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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潛力

大公報記者 顏琨、徐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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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個全民閱讀日 書香溢滿城
多個場地舉行共讀半小時市民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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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王》與觀眾見面
的過程，雖也歷經一波三

折，但甫上演，就引起了不少觀眾的追捧，甚至有
外地的觀眾特意赴港看演出，想來看看香港人如何
創作音樂劇。

《大狀王》導演方俊杰、作曲及音樂總監高世
章提及在香港實現音樂劇產業化，最核心的問題還
是要有好的作品，如此自然能吸引一班觀眾。他們
希望《大狀王》不僅可以成為一部製作精良的作
品，更能為香港音樂劇的產業化發展探索一條道
路。

論及產業化發展之路，高世章指出香港開始得
早，但有些慢，反觀上海發展就很快， 「我很羨慕
上海的（產業化）發展，香港太慢了，但香港也有
自己的城市優勢，也未必需要去照搬其他城市的發
展模式。」 方俊杰則認為，上海演出場地多，硬件
配套也很好，香港則受制於場地長期租借等難題，
很難有場地可以提供長時間演出的時間，還要考慮
一些商業化演出因素。

至於《大狀王》在未來是否可以成為更加成熟
的IP，繼而改編成為電影、話劇或其他媒介作品？
二人認為 「絕對有可能」 ，只要保證作品是一個上
佳的狀態，將劇目做得愈來愈好，就能在任何媒介
平台，成為任何形式的作品時，都能有充足的發展
潛力。

西九文化區首個委約，並與香港話劇團
聯合主辦及製作的粵語音樂劇《大狀王》，
於2022年首演及2023年重演。音樂劇《大
狀王》自首次公演以來，就好評如潮，一票
難求。《大狀王》計劃在明年於內地演出，
以及在西九戲曲中心二度重演。為了配合演
出，《大狀王》公開招募演員，共收到接近
500份報名，有來自香港、澳門、大灣區其
他城市（例如廣州）、台灣、海外（例如英
國倫敦）等地區的演員。遴選分兩個回合，
評審小組面見大約300位遴選者，之後從50
至60人中挑選出合適的演員。

根據演員調整創作內容
招募進行中，方俊杰和高世章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示： 「既然是出演音樂劇，最重要
的當然是唱功，不是只要嗓子好就可以，還
要能對劇中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清楚自己
的角色，才能唱出角色的心路歷程。」 首要
門檻當然是唱歌， 「不是音準節奏都能搞定
的那種唱歌，而是可以通過唱歌來表達故
事。」

綜觀一眾應徵者，高世章和方俊杰注意
到除了來自本地和大灣區的演員之外，也不
乏來自北方城市、母語並非廣東話的演員，
也有中國台灣和海外的演員前來應徵，
「遴選過程中，我們感受到他們是真的很
了解這部音樂劇，不僅能唱出當中的樂
段，更自己準備了很多服裝和道具，這也
從另一面彰顯《大狀王》的傳播力，令我
們欣喜。」

一部音樂劇公開招募演員，除卻為了擴
充班底，也令人耳目一新。高世章稱有時候
創作也會根據演員所擅長的內容進行發揮，

甚至是演出的時候，還要考慮到演員的體力
問題，分成AB角，不同的演員也會有不同的
表現。

高世章補充表示， 「演員無法做到的，
我們多數情況下也不會創作這樣的曲子，或
根據演員擅長的部分去寫曲子，不過有時也
會創作一些比較具有挑戰性的內容。」

正所謂千錘百煉出名作，談及招募之
時，二人也透露一日未到演出，還會再對音
樂劇做相應調整， 「調整沒有 『天花板』 ，
過程猶如釀酒，愈來愈濃郁。」 方俊杰表
示： 「呈現好的戲，卻不是為改而改。」

不追求快出街 保證節目質量
至於外界傳《大狀王》明年內地首演，

首站設在上海，方俊杰笑言： 「我現在都不
知道第一站會是在內地的哪一座城市。
雖然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對接的目標城
市，但我們對於場地又有要求，不宜輕
易追求快出街、做的場次愈多愈
好，要保證節目的質量，再呈現給
觀眾。」

《大狀王》廣受觀眾好
評，且參與應徵演員熱情高
漲，令高世章和方俊傑看到
《大狀王》的未來可行之路，
「音樂劇的產業化發展前提是要能賺

到錢，我們相信《大狀王》慢慢發展
下去、走下去，一定可以找到一條適
合自己的路。」 他們以宣傳句 「有幾
多邂逅，會終生也未忘記」 ，期待未
來能有愈來愈多不同地區的觀
眾欣賞《大狀王》的演出，而
這個邂逅，令人們無法忘懷。

拓展演出班底 全球招募演員

《大狀王》冀開啟香港音樂劇產業化之路

大公報記者 劉毅

香港原創音樂劇《大

狀王》自2022年首

演以來，叫好又叫座，榮

獲多個業界獎項。如今，

《大狀王》製作團隊宣布

音樂劇將在明年於香港重

演、內地首演，為拓展演

出班底，特別面向全球展

開演員招募工作。令《大

狀王》導演方俊杰、作曲

及音樂總監高世章欣喜的

是，前來應徵者對《大壯

王》有很深的了解和認

識。

《大狀王》創作概念早於2009年萌芽，經過
多年努力，2022年9月正式公演以來至今，廣受觀
眾好評。音樂劇主要講述廣東狀王方唐鏡助紂為
虐，多行不義，終於惹來厲鬼纏身索命，方唐鏡為
求活命，被鬼魂阿細牽着鼻子，替阿細心上人秀秀
翻案。二人一鬼踏上旅途，從憎恨到原諒，千關裏
撥亂反正，萬難中自我救贖。劇目獲 「香港舞台劇

獎」 10項大獎，奪最佳製作、最佳原創音樂
（音樂劇）、最佳填詞、最佳導演、
最佳男女主角和男配角（悲劇／正

劇）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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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杰（左）、高世章希望
《大狀王》可以開啟本地音樂
劇產業化發展之路。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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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王》獲 「香港舞台劇獎」 10項大獎。

▼

《
大
狀
王
》
劇
照
。

▼原創音樂劇《大狀王》
叫好叫座，明年將在香港
重演、內地首演。

話你知

《大狀王》獲10舞台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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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出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舉行的 「共讀半小時」 活動，和參
與由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舉辦
的全港中小學校際中文閱讀競賽的
學生，一同閱讀競賽選書《259敦煌
計劃》，透過書中有關敦煌壁畫和
絲綢之路的生動介紹，鼓勵參賽同
學進一步探索和欣賞中華文化的價
值觀和態度。

打造親子共讀時光
除了中央圖書館外，康文署昨

日在多個轄下場地，包括北角油街
實現藝術空間、九龍公園拱廊和指
定圖書館設置 「共讀點」 ，放置不
同類型的書籍，讓市民在不同地點

參與共讀活動，而在指定公共圖書
館的 「共讀點」 參與 「共讀半小
時」 活動的市民更獲得紀念品一
份。教育局亦同時舉辦 「中小學聯
校共讀半小時活動」 ，以深化校園
閱讀氛圍，有超過220間中小學參
與。香港出版業總會亦於沙田新城
市廣場舉行的 「2024香港閱讀+」 嘉
年華會場，邀請市民共讀半小時。

記者來到由香港出版總會主辦
的 「2024香港閱讀+」 嘉年華共讀
點，現場座無虛席，市民在 「共讀
點」 內安靜看書，享受閱讀樂趣。
展區內分為獲獎圖書、特色書與立
體書、電子閱讀體驗區、親子閱讀
坊、港深共讀區等，精選近年獲獎
的106種出版物，按照人文關懷、傳

情達意、增長知識、欣賞美好、療
癒抒懷及體悟文化共六個類別進行
推薦，將閱讀變得有趣而立體，並
結合科技，產生獨特體驗與互動。

進入嘉年華內，擺放着立體圖
書的長桌前聚集着不少市民。在人
文關懷類別內擺放的《動物嘉年
華》《石頭與桃花》《香港百人童
年》等作品引人注目。帶着女兒前
來參與 「共讀半小時」 活動的王女
士表示，很開心能參與到這樣的活
動，和女兒一起閱讀半小時的經歷
是很珍貴的體驗，希望女兒可以從
小養成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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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4月27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

09：30-19：00（2024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閱讀愛
．愛閱讀」粵港澳獲獎作品展）

09：30-19：00（香港悅讀周──走讀集章）

09：30-17：30（香港悅讀周──繽FUN氣球扭扭樂）

09：30-17：30（香港悅讀周──喜「閱」影相攤位）

10：15-13：00（與康文署吉祥物「活力仔」和「思文喵」拍照）

11：00-12：30（2024年「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頒獎禮）

日期：4月28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14：30-16：00（2024年「與作家會面」：文學旅人──人間有
愛：文學的價值觀教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