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為紀念《雷

雨》問世90周年，戲劇導演李六乙攜手香
港電影美術指導及服裝設計師張叔平、影
視明星胡軍、盧芳、苗馳等重排這部經典
之作。此次製作以《雷雨》1936年的單行
本為基礎，透過非現實主義的演繹，將時
代激烈的社會矛盾濃縮於一個大家庭荒誕
的關係和衝突之中。日前，該劇於北京國
家大劇院首演，並將於3月5日至9日作為第
53屆香港藝術節的劇目之一，在香港演藝
學院歌劇院上演。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雷雨》作為中國現代戲劇的里程碑，問世
90年來不同版本的演繹感動無數觀眾。這次全新
演繹突破了現實主義戲劇模仿與再現生活的經典
框架，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宋寶
珍在演後見面會中指出， 「舞台採用抽象化的布
景與寫意化的表演形式，為觀眾帶來全新的情感
衝擊。」

虛化舞台令人物形象更突出
宋寶珍劇透了一個細節： 「舞台的台口放了

一把椅子，其作用非常重要，是還存在於世間的
人們，周樸園、侍萍、繁漪，透過他們的視角還
原出當時的那種情景。」 在這樣的舞台空間中，
觀眾所看到的不只是場景，而是心情、震驚與反
思。

此次《雷雨》的舞台設計極為簡潔，僅以兩
組沙發與一張茶几構成客廳場景。這種極簡的布
局不僅延續了中國戲曲 「一桌二椅」 的傳統美
學，更在具象與抽象之間探索出新的表演可能
性。李六乙認為： 「 『一桌二椅』 的魅力在於，
它看似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具象空間，但透過演員
的表演，能賦予這空間心靈與精神上的無限延
展。它超越了物質的存在，成為承載角色性格與
情感的載體。」 同時，周樸園飾演者胡軍透露，
舞台美術、服裝造型設計師張叔平要求用砂紙將
傢具原本的漆全部打磨掉， 「因為當舞台布景過
於具象化，會限制觀眾的想像力。」

虛化的舞台，讓人物形象的展現更加突出。
因此，在服裝設計上，張叔平極致還原真實，從
禮帽、大衣到旗袍和鞋子，無一不是量身定製，
並完全還原了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風
格。提起自己的戲服時，胡軍笑言： 「光是長領
襯衫就做了八九次，領子必須貼合無縫。」

恢復原始版本「序幕」與「尾聲」
此次《雷雨》的演繹建立在1936年《雷雨》

單行本的基礎上，並力圖在結構上還原1936年首
演版。曹禺曾在單行本的 「序」 中強調，序幕和
尾聲是劇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六乙認為，每個時代的藝術家對劇本的閱
讀方式都不同，而這次演繹特別回歸到曹禺的原
始版本，恢復了他極為重視的序幕與尾聲。 「我
們還找回了許多刪掉的台詞。」 但他也坦言，若
全本演出，需要長達5個多小時，對當代觀眾而言
難以接受。因此，劇組仍進行了適當刪減，其中
包括刪掉了魯貴這一角色。

談及這次的表演，李六乙強調，排練過程
中，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無論如何演繹，
「真」 是不變的核心。他表示： 「我們想

呈現的，是最真實的人、最真實的情感、最真實
的思想與靈魂，以及最真實的人物關係。這是戲
劇的根本。而至於角色如何解讀，演繹的層次與
深度，這些都應該留給演員去自由探索。」 正因
如此，李六乙在排練時給予演員更大的發揮空
間，希望他們透過自身的體會與實踐，找到最貼
合角色的表現方式。

「實踐才能找到角色的核心」
對此，胡軍深有同感。回憶排練過程，胡軍

直言： 「舞台上的表現，其實是被逼出來的。」
他提到，起初多數演員以現實主義來表現，但當
他們隨意走位或對詞時，會突然意識到 「這不是
正確的做法」 。當演員們發現錯誤時，排練已進
行一段時間，但大家毅然摒棄舊的表演方式重新
來。對於自己讓演員 「隨意發揮」 ，李六乙解釋
道： 「表演不能只是紙上談兵，只有實踐才能找
到角色的核心。當演員真正理解角色，就無需刻
意尋找表演方式，我們只需決定哪些部分深入，
哪些保留餘韻，這樣創作過程就變得愉悅了。」

胡軍在受訪時表示，希望能為香港觀眾呈現
一場與眾不同的《雷雨》。他說， 「這次的演出
並不試圖讓所有觀眾達成統一的認知，《雷雨》
不該被固定成某一種樣子。真正的戲劇，是創作

者與觀眾共同呼吸、感受當下。每個人的理解都
是獨特的，這才是戲劇最迷人的地方。」 「香港
觀眾非常熱情且具有很高的鑒賞力，我期待他們
能夠理解並感受到我們這一版的獨特之處。」

此外，胡軍提到，在《雷雨》演出之前，香
港藝術節亦會上演希臘國家劇院製作的《希波呂
托斯》。 「《雷雨》悲劇性的氛圍中，確實有一
種古希臘的味道，而我們則融入了濃厚的中國文
化，這種東西方的碰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種接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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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雷雨》3．5香港上演
李六乙攜胡軍盧芳重排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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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壇動靜

周繁漪的特立獨行使她在
家族中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被
貼上 「有病」 的標籤。導演李

六乙在受訪時指，這種解讀實則是一種誤
解， 「周繁漪走在社會、歷史與文化的前
沿，正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所提出的問
題：是狂人有病，還是這個世界病了？」 李
六乙進一步解釋，周樸園作為舊社會的代
表，無法理解繁漪的思想，甚至影響了兒子
周沖，使他也開始懷疑自己， 「那句 『媽媽
說的是對的』 正反映了這種影響。」

與繁漪的反叛相對，周樸園則是封建家
族中的大家長，但飾演周樸園的胡軍認為，
他內心卻充滿掙扎與孤獨。 「他是周家的掌
權者，卻也是最孤獨的人。」 在眾多場次
中，胡軍最受觸動的是第四幕的開場： 「周
樸園獨自走出來，身邊一個人都沒有。那一
刻，他的孤獨、無助、無奈與掙扎展露無
遺，而這也是整部《雷雨》的核心。」

在不同時代的演繹中，《雷雨》的視角
時而聚焦於繁漪，時而圍繞周樸園，這種變
化正映照着社會思潮的轉變。李六乙表示，
繁漪是最能體現曹禺精神的角色，充滿反抗
與挑戰舊秩序的勇氣，而周樸園則象徵着舊
時代的沉重枷鎖。兩個角色的對立與糾纏，
不僅構成了劇中的張力，也折射出社會與個
體的矛盾。

•地 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時 間：3月5日至3月8日晚上7：30、3月9日下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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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三一律 四鳳發誓前置
在此版《雷雨》的創作中，李

六乙特別重視第三幕的安排，並進
行了重要的時間線調整，以凸顯情

節與人物情感的緊湊性。他指，第三幕突破了
戲劇傳統的 「三一律」（24小時內、同一場

景、同一主題），展現出人物關係中的強烈撕
裂感。

為加強魯侍萍的行動邏輯，李六乙將 「四
鳳發誓」一場戲提前至第三幕開端。這一安排
使魯侍萍的迫切心情更為突出，表現她急於阻

止四鳳重蹈自己的命運。隨後，四鳳面對周
萍、周沖和魯大海三個男人，展現出她在情
感、家庭與信仰（誓言）之間的艱難抉擇。李
六乙表示： 「這並非簡單的情感衝突，而是生
命選擇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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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芳（前排左）在劇中飾演繁漪。

話劇《雷雨》

▲導演李六乙。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主演胡軍。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舞台設計以兩組
沙發與一張茶几構
成客廳場景，延續
中國戲曲 「一桌二
椅」的傳統美學。

▲《雷雨》劇照。

【大公報訊】近日，香港弦樂團完成2025澳洲巡演，
自1月31日起先後踏足阿德萊德、悉尼、堪培拉及墨爾本，
上演五場精彩音樂會。這次巡演由著名小提琴家姚珏帶領
二十多位香港優秀弦樂演奏家，以 「中西合璧 弦韻傳情」
為主題，呈現富有中華傳統特色的 「新春音樂會」 。

1月31日，巡演首場演出在阿德萊德女王劇院舉行。
香港弦樂團演出的曲目包括《顧嘉煇串燒金曲回響》、電
視劇《繁花》的配樂旋律《繁華金曲串燒》等，展示香港

的城市印象和上海的海派特色。此外，樂團藝術總監姚珏
與澳洲音樂家Yundi Yuan合作演繹《新春樂》，與觀眾一
同共賀新春。

在悉尼站的演出中，姚珏與當地粵劇演員一同演繹特
色節目《廣東粵劇幻想曲》，將嶺南傳統文化瑰寶與當代
音樂藝術有機結合，展現嶺南地區傳統戲劇的獨特韻味，
讓觀眾品味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魅力。

2月2日，香港弦樂團來到澳洲別具標誌性的建築──
悉尼歌劇院開展演出，當天門票售罄。姚珏引領兩千多名
觀眾，現場教學中國西南地區民族樂曲《放馬山歌》的山
歌吆喝，觀眾們配合弦樂演出爆發出一聲聲 「喲呵」 ，響
徹悉尼歌劇院。2月5日及7日，香港弦樂團分別到堪培拉、
墨爾本演出，隨後順利結束這次澳洲巡演。

姚珏介紹，是次巡演各場次均受到觀眾的熱情歡迎，
都增加了返場加演環節，既定曲目結束後，音樂會的現場
彷彿一片沸騰的海洋，掌聲雷動。其中，香港弦樂團、亞
洲青年弦樂團還聯同澳洲當地的青少年樂手，一起演奏
《我愛你中國》， 「台下的觀眾舉着手機閃光燈，沉浸在
美妙動人的音韻之中，音樂會的氣氛非常濃厚。」

香港弦樂團澳洲巡演 踏足四城賀新春

▲香港弦樂團在悉尼歌劇院音樂廳與觀眾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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