃是第一部把西方人物和商品搬上中國傳統戲曲舞台
的作品。《香山夢梅》的「正話」第一場，即把湯顯祖置身於當時澳門
港的市集中，點明澳門的商賈文化與中土迥異。16世紀的澳門，歷史上
的確是龍涎香的重要採購點，市集中的香料、酒水等極受歡迎。歌劇中
的湯顯祖對新鮮的繁華世界相當好奇，樣樣都想要卻身無分文。於是，

《香山夢梅》借題發揮，謂善心葡女瑪利亞同情湯無財無伴，領着湯到
葡萄牙天主教來華傳教的第一座教堂大三巴祈禱。這部分明顯取材自
《牡丹亭》對「大三巴牌坊」的記載：「一領破袈裟，香山墺裡巴。多
生多寶多菩薩，多多照證光光乍。小生廣州府香山墺多寶寺一個主持。
這寺原是番鬼們建造，以便迎接收寶官員。茲有欽差苗爺任滿，祭寶於
多寶寺菩薩前，不免迎接。」（二十二齣〈謁遇〉）
《香山夢梅》讓「梅」在唱辭中向湯解釋聖母、聖嬰的故事，謂聖母

襁褓中的嬰孩，後來流盡寶血成為世人的救主。湯似懂非懂，「梅」於
是帶他到井邊看井裡二人的倒影，解說真幻、夢覺之間難以說得清，你
說現今是真，豈知來日才是真，此刻只是夢一場？又或許夢才是真，覺
才是夢？《香山夢梅》把這一場的「夢覺之辯」，鋪墊為《牡丹亭》
「夢中人」、「夢中情」、「幽媾」的基調，把夢境比人間世更無邊無
際、任人馳騁的真意道出。說不定湯顯祖亦有所觸動，在後來《牡丹
亭》男主角柳夢梅的背景大造文章。柳夢梅既是柳宗元的後代，也是嶺
南書生，就近到澳門尋找到欽差苗老爺的資助，才得北上趕考。《香山
夢梅》的「梅」在歌劇一直沒有忌諱早有愛郎，可惜因戰事未能團聚，
末段毅然放下一切赴歐尋人，臨別時贈送湯顯祖自畫像一幀。匆匆一
別，七年後傳來「梅」的死訊，才知死生契闊，湯惟有沉醉於畫中人。
這又彷彿故意讓湯迷胡思亂想，未許不是這畫卷，才有了「拾畫」「叫
畫」的柳夢梅。
想當然的是，《香山夢梅》有着在歌劇唱辭與《牡丹亭》原辭之間，

穿越中西古今說唱來遊戲的意思，縱是「後設」亦盡量牽繫到湯顯祖的
詩文劇作。「梅」作為湯顯祖和《牡丹亭》前衛意識的繆思，《香山夢
梅》大量運用善於抒情的詠嘆調，配以白話、敘事為主的現代文辭。最
後，《牡丹亭》〈尋夢〉的唱辭在舞台投影中如雪片墜落──「花花草
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Tom Joe永遠
是紅塵中的折柳人。

文：梁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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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湯顯祖與澳門的情與事
─澳門國際音樂節《香山夢梅》

德清鋼琴走進香港
劉詩昆稱港學琴人數全國居首

「開幕戲《大雞》戲票五分鐘售罄，林兆
華監製的《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

第十八隻駱駝》開票四十分鐘賣空五
場……」賴聲川見到記者，忍不住先炫耀了
一下今年烏鎮戲劇節的「戰績」，他的《水
中之書》是本屆戲劇節的閉幕大戲，早已一
票難求。「在別的地方，觀眾買票看大腕
兒，要麼導演是大腕兒，要麼演員是大腕
兒，票才好賣；而我們這裡，哪怕是青年導
演的作品也很好賣票，因為大家覺得，能上
烏鎮戲劇節的舞台，戲肯定棒，這是我覺得
最驕傲的。」
由於烏鎮戲劇節實行的是藝術總監輪流
制，從去年開始，賴聲川將戲劇節藝術總監
的接力棒交給了孟京輝，極其鮮明的「孟氏
風格」為戲劇節帶來了很多世界當代前衛作
品，也讓不少戲劇愛好者大呼過癮。「今年
孟導邀請了很多東歐的劇團，都是在國內其
它戲劇節上看不到的劇本，給我也帶來了不
少靈感。」
在賴聲川看來，烏鎮戲劇節之所以能一年
好過一年，就在於堅持「藝術家辦節」的原
則，不管什麼主旋律，不管什麼票房，純粹
讓藝術家掌握話語權。「我跟孟京輝、黃
磊、田沁鑫等幾位烏鎮戲劇節的組委會成員
有一個微信群，半年前就開始討論今年請什
麼戲，有什麼新的特色和內容，我特別感動
的是，大家都是那麼忙的人，但但凡群裡有
人提出與戲劇節相關的疑問，十分鐘內一定
有人回覆，引發新的探討。」

閉幕大戲靈感來自香港
作為烏鎮戲劇節的常任主席，每年賴聲川
都會為戲劇節帶來一部作品，今年是與何炅
合作的《水中之書》，講述了「快樂學」老
師何實一次奇妙的人生經驗、一次真正的心
靈之旅。作為《快樂大本營》的主持人，何
炅多年來在節目中給觀眾們帶來歡樂。《水
中之書》中的「快樂專家」何實，既不搞笑
也不搞怪，甚至略有點憂鬱，這個嚴肅的、
會流淚的何實，將推翻何炅之前留給觀眾的
固有印象。
2009年，受香港話劇團之邀，賴聲川帶領

劇團的演員完成了話劇《水中之書》的集體
即興創作，該劇的靈感就來自賴聲川與丁乃
竺共同翻譯的馬修的《快樂學》一書。「當
時正值金融海嘯，我走在中環，發現每個人
臉上都沒有笑容，愁眉苦臉，就覺得香港是
不是全世界最不快樂的城市？因為大家都太
跟物質掛在一起，物質垮了之後，所有人都
受到影響，所以我開始寫一個關於快樂的
戲，慢慢就演變成《水中之書》。」
其實所謂「水中之書」，是指如果你在水

裡寫字的話，文字會稍縱即逝，消融於水。
「那是水對於生命的一種境界，過去發生的
事，記憶中是否能夠讓它就這樣消融？」賴
聲川說，這是一部很有感情的作品，一個
「很心痛地寫出來的故事」。

表達社會焦慮能出好作品
對於戲劇的未來十年，賴聲川表示出審慎

的樂觀。「隨着人們經濟水平的提高，對藝
術的嚮往也會越來越多，但我們要看到，目
前國內戲劇自創能力不足，很多都是抄襲國
外的藝術，或者單純為了票房考慮去走低俗
的搞笑路線，把劇場當成一個廉價的賺錢商
品，這是一個危機。」
「真正嚴肅的戲劇是有市場的，只要你能

做得好看又有深度，但這確實很難，國內能
不能做出一個百老匯這樣的演出形式，我一
直拭目以待。」賴聲川坦言，香港現在的社
會比較焦慮，年輕人都在向內看，尋找自
己，而人們尋找自己的過程中它的藝術也會
這樣表現。「焦慮的社會可以做出很多帶有
nervous energy的作品，這是其它地區所不具
備的條件。」

烏鎮戲劇節烏鎮戲劇節
小橋流水間的戲劇狂歡小橋流水間的戲劇狂歡
「如果你問我一年裡面最想去哪個戲劇節，我會說我最想去烏鎮戲劇節。」甫一落座，賴聲

川就給了戲劇節一個不菲的評價，作為烏鎮戲劇節的發起人之一，他曾經腆老臉四處求一些

優秀的劇團來烏鎮演出，最後還是靠朋友幫忙才撐下了第一屆戲劇節。如今四年過去了，烏鎮

戲劇節已經成長為亞洲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戲劇節之一，也成為小橋流水間一場藝術與普通老百

姓的狂歡。

在短短的十天裡，來自中國內地、德國、法國、俄羅斯等13個國家和地區的22台特邀劇目

陸續登場，穿梭於小巷水岸的「古鎮嘉年華」表演團隊也用近2000場次的演出時刻點燃小鎮

的狂歡節奏。此外，最具烏鎮戲劇節特色的「青年競演」單元、6場小鎮對話、5個戲劇工作

坊、3個戲劇主題展覽和5場戲劇峰會，共同勾勒出烏鎮戲劇節多姿多彩的戲劇風貌，構建烏

鎮戲劇生態。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茅建興 浙江報道

在全球戲劇節範圍內，烏鎮的「青年競
演」單元是獨有的，由於好戲太多，今年青
年競演的劇目從12個增加到了18個，陳明
昊、吳彼等從「青年競演」走出來的青年戲
劇人才，已經接棒中國戲劇發展新主力。作
為第一屆戲劇節青賽大獎得主，陳明昊導演
的作品《大雞》成為今年烏鎮戲劇節的開幕
演出之一，開票首日五分鐘售罄全部場次的
門票。
「這裡面所有的音樂歌詞都是我們自己創

作的，這是我們第一部音樂劇作品，當然希
望能夠被認可，有一天能夠商演。」中央戲
劇學院的大三生利建磊是烏鎮戲劇節青年競
演環節入圍的 18 部戲劇中，音樂劇《送
終》的導演，這部規模超小的劇目，一共就
5位演職人員：3位演員，1個導演，1個編
劇。

為什麼會選擇烏鎮作為自己處女作的登場
之地？「答案毋庸置疑，烏鎮戲劇節現在是
中國最好的戲劇節，因為這裡從一開始就有
中國最好的戲劇人做評委，這裡的戲劇氛圍
對年輕人來說，既寬容又殘酷，他給了你最
好的舞台，又會讓你迅速發現自己的差
距。」
「中國戲劇需要年輕人，我已經四十五六
歲了，在評委裡還屬於比較年輕的，我們需
要一撥師兄、師姐級的人，而不是老由師叔
師伯在這兒叨叨。」《鐵齒銅牙紀曉嵐》的
編劇史航認為，烏鎮提供了中國青年戲劇的
孵化空間，在他看來，很多先鋒戲劇的主創
像春蠶，雖然未來可以帶給世人美麗的絲
綢，但現在軟弱無力，他們需要資源，而烏
鎮戲劇節的氣質和調性正給了他們其他城市
都不能給予的資源。

在烏鎮戲劇節期間，如果你漫步在烏鎮西
柵景區的街頭，可以看到川劇變臉表演，也
可以目睹高蹺恐龍巡遊而過，相聲、民樂、
街頭藝術等多種戲劇形式「混搭」在烏鎮。
為了讓更多沒有買到票的戲劇愛好者感受戲
劇魅力，從第一屆起，烏鎮戲劇節就在西柵
街頭安排了免費的嘉年華巡遊，三年間，近
4,000場嘉年華表演吸引了863,000多位遊客
參與互動。
今年，西柵景區更是搭建了開放式舞台，
讓主創們走出劇場，在烏鎮的小橋流水間與
觀眾親密接觸。江漢大學國王小丑劇團演員
王秀柔坦言，雖然沒有燈光沒有舞台效果，
但是會有觀眾給你很熱烈的反應，情緒傳達
的可能比在劇場裡面傳達的來的更真實。

孟京輝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曾說過，烏鎮戲
劇節是最好玩的戲劇節。「我的烏鎮就是：
起床，玩兒，吃好吃的，看戲，看戲，愣神
兒；喝咖啡，吃好吃的，看戲，看戲，吃夜
宵；喝酒，混沌，胡侃，暈醉，睡覺，做
夢。」每天白天的戲結束，臨河而建的咖啡
館裡坐滿了文藝青年，就剛剛看完的戲發表
不同的看法。到了晚上的戲結束，西柵為數
不多的幾間夜宵店也是人滿為患，大家把酒
聊戲，不醉不歸。
誠如烏鎮戲劇節主席、烏鎮旅遊股份有限
公司總裁陳向宏在開幕式上所說的：「烏鎮
戲劇節越來越顯示出一個特點，戲劇節不是
一個簡單的文藝節慶，戲劇節跟小鎮結合，
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

最好玩的戲劇節

最扶植年輕人的戲劇節

■劉詩昆壓軸演奏《卡
門》樂章。 張岳悅攝

■陳雋騫（左）讚李嘉琦
手指靈活。 張岳悅攝

■嘉年華演員與人群互
動。 浙江傳真

■■小鎮內隨處可見的小鎮內隨處可見的
大師旗幟大師旗幟 浙江傳真浙江傳真

■賴聲川 俞晝 攝

■何炅受邀出演《水中之書》 浙江傳真

■■烏鎮古鎮嘉年烏鎮古鎮嘉年
華華 浙江傳真浙江傳真

■烏鎮古鎮嘉年華
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