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樑畫棟，猶帶暗香；西
皮二黃，餘音繞樑……一座
擁有300年歷史的古戲樓日
前在上海市寶山區顧村鎮重
新啟用，化身一處兼具傳統
底蘊和時尚創意的演藝新空
間。
據悉，這一被命名為「瑜
音閣」的劇場新空間，由上
海市寶山區政府特別委託京
劇名角王珮瑜創辦的瑜音社
獨立運營，雙方攜手探索
「讓傳統文化火起來」的新模式。
瑜音閣古戲樓為全木質結構建築，飛檐翹角，
古香古色，有榫卯結構的藻井作為天然聲場，是
上海目前唯一投入運營使用的古戲樓。有趣的
是，呈四面合圍結構的古戲樓，樑柱上還雕飾着
眾多以民間傳說或戲劇故事為主題的木雕，精美
繁複。
「這個戲樓，我們等了它300年，終於等來
了。未來，相信會有更多年輕人會聚集在這裡，
共同見證京劇藝術活在當代。」王珮瑜感嘆說，
一座戲樓連接古今，也承載了上海探索「讓傳統
文化火起來」的努力。

據介紹，上海市寶山區近來先後引入16位
（組）名家大師工作室落戶當地。去年，王佩瑜
工作室落戶寶山龍現代藝術館，在此完成了全國
首套青少年京劇通識教材的編寫，並在寶山開展
試點教學，迄今已有千餘名學生接受了京劇普及
教育。
王珮瑜介紹說，「瑜音閣」未來將定期向觀眾

推出以傳統名著為主題的戲曲作品，努力挖掘復
排傳統骨子老戲。此外，跟其他演出空間不同的
是，人們還可以在古意盎然的老戲樓裡體驗「坐
着黃包車來看戲」，「畫臉譜、貼片子」，「在
演戲過程中向台上打賞」等古人看戲的舊俗和樂
趣，讓京劇吸引更多年輕粉絲。 文：新華社

大館當代美術館將於即日起至2020
年1月4日舉行新展「幽靈維面——
電馭叛客在未來之年」。是次群展與
巴德學院藝術策展研究中心共同呈
獻，並由Lauren Cornell、陳樂明 、
譚雪、Tobias Berger 及助理策展人
Jeppe Ugelvig策展。
2019年，是八十年代科幻電影《銀
翼殺手》及動漫《阿基拉》等所預視
的未來。今天，電馭叛客（cyber-
punk，又譯網絡或數碼龐克）的科幻
構想已成為我們的當下：人類的身體
漸漸跟機器融合、社會受制於大企業
的貪婪、蔓延生長的城市貧富懸殊越
趨嚴重……數十年前出現的電馭叛客

對未來災難的幻想一直彰顯於電
影、電子遊戲、動漫和繪本小說
中，並發展出獨特的美學。今
天，它對末日的想像與災難性的
當下交接，使科幻小說與我們未
來的關係日趨尷尬。科幻小說不
再瞻望未來，反而充斥着永無休
止，每日發生的災難。
展覽着眼於探索電馭叛客美學和未

來主義如何滲透於當代藝術及視覺文
化中，將會展現科幻文學創派宗師威
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命名
為「元城市」（meta-city）的概念，
亦即一個不斷擴張，介於虛幻和真實
的城市空間。透過展現「元城市」中

的各種生活——巨型都市的全景、地
下世界的快照等——我們將發現科幻
小說所塑造的網絡都市魅力早已崩
塌，成為當下無可迴避、無限重複的
現實。

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1月4日
地點：賽馬會藝方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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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00年古戲樓在年古戲樓在上海上海「「重重生生」」
傳統文化火起來傳統文化火起來

「一脈——台灣美學設計展」從寶島山脈、森林及海
洋所建構的富饒生態中，展示靈感源於自然的藝術與設
計，以及與自然共生相承的創作計劃。展覽以地貌延伸的
設計視角探索台灣的新銳品牌與美學運動，共展出9個創
意單位近50件商品與作品，反映文化脈絡與創意版圖糅
合一體的獨特姿態，多維度體現當今台灣設計與生活美學
價值。 日期：10月12日至20日 地點：Parallel Space

台灣月2019
「一脈」台灣美學設計展

幽靈維面——電馭叛客在未來之年

「最初我們在（和西九）談的時候就在
想，有沒有可能不是只是做一個

劇，而是將我們在自由空間的時間變成一
個過程？不如試下從場地來找一些性格，
回到最初來看怎麼做一個藝術學校？從我
90年代的作品，到現在的《梁祝》，中間
再放一個《時老師自修室》，會否可以看
到整個時間的演變？然後可以讓來自不同
年代的觀眾一起來感受這個場地，感受如
何叫作School of Creativity。」

所有的教育都是藝術教育
對於空間的感受在《時老師自修室》中

被着重放大。在這個一個小時的「模擬課
堂」中，觀眾在於《梁祝的繼承者們》中
扮演老師一角的演員時一修的帶領下，時
而朗讀台詞、討論人物；時而剖白自己的
背景、故事。每晚的內容都不盡相同，而
透過不同擺放的椅子陣型，課堂的氣氛、
流程走向和故事的成形路徑都發生了微妙
的變化。這課堂最有意思的是，剛開始
時，你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參與塑造一個
劇作，但隨着台詞的分享、故事的講述，
以及圍繞着椅子的走位……空間的變化似
乎也影響了你與身邊人的心理感覺，個人

經歷、台詞情景、現場的聲音氣味，以及
與周圍人的陌生疏離又或是意外而生的一
點默契，都糅合在一起，通往一個開放的
結局。
這當然是一次新奇的旅程，沒有終點，

沒有答案，卻有微妙的火花跳躍。而其中
最着緊的，就是感受當下。
「我自己覺得所有的教育都是藝術教

育。」林奕華說，「但在華人的社會，教
育是很扭曲的。那是一個很龐大的機制，
很多時候是為了服務社會的需要，之後才
找到一點點空間給個人去培養他自己的性
格或者他的長處。我們的教育很多時候着
眼的基本上是為了生存，而多過我們想要
一個什麼樣的文化。這個事情和太多事情
相關，家庭關係、經濟發展……我很難從
這個宏觀的角度寫論文去分析它，比如這
次，我也不會從制度的角度去說，比如去
批評制度，或者建議改良。這也不是我的
長處，我只能從創作的角度去說。」
對林奕華說，藝術作品改變現實的方式

更加深層，它所探討的不是執行的角度和
過程，而是從一個感受的角度回到問題的
初始。「這樣的話，教育的問題就是『你
怎麼去衡量人性』？什麼叫做人性？而不

是講人的功用，或者他到底怎麼成為一個
機器的一部分。」
在《時老師自修室》中，參與者的「感

受當下」似乎打開了一條隧道。那種從日
常生活中抽離出來，模糊了時空的一剎那
恍惚，讓人將被外在世界磨損得支離破碎
的注意力重新聚集到自己身上來，參與創
作的過程也成為了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

華人多欠缺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是林奕華許多作品中都有

觸及的主題，在《梁祝的繼承者們》中，
它也是梁山伯與祝英台透過藝術一直在嘗
試尋找的。「我們華人很多時候欠缺的東
西，就是對自己的了解。」林奕華說，
「我們的教育，整個模式令到一個人從進
學校開始，就開始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
嘗試去認同一個外在的別人給的形象，多
過自己去追尋。另外，我們對知識的態
度，很多時候被灌輸了一種觀念，就是它
的重要性是幫助我們拿成績，而多過我們
能通過它和世界發生關係。比如你要對知
識感興趣，是因為知識幫助你認識歷史、
經濟、社會，然後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位
置，知道自己可以創造一種怎樣的價值。

所以很多時候，當知識是像灌漿那樣灌下
來，真的很多人考完就不記得了，甚至對
知識會產生一種負面的認知，覺得這些東
西其實是一種籌碼或者工具。」他也提到
現在教育系統中人文學科的薄弱與缺失：
「如果教育是幫一個人認識自己，現在的
科目越來越將人文的部分、一個人的人性
建立的部分邊緣化得很厲害。現在很多事
情都是科技先行，所以我們真的沒有了作
為一個人在成長中最珍貴的兩件事：時間
和空間。當你沒有了這兩樣東西的時候，
就很容易覺得自己空虛，並且因為空虛而
很沒有安全感。於是不管他讀多少書，拿
了多少個學位，那些東西都很外在。這就
是我看我們教育的現狀。」
「當人文學科被邊緣化，學生還哪有機

會去接觸哲學或者心理學？哪有機會因為
通過認識心理學或者哲學這些充滿問題的
學科，來學會問自己問題呢？這就是我想
接着做教育的原因。現在的人只是講效
率、成果，而不講在背後追求這些東西的
時候所造成的創傷。」林奕華說，「教育
對我來說，或者為什麼我一直做的東西都
可以某個程度上和教育相關，是它有一個
很大的洞，需要用藝術來填補。」

林奕華林奕華：：
教育的缺口教育的缺口，，需要藝術來填補需要藝術來填補

從今年從今年88月開始月開始，，劇場導演林奕華與劇場導演林奕華與

西九合作在新開放的場地西九合作在新開放的場地「「自由空間自由空間」」

展開了一系列活動展開了一系列活動，，向觀眾展現藝術教向觀眾展現藝術教

育的迷人光譜育的迷人光譜。「。「開箱開箱：：有關老師與學有關老師與學

生的七部電影生的七部電影」」中中，，林奕華帶觀眾走進林奕華帶觀眾走進

他的私人精選百寶箱他的私人精選百寶箱，，一起分享七部以一起分享七部以

師生關係為主題的電影師生關係為主題的電影；「；「開箱開箱：：非常非常

林奕華的四部青少年主題劇場作品林奕華的四部青少年主題劇場作品」」則則

展演展演19971997至至20002000年間林奕華所創作的年間林奕華所創作的

四部有關年輕人的舞台作品的映像四部有關年輕人的舞台作品的映像；；到到

了了「「開課開課：：時老師自修室時老師自修室」，」，觀眾有機觀眾有機

會親身下場體驗一個小時的會親身下場體驗一個小時的「「實驗課實驗課

堂堂」，」，體驗一部劇場作品的成形體驗一部劇場作品的成形；；而現而現

在正在西九自由空間大盒上演的在正在西九自由空間大盒上演的《《梁祝梁祝

的繼承者們的繼承者們》》則像是一個有趣的站點則像是一個有趣的站點，，

化身成為藝術學校學生的梁山伯與祝英化身成為藝術學校學生的梁山伯與祝英

台向觀眾呈現他們的成長疼痛與人生困台向觀眾呈現他們的成長疼痛與人生困

惑惑——我是誰我是誰？？我要如何成為我自己我要如何成為我自己？？

而這而這，，不正是真正的教育所最關切的問不正是真正的教育所最關切的問

題嗎題嗎？？ 文文：：草草草草 攝影攝影：： Ray LeungRay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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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音閣外部瑜音閣外部

■■《《梁祝的繼承者們梁祝的繼承者們》，》，故事發生在一所藝術學校中故事發生在一所藝術學校中。。

■■《《梁祝的繼承者們梁祝的繼承者們》，》，人生人生、、藝術與愛情的藝術與愛情的
交織交織。。

■■《《梁祝的繼承者們梁祝的繼承者們》，》，青春是什青春是什
麼色彩的呢麼色彩的呢？？ 攝影攝影：：Ray LeungRay Leung

■■《《時老師自修室時老師自修室》，》，觀眾加入故觀眾加入故
事的建構中事的建構中。。

■■《《時老師自修室時老師自修室》》用椅子的不同擺放來改變空間的用椅子的不同擺放來改變空間的
意涵意涵。。

■■《《時老師自修室時老師自修室》》的場景是一個小時的課堂的場景是一個小時的課堂。。
攝影攝影：：Darwin NgDarwin Ng

■■《《梁祝的繼承者們梁祝的繼承者們》》
第四度香港公演移師西第四度香港公演移師西
九自由空間大盒九自由空間大盒，，與觀與觀
眾更近距離接觸眾更近距離接觸。。

攝影攝影：：Ray LeungRay Leung

■■大竹伸朗大竹伸朗：《：《親愛的親愛的：：廢置棚子的自廢置棚子的自
畫像畫像》》C Shinro OhtakeC Shinro Oht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