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貝聿銘接受委託設計蘇州博物館
新館後，說服博物館設立展

示當代藝術品的展覽空
間，並向博物館推薦

趙無極、徐冰、
蔡國強等藝術

家作品。

貝聿銘認為
建築可以彰顯那些跨
越時空和文化的地域歷史
和全球運動，他的設計也體現
了他對共同協作和跨文化交流的看
法，反映建築物和空間與周遭環境息息
相關的信念。是次展覽分為六大主題， 「貝
聿銘的跨文化底蘊」 「房地產和都市重建」 「藝
術與公共建築」 「權力、政治與賞識青睞」 「物料改
良與結構創新」 「以設計重新解讀歷史」 。

「從建築中感受生活樂趣」
貝聿銘的兒子、建築師、貝氏建築事務所

董事長及創始人貝禮中表示， 「這個全面回
顧展首次向公眾展示我父親豐碩且影響深遠的事
業生涯，闡明造就他成為不同凡響的建築師和世界公
民背後的跨文化影響及獨特歷史背景。」 在他看來， 「人
生如建築」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標題。 「我的父親很看重人與人
之間的聯繫，他很享受與夥伴建立好的合作關係和友誼，期待人們可
以在他的建築設計中感受生活的樂趣。在過去的三四十年中，我的父親參
與設計了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生活空間等，這些項目讓他變得更為人所
知。如今，這些空間依然能夠給人們帶來快樂。」

展示哈佛畢業論文設計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聯合策展人王蕾和陳伯康表示， 「貝聿銘的建築汲取地

區元素，卻塑造全球文化。其建築體現藝術和文化理想，同時透過對話和合作塑造了
城市的天際線，帶來創新的建築形式和工程創舉。我很榮幸能夠首次從貝考弗及合
夥人事務所、美國國會圖書館、貝聿銘的家人和客戶，以及在他職業生涯各個
階段的合作夥伴的檔案中，首次收集大量未曾面世的資料。由此呈現出的
圖景，是一種從根本上與廣泛地域的建築、城市化、國家建設和機構
文化認同的重要發展交織在一起的建築事業。」 在王蕾看來，貝
聿銘沒有特定的設計風格，但他的作品強調以人為本，原則
是與城市對話，與城市建立關係。

此次展覽展示了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建築
學院的學生製作的5個模型，學生們通過研究
圖紙來呈現貝聿銘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碩
士畢業論文中的設計 「上海中華藝
術博物館」 ，以及由他設計卻
還未實現的項目作品，如
紐約雙曲面大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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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戲曲有魅力

日前在香港大會堂
上演的《雙官誥》，吸引不

少觀眾到場觀看。散場後，觀
眾唐先生表示，自己平時大多時

候都是看粵劇，今次是第一次看北
路梆子戲，覺得不論是唱腔還是做功

都十分優秀。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Wendy

和Ria也是因為出於想了解北路梆子戲
的心情，欣賞演出，Wendy表示，劇中
女主角王春娥含辛茹苦撫養孤兒英哥的
情節令她十分感動，聯想到自己父母養
育自己的辛苦，內心充滿感激。

Ria的家鄉在巴基斯坦，在香港讀
書，她說自己雖然聽不懂中文，但旁
邊的英文字幕已經可以幫助了解。
她還認為演員的演繹，已經讓她感
受到中國戲曲的魅力，情感上也

有所觸動。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馮自培

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的首個全面回顧展 「貝聿銘：人生

如建築」將於周六（29日）起在M+面向公眾展出。貝聿

銘是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深具影響力的建築師之一，是次

展覽籌備7年，展出逾400件展品，其中不乏首次借

出的珍貴建築模型，為觀眾詳細呈現其過

往作品，並回顧他的傳奇人生。

貝聿銘：人生如建築周六M+揭幕
逾400件展品回溯傳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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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節活動之一 「普
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 日前在香港

大會堂舉行，長者和學生皆能免費觀看。
由忻州文化研究院上演的《雙官誥》，劇
情雖為傳統的 「三娘教子」 故事，但當中
宣揚的仁和孝依然打動了台下觀眾。台上
演到精彩處，現場不僅有掌聲，更在展現
孝悌之處，令部分觀眾十分動容。

忻州文化研究院首度來港
《雙官誥》以明代為故事背景，講述

的是薛家丫鬟春娥如何含辛茹苦撫養被親
娘拋棄的孩子英哥，直到英哥高中狀元而
歸，且得知英哥被傳死訊的父親薛子岳尚
在人間，也得中功名，春娥也成為了薛子
岳的妻子，終獲父子 「雙官誥」 ，傳為佳
話。

導演韓翠翠表示，忻州文化研究院首
度來港演出，原本內心很忐忑香港觀眾對
北路梆子的反饋如何，現場卻感受到了很

熱烈的氛圍，令她倍感驚喜。之後也期待
能有更多來香港演出的機會。她繼續介
紹： 「北路梆子有明顯的地方戲特色，聲
腔高亢激昂，多花腔，一個嗨字就能有72
種唱法。」

北路梆子有行內術語謂： 「男怕《斬
子》，女怕《教子》」 ，足見《教子》的
青衣角色在北路梆子傳統中，被公認為最
具挑戰性行當之一。梅花獎得主楊仲義以
及成鳳英在戲中分別出演薛保和英哥，賈
粉桃則飾演春娥，眾人在劇中的唱功激越
酣暢，全情投入，引人入勝，當英哥唱
到： 「我的娘為了我頭髮已花白，如今為
了求功名我怎能忍痛離開。」 配合成鳳英
的演繹，今天的觀眾也能從中產出共鳴。

成鳳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
戲曲之美獨樹一幟，演員從小就要練功，
講究 「四功五法」 ，這都是前輩經過千錘
百煉之後，反覆實踐總結而出的表演技
能。演員在舞台上要刻畫人物，以塑造人

物為宗旨，特別是情和技的結合，以技
生情，塑造人物，方方面面都要兼備，
這也是中國戲曲博大精深之處。

楊仲義扮演配角家僕薛保，他
認為這一角色十分重要，傳遞了中
華民族向善向上的傳統美德。
「《雙官誥》是經典老戲，將傳
統的三娘教子故事進行創新，將
『三娘』 還原成丫鬟，不僅含辛
茹苦將少東家撫養成人，更在
這之後淡泊名利，體現了人性
之美，也是中國戲曲永恆的創
作主題。」

賈粉桃在戲中塑造出一個含
辛茹苦的春娥形象，她在展現高
亢唱功的同時，也不失柔和深
沉，她表示，今次能來香港演
出，可以讓更多觀眾了解北路梆
子，繼而了解到山西戲曲文化，十
分有意義。

山西北路梆子戲《雙官誥》以情動人

中國戲曲
文 化 博 大 精

深，地方劇種各有特
色。忻州文化研究院首
度來港，參與首屆中華
文化節，日前在香港大
會堂舉行的 「普及中華
文化藝術專場」 ，上演
北 路 梆 子 戲 《 雙 官
誥》，由中國戲劇梅花
獎得主楊仲義、成鳳
英，以及賈粉桃等擔綱
主演，向一眾香港觀眾
展現內地北路梆子戲的
激昂慷慨，以情動人。

大公報記者 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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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為中國戲曲四大聲
腔之一，而北路梆子（又稱雁

劇）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具300多
年歷史，於2006年列入首批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唱腔高亢激
越，劇目多取材自歷史演義和古典
小說，民間色彩濃厚，語言通

俗易懂，深具地方特
色。

話你知

梆
子
戲 ◀楊仲義（左）、成鳳

英（中）、賈粉桃在香
港演出《雙官誥》。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貝聿銘為羅浮
宮項目構思了
金字塔造型，
以鋼框架組成
一個張力和壓
力同時作用的
系統，來支撐
超高透明度的
玻璃表層。

貝聿銘1917年生於廣
州，1918年舉家遷至香港，1927

年又前往上海生活。貝聿銘的建築項目
備受矚目，他的職業

生涯縱貫70載，其作品橫
跨遼闊地域，包括華盛頓國家美

術館東館、巴黎大羅浮宮現代化改造
計劃、香港中銀大廈和多哈伊斯蘭藝術博

物館，這些地標奠定貝聿銘在建築史和流行文
化的顯赫地位。

細數貝聿銘在香港的設計，在中銀大廈項目之
前，他曾設計位於銅鑼灣的新寧大廈，在設計這一建築時，

貝聿銘特別在門前預留了一塊空地，這塊空地也成為吳宇森導演
的電影《英雄本色》中的取景地。如今，新寧大廈已經拆掉，但觀眾

依然可以在電影片段中看到這一建築的昔日樣貌。

貝聿銘的另一
知名作品 「巴黎大羅浮宮
現代化改造計劃」 是他在設計
完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 後接
到的設計邀請，因想要在羅浮宮前建設

一個金字塔結構的玻
璃建築而遭到市民的強烈反
對，觀眾可以在彼時的報紙新聞
中了解項目推進過程中的種種困難，
直到貝聿銘設計了改造計劃的模型，邀請
巴黎市民參觀了解設計理念後才獲得民眾的支
持。

貝聿銘在香港、上海和蘇州度過成長歲月，蘇州園
林的建築格局給他很大的影響。從大學校園設計到摩天大樓
兩側階梯式的流水園林，他將中國傳統園林設計詮釋出自己的特
色。在設計蘇州博物館新館時，貝聿銘仔細考察拙政園等王府風格的
環境，最終設計出帶有素白灰泥牆的建築來融入整個園林中。

貝聿銘
與香港的建築情緣

重點活動（部分）

展訊 展期：6月29日起 地點：西九文化區M+西展廳貝聿銘：人生如建築

大公報記者 顏琨

此電影由
貝聿銘在蘇州的成

長時期開始說起，透過接觸
這座 「園林之城」 的石山園景，啟發

了他的想像；再談到後來他與家人遷到上
海，再負笈美國追尋建築夢。

日期：7月14日、
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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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銘貝聿
銘》》

開幕講座
將邀請多位曾與貝

聿銘共事的人士分享個人經
歷，回溯貝聿銘如何體現其建築、城

市及人生觀。

日期：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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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貝聿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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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貝聿銘為香港
中銀大廈構思
的優雅方尖設
計，滿足結構
穩固、造型搶
眼的要求。

•貝聿銘入讀麻省理工大學
的第一年，在寫給父親

的家書中談及自己
的學業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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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禮中表示 「人生如建築」 是一個非
常完美的標題。

花絮

匠心傑作

部分圖片：
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