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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應「台灣月」藝術節來港演出，
何曉玫為觀眾呈獻由過往三部經典

舊作包括《默島樂園》、《擁抱日子》及
《芭比的獨白》改編而成的《默島新樂
園》，主題聚焦於她特別有感的台灣廟會
光怪陸離而辨析度極高的文化符號，以及
對人與偶之間矛盾關係的探索。

現代舞中尋覓真諦
眼前的何曉玫很親切，也很愛笑，可
是小時候的她，卻是個孤獨女孩，笑言
自己活在混沌中，很多事都是憑直覺便
莫名其妙做起來。她從小開始學習各種
舞蹈，民族舞、芭蕾舞都跳過，可是那
時仍未清楚領略到舞蹈的意義。及後到
上大學，她接觸了現代舞，在民族舞與
現代舞之間，她在後者中覓到舒適感，
可自由而獨特地表達自己的所想。「我
知道現代舞對很多人來說都較抽象，但
我覺得沒關係，最重要是自己有感
覺。」
在何曉玫的生命中，其中一個對她影
響很大的人是台灣著名舞蹈家及編舞家
林懷民。「他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人，小
時候我不清楚自己實際上應該做些什
麼，但林懷民老師讓我看到應要追求自
己的理想，他讓我看到『嘩，原來有人
這麼支持你』，也讓我看到自己最大的
優點。」自開展舞蹈生涯以來，何曉玫
編過不少出色作品，如《默島樂園》、
《Woo！芭比》及《紙境》等，把其獨
特視覺意象呈現到觀眾眼前。

呈現台灣廟會文化
《擁抱日子》及《默島樂園》分別創
作於2002年及2006年，距今十多年了。
兩個時期的創作想法想必不同，作為編
舞者，何曉玫亦有拷問自己的內心。
「在這次創作中，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
應要執着保留原來的狀態，還是從更有
彈性的面向去看待我真正想說的事情。
世界變得很快，相對於當年創作時的感
受，我會考慮現在還會有什麼新的角度
值得我去談。」她說。
台灣受日本文化的影響甚深，而何曉
玫亦是在多元文化熏陶下成長，其母深
受日式教育影響，對日本文化很認同，
所以在媽媽的灌輸下，何曉玫從小深諳
日本文化。後赴美國讀書，見識了當地

流行文化，在多元文化撞擊下，她最想
探討的依然是台灣那生猛的廟會文化。
小時候，何曉玫常參加各式廟會活動，
一抬頭便看到很高的人偶在面前晃來晃
去，令她印象深刻。最終這個獨特的文
化符號被何曉玫在2006年以《默島樂
園》呈現出來。「我覺得台灣當時到處
都是一個活動舞台，每個人都好有表演
慾，例如菜市場的小販、站在十字路口
的交警，每個人好像都在尋找自己的舞
台。我在創作時，就很好奇到底台灣的
人性格是怎樣。」
是次來港演出，何曉玫也決定讓觀眾

一起跟隨舞者走上台，尋找自己的「舞
台」。打破觀眾與舞者的距離與界限，
何曉玫安排觀眾隨舞者指引在台上走
動、拍照。「我當時在想，觀眾的角色
是不是一定要和表演者保持距離呢，有
沒有可能邀請他們一起參與？所以我就
作了一個新嘗試。」對於邀請觀眾一起
參與，何曉玫不諱言當中有挑戰與難
度，「我必須考慮到觀眾會不會太高
興，影響到舞者的演出；我也花了一些
時間在想如何引導觀眾，讓他們慢慢知
道自己要幹什麼。」

作品探討女性身份
為了向觀眾還原最真實的台灣廟會文

化，何曉玫讓舞者變成廟會中被放在鐵
牛車上的小孩，而把舞者綁在高高的鐵
棍上。舞者則化身成一個偶，棍子可以
動，舞者可以自轉，而支撐的鐵架則可
以推着走，對於何曉玫來說，把「遊
走」這個元素呈現在舞台上是很重要。

因此，在是次演出中觀眾便彷彿親臨廟
會，與舞者一起在台遊玩，想必會有一
番新體驗！
在何曉玫的作品中，常隱隱透出女性
主義的痕跡，但她並非刻意留痕。對她
而言，她本身就以女性的身份角色存在
於社會中。是次其中一支舞中，何曉玫
特意選擇了五個角色，其中有穿制服的
學生和台灣特有的檳榔西施，前者就是
活在社會規範中的角色，而後者則完全
跳出既定框架，兩者似乎活在永不交接
的極端。何曉玫之所以挑選這兩個角
色，是因為從她的視覺出發，她看到在
台灣的社會中，對於女性是存在不公平
的地方。「學生就是要符合一百分的條
件，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而檳榔西施
則會被看得很低，可是誰敢當？對於她
們而言，除了為賺錢，某程度上也反映
她們對社會的不認同，挑戰社會底
線。」她說。
除了女性主題外，「偶」這元素也常
出現在何曉玫的作品中。對她而言，
「偶」有多層意義，人與偶之間，有一
種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某種狀況下，
我們把它來當作人的替身，是完美、恒
久的一種替代品。而人就沒法永久生
存，偶則可以；人不能完美，偶則可
以。人和偶的關係就變得很有趣了。」
然而除了有趣外，也可以很矛盾。「偶
必須依靠別人的操控才可以動，但人又
往往比偶更備受操控，只要是自主性不
在你手上，你就會覺得自己是隻偶。」
當在思考自己是人是偶時，當中的對換
在我們生活中又確是挺常見的。

她是非洲加納黑人，來到美國這個殘
酷的「鬥獸籠」裡，竟然可以力壓群
雄，出人頭地，歷任幾間世界著名品牌
公司的高層職位，包括蘋果電腦公司屬
下音樂部門的全球消費市場營銷主管。
今年6月，她轉職去網約車Uber任首席
品牌總管，消息轟動全球。
聖約翰（Bozoma Saint John）出生加
納，14歲時跟隨父母移民美國。她父親
原在加納軍隊樂團吹單簧管，來到美國
後努力不懈，繼續讀書深造，1977年讀
完博士學位畢業；就在這一年，聖約翰
出生。她曾經強調，能夠有今天的成
就，全因為父親的事蹟，深深地感動了
她和鼓勵她。
聖約翰畢業於美國名校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系，畢業
後曾任職廣告公司，後來在著名時尚品
牌Ashley Stewart當市場部副總裁，聖
約翰因此而懂得穿衣打扮。加上她那如
模特兒般的高瘦身材，一走出來，已經
光芒四射，令人矚目。
聖約翰在百事飲料公司任期最長，做
了十年，主管百事的音樂和娛樂營銷
部，負責百事贊助的音樂節和頒獎禮。
2014年音樂流媒體推薦平台Beat Music
看中聖約翰的專長，將她挖了過去。

同年，蘋果收購Beat Music，聖約翰
順理成章過度至蘋果，成為Apple Mu-
sic和iTunes的全球消費市場營銷主管。
翌年，蘋果的Apple Music上線，聖

約翰出席蘋果全球開發大會，宣佈蘋果
音樂作出徹底改造，將歌曲加入歌詞，
用戶可以一邊收看一邊跟隨唱。開發大
會上，熱情的聖約翰更登台高唱饒舌
歌，台下觀眾和唱，一時間，她出盡了
風頭。輿論認為，她是少數真正理解科
技和流行文化的人；何況，她是女人，
更是黑人。當時有人推測，她將成為蘋
果下任行政總裁。
誰料到，聖約翰突然於今年6月加盟

Uber。從今年初以來，Uber不斷爆發
醜聞，包括涉及性騷擾、盜取激光雷達
技術、創辦人卡蘭尼克與專車司機口角
爆粗的影片流出、卡蘭尼克公開談性、

高層人員集體召喚陪酒女郎……
卡蘭尼克倡導「拚命工作，縱情
享樂」的企業文化，顯然受到爭
議。他已經辭職。
Uber於2009年創辦，在全球70

個國家、逾400個城市設立運營
網約車業務。Uber如今估值700
億美元，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創業
公司。

聖約翰揚言，她上任後，誓要修補
Uber劣跡斑斑的公眾形象。
聖約翰日前接受《泰晤士報》訪問時
承認，作為一個黑人女子，受到歧視實
屬無可避免。她形容自己像「殘酷的高
跟鞋（女性）裡一股天生力量」，她要
掙扎求存，要奮發圖強。
聖約翰的丈夫四年前患癌病去世，遺
留一女兒由她獨力照顧。她的家在洛杉
磯，Uber總部在舊金山，每星期需坐飛
機（商務客位）往返三次。三次中，就
有兩次會被人質問：「你是否坐錯位
置？」
黑婦坐商務客位，的確令人難以相

信。聖約翰希望消除人們這種歧視觀
念。「如果你的行為好像無精打采，
很自然地，你會對一切都提不起勁。」
她說。

余綺平

黑婦奮鬥史

在2010年，何曉玫創立了
舞團「Meimage」，她告訴記
者，名稱「Meimage」有兩個
解讀方式。第一個是「Mei」
的 「image」 ， 「Mei」 是
「玫」，也就是何曉玫的
「image」。「我的作品是比
較有意象的，包含了豐富的視
覺元素，Mei的 image，就是
我向觀眾呈現的意象」。第二
個解讀方式，是「me」的「image」，「me」指的是
觀眾自己，也就是每個觀眾心裡的image，「觀眾來
看演出時，能從我的想像中找到一些投射，對現代舞
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據何曉玫介紹，舞團現在主要
有兩個核心，除了繼續創作新的作品外，還有就是自
2011 年起推出的「鈕扣*New Choreographer」計
劃。
「鈕扣*New Choreographer」計劃邀請台灣旅外優
秀舞者「回家」，透過海外優秀台灣舞者回台創作演
出、交換國際經驗來培養兼具職業經驗與獨立性格的
編舞人才。「我希望令更多有才華的年輕舞者可以在
台灣被看到，有些人畢業就出去，還沒機會在台灣展
露拳腳，就出去了，可能在海外待一輩子，最後老了
沒法跳才回來，很可惜。實際上，在這十幾二十年
來，台灣優秀的年輕舞者實在很多，流失了是很可惜
的，我沒有太多的能力留他們在台灣，只能做的是每
年辦一個演出，邀請他們回來表演、教學、演講，讓
更多人看到他們的能力，從而有更多的機會。」

《默島新樂園》打破界限
何曉玫帶觀眾「遊」台灣廟會

小時候是孤獨女孩，此刻坐在記者眼前的何曉玫，正談笑風生地說

舞蹈人生。她自小便開始習多種舞蹈，及後在大學時期從現代舞中找

到舞蹈的意義，後來投入編舞工作，舞蹈一直伴着其成長。今次，何

曉玫帶着由經典舊作改編而成的《默島新樂園》與香港觀眾見面，並

打破固有觀看模式，邀請觀眾一起上台參與演出，帶領香港觀眾一起

「暢遊」台灣的廟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何曉玫MeimageDance提供

成立舞團成立舞團

《默島新樂園》演出
日期：10月28日（晚上8時正）

至29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多媒體劇場

以內地著名舞蹈藝術家、孔
雀公主楊麗萍的藝術生涯為主
題的大型學術展覽「孔雀屏開
梧桐山．楊麗萍花園『愛．生
活．時光』」，早前在深圳羅
湖美術館開幕。藝術生涯展以
時間為順序，以愛為主線，由
楊麗萍「藝術生涯」、「生活
美學」兩大部分組成，打破時
間、空間、技術的界限，高度
還原楊麗萍花園生活時光。
猶如落入凡間的舞蹈精靈，

楊麗萍用充滿激情的創造力贏
得超越時間的前瞻性與未來
性。從藝40年，感染一代又
一代的中國人，也驚艷了世
界。在取得巨大藝術成果的同
時，楊麗萍的時尚品味和生活
理念也被大家津津樂道。她獨
具特色的穿着和飾品搭配，以及不斷被媒體曝
出的私宅景致，都成為各大社交平台的熱搜及
人氣話題。獨有的楊麗萍風格也成為「中國
風」、「民族風」最佳載體之一。
這次藝術生活展是楊麗萍從藝40多年來最高

規格的集大成藝術生活展，由楊麗萍「藝術生
涯」及「生活美學」兩大部分組成。藝術生涯
展以時間為順序，以愛為主線，從《雲南印
象》到《十面埋伏》再到《孔雀之冬》，通過
文獻、影像、裝置等全方位地展示楊麗萍這位

從雲南走出來的藝術精靈，
40多年一步步走向全國、
走向世界的藝術之旅。生活
美學展打破時間、空間、技
術的界限，還原楊麗萍花園
生活時光。多年來享譽世界
的作品《孔雀》，來自楊麗
萍藝術館典藏級的服飾，展
示出她對生活、對時尚的獨
到審美和理解。
楊麗萍向記者表示：「楊

麗萍花園實際是生活範圍，
這些作品都是40多年裡面
的創作，這次大家看展覽時
就會看到歷程。這些作品群
的來源，創作靈感和生活結
合的點點滴滴，通過展覽就
可以了解。生活也是藝術，
希望能把生活的藝術和大家

分享，能一起在生活裡找到美的感覺，跟自然
貼近的感覺。」
「楊麗萍花園——愛．生活．時光」藝術生

活展深圳站，將展覽至下月19日，免費向公眾
開放。展覽期間，全球孔雀迷及藝術愛好者可
攜家眷及友人前往南國梧桐山下的羅湖美術館
見證「孔雀屏開」，在這場「愛、生活與時
光」的律動中，全方位了解孔雀公主楊麗萍至
臻至純的藝術之旅，探尋永恒藝蘊所在。

文、攝：郭若溪

「楊麗萍花園」藝術生活展在深開幕

■■聖約翰為黑裔婦女吐氣揚眉聖約翰為黑裔婦女吐氣揚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麗萍花園楊麗萍花園」」藝術展全方位藝術展全方位
展示楊麗萍的藝術生涯展示楊麗萍的藝術生涯。。

■■楊麗萍談生活也是藝術楊麗萍談生活也是藝術。。

■在《默島樂園》演出中，觀眾可走上台與舞者一起
遊廟會。

■「人偶」在何曉玫的舞蹈中是重要元
素。

■■《《默島新樂園默島新樂園》》綵排現場綵排現場。。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何曉玫自言在舞何曉玫自言在舞
蹈中找到自己的潛蹈中找到自己的潛
能能。。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在《芭比的獨白》中，「芭比」以手
中探照燈帶出身體觀看焦點。

■■在在《《默島新樂默島新樂
園園》》中中，，舞者被置舞者被置
在高高的鐵架上在高高的鐵架上，，
模仿廟會的情景模仿廟會的情景。。

■舞蹈作品《擁抱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