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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長地久，
一方淨土，
上善若水，
蓮華志悠。
生而不有，
為而不爭，
利而不害，
光而不耀，
慈悲心，蓮花願，
菩提樹，眾生緣，
自然恩情遠。

冬日餘輝褪得快，夜幕降臨志蓮
淨苑，天王殿前，一曲女聲合唱《天
長地久》，如天籟般飄來，迴盪夜
空，彷彿把現場觀眾帶入如幻如真的
仙境。這是譚盾創作和導演的《志蓮
淨 苑 ． 聽 視 界─淨 土 ． 蓮
Immersive實景秀》音樂會的第一章
《蓮》，其餘樂章是《淨土與巴赫的
對話》、《大悲咒．水搖滾》、《弦
樂四重奏與琵琶》、《四季》、《淨
土．蓮》。筆者有幸在上周五觀看綵
排及周日觀賞第二場正式演出，每次
聽到這首主題曲唱響，特別是到最後
一章，金光照射下天王殿大門徐徐開
啟，《天長地久》歌聲再次響起，聽
到 「慈悲心，蓮花願」 ，內心都被感
動。

《志蓮淨苑．視聽界》是國際級
音樂大師譚盾為志蓮淨苑這座香港獨
一無二的仿唐風格禪院度身定做的音
樂作品，以天王殿前台階、大佛燈周
圍空間和四個花池作為天然舞台，以
整座禪院建築群和樹木作為背景，把
古典建築美、自然美、音樂美和舞蹈
美融為一體。在大約一個小時的演出
正式開始之前，夕陽正在西下，譚盾
親自邀請現場觀眾散步 「進場」 ，可
以和演員聊天交流合影，可以撫摸各
種演奏樂器和道具，如同一場廟會，
大約十分鐘後，歌聲從四面八方響
起，觀眾回座。譚盾把僧眾誦經、禪
院鐘聲、敦煌舞蹈、唐詩等東方宗教
藝術元素，與西方古典音樂和現代搖
滾音樂共冶一爐，更透過擊水聲、擊
石聲和模仿鳥叫聲等讓音樂回歸大自

然。在第四章，兩把小提琴和一把大
提琴與琵琶的弦樂四重奏，是一場東
西方藝術的對話，第三幕白衣少女的
反彈琵琶飛天舞和最後一幕白衣少女
的壓腳鼓，則純粹是東方藝術美的呈
現。據介紹，壓腳鼓和反彈琵琶一
樣，都是源自敦煌壁畫。在美國接受
西方藝術陶冶多年的譚盾，似乎對東
方藝術心存偏好，對敦煌藝術更是情
有獨鍾。志蓮淨苑建築群的仿唐風
格，正是譚盾杯茶。

綵排結束之後，譚盾解釋，開演
之前邀請觀眾與演員交流的環節，其
實是劇本的一部分，換言之，觀眾亦
成了演員。筆者認為，這部作品至少
有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舞台與
現實的界限，天地就是大舞台，夕
陽、夜幕以及遠處樓宇的點點燈光，
都是舞台的燈光效果。二是突破虛景
和實景的界限，這部作品稱為 「實景
秀」 ，演員分別在四個蓮花池用水缸
擊水 「演奏」 ，天王殿大門隨着《天
長地久》的歌聲徐徐打開的情境，都
產生一種實則虛之的藝術效果。第
三，觀眾 「上場」 與演員交流的場
面，突破演員和觀眾的界限。譚盾以
獨特的藝術形式講述一個淨土和蓮花
的故事，不僅讓觀眾得到藝術的享

受，更可以得到心靈的洗滌。
就在節目綵排的前一天，譚盾從

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
雄手上接過委任狀，成為香港首位
「文化推廣大使」 ，這項任命為期五
年、明年一月一日生效。這位享譽國
際的著名音樂家與香港很有緣分，早
在一九八六年首次來港出席一項音樂
節活動，譚盾還曾專門為香港回歸創
作《交響曲1997：天地人》。譚夫人
黃靜潔女士告訴筆者，香港還是二十
八年前譚盾和她情定終身、註冊婚姻
的地方。這些年，譚盾作為國際級音
樂家，過着四海為家的生活，譚夫人
希望他們未來可以多一些日子留在香
港。相信很多市民都期待這位香港
「文化推廣大使」 能夠為香港創作更
多音樂作品，打造更多屬於香港的藝
術品牌。筆者和幾位朋友觀賞過《志
蓮淨苑．視聽界》之後都認為，這部
作品應該成為香港一張文化名片，定
期演出。這次只演出兩場實在太少，
宣傳工作亦嫌做得不夠，希望能盡快
推出重演。如果說張藝謀的《印象．
西湖》、《印象．麗江》是雅俗共賞
的大製作，那麼譚盾的《志蓮淨苑．
視聽界》就是一部講好香港故事的藝
術精品。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科技助力沉浸體驗

市井萬象

中國的國寶是熊貓，日
本人很喜愛熊貓。一九七二
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中國
贈送一對大熊貓 「康康」 和
「蘭蘭」 給日本。熊貓在日
本流行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很多動漫裏面都出現
熊貓。例如近年非常火熱的
日本漫畫《咒術迴戰》，裏
面有一個角色叫胖達，這是
一隻咒術高強的熊貓。

熊貓十分有趣，由於牠們的外形
可愛，不似北極熊給人感覺那樣具攻
擊性，所以深受大眾歡迎。熊貓的影
響力是潛移默化，總予人一種溫柔親
善的相處態度。香港也有一些漫畫角
色是熊貓，例如本地漫畫家小克所創
作的熊貓角色 「聾貓」 ，也是頗具香
港特色。

香港海洋公園的熊貓館，其實可
以再進一步發展，推動中日文化交
流。用熊貓動漫帶動更多合作，又或
者海洋公園作為一個園區，以動漫帶
動其公園主題；迪士尼樂園也是如
此。

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香港在
未來應該加強其角色，深化與日本的
交流，尤其是在流行文化上促進更多

合作。在筆者看來，兩地在
文化藝術或其他範疇上仍欠
缺整體性的交流。很多時
候，香港是透過西方模式與
日本文化交流，較少直接進
行。例如M+博物館近期的草
間彌生展覽，也是透過西方
的觀點來策展。

上海近年開設了很多和
日本文化相關的文創產業，

當中最出名就是蔦屋書店（Tsutaya
Books），二○二○年在上海 「上生
．新所」 （Columbia Circle）開了
一間分店。蔦屋書店有趣的是從書店
的概念演變為一個文化消費平台，
它在日本非常成功。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城市，為什麼沒有一間蔦屋書店
呢？

日本除了流行文化外，還有日本
茶道、書道，日本書法其實和香港也
有很多淵源，可惜未有進一步交流。
其實香港近年來已經有很多日式餐飲
食肆進駐，但是在文化方面似乎仍然
可以多做一些，應該進行深度的合
作，介紹和引進日本不同類型的文化
藝術到香港。所以香港未來應該探索
如何建構一個更有深度、更能加強軟
實力的一套文化交流模式和政策。

善冶若水
胡恩威

「擻兒」 ，是戲曲術語
──在京劇唱腔裏，某個字
收韻時發出的顫音。有了
「擻兒」 ，這句唱就仿若一
條細嫩的樹枝，被微風輕
拂，搖曳生姿。沒 「擻兒」
的唱腔平、直、硬，像白菜
湯。京劇大師余叔岩說：
「我無句不擻兒。」 「擻
兒」 是戲曲的神和魄，在曲譜上無法
標記，是韻味的成分。

不光唱腔，念白、動作、伴奏，
也有 「擻兒」 。譬如老生轉身，脖子
稍微一晃，長長的髯口飄起來，那種
美的狀態，就是 「擻兒」 ；武生身子
一抖，頂上的雉雞翎顫悠悠的，襯出
演員的精氣神，這也是 「擻兒」 。

書法也有 「擻兒」 。起筆、收筆
時，那些小地方的着墨，就是 「擻
兒」 。有了 「擻兒」 ，字就活了，否
則就是僵死的。

看韓國電影《九歲人生》，被一
個女配角的演技迷住了。劇情是這個
女人被一個男人暗戀，女人無動於
衷；一次，她在餐館吃飯，男人喝醉
了衝過來，說了粗話。她很生氣，起
身就走。此時她應是氣憤、反感的，
若以這樣的表情轉身離去，就不錯
了，但這個演員不止於此，扭頭的瞬
間，她眼圈紅了，眼裏閃着淚花。這
淚花，就是 「擻兒」 。其實，這個配
角、這個細節，在電影裏無足輕重，
但有了這個 「擻」 就不一般了，她將
這個角色演活了。

或許你會說，這都是藝術，太

深奧了。藝術源於生活，
「擻兒」 ，其實是生活的

產物。
京劇大師奚嘯伯說，蛐

蛐相鬥前，伸伸鬚子，蹬蹬
腿兒，使出的勁很有力量，
這股子勁就是 「擻兒」 。運
動員賽前做準備活動，舒活
筋骨，展示精神、力量，也

是 「擻兒」 。可見， 「擻兒」 並不是
刻意的表演程式，而是一種自然生
成。生活自帶藝術性。

有次看新聞，一位領導人答記者
問，在回答一個敏感問題時，他語調
嚴肅，表達嚴謹，在說完將 「嚴厲追
責」 後，他將手裏的鉛筆順勢往桌上
一丟， 「啪嗒」 一聲， 「擻兒」 就出
來了。這個不起眼的動作，卻非常有
分量，觀眾立刻從中嗅到了某種氣
息。這個 「擻兒」 ，不是表演，而是
自然而然的情緒表達，如果他使勁拍
桌子，就不叫 「擻兒」 ，而是失態，
不符合他的身份。

與一個漂亮女生面對面，她的一
顰一笑都很動人，但這些美是正面呈
現，並不傳神，而就在她與你說再見
後，轉身的瞬間，你從她的側面看到
了莞爾一笑，可愛的氣質就出來了。
倘若是回頭一笑，就有些過，有賣弄
之嫌，而不是 「擻兒」 。

演員沒 「擻兒」 ，就不是好演
員。一個人的生活裏若缺少了 「擻
兒」 ，要麼沉悶如死水，要麼張揚如
亂雲。生活的動人之處，在於無處不
「擻兒」 。

無處不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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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持續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下，迎
來了新一屆的世界盃。第二十二屆世界盃足球
賽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中東國家卡塔爾揭開帷
幕。一如既往三十二強分八組，每組四隊進行
分組計分賽，進入十六強後便以淘汰賽作為晉
級去留。驟然間一股足球旋風再次席捲世界。

小雪前，工餘在上海相約友人一起觀看開
幕式及揭幕戰，在酒吧內大型電視投射熒幕前
氣氛一直持續高漲。專業也好，業餘也好，球
迷們一同為世界盃的到來而興奮呼喊。雖然國
足沒能晉身最後三十二強，但中國建設、中國
基建，中國小商品遍布此次世界盃主戰場。還
有更值得喜慶的事情是我們的國寶熊貓在當地
也大受歡迎。而在開幕禮上走紅的卡塔爾小王
子更錄製視頻，對中國網友表達了問候與感
謝，邀請大家一起看足球。其實是次世界性的
足球比賽，本身主題就是全人類的聚會，通過
人性、尊重和包容來彌合分歧。無可否認中國
為這屆世界盃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世界盃是由國際足球協會主辦的一項男子
國家足球隊之間的最高級別的國際足球比賽。
回看每四年舉辦一次的世界盃，已有近百年歷
史。由一九三○年舉辦首屆至今，轉眼就要跨
越百年了，除了有兩屆（一九四二及一九四六
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停辦，其餘屆次都如
期在世界各地舉辦，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體育賽
事之一。觀看世界盃的現場人數日益增加，以
至後來全球電視直播，網絡直播等，觀看人數

飆升至幾十億人次。這令世界盃的影響力無遠
弗屆，不斷擴大，至今還在延續着。

猶記得自己第一次觀看世界盃是在一九七
八年。當年的上海物資較匱乏，一般家庭有電
視機的不多，父親的朋友邀請他去電視台看冠
軍賽直播，父親帶着不滿十歲的我。那一年是
阿根廷與荷蘭爭奪冠軍，最後由東道主阿根廷
捧盃。當年阿根廷舉國上下一片歡騰，鐵血隊
長，偉大中衛丹尼爾帕薩雷拉帶領一眾球員在
領獎台上接過大力神盃，並接受世界人民的歡
呼喝彩。彼時世界盃在創辦將近五十年後，進
入了一個嶄新的起點，這也是當年主辦國阿根
廷首次奪冠。

不得不提的是又經過近五十年，本屆卡塔
爾世界盃在經過多場比賽，連番激鬥後，阿根
廷繼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六年兩次奪冠後，又
再闖入爭冠戰，而對手則是同樣得過兩屆冠軍
（一九九八及二○一八年），昨天凌晨戰勝摩
洛哥的法國。在傳統上，足球強國都以歐洲及
南美洲居多，諸如世界盃五屆冠軍巴西、四屆
冠軍德國等。今屆則有一支非洲 「黑馬」 摩洛
哥異軍突起，殺入四強，令世界刮目相看。

大雪後回港，每晚忘卻白日工作的疲勞，
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世界盃直播，那種熱愛與激
情，輕鬆與釋放是非言能喻的。每每看見自己
喜愛的球隊順利出線，總情不自禁，暗自歡
喜。綠茵場上現代足球的攻防戰都是快上快
落，不拖泥帶水。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幾近已

成定律，每場比賽都令觀眾賞心悅目。以前是
南美球隊個人技術出眾，帶盤射左右腳皆佳；
歐洲球隊側重整體戰術配合。唯如今世界足球
早已融合一體，君不見世界級球會全球招募羅
致國際頂級球星，歐洲及南美洲，甚至亞非球
員都同踢一隊，同場競技。在世界足球的大家
庭裏，各洲各國球員都憑藉着自己本身不懈的
努力，日以繼夜的集訓，穿州過省的頻密賽
事，以戰養戰，提升技術，爭取佳績。最終都
希望能代表自己的國家，躋身世界盃之列。

毋庸置疑本屆冬季世界盃最後的季軍戰及
冠軍爭標戰，必定會將全球足球熱潮推至巔
峰。各國政要、體壇中人、球迷及普羅大眾，
無不關注着大力神盃最終花落誰家？大家都熱

切期待最後的 「克摩之役」 及 「阿法大戰」 。
精彩絕倫的賽事，能令觀眾大飽眼福，甚至喜
極而泣，唯比賽最終總有勝者輸家。不過在世
界足球的大舞台上，世界盃推崇的是國與國之
間的尊重，友好及團結，在公平的較量比試
下，得出勝負優劣。在告別二○二二年之前，
世界盃也終將落幕，但我們永遠會記住那些美
好的賽事，感人的片刻，還有所有為國爭光的
球員。新的一年世界局勢或許仍會持續變幻不
定，戰爭疫情災害等還會羈絆世人。此時此刻
大家需要的就是以那種在球場上身處逆勢，依
然百戰不殆，全心全意反敗為勝的精神迎難而
上。不管前路艱難險阻，荊棘滿布，二○二三
不退不棄，依然故我迎上前去。

志蓮淨苑和譚盾音樂

近日，巴黎聖母院增強
現實感沉浸式展覽在上海舉
行。展覽用科技重建了 「數
字孿生」 的巴黎聖母院，觀
眾在現場用特殊的智能終端
掃描展館內的識別碼，就能
通過視頻解說、全景觀覽、
互動遊戲等，沉浸式了解巴
黎聖母院的重大歷史瞬間、
建築工藝細節和興建修繕場
景等內容。

新華社



▲志蓮淨苑一景。 資料圖片

◀卡塔爾世界盃主體育場盧賽
爾體育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