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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大阪心齋橋的
打卡熱點，都是一看便能勾起大家日本
旅遊回憶的夜景相片…… 咦！靠近一
點細心看，這些五光十色的日本知名景
點並不是攝影作品，而是用文具店內售
賣的小小圓點貼紙，逐點拼湊而成的藝
術作品！
有別於一般使用顏料或攝影創作，日
本藝術家大村雪乃選擇了圓點貼紙作為
她的畫筆和鏡頭，用色彩繽紛的貼紙來
表達熱鬧的城市裏，每到晚上高樓大廈
和街道上亮起的點點燈光。那光點模糊
的效果，正好跟拍攝影夜景時採用的散
景技巧十分相似，拼貼出一幅幅既像真
又夢幻的街頭夜景作品。

今個聖誕，朗豪坊
將舉行大村雪乃首次
香港個人展覽，以新
穎獨特的方式「點」
亮旺角，展示香港人
到日本旅遊必去的知
名景點，包括東京新
宿歌舞伎町及大阪心
齋橋道頓崛招牌地標等，放大展示於4
樓行人天橋，打造成拍照打卡熱點，為
今年未能於聖誕期間外遊的大家帶來一
個日本「Stickation」之旅。
是次展覽除日本夜景作品外，更會展
出大村雪乃過往以香港太平山著名夜景
及彌敦道霓虹招牌為主題的作品。藝術

家又特別為今次個展全新製作了一幅以
旺角的繁華夜景為題，以超過17,000個
圓形貼紙創作的2米×1.6米的大型作
品，讓觀眾可同時遊走日本與香港的冬
日夜景之間。
日期：12月3日至2021年1月3日
地點：朗豪坊 4樓及4至12樓扶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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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即將於12月推出「劍之
道：中國與意大利的武士文
化」展覽。該展覽由趙式慶及
Roberto Gotti共同策展，從多
角度介紹中國和意大利由古代
到現代早期的刀劍和武士傳統
的起源、發展和轉變，是香港
首個以此為專題的多媒體展
覽。
是次展品囊括由意大利私人

博物館、中國及意大利兩地收
藏家借出逾50件珍貴的古代刀
劍首次於香港展出，包括公元
4至7世紀「民族大遷徙時期」
的大遷徙時代雙鳥首金柄劍、

逾20本十六世
紀的武學古籍
及手稿、多件
刀劍文化相關
的歷史文物。
另外，新媒體
策展人，香港
城市大學、全球知名新媒體應
用專家邵志飛教授更設計多個
新媒體互動裝置，讓觀眾恍如
置身歷史長廊，深入了解中意
兩地刀劍的歷史發展及交流，
並最終交匯於現今的廿一世
紀，親身體驗中國及意大利的
古典刀劍文化。

展覽亦會展出著名攝影師朱
德華的藝術照片，及多幅畫家
林海鐘、鄭力及李志清的中國
水墨畫作，還有與古典刀劍文
化相關的動畫及紀錄片。
日期：2020年12月11日至

2021年2月21日
地點：大館01座複式展室

及14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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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唰……」一道光打到舞台中央，幾位長衫舞者

圍成圓環，開始「自轉」與「公轉」式的舞動。黑

衣飄飄，燈影搖搖，沒有炫目的色彩，減掉花哨的

布景，省略帶感的樂聲，只有舞者，只有動作，只

有轉……但當你聚焦之後，一定會被觸動，那是一

種來自人體本身的力量。

「陶身體劇場」是近年來在國內外都頗受關注的

一支現代舞團。他們的舞蹈獨具特色，相較於國外

舞蹈重視四肢的舒展與表現，「陶身體」則聚焦於

東方人更為修長的腰肢，並以身體的每一寸為圓

心，創編了「圓運動體系」。他們的編舞簡潔乾

淨，讓人不由自主地聚焦於舞者和舞蹈本身。為了

達成這種至簡主義的追求，他們的舞蹈都以數字命

名：《重3》《2》《4》《5》《6》《7》……

今年11月底，《10》《12》在北京天橋藝術中

心上演。演出前夕，「陶身體」舞團創始人、編舞

家陶冶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獨家專訪。從懵懂入行

到驚喜頓悟，從個人求索到伉儷協舞，從閃耀台前

到漸居幕後，陶冶講了許多，既有作為舞者共性的

辛與甘，也有「陶身體」自己的苦與渡。陶冶似乎

說與我們，其實亦是說與自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圖：受訪者提供

12歲那年，小陶冶正跟家人圍坐看電視，突然一檔瑜
伽節目吸引了他的注意。「前屈、搖擺、側平衡……」
從來沒有接觸過瑜伽的小陶冶竟然可以輕鬆完成這些頗
有難度的專業動作。驚喜過後，家人立即決定送他走上
專業舞者的道路。雖然天賦出眾，但小陶冶對於舞蹈為
何物，以及自己為什麼要跳舞，始終滿懷懵懂甚至是質
疑。
真善美是所有藝術的共同追求。陶冶自進入舞蹈行業

也一直在思索類似的問題。「我經常看到傳統舞者在表
演過程中露出笑容，但我認為這並不是真。」陶冶說，
「我非常懷疑舞者當時真正具有那種情感，我覺得那更
多是一種模仿或扮演。所以，我對這樣的舞蹈，始終感
覺非常彆扭。」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裏挑
一。」奧斯卡·王爾德在《道林·格雷的畫像》中這
樣寫到。如果說舞蹈是「皮囊」與「靈魂」的結合
體，那麼可以說，「陶身體」的作品做到了既好看
又有趣。
一組至簡的舞蹈，一種深刻的思考，一股湧動的

新潮。從小受眾到大舞台，從聲光電到人本身，
「陶身體」的現代舞，讓身體去說話，用轉動來表
達，給人們呈現了舞蹈的另一種形態，抑或是一種
回歸本真的藝術觀。於是，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
西方、另類與溯源的交織和爭議中，「陶身體」具
備了值得人們聚焦與探討的必要性。

記者手記：

彷徨始終困擾着陶冶，直到8年後的一天，這種狀態
徹底改變。
「當時我進入上海金星舞蹈團跳舞，遇到了段妮。」

陶冶說，段妮當時既是舞者，也是老師，她在課堂上倡
導放鬆技術，提醒舞者去認識動作和力量本身，告訴人
們在平衡之外還要關注失衡。「這種非常現代和前衛的
舞蹈理念，段妮是國內的首倡者。」
「我看到舞者們躺在地板上，沒有抓桿，沒有壓腿，

他們每個人都回歸到個體之中，開始一點點喚醒自己的
身體。那一刻，我真正被打動了。」陶冶說。
傳統的中國舞傾向於站穩，講究平衡。但如何運用脊

柱，更現代地去運動身體，國內卻長期沒有建立起類似
的理念與體系。「在舞台上，這種傳統觀念帶來的結果
就是：舞者越追求站穩，就越不敢失重；他把造型刻畫
得越清楚，他就越不敢去體驗過程。」
段妮的舞蹈理念「點醒」了陶冶，也徹底激活了他身

體的潛力。運轉，放鬆，自然地接受反作用力，用身體
真實地表達，而不是扮喜扮憂地演繹所謂的故事。這種
舞蹈觀解開了陶冶最初的疑惑，也讓他找到了親近現代
舞的窗口。與此同時，段妮也發現了陶冶出眾的身體稟
賦。基於一拍即合的藝術觀，二人越走越近，最終結為
伉儷。

柔

悟

圓
二人共同創辦了「陶身體」劇場，並編創了數

位系列舞蹈，「圓運動」也成為「陶身體」舞蹈
的標誌。「圓運動，就是身體的不同部位來做圓
規運動。在這套系統中，你的身體怎麼出去，就
怎麼回來，你要恆定地還原它，而不是做完一個
動作，旋即消失，再做動作，再消失，那樣就永
遠都只有瞬間，而圓運動恰恰避免了那種速朽的
狀態。」
漸漸地，「陶身體」風格獨具的舞蹈開始引起

關注。成立12年來，演出遍及四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受邀參加百餘個不同的藝術節，特別是成
為中國首個應邀在美國林肯中心藝術節、英國愛
丁堡國際藝術節、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和法國巴
黎城市劇院演出的現代舞團，並且四次榮登《紐
約時報》，該報首席藝術評論家Alastair Macau-
lay曾評價道：「陶身體」舞團以「戲劇性的張
力……舞者對身體運動的控制和強大的驅動
力……激情與能量是如此的非凡和吸引人。」
2014年，「陶身體」應香港新視野藝術節之
邀造訪香港，演出座無虛席。結束時，很多觀眾
忍不住衝到台口，與演員們交流心得。「香港是
一座國際化都市，這裏的觀眾應該見識過全世界
各種類型的藝術。但是那一次，他們卻對我們的
舞蹈非常吃驚，紛紛說原來身體還可以這樣運
動。事後，香港藝術界還組織了許多講座，對我
們的舞蹈進行剖析。」

腰
在現代舞領域，通行的規則、標準都是歐美制

定的。「中國舞者要想突破這套體系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但我們需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胳膊長腿
長的民族，如果你非要跑到國外跟人家比長，即
使你做得再好，別人也會說你模仿得好。」陶冶
說，那麼，我們自己的身體基因是什麼呢？
「我們完全可以從自己的傳統文化當中去尋得

養分，那就是戲曲。」陶冶說，仔細欣賞我們的
戲曲，你就會發現：我們是腰長的民族，所以我
們講究的是身段。「不要認為腰長不好，相反，
腰長使得我們脊椎的表現力非常強。我們的脊
椎，既能旋轉，也能摺疊，還可以通向四肢，它
就好像一根軸，可以多元地改變我們的空間
力。」

數
很多人都說「陶身體」的舞蹈個性十足，陶冶
對此並不認同。「這個世界，你有個性，我也有
個性，那麼大家彼此對沖，就變得都沒有個性
了。所以我覺得個性並不重要，獨特也不重要，
相反，共性才是關鍵。而這個共性就是我們的身
體。」陶冶說，基於這種理解，「陶身體」選擇
減掉燈光、簡化布景、淡化音樂，去掉所有這些
視聽饕餮，讓舞蹈回歸到身體本體的語言中去。
很多人都問起，「『陶身體』為什麼用數字命名
舞蹈？」對此，陶冶答道，數位就是「陶身體」還
原到身體本體的一種語言，它跟文字完全不同，
「我一直懷疑文字與身體的匹配問題，但我認為
數字代表一種極致的理性，也是一種人們可以借
之理解事物的智慧。我相信，數字可以幫助舞者與
觀眾建立起一種關聯，幫助我們把動作的本質釋放
給觀眾，再讓觀眾自己去理解他的所見所感。」
理性的數位，感性的身體，也許這就是「陶身

體」最本質的藝術性。

源
對於舞者而言，釋放得越多，生命力的消耗就

越大。如今，隨着年齡的增長，陶冶越來越多地
轉向編舞，並且樂在其中。「我們最自信的領域
就是藝術創作。每當我們把自己的身體扔到排練
場裏，所有的答案都會直面而來。我們的藝術源
泉永遠不會枯竭，因為我們從來不把自己當成身
體的主人，而是視身體為我們的老師。」
時近11月下旬，北京秋風蕭瑟，已有透骨之
意。在朝陽區318國際藝術園東西區分界的甬路
盡頭，一襲黑色大氅、頭頂黑帽的陶冶正在遛
狗，看見遠處有人走近，陶冶轉身閃入身後的排
練場。對他而言，舞蹈與身體是唯一可珍視的語
言，其他的交流與表達或許都是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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