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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
道）由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傳播交流推
廣項目《大夢敦煌》，早前已遠赴德國
開始交流巡迴演出，預計48天演出22
場，並會橫跨漢堡、不來梅、勒沃庫
森、漢諾威以及法蘭克福等九個城市，
演出截至本月24日為止。其間跨越了中
國的「春節」，也意味這次巡演開啟了
在德國的「春節」之旅。
素有中國版《羅密歐與朱麗葉》美譽

的《大夢敦煌》，講述青年畫師莫高和
少女月牙的淒美愛情故事。儘管這台舞
劇有超過100人的演出隊伍、有滿滿三個
集裝箱的道具，但它依然使演出商愛不
釋手，因《大》劇承載的中國文化含量
和中國精神風貌無與倫比。本劇目舞台
佈景氣勢宏大，演員服裝精美絕倫，背
景音樂古樸典雅，舞蹈編排獨具匠心，
無論是演員的衣着打扮還是群舞，均體
現出明顯的中國西部特徵。箏、塤、琵

琶、簫管等中國傳統樂器加入到管弦樂
中，進一步烘托出遼闊、雄渾、粗獷、
蒼涼的主題音樂。男女主角的獨舞與雙
人舞或豪放、或纏綿，引人入勝。而敦
煌壁畫的輝煌展現與全體演員的謝幕，
成了整場演出的高潮。

半年打造演出陣容
近年來，中德文化交流愈見廣泛，兩

國旅客也常把對方列為旅遊目的地。在
德國，愈來愈多的德國民眾開始對中國
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學中文、看中國文
化展、觀看具中國民族特色的演出，在
德國已漸漸形成一種流行趨勢。
針對此次赴德演出，蘭州演藝集團常

務副總經理程紅此前在巡演發佈會上表
示，此次赴德盡可能讓更多的德國觀眾
接觸中國文化，了解敦煌文化，讓經典
的藝術作品成為兩國民眾溝通的橋樑和
紐帶。同時，程紅指出鑒於德國很多劇

場建成時間早、舞台
設施的硬件配套簡
單，並不符合當今大
型舞台劇演出需求的
客觀現狀，自去年7
月開始，已專門針對
《大》劇這次德國巡
演對演員進行強化訓
練，並對演職人員作
考核配置，確保演出
質量和藝術水準，以
順利實現這次傳播交
流演出。

半世紀前，風流倜儻的駙馬爺—斯諾頓
伯爵，陪伴丰姿綽約的瑪嘉烈公主訪問香
港；他們去利舞臺看粵劇，去海運大廈主
持開幕典禮，轟動一時。想不到，這段童
話式的愛情卻以離婚收場。公主逝於15年
前，對她恨之入骨的駙馬爺亦於上月病
逝，他們遺留下來的故事愈說愈精彩。
斯諾頓伯爵的死訊刊登英國報章頭版，
標題大多以「叛逆」和「縱慾」等負面字
眼來形容他。駙馬爺若泉下有知，想必會
彈身而起作自辯。
斯諾頓伯爵於1930年出生在威爾斯一個
律師家庭，他在嗷嗷待哺之時父母已離
婚，小學被送往貴族學校伊頓公校，過着
孤獨的寄宿生活。據斯諾頓伯爵回憶錄提
及，他患有小兒麻痹症，得不到父母關
懷；16歲那年重病入醫院住了半年，已改
嫁的母親從未探望過他。
媒體認為，斯諾頓伯爵的童年陰影，導
致他成長後性格上的寡情薄幸，和生活上
的放蕩不羈。
在劍橋大學建築系讀了兩年，斯諾頓伯
爵發覺自己志不在此。他退了學，任職攝
影師，活躍於社交界，專門替那些紳士淑
女和明星歌星拍照。他的俊俏外貌和風趣
幽默，吸引了無數女顧客，據說，連男士
也鍾情於他。
1956年查爾斯王儲八歲生日，斯諾頓伯

爵應邀替他拍生日照，首次邂逅貌美如花
的瑪嘉烈公主。當時公主已26歲，因為
早年與離婚的皇室侍衛湯森的一段情，遭
皇室反對而被迫拆散，一直耿耿於懷，未
打算再拍拖結婚。但她碰上斯諾頓伯爵
後，情根難拔。
當時斯諾頓伯爵租住泰晤士河畔一個簡

陋小單位，據說，身嬌肉貴的公主經常偷
偷地夜訪他。有一次，她還帶上母親皇太
后同行。
1960年兩人結婚，誕下一子一女。結
婚初期兩人依舊活躍社交界，與明星歌星
開派對，夜夜笙歌。到了後期，各自去偷
歡。這段婚姻維持18年，以性格不合為
由離異。
斯諾頓伯爵性格不受束縛，難以忍受宮

廷裡種種規限。據說，宮中連侍從也看不
起他，稱呼他為「那個叫鍾斯的男人」。
侍從每天送早茶入房，只捧一杯給公主；
晚餐桌上，公主沒吃完，他不能離開。公
主吃完了，他也要停吃。駙馬爺為了擺脫
宮廷約束，轉而專注外間工作，例如替倫
敦動物園設計鳥園，替《泰晤士報》任攝
影記者。
《獨立報》的訃聞指出，童話婚姻的結
束，雙方均有責。公主的野蠻任性和脾氣
暴躁，早已惡名遠播。據說，駙馬爺忍無
可忍之下，將她的惡行逐一詳列，字裡行

間充滿憎恨。這張「罪狀」被公主發現，
兩人借酒醉大吵一頓，感情再無法挽救。
不久，公主被傳出戀上一位比她年輕17
歲的園藝設計師。斯諾頓伯爵和公主於
1978年離婚，他隨即與傳出戀情多年的女
助手結婚，婚後幾個月二人的女兒便誕
生。這段婚姻最終也離異，女方實在無法
容忍他到處留情。
斯諾頓伯爵一直從事攝影業，擔任《每
日郵報》攝影師達30年。他和皇室保持良
好關係，2006年英女王80歲誕辰時，他還
應邀去替女王拍生日照。
他離世後，媒體以惡毒字眼形容他，對
他並不公平。

余綺平

放蕩不羈的駙馬爺
舞劇《大夢敦煌》德國巡演

黎小傑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完成本科和
碩士學業，從小便對藝術產生濃厚興趣的
他，表示自己一路走來的「藝術道路」並非
十分平坦。「從小我便熱愛畫畫，也很嚮往
讀藝術，然而家人希望我讀設計，所以我便
到北京學習一年的設計。但後來發覺自己始
終都是喜愛讀藝術，便考入北京中央美術學
院。」
縱然在北京已生活了一段時間，但對小
傑來說，「唐樓」的天台是他創作的泉源。
是次展覽的數幅作品，描繪的正是小傑眼中
的「唐樓」天台。小傑的作品以粉灰調為
主，從一個俯視的角度把天台這個頗為私密
的風景展現在觀眾眼前。恬靜而淡雅，是小
傑的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構圖方面，小傑

選擇以方形地磚「鋪滿」整個畫面，以營造
一個百分百的俯視角度畫面。為何天台對小
傑如此有吸引力？除了本身因小傑居於唐樓
外，對於城市一些隨機生成的狀態，他表示
十分感興趣。「我筆下所畫是澳門一些較為
私密的風景，而今次展出作品所畫的對象是
天台的風景。天台反映了每個家庭的生活狀
態，各人對待這個空間的方法不盡相同。」
小傑說。
仔細留意畫面，便會發現小傑十分注重
繪畫一些不經意的生活痕跡。階磚上的水
漬、污漬以至一些被潑了漆的位置，都一一
展現在畫面上。「對於生活上不經意遺留下
來的痕跡，我都很刻意地再描繪出來，我是
十分注重這些狀態的。」

澳門青年藝術家

在這個如「白盒子」的當代藝

術空間內，擺放了三位澳門藝術

家的作品，它們安靜地在畫廊內

各佔一方。其中兩位藝術家以布

面油畫為創作媒介，而另一位則

是紙雕塑，雖然三人的作品風格

和媒介各不相同，但擺在一起卻

配合得恰到好處。李英維、黎小

傑及許曉楓均生於澳門，但都在

外地接受藝術培訓，即使作品風

格迥異，但這三名藝術家對「空

間」的概念有着各自的詮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主辦機構提供

由畫廊Contemporary by Angela Li及
澳門視覺藝術產業協會合辦的「軟

碰撞──來自澳門的青年藝術」展覽，承
接去年京港滬三地巡展的「微元素──澳
門當代藝術進行時系列展」之線索，繼續
探討澳門藝術家與外地人文環境的互動成
果，亦使香港觀眾不用「過大海」也能細
味海岸另一邊的文化藝術。
今次展覽名為「軟碰撞」，用意為何？
據展覽策展人楊秀萍介紹：「『軟碰撞』
其實經歷了三層的碰撞，首先是三位藝術
家自身的一個文化碰撞。因為三位藝術家
均有一個相同點：在澳門長大，而在異地
接受藝術教育，各人均經歷了異地的文化
碰撞；其次是地方上碰撞，因為是澳門藝
術家到香港舉辦展覽。最後是藝術家之間
的碰撞。縱使三位藝術家風格不相同，但
彼此間的作品又碰出一番火花。」

李英維：藝術可以科學化

許曉楓(Ann)在加拿大接受西方版畫藝術
教育，對於藝術創作，她選擇用一種較特別
的媒介──紙雕。於澳門長大的Ann，及後
移民加拿大，因經歷兩地文化的碰撞，使得
像「家」、「文化」、「身份」這些概念經
常展示在作品之中。Ann的紙雕作品色調主
要為白、灰，這樣的顏色運用，是因紙雕的
技術問題，還是有其獨特的理念？Ann說：
「我選用這種色調，皆因我想營造一種疏
離、孤獨感。」是次展覽其中一件作品為
《無題》，四肢分離、白色的「人」躺在地
上，沒有任何支架支撐住；另一件作品
《Vagrant》同是躺在地上，沒有臉部，問
及為何兩件作品均是不完整、有缺失，露出
如此特別的「空間」，Ann答道：「我常會
挑戰傳統的美學概念，也常常打破『完美』
的概念。」
究竟紙雕的創作過程是如何呢？Ann解

釋：「首先我會利用動畫軟件畫出3D模
型，然後再把它變成平面圖，再列印在紙
上，最後組裝起來。」做法看似簡單，卻需
花費不少工夫。據展覽策展人楊秀萍介紹，
Ann的一件作品可用上數年時間來創作，例
如作品放上一個角落的位置亦十分講究技
術。

自小便開始畫畫的李英維，笑言當年中
學畢業後便尋覓何處可學習美術，他表示當
年只知道廣州有個地方是可讓人24小時畫
畫，遂投考廣州美院。英維的作品以抽象的
形式描繪「空間」、「頻率」。是次展出的
《次元序列》系列作品，以冷色調的運用配
以層層疊加的幾何圖案，探討平實空間與虛
擬空間的軌跡。
「『頻率』是西方一個很學術性的概
念，我對這概念很感興趣。」英維說。「此
系列的作品我加入很多人造元素，每幅畫都
有不同的形狀，皆因幾何形狀是一樣人造的
東西。此外，還有人造光的顏色，例如一些

較為熒光的顏色，或是白天看不到的顏色。
我利用不同的幾何形狀，一層一層地疊加上
去，慢慢歸一，變成一個頻率。」
英維的作品顏色以冷色為主調，他自言

該色系的運用，使人產生安靜而舒服的感
覺，而顏色的漸變，則代表空間的落差感。
原來英維對於顏色使用的靈感是源自霓虹
燈，有時用手機上網看到喜歡的顏色，也會
記錄下來。走近英維的作品，仔細地觀察，
會發現一些線條的痕跡，原來這是英維在創
作時遺留下來的。「畫中的幾何圖案並非隨
意便能畫上去，我需要進行逐步計算。其實
藝術也可以很科學的。」英維說。

黎小傑：唐樓天台作靈感

許曉楓：「人類」紙雕探索情感

■李英維系列作品《次元序列》。

■《Vagrant》也是許曉楓創作的紙雕。■黎小傑作品
《內園逐涼》。

■另一幅則很有軸射線的
觀感。

■黎小傑格外鍾情天台的模樣。

■許曉楓最新作品《無題》。

■■策展人楊秀萍策展人楊秀萍((左三左三))、、香港畫廊協會副主席李安姿香港畫廊協會副主席李安姿((右三右三))及學術顧問莫偉康及學術顧問莫偉康((右一右一))偕三名藝術家合照偕三名藝術家合照。。

■■刁蠻公主與風流駙馬刁蠻公主與風流駙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夢敦煌大夢敦煌》》劇照劇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三重碰撞演三重碰撞演繹繹「「空間空間」」概念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