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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受特區政府駐漢辦的邀請參與「閃耀香港2018」系列文化活動，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在武漢上演

由七個經典節目組成的現代舞《棱·角》。「雷動天下」藝術總監、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藝術總監曹誠淵與武漢觀眾分享

了自己對現代舞的看法，以及近三十年在中國發展現代舞的酸甜苦辣，追問道：「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應該如何跳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實習記者曾媛武漢報道

曹誠淵曹誠淵：：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如何跳舞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如何跳舞？？

去年12月，「香港文化帶路會議2017」包
攬四城文化人，討論亞洲地區的文化交流。
2018進念·二十面體再接再厲，積極探索香港
發展「亞洲文化智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
香港改善文化政策、開展文化智庫的研究之
先，除了需要更多實踐型文化智庫協助政府及
有關機構，發展創新文化政策，發掘、培育下
一代具視野的藝文人才，和他們織就的文化網
絡，尤為重要。剛於10月中旬完成的「香港帶
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雖說只是短短兩
天，在籌備上卻較之前一年更有想法，主要在
三個層次上為「亞洲文化智庫」作準備。
首先是第一層次。早於2018七月份，進念以

香港藝術文化交流人才為前提的培育計劃「文
化智庫考察及工作坊」開展，招募十位分別為
獨立文化人及九大藝團、政府藝文部門的藝術
行政人員，在九月初參與為期七天的「帶路城
市文化考察團」，赴吉隆坡和檳城訪問當地智
庫組織、其發展項目及馬來西亞各文化機構，
了解亞洲最新藝術文化發展和智庫工作；建立
網絡，為拓展未來項目合作，播下種子。考察
團成員完成訪問後，須出席多個主題講座、帶
路藝術大師班及撰寫文化智庫研究報告，透過
出訪大馬多個文化組織，進行兩地性質類近組
織的比較研究，分析資源比例、營運透明度、
人才培育理念及決策過程等。
第二個層次則是組織新加坡、北京、上海、
深圳、台北、高雄、台南、香港、澳門等地的
十五位青年亞洲研究員，集思智庫如何影響文
化政策的多個面向，包括資助、教育、研究、
法律、人才、基礎設施、與大學之間的合作。
他們不但圍繞自身所處的城市、所關心的藝文

發展課題、以所屬文化組織為立足點出發，各
自發表一篇與大學/基金會/人才培育/文化交
流有關的論文，亦需事先就着進念藝術總監榮
念曾所提出的八個關於智庫的文化問題(按：基
金會、大灣區城市、大學教育、歐亞文化交
流、博物館發展、港滬關係、中國50個文化藝
術中心及東盟問題)，詳述見解，雙語刊於場
刊。他們也於會議前一周抵港，分組提出四個
具體的「雙城或多城交流方案」，在「香港帶
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上正式發表。
第三層次亦是最重要部分，即是主題為「文

化智庫」、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舉辦的「香港
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10月19–20
日）。兩天會議中，歐美、亞太區、大中華地
區的專家、學者、藝術家、智庫單位，分別從
(1)官方文化機構及行政機關、(2)文化基金會、
(3)大學、研究組織及智庫、(4)文化藝術服務機
構及前線藝術團體，探討如何共同發展「一帶
一路」文化智庫。其中官方文化機構及行政機
關組別，探討如何支援制定和執行文化發展的
政策，以及促進亞洲跨文化帶路智庫的成立。
大學、研究組織及智庫組別，討論如何推動文
化藝術及藝術教育的發展。文化前線組織組
別，談長期研究文化前線組織籌辦推動文化發
展的活動和培訓視野的文化交流人才。大會並
安排與會者於會後，觀摩日惹、金邊、上海及
台北的帶路藝術家演出。
「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中，芸

芸與會者所代表的組織，以馬來西亞Think
City最接近城市文化智庫的雛型。於2009 年
由馬來西亞政府國庫控股成立，專注歷史名城
重建。以社區主導、合作共贏的方針活化檳城

喬治市的焦點項目，取得豐碩成果。不單與當
地及國家機構建立了良好關係，更開啟了與當
地及國際夥伴合作的窗口。時至今日，Think
City 致力與地方政府、社區組織、私營機構及
全球專家，攜手試驗、策劃及執行城市活化項
目。Think City 的合作夥伴包括：亞洲航空基
金、花旗集團基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英國
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
儘管香港的文化背景與大馬不盡相同，「亞

洲文化智庫」的規模和組織架構，亦與「地方
文化智庫」的考慮不一樣。在這個文化背景
下，香港作為亞洲的一個國際城市，不妨因應
特有條件，朝向未來「亞洲文化智庫」先行者
角色發展。文化交流上，成立綜合表演中心或
研究中心，促進香港以至海外其他藝團及場地
的網絡關係、創作發展、人才培育、社會參
與。此外，特別需要開發研究、館藏、教育及
開拓、扶植香港文化藝術品牌、擴闊政策背後
的思考深廣度和人文精神，才是在「亞洲文化
智庫」發展上首先要做的功課。目前「亞洲文
化智庫」的推動，以至香港文化發展遭遇的問
題和解決的方法，明顯在於既有「組織」之機
制和營運的檢視與改進。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上海社科院與上海戲劇學院研究中心，已
然在不同規模上開展了有關的「智庫」工作。
因此，我們一方面既要評估現有文化「組織」
的機制和營運，另一方面，也不妨進一步由視
野、結構、管治、營運，設想如何建立一個以
香港及亞洲文化交流為本位的「智庫」。從理
念到實踐長路漫漫，「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
會議2018」為未來的「(跨)文化智庫」邁出了
先行者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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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智庫跨文化智庫
——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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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美國《D雜誌》
喻為「偉大的馬勒演
繹者」的港樂音樂總
監梵志登，將以為慶
祝港樂45周年而設
的特別計劃──馬勒
$200 音樂會，繼續
他與樂團的馬勒交響
曲旅程。這樂季其中
兩場馬勒音樂會（馬勒七和馬勒
九）的門票將劃一為港幣$200，讓
樂迷自由選擇喜愛的座位享受不同
的聆賞和視覺經驗。
為這特別計劃打響頭炮的是馬勒

第七交響曲。此交響曲以往一直被
視作「灰姑娘」般被誤解和忽略，
但現在終於成為馬勒九首完整作品
中最廣被熱切討論的一首。此曲的
配器運用了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除

了加入了管弦樂中
甚少出現的樂器如
中音號 （低音號
的家族）、曼陀羅
琴、結他、牛鈴和
大鐘，更利用樂團
其他廣為人熟悉的
樂器，製造出令人
意想不到的色彩和

聲音效果。這種種都令馬勒的第七
交響曲成為音樂廳裡不可抗拒的觀
賞經歷。
日期：11月16和17日（星期五和

星期六）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門票HK$200現已於城市售票網公開
發售。
節目查詢請致電+852 2721 2332或
瀏覽hkphil.org。

香港管弦樂團45周年特別計劃
馬勒$200：第七交響曲

9月份因颱
風關係而延期
之「遊牧巿
集」，現鐵定
於11月 17及
18日於 PMQ
元創方舉行。
今次市集齊集多達50多個旅人攤檔
和旅遊品牌展位，為你搜羅世界各
地的獨特好物！過程不單止一買一

賣，當中還可以知悉檔
主的旅行故事及物品由
來。同場還有戶外影
院、義賣及旅遊分享，
喜歡周遊列國的朋友又
怎可以錯過呢？
日期：11月 17-18

日 (星期六、日) 中午12時至晚上7
時
地點：PMQ元創方

全港首個大型旅遊市集
遊牧市集 再次登場

《棱·角》結集七個當代舞
作品選段：《褪

色的獨白》、《尋找大觀園》、《圓2：
源流》、《冷箭》、《滿江紅》、《十
月》和《超速》。展現現代舞的個性、原
創和時代性三大特徵，以及具象、抽象、
意象的三種表現手法。曹誠淵表示，之所
以取名為《棱·角》，是因為一束光射入
棱鏡會有很多不同角度的光散發出來，就
像欣賞這部舞蹈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觀
感，希望大家通過觀看《棱·角》能對現
代舞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曹誠淵與中國現代舞的發展有密不可分
的聯繫，他回憶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
對西方文化總體上是抗拒的，現代舞被視為
「毒草」之一，觀眾對現代舞既害怕但又有
強烈的好奇。那時到內地演出，就有內地的
舞蹈演員偷偷溜進只有外賓才能入住的賓館
向他們求教，交流常常是通宵達旦。1987年
9月7日，他受邀擔任廣東舞蹈學校現代舞大
專班導師，此後的五年裡文化主管部門對現
代舞的態度是允許但不鼓勵，1992年4月廣
東實驗現代舞團獲批，中國第一個現代舞專
業表演團體誕生。曹誠淵笑稱，既然有「實
驗」二字，很多想法都要去大膽嘗試，比如
曾經讓演員「裸體」跳舞，但是很快主管部
門就來談話，督促他們「穿得實在太少，不
可以這樣，哪怕穿上襪子也好」。2005年是
曹誠淵認為對中國現代舞重要的時間點，國
家文化部出台政策允許私人民營機構註冊表
演團體，他迅速行動，中國第一個民營現代
舞團——「雷動天下」成立了。
現代舞在內地的發展一直面臨着對中外文
化認知的衝突，中國經歷了風雲激盪的發
展，個性、創新已經是當今中國的關鍵詞。
曹誠淵表示，現代社會的中國人，應當用自

己的方式講述真實的感受，這是現代舞在中
國存在的意義。在過去中國觀眾常常有一個
誤解，認為中國的舞蹈是傳統的，而創新的
現代舞是西方的，這種中國等於傳統、西方
等於現代的觀念常常壓抑了中國舞蹈藝術的
原創精神。中西方的文化源流不同，世界觀
差異也很大，中西方舞蹈各具特色，中國的
現代舞未必要跟隨西方的步調。他舉例說，
以色列的舞蹈非常有力、動作幅度很大，而
中國舞者動作有力、落地卻很輕盈，中國舞
者發力的方式不一樣，「有含蓄的力量在裡
面。」
現今的中國舞蹈藝術往往只是在呈現過去

的世界，很少觸及當今真實的世界。現代舞
如果能把今天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反映在作品
裡，展現現代人的個性和創新，反映今天中
國社會的真實狀態，將會對中國文化的傳承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曹誠淵表示，反映時
代不一定要是政治的東西，不一定非要說明
白什麼，而是在藝術創作裡面能否呈現今天
的節奏和生活感受。當然每個社會都有禁忌
的議題和界線，不要因為界線就認為缺失了
什麼，在現今的中國有些題材不能碰觸，比

如裸體不能在舞台上展現，「並不是你不裸
體就不現代、不能夠呈現時代。」

觀賞現代舞無固定模式
現代舞的大幕一拉開，觀眾時常完全不知

道舞者要表現什麼，但有趣之處也正在於它
的不可捉摸與模糊。所以每一個人走近她，
都好像探索在一個未知領域，這就是現代舞
的魅力。
《棱·角》中的第二段經典作品《尋找大

觀園》由曹誠淵編舞，他表示這個節目的靈
感來自《紅樓夢》，將演員們想像成「大觀
園」裡面的十二金釵和賈寶玉，他們在裡面
其樂融融地跳舞，醉生夢死地生活，服裝非
常浮華，然而很快又一哄而散，當他們脫掉
外衣時裡面穿的就是一些黑白分明的泳衣，
「基本上好像裸體這樣子，很裸露」。曹誠
淵認為「大觀園」是一個藝術家的「烏托
邦」，在「大觀園」裡有很多年輕的男孩子
和女孩子，可是它嘩啦啦的建起來，又嘩啦
啦地塌掉，「大觀園」是藝術家每天希望去
建構的東西，可是也很脆弱，很容易散架。
很多人在欣賞現代舞的時候想去找一個模

式指導他們欣賞。曹誠
淵認為，觀眾看傳統舞
劇時是處於很放鬆的狀
態，但是現代舞不會主
動去討好觀眾、理解觀
眾，做他們喜歡的東
西，觀眾需要去主動思
考、理解、找尋答案，
最後解讀出來的東西可
能未必是藝術家想要表
達的內容，可是過程已
經完滿，因為每個人感
受到的思想內涵都不一

樣。好的藝術應該有很多層次的解讀空間，
每個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有着不同的知
識背景和生活經歷，從而會有不同的見解。
他認為前來觀看現代舞的觀眾都是希望去追
求靈魂、智慧和感情上的碰撞。
同時曹誠淵也承認，現代舞的觀眾是比較

小眾的，很多人不是舞蹈專業，這類觀眾比
較敏感、善於思考、喜歡去感受。文化好像
一層金字塔，最底層的一定是娛樂，喜歡的
人最多，再往上就是經典的傳統文化，最頂
端的文化一定是最前衛、最現代的充滿創意
文化，不是最大眾的藝術，藝術家可能會有
種曲高和寡的感覺。所以不管在世界哪一個
地方開辦民營舞團都是充滿困難的，比如缺
乏資源、資金、人才、觀眾和表演場地，但
是當你真正喜歡一件事情的時候，就不覺得
這些是困難，「沒有人才就去培養人才，沒
有觀眾就去吸引觀眾」，在這個過程中曹誠
淵是樂在其中的。他對中國現代舞非常有信
心，認為內地現代舞的潛力非常大，「以前
來武漢演出只是一小部分觀眾，今年基本上
整個體育館都坐滿，每年都會有更多的人來
參與。」

《棱·角》為2018年度內
地與港澳文化交流重點項目
暨中華文化聯誼會重點支持
項目，全國巡演於2017年
在北京首演，大獲好評。11
月13日至16日，《棱·角》
將來到香港站。特別的是，
這次香港站的演出，除了展
示七十分鐘的《棱·角》
外，還將加入曹誠淵的主講
導賞，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引
領觀眾一同體驗現代舞的美
妙。
點睇當代舞：《棱‧角》
日期：11月13日至16日

下午2時30分
11月16日 晚上8時

地點：青年廣場Y綜藝館

■■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香港帶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20182018
進念進念··二十面體二十面體。。 二十面體提供二十面體提供

■■《《棱‧角棱‧角》》劇照劇照 || 《《超速超速》》選段選段 || 攝影攝影：：嚴大衛嚴大衛

■■《《棱‧角棱‧角》》劇照劇照 || 《《圓圓22：：源流源流》》選段選段 || 攝影攝影：：殷鵬殷鵬

■曹誠淵與武漢觀眾分享對
現代舞的認知和感悟。

記者俞鯤攝

■《棱‧角》劇照 | 《尋找大
觀園》選段 | 攝影：記者俞鯤

■《棱‧角》劇照 | 《滿江紅》
選段 | 攝影：記者俞鯤

■■《《棱‧角棱‧角》》 劇照劇照 || 現代舞現代舞
《《十月十月》》選段選段 || 攝影攝影：：張和平張和平

■■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梵志香港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梵志
登登 張志偉張志偉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