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劇幻想曲》
日期 11月2日 地點 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
日期 11月4日 地點 佛山大劇院
日期 11月9日 地點 珠海華發中演大劇院

內容 小提琴家姚珏率香
港弦樂團於中山、
佛山和珠海舉行世
界首演，帶來作曲
家葉國輝以廣東沿
岸不同城市音樂特
色為靈感的《粵劇
幻想曲》。

「港浪音樂會」
日期 10月31日、11月1日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

內容 由音樂人趙增熹監製，香港與內
地的青年唱作歌手及樂隊演繹多
首原創音樂和流行歌曲，展示兩
地新生代的才華和創意。

開幕節目：《聲音河流》
日期 10月19日 地點 香港體育館

內容 由作曲家兼指揮譚盾譜寫新曲，
香港管弦樂團、廣州交響樂團、
深圳交響樂團和澳門樂團成員組
成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管
弦樂團」 ，並邀得內地歌手周深
作特別嘉賓並獻唱，在譚盾執棒
下舉行世界首演。演出期間同步
播放譚盾歷時12年走訪絲綢之
路、中亞至大灣區各城市所拍攝
的16段影像短片，透過光影與音
樂的交織，譜出一首 「16部電影
的交響詩」 。

責任編輯：寧碧怡 邵靜怡 美術編輯：馮自培 程月清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郭悅盈

第四屆 「粵港澳大
灣區文化藝術節」

將於10月19日至11月24
日在大灣區 「9+2」 城市
舉行，節目巡禮昨日在香
港文化中心舉行。本屆藝
術節期間，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康文署）將策劃開
幕節目和統籌超過260場演
出、展覽和交流活動，在香
港和其他大灣區城市同步開
展，融合爵士樂與舞劇等表
演。香港首次擔任藝術節的主辦城
市，以 「多元融合──創造無限機
遇」 為主題，展現區內豐盛和多元的
文化，促進大灣區各城市的文化交流
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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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0月首次主辦

逾260場演出展覽交流活動

劉玉華

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
家喻戶曉。舞劇編導周

莉亞和韓真深感木蘭是個動人
的角色，想把這故事傳承下
去。她們除了致力把情節講得
漂亮外，還採用當代性的藝術
角度去表達當代的審美觀，讓
大家從女主角的經歷，體會
「木蘭精神」 的意義。

民族舞劇《花木蘭》
刻畫女性自我成長歷程

▲ 「練兵」 場面，結合武術和舞蹈動律。

▲木蘭（左）和衛將軍相互傾慕。

周莉亞和韓真主要以女性的視角去
編創《花木蘭》，在忠於廣為流傳的木
蘭原型基礎上，進行屬於自己的思考，
並發掘劇中人物，尤其是木蘭多個成長
階段的內心情感變化。

運用顏色營造特定場景
周莉亞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透露：

全劇借助木蘭跟三個男性的互動，去塑
造她不同層面的心境及情緒。

首先，年少活潑、嬌媚的木蘭與父
親之間的親情，展現她愛親人、家鄉的
情懷。換上盔甲從軍後，木蘭和衛將軍
相互傾慕，抒述男女間的愛情。此外，
編導加插全新的角色──柔兒，安排木蘭
聽到他吹奏樂曲，喚起其思念獨留家鄉
老父的愁緒。作為女子，木蘭覺得柔兒
雖然來自敵方，但只不過是個孩子而
已，她想用愛去感化柔兒。這個場景凸
顯了木蘭母性之愛的天性。

韓真指出：木蘭從軍皆因她愛父
親、愛家鄉，她去殺敵保衛國家壓根兒
不是想着自己要變成一位將軍。在她內
心深處，替父親披上戎裝作戰，為的是
完成她作為女兒的本分。然而，未能留
在父親身旁侍候他，令木蘭十分惆悵。
可以說，自離鄉到軍營、戰場，她的際

遇展現
了自我成
長不同階段的
歷程。

談到此劇的視覺
表現手法，周莉亞表示：劇
中運用顏色的碰撞，營造鮮明的特
定場景效果。譬如說，綠色呈現家園，
紅色烘托戰爭；夜襲時，偷襲敵軍手執
彎刀折射出閃閃銀光等等，旨在衝擊觀
眾的視覺，強化劇場效果。

舞蹈編排方面，加入大量武術動作
是另一特點。其中 「練兵」 的群舞場
面，是結合武術和舞蹈動律最明顯的例
子。

因應脗合人物身份的關係，衛將軍
與木蘭夜間相遇的一段雙人舞，改以視
覺上像是兩個男子在對打的姿態、形
式，呈現整段長達約五分鐘的男女主角
互動，可謂顛覆慣常雙人舞萬般柔情優
美的模式。

韓真補充：兩位舞蹈員每一次出
拳，力度都是真實的，因為舞台表演不

能像電影那樣用切換鏡頭補足對打效
果。由是，舞者必需默契十足，刻苦鍛
煉。

「圓」的概念貫穿全劇
《花木蘭》的舞台布景設計，刻意

地用上很多圓形的意象。自始至終，
「圓」 的隱喻貫穿全劇：銅鏡、圓形飯
桌、家中那扇圓窗、圓月、戰鼓……周
莉亞表示： 「圓」 的概念，表現出中國
人追求團圓、圓滿。

她又談到以圓形轉動的舞台，側面
地代表時間的流轉，推進情節。旋轉的
舞台不斷地閃現出木蘭周圍的人和事
件，形象化地述說時光流逝。

飾演花木蘭的郝若琦身高一米七
六，曾在周莉亞、韓真的另一齣舞劇
《杜甫》（2015年）裏扮演端莊大氣的
貴妃。她既擅長演繹中國古代女子的含
蓄柔美，本身更擁有外放的性格。自首
演以來，郝若琦一直扮演木蘭的角色。
積累多年的經驗，使她在掌握人物性格
方面，細膩全面；加上舞技造詣出眾，
外形氣質發放出獨特的個人藝術魅力。

《花木蘭》全劇共分序幕、第一至
四幕及尾聲，2017年5月在北京國家大劇
院首演，迄今已公演逾百場。

其中第四幕，木蘭與衛將軍陰陽永
隔。為了祭奠她和將軍的愛，編導安排
她在眾士兵面前甩下一頭長髮，揭露自
己巾幗英雄的真正身份，顯示其完成作

為女人、女兒的自我成長歷
程。
韓真強調：舞劇的核心精

神就是成長，成長裏面也包含一種認
同感。木蘭在男權社會當中，只有
建立了軍功，即使最後眾人知道
她是個女子，也可以保住她和她
的父親。她的勇氣教人折服。

為此，眾士兵看到長髮及
肩的花木蘭真貌後，仍甘願單

膝跪地，接受她統領大軍。這就是社會
向女性表示的尊重；木蘭成長後也同時
獲取了自我認同。

當代很多女性，運用自己的智慧，
敢於追求自由，為個人、為普羅大眾謀
幸福。她們面對困境危機，無懼艱難，
勇往前衝，同樣是在經歷自我成長及自
我認同。

2024年1月初，《只此青綠》《詠
春》同步在本地舞台搬演，《花木蘭》
將是今年接連公演周莉亞、韓真創作的
第三部舞劇。香港舞迷可藉此機會，進
一步認識她們不同時期的創作風格。

註：由寧波市演藝集團演出的《花
木蘭》定於9月14及15日假香港文化中心
大劇院公演兩場。《花木蘭》為中華文
化節壓軸演出節目。



本次藝術節由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香港特
區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合
辦。本屆藝術節的其中一大特色，是多個由康
文署與大灣區各市政府及藝團聯合製作的演藝
節目將會在港登場，突顯大灣區藝術人才深度
交流和合作。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致辭時表
示，香港主要的藝術機構，包括九大藝團、西
九文化區、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
會和香港藝術節協會，將為今屆藝術節送上本
地及巡演節目，充分體現全港藝文界上下一
心，支持這項大灣區文化盛事。

在香港上演特別版《詠春》
節目巡禮現場，本地爵士音樂家張駿豪

（結他）、何卓彥（口琴）、張貝芝（琴
鍵）、李駿銚（鼓）及梁俊軒（低音結他）帶
來爵士音樂版的《茉莉花》和《彩雲追月》。
由四位參與帶來的 「張駿豪與友人」 音樂會將
於10月與11月在澳門和廣州舉行。張駿豪表
示，此次編曲融合了爵士樂、古典樂及中國民
樂的元素，希望未來能創作更多體現中西文化
交融的音樂作品。

現場還播放了作曲家譚盾介紹今次藝術節
開幕節目《聲音河流》的短片。節目匯聚香港
管弦樂團、廣州交響樂團、深圳交響樂團和澳
門樂團，在譚盾的指揮下，將在香港體育館進
行世界首演並同步直播。香港資深粵劇名伶羅
家英與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姚珏在現場對談，二
人今次都將帶來戲曲相關的跨界節目，亦都期
待能夠通過跨界的形式碰撞出更多火花。

舞劇《詠春》將在今次藝術節帶來與香港
合作的特別版，深圳歌劇舞劇院首席舞者常宏
基和張婭姝現場帶來舞劇《詠春》選段，引得
台下掌聲連連。

此外，今屆藝術節期間，香港文化博物館
和中央圖書館將舉辦多場免費展覽，展示大灣
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文獻；特別設立 「廣州文
化周」 ，邀請廣州藝團帶來粵劇和舞劇等表
演，同時展示國際及亞洲藝術家的作品，如日
本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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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舞劇《詠春》中葉
問的扮演者，常宏基剛剛跟
隨劇院結束倫敦站的世界巡
演，未來還將前往法國和俄
羅斯演出。常宏基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經過200多
場的演出，自己也得到了成
長，能夠更多的理解人物的
情緒，越跳越舒適。對於今
次香港特別版的《詠春》，
常宏基表示自己亦非常驚
喜，他已多次來港演出《詠
春》，希望這次能用更加成
熟和鬆弛的心態面對觀眾，
亦期待更多香港元素的融
入。

對於今次帶來的粵劇電
影《白蛇傳》，羅家英表示
自己有豐富的電影和粵劇表
演經驗，亦曾多次詮釋許仙
的角色。

重點節目（部分）

舞劇《詠春》特別版
日期 11月22日至24日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

內容 在原有演出的基礎上加入香港製作的部分，包
括由林子祥擔任製作、作曲及主唱、陳少琪填
詞的主題曲《詠春》，香港年輕指揮家馮嘉興
執棒與本地樂團The Symphonic Pops作現場
演奏配樂。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本地畢業生
黃丹洋更會參與是次深圳歌劇舞劇院的演出，
打造一部糅合武術、舞蹈、流行音樂和具兩地
創意的作品。

粵劇電影《白蛇傳》
日期 11月2日至3日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

內容 以光影形式呈現白素貞與許仙的愛情故
事。此電影以實境拍攝，由國家一級導演
尹大為執導，佛山粵劇院院長兼國家一級
演員李淑勤夥拍香港資深粵劇名伶羅家英
擔綱演出。

▲深圳歌劇舞劇院首席舞者
常宏基接受訪問。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主要嘉賓出席第四屆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 節目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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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節目：《聲音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