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音樂會的上半場，第8屆中國音樂金
鐘獎獲得者、青年琵琶演奏家江洋帶來的
《絲路飛天》，將琵琶的韻味發揮得淋漓盡
致；第12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獲得者、青年二
胡演奏家高白帶來的《第五二胡狂想曲──
讚歌》，以動人心弦的樂韻和優美而舒展的
長調，抒發對祖國的讚美之情。

兩地歌唱家為觀眾帶來精彩曲目，包括
第6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獲得者、女高音歌唱
家王慶爽演唱《千古絕唱》，女高音歌唱家
劉艷花演唱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選
段 「布倫希爾德的詠嘆調」 ，香港音樂家
譚天樂、徐曉晴共同演唱《東方之珠》，
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潔演繹歌劇《羅密歐與
茱麗葉》選段 「啊，升起吧太陽」 和歌劇
《微笑王國》選段 「你是我的一切」 ，第11
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獲得者、青年古箏演奏家
程皓如帶來《如是》，亦令音樂會上半場精
彩紛呈。

音樂會下半場，鋼琴新星李哲翔率先登
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一鋼琴協奏曲》
第三樂章；第12屆中國音樂金鐘獎獲得者、
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黨華莉則帶來耳熟能詳的
《卡門幻想曲》；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先帶
來意大利經典歌曲《我的太陽》，接下來獻
唱一曲粵語版《萬里長城永不倒》；男中音
歌唱家廖昌永為觀眾演唱了兩首中外經典作
品──歌劇《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選段 「快
給大忙人讓路」 及具濃郁民族風格的歌曲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此次音樂會由中
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指導，中國音樂家協
會、香港歌劇院共同主
辦，指揮家陳琳執棒中央音
樂學院交響樂團，聯袂廖昌永、
莫華倫、石倚潔、王慶爽、江洋、劉艷
花、譚天樂、程皓如、黨華莉、徐曉晴、高白、
李哲翔等兩地音樂家，以一場音樂盛宴獻上濃濃
新年祝福，唱響內地與香港共奮進、向未來。

登台表演的藝術家既有中國音樂金鐘獎評
委，亦有歷屆獲獎者的身影，均是內地與香港的
頂尖音樂人才。

音樂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中國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中國音樂家協會香
港會員分會等大力支持。

莫華倫：冀港音樂家多到內地演出
兩個小時的音樂會氣氛歡快，在序曲《幸福

歡歌》中拉開序幕。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和男中
音歌唱家廖昌永的登台得到觀眾的熱烈歡
呼，形成當晚的兩個高潮。最後音樂家們一起

登台演唱經典歌曲《我和我
的祖國》，觀眾們亦起立高
唱，讓音樂會圓滿落下帷幕。

莫華倫表示， 「這是中國音
樂家協會第一次在香港舉辦 『金鐘

之星』 新年音樂會，意義深遠。我知道
參與這次音樂會的不少音樂家、學生和老師應
該是第一次來香港表演，中國音協下了很大的功
夫。」

展望新年，莫華倫希望可以與內地有更多的
交流，讓香港的音樂家有更多機會前往內地表
演，了解內地的經濟、文化的發展。去年10

月，莫華倫就已經帶不少年輕音樂家前往內
地5個城市巡演。

廖昌永：盼兩地藝術家更多合作
莫華倫近期的行程遍布大灣區的幾個城市。

「從香港出發，三個小時就到了，真的非常方
便。我希望可以利用好交通的優勢，把大灣區的
文化交流落實下去。文化發展不能紙上談兵，一
定需要政府扶持，有資金和政策支持才可以成
形。」

男中音歌唱家、中國音協副主席廖昌永在元
旦當日抵達香港，為此次音樂會做足準備。 「我
以前經常在香港演出，這次能回到香港非常榮
幸。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在這
個美好的年份來到香港，和金鐘獎的評委老師、
獲獎者和香港年輕藝術家們一起為祖國歌唱，為
香港歌唱，心裏很高興。」

隨着疫情之後海內外文化交流愈發密切，廖
昌永期待今後能有更多讓兩地年輕的音樂家歌唱
祖國的機會。 「無論是大灣區，還是長三角、京
津冀，國際大都市群的建設越來越緊密。我想音
樂的活躍度也是如此，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學
習、共同進步。」

「金鐘之星」 香港新年音樂會於前
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現場星
光璀璨、樂聲悠揚、掌聲不斷。此次音
樂會以音樂為紐帶和橋樑，促進兩地民
眾交流與溝通，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
傳達共同的願望和心聲。作為中國音樂
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和香港歌劇院
藝術總監，莫華倫認為文化交
流要落到實處，希望未來
更多香港年輕音樂家能
前往內地演出，了解
內地文化發展。

金鐘之星用音樂架起文化交流橋樑
兩地音樂家唱響新年祝福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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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舞蹈編排兼任總導演的周莉亞和韓真同是
北京舞蹈學院編導系畢業生。《只此青綠》是她倆
合作的第六部作品，之前的《沙灣往事》、《杜
甫》、《花木蘭》及《永不消逝的電波》等公演
後，均好評如潮。《沙灣往事》於2017年5月中，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由廣東歌舞
劇院應邀臨港演出三場。周莉亞與韓真的近作《詠
春》也於今日搬上香港舞台。

創作初期翻閱大量資料
《只此青綠》自首演後，周莉亞和韓真接受了

很多媒體的訪問，大量的視頻訪談特輯和文章，報
道她們創作此劇的靈感、過程和期許。

據悉，她們皆非常喜歡傳統文化。2017年，二
人排了兩個多小時隊，到故宮看 「千里江山──歷

代青綠山水畫特展」 ，雖只看了《千里江山圖》幾
分鐘，即被這幅約11.9米長、距今近千年畫作的美
感動，覺得震撼不已。其後，中國東方演藝集團需
要排演新劇目，周莉亞、韓真想起《千里江山圖》
描繪的連綿疊嶂層巒山脈中間，實際上存在着巨大
的可舞性，遂決定採用詩意的表達方式，去展現天
才少年畫家王希孟用礦石的青綠顏料，在絹帛上憑
他十八歲時對山河的全部理解，藉着筆觸，力求至
臻地畫成的曠世巨作。

周莉亞指出，舞劇創作初期，她們花了最少八
個月去翻閱大量的書籍、資料。關於王希孟的生
平，僅得寥寥數語，只知道他曾在翰林圖畫院習
畫，是宋徽宗的學生。相傳他畫完《千里江山圖》
後，不久便離世。畫上甚至沒有蓋上他的印章。

她們又到故宮博物院去參觀文物醫院，跟文博
工作者、研究員學習，了解文物修復者如何保護修
復歷代的文物珍藏，如何跟文物 「對話」 。從中，
周莉亞、韓真發掘出另一靈感來源。

時空交錯的敘事結構
常言道：紙壽千年，絹壽八百。《千里江山

圖》如今仍沒有化為碎片，乃因古代無數民間工藝
大師和非遺傳人奉獻出他們精湛工藝的成果。由
是，劇裏不同章節中出場的織絹人、篆刻人、磨石
人、製墨人、製筆人等工匠一絲不苟地打造各樣畫
畫工具及原材料的場景，形象地刻畫無名無款的匠

人們，默默地傳承民族工藝與中華文化。
兩位編導共用了一年八個月排完整齣舞劇，其

間編劇組費盡心神擬訂劇本，經歷一年三個月才最
終確定以三個主要角色─王希孟、青綠和展卷人貫
穿全劇。

《只此青綠》採用時空交錯的敘事結構，從現代
展卷人的視角，呈現他穿越時空走進北宋王希孟的
年代，旁觀畫家繪製《千里江山圖》的創作過程。扮
演展卷人的謝素豪早前表示：作為舞劇中的「現代角
色」，除了帶領觀眾穿梭古今，見證王希孟傾注心血
地完成《千里江山圖》的歷程外，同時目睹匠人們
竭盡所能地傳承工藝。展卷人可說是代表着長久以
來文博工作者為中國文博事業所做的貢獻及傳承這
幅畫卷付出的努力。

「青綠腰」來自險峰意象
擔演王希孟的張翰不單把時間全放在思考天才

少年畫家的心理狀態，更在開始排練後不久，專誠
拜師學習繪畫，促使自己能更準確真實地掌握人物
舉手投足時的氣質動靜，達至增強演出的說服力與
感染力。

「青綠」不是個寫實的人物。飾演這角色的國家
一級演員孟慶暘曾經表述多種的體會：（青綠）是《千
里江山圖》兩種顏色和無垠山河幻化而成的視覺形
象……她也許是畫中孤寂千年依然存在着的執念、
一種氣魄……她有一種疏離感，表情冷峻……她也

許代表着傳統文化的一種傳承、發現、沉澱……
舞劇裏 「青綠」 一段，眾舞蹈員用身體擺出連

綿群山起伏的形態，她們又淡定地做出往後下腰至
與地面成接近直角的靜止姿態，儼如山石般屹立不
倒，教人嘆為觀止，大家美其名曰 「青綠腰」 。韓
真曾解釋說： 「（這個）舞姿來自《千里江山圖》
的一個意象，表達非常險要和陡峭的那個部分，我
們叫做 『險峰』 。」

韓真提及對《只此青綠》的期許時重申： 「如
果觀眾走出劇院那一瞬間，帶着滿滿的文化自
信……這個作品我們就沒白做。」 她強調說： 「文
化自信（指的）就是知道自己的來處，認同自己的
來處，這很重要。」

作者按：《只此青綠》2024年1月5日至7日在香港
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五場。

2021年首演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以北宋山水畫卷《千里江山圖》為基
礎，透過精心構想的肢體意象，兼具含蓄內斂、張弛有度的動律姿態，凝聚
獨特的氣勢、神韻。再者，原創的舞劇音樂，一眾舞蹈員極簡淨，帶點灰塵
感的青綠色調服裝，鬢雲高聳的造型，配合舞台燈光、投映影像，台上多層
的轉盤設計，數幅垂吊升降的弧形屏幕等光影聲色劇場手法，讓觀眾全方位
地感受，經歷九百多年後，畫境中顯現的中華文化深厚歷史感和傳承歷程。

劉玉華

《只此青綠》
呈現中國山水寫意美

▲舞蹈員用身體姿態表現連綿起伏的山巒。

▲ 「青綠」 並非寫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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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金鐘獎是由中共中
央批准設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
會和中國音樂家協會聯合主辦，全
國唯一常設的音樂綜合性大獎，自
2001年設立以來，已經連續舉辦
14屆，遴選推出數百位優秀

音樂家。

中國音樂金鐘獎

話你知

▲香港音樂家譚天樂、徐曉晴共同演唱《東方
之珠》。

▲ 「金鐘之星」 香港新年音樂會現場星光璀璨。

▲翰林圖畫院先生（前）和眾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