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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化演繹 故宮音樂兒童劇《甪端》來港演出受追捧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日

前，故宮博物院首部音樂兒童劇《甪
端》於香港葵青劇院上演，將文物故事
搬上兒童劇舞台，引領觀眾了解文物及
其背後的保護故事。在港演出期間，口
碑以日遞增，最後一場的演出更收穫滿
堂彩。

在香港5天5場的演出，音樂劇以可
愛俏皮的舞蹈，結合絢爛的燈光舞美與
裸眼3D、AR技術等，向香港觀眾生動展
示文物保育故事，在舞台上將傳統文化
與現代舞台互相融合。新時代文物保護
傳承與創新發展的故事，為觀眾打造一
場獨特的視聽盛宴，憑藉口口相傳的好
口碑，票房逐日上升，最後一日更是座
無虛席。

神獸擬人化說故事
《甪端》主角是一隻400歲的甪端，

其原型為明萬曆年間的掐絲琺瑯香薰甪
端。主辦方表示，這件文物在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開館之時，就曾作為首批故
宮博物院文物於香港展出， 「因為這個
機緣，我們也想這隻小神獸能通過我們
的演出漂漂亮亮地走到香港，與觀眾見

面。」
何謂甪端？其實它是中國傳統神話

中的獨角獸，日行一萬里、夜走八千
里，通曉四方語音， 「甪端就是文化交
流的使者，而每個家庭的孩子如同神
獸，他們與劇中的甪端一樣，都充滿着

童心和好奇，對未來有憧憬。」 出品方
希望可以通過這種擬人化的演繹手法，
讓國寶活起來、會唱會跳的同時，能夠
拉近與普通家庭的距離。

經過擬人化處理的甪端由真人飾
演，除卻設計巧妙的舞台、頗具動感的

舞台，譬如令12根大紅柱子飛起來等，
都增添了觀賞效果，且國家級文物──
金甌永固杯、南宋沈子蕃緙絲《梅鵲
圖》和晉代書法家陸機的草隸書法作品
《平復帖》，也在劇中擔任重要 「戲
分」 ，觀眾看畢之後表示，雖然是一部
兒童音樂劇，卻從中了解到文物歷史故
事，喜歡劇中人與文物對話的形式，也
很感嘆歷史歲月的意義。

香港觀眾紛紛形容這部劇讓他們身
臨其境感受故宮博物院文物魅力，在寓
教於樂之中，了解到了文物的歷史。且
不少家長帶小朋友觀看之後，還在各自
家長群廣而告之，形成觀眾之間的傳播
力。

5月底，巡演版《甪端》將在廣東藝
術劇院返場演出，以及8月底還將作為澳
門首屆國際兒童藝術節閉幕演出。

圖片：主辦方提供

大公報記者 顏琨

由香港文學館、香港作家
聯會及中國現代文學館

主辦的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
──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 ，
昨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
是次展覽共展出24位重要南來
作家的手跡和物品逾300件，
其中近200件為原件，是香港
歷年最具規模的南來作家主題
展。此次展品呈現出南來作家
在香港的創作軌跡，凸顯他們
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及對香港文
學的深遠影響。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呈現香港文學印記
逾300展品亮相 規模屬歷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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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署理文化體育及旅遊
局局長劉震、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林
枬、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中國現代文學
館常務副館長王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董事長李大宏等出席此次活動並擔
任主禮嘉賓。

以筆耕耘 為香港文學增色
開幕典禮上，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

明致辭表示，展覽特別關注上世紀三四
十年代的南來作家，這段時期對香港文
學起了功不可沒的促進作用，為香港文
學帶來活力和生機。這次展覽中，我們
不僅能看到南來作家們的手跡遺物，更
能透過這些實物，感受到他們的創作靈
感和心路歷程。

劉震致辭表示，這次展覽介紹的南
來作家們，當年在艱難的環境中依然努

力進行文學創作，不斷地滋養香港文
學。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
年，香港文學館也即將正式成立，為促
進香港文學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一個優良
的平台。國家堅定地支持香港發展成為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背靠祖國，聯
通國際，向世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馬逢國致辭表示，今次展覽不僅展
示珍貴的手跡、遺物，還展現出南來作
家對香港文學的深遠影響和重要意義。
這是香港文學館致力於展示香港文學多
元性和豐富性的一次成功嘗試。

王軍致辭表示，香港作家的文學資
料是現代文學館館藏資料和展示的重要
組成部分，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百花園
中一束絢爛璀璨的繁花。這次展覽的每
一份手稿，每一件物品，都見證了文學
的歷史。歷史的文學在作家的筆記和印

記中回望過往年代。南來作家們南下香
港，以筆耕耘，為香港文學增添了色彩
與養分，成為香港文學重要力量。

不乏國家級文物 展動態雕塑
李大宏致辭表示，文者，貫道之器

也。在悠久綿長的辦報歷程中，《大公
報》及香港《文匯報》之所以不遺餘力
地為華語文學創作 「搭台架梯」 ，皆因
大公文匯人始終認為，文學是人類審美
的最高形式，一代人的生活與情感，一
個民族的奮鬥與信仰，都離不開文學的
記錄與書寫。他續說，文運和國運相
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今次展出的南來
作家作品手跡等珍貴文物充分證明，任
何一個時代的文學，只有同國家和民族
緊緊維繫、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
聵的聲音。當前，波瀾壯闊的大時代為

文化藝術工作者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廣
闊空間，跨入由治及興新征程的香港，
有無限風光等待描畫，也有無數篇章靜
候書寫。期待廣大文化藝術創作者們，
涵養家國情懷，賡續精神血脈，飽蘸歷
史的筆墨，吮吸時代的光華，熱忱描摹
中國式現代化香港實踐的恢宏氣象，為
推動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
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

開幕典禮現場亦舉辦金庸、梁羽生
雕像揭幕儀式。潘耀明亦在場分享鋼琴
家劉詩昆與雕像作品的故事，正是他作
為中間人介紹藝術家陳建華，才有了此
次雕像展覽。

今次展覽介紹了許地山、張愛玲、
蕭紅、戴望舒、葉靈鳳、梁羽生、金
庸、劉以鬯、曹聚仁等在港創作的經典

作品，參與的各類文學活動或在港留下
的文學足跡，以文字為媒介為香港帶來
新的文化景象，促進香港文學發展。

南來作家在港創作的作品是香港文
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推動香
港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而作家的
手跡、物品是回顧作家生平與作品，展
現作家真實人生的最佳途徑之一，亦將
文學作品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緊密結
合。

是次展品中不乏國家級文物及首次
展出的作家手稿，同時亦推出動態雕
塑，將文學研究與視覺藝術融合。作為
香港文學館開館之際推出的展覽，觀眾
可在展覽中回顧香港歷史，遊走於文學
時光卷軸。此外，同場舉辦系列文化講
座，涵蓋張愛玲與香港、兒童文學、現
代詩、科幻文學等主題。

展 期 即日起至5月20日（10:00-20:00）
地 點 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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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館策劃多個文學
與科技融合的展覽，從香港作
家的作品場景與文本素材出
發，運用增強現實、虛擬製
作、信息可視化等科技藝術手
段，將綿延的歷史、經驗的斷
裂、身份的重組，以跨媒介方
式串聯，在先鋒的空間敘事和
視覺景觀之中，創造新的文學展
覽、創作和研究路徑。

借助AR技術，在香港文學館
的多層實景空間當中，沉浸式展現

蕭紅、張愛玲、戴望舒、金庸、梁羽

生等六位香港作家的經典文學作品場景。
參觀者通過手機掃碼即可互動，走入文學
大師的時空穿梭當中，開啟一場身臨其
境、虛實結合的參展體驗。

90後香港作家吟光的《港漂記憶拼

圖》講述新一代在港青年的成長經歷與身
份尋找。運用跨媒介 「分布式敘事」 ，以
科幻作為方法論，將小說進行交互設計與
媒介延伸，故事元素分布在各媒體平台
──敘事架構圖、影像、裝置、聲音、遊
戲等，共同建構柔軟的東方科幻和記憶旅
程。

「南來之花」 動態數據雕塑選擇最具
代表性的24位南來作家，對他們的作品文
本進行多維度、多模型語義分析，挖掘萬
千文字中的時空脈絡，建立包含歷時性與
共時性的數據網絡。基於這些語義數據與
作家個人生平經歷中的時空坐標，構建一
組3D數據雕塑，在先進計算機圖形學的
映射下，形似一朵朵 「花」 。

文學+科技

香港文學館推出AR互動體驗展覽

南來作家
與《大公報》淵源深

▶主禮嘉賓為 「南來作家手跡
遺物展」 剪綵。 中通社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
宏在開幕典禮上與觀眾分享南來作家與
《大公報》的淵源。他表示，上世紀三
四十年代，一批內地知名作家南來香
港。他們以大量文采斐然的錦繡文字，
書寫民族精神，抒發家國情懷，縱論古
今天下，描摹世態人情，在香港這片文
化沃土上播下現代文學的種子，極大地
豐富了獅子山精神譜系的文學建構。這
一獨特的文化現象，本身就是香港與祖
國之間文化傳承源遠流長的最好例證。

這次展覽涉及諸多建樹頗豐的文化
大家，當中不少與《大公報》淵源很
深。許地山研究中國服裝史的開山之作
《近三百年來之中國女裝》，曾在《大
公報》藝術周刊連載；蕭紅到港後的首
部作品《後花園》，曾在《大公報》文
藝副刊上連載；張愛玲擔任電影《太太
萬歲》編劇時，曾專門在《大公報．戲
劇與電影》上發表《〈太太萬歲〉題
記》以作觀影指南；葉靈鳳的《香港方
物志》，收錄的正是他在《大公報》陸
續發表的100多篇短文；秦牧、端木蕻

良等也曾為《大公
報》撰稿；戴望舒到港
後還曾主編《大公報》文藝
副刊。

更加為人熟知的，是上世紀
五十年代，在《大公報》子報
《新晚報》任職的陳文統和查良
鏞，分別以 「梁羽生」 和 「金庸」
為筆名，先後發表《龍虎鬥京華》和
《書劍恩仇錄》，從此開創了新派武
俠小說的先河，締造風靡海內外的現
象級文化景觀，對幾代華人讀者的價值
觀念和人生理想產生深遠的影響。作為
他倆的 「頂頭上司」 ，時任《大公報》
副總編輯羅孚，是促成這一創舉的功
勳人物，也被文化界親切稱為 「新派
武俠小說的催生婆」 。而他本人亦是
一位著作等身的專欄作家和著名報
人，自上世紀40年代起就先後在桂
林、重慶和香港三地的《大公
報》工作，曾參與《大公報》
子報《新晚報》和《海光文
藝》的創刊。

◀觀眾參觀金庸
與梁羽生主題展
區。 中新社

▶ 「南來作家手
跡遺物展」 昨日
開幕，展出張愛
玲、蕭紅、戴望
舒等逾20位作家
的手跡和物品，
吸引不少觀眾入
場。 中新社

5月12日 14:30-16:00
情發於聲：跨媒介與未來文學
講 者 吟光、李峻一

5月19日 10:30-12:00
從新詩到香港詩
講 者 黃燦然、萍兒

免費入場

文學講座

▲ 「南來之花」 動態數據雕塑。

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