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江三月，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的舞台上，內地音樂劇演員、北京
歌舞劇院音樂劇團團長阿雲嘎接受筆者訪問，談及中國文化出海，內地音樂
劇來港演出的挑戰，以及中國音樂劇的發展。他認為中國音樂劇目前處於
「借船出海」 階段，未來將 「造船出海」 ，而香港是重要碼頭與樞紐。

在音樂劇舞台上，他是《在遠方》中執著追夢的快遞員姚遠，是《基督
山伯爵》中歸來復仇的埃德蒙，是《劇院魅影》中苛求完美的O.G，未來還
將化身《風聲》中悲劇色彩濃厚的反派肥原。這位草原之子談及創作時說，
他以 「鷹的視角」 俯瞰作品，拒絕沉溺其中，勇於推翻重塑。當目光投向音
樂劇的發展，他不再囿於單一角色或劇目，而是從產業全局、文化出海與國
際交流的高度尋找突破。

晴晴

責任編輯：謝敏嫻 寧碧怡 美術編輯：熊銘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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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雷動，喚醒心中的哪吒
何志平

作者簡介：何志平，醫學博士，金紫荊星章得
主。前香港中文大學眼外科講座教

授，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
協委員，先後出任香港政策研究所
副主席、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全
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特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局長、香港中華文化學
院主席。近年來從事國民教育、文
化、能源及民間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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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的春天注定不尋常！新年伊始，國際
輿論熱點一下子從歐美地緣政治轉跳到中國動
漫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哪吒
2》）。影片一經面世，便擊起千重浪。不僅
大受海內外觀眾歡迎，票房更是一舉突破148
億人民幣，榮登全球動畫電影票房榜首，成為
首部票房超越二十億美元的亞洲電影！

其實早幾年前哪吒系列動畫電影便 「誕
生」 了。《哪吒之魔童降世》即（《哪吒
1》）於2019年暑期上演78天，累計總票房為
50.35億人民幣，位列當時中國電影票房第
二，被稱為 「國漫之光」 。讓人驚奇的是，從
2019年到2025年，這六年期間究竟是怎樣的
變化，促使影片票房成績由第一部的50.35億
躍升至第二部的148億？哪吒何以 「長大」 ？

有人說《哪吒2》拍攝技巧高超，不管是
三維轉二維的3D建模效果、特技布局、粒子
特效和動態捕捉技術，所組成的既古典又有未
來感的奇幻故事情節，還是音響特效等糅合而
成的衝擊性畫面，以及應有盡有的最前衛科
技。但這些視聽之娛，還不足以解釋《哪吒
2》的成功現象。

有人說《哪吒2》市場營銷策略高明，好
像也不見得。近年荷里活亦出產了不少高科技
的動畫電影，如《海洋奇緣》、《獅子王木法
沙》、《變形金剛》、《冰雪女王》等。論技
術拍攝手法，都和 「哪吒」 系列相差無幾。這
些動畫電影在荷里活的圈子裏，亦是各方盡數
追捧宣傳之對象。

那為何《哪吒2》獨佔鰲頭？是中國元
素？記得2008年上演的美國3D動畫電影《功
夫熊貓1》，故事題材及畫面背景全部取自中
國，並突出了中國文化裏武術功夫的俠義精
神。全球上映後，憑藉其獨特的風格和故事情
節及出色的視覺效果，獲得了觀眾的支持認
可，贏得了第36屆安妮獎，並獲奧斯卡金像
獎、金球獎提名。之後陸續推出了《功夫熊貓
2》、《功夫熊貓3》和《功夫熊貓4》。縱觀

《功夫熊貓》系列的全球票房和中國內地票房
成績，第一部是6.31億美元和1.86億人民幣；
第二部是6.65億美元和6.11億人民幣；第三部
為5.21億美元和10.03億人民幣；第四部在
2024年初上演19天就放棄了中國內地市場，
全球收益破5億美元，內地票房僅為3億人民
幣。荷里活 「中國式」 電影突然不受中國觀眾
待見，《功夫熊貓》這一火了十六載的超級
IP，為何一下過氣而熱度不再了？

身邊看明白的朋友分析道，《功夫熊貓》
是充分運用中國的臉孔和辦法，訴說美國人的
故事，傳遞美國人的精神，但這系列動畫電影
對中國元素的理解和發揮亦是山窮水盡。他們
永遠領會不到中國文化最為核心的力量，那就
是生生不息。如同學童學會熟練背頌古詩，卻
沒學懂如何作詩，幾個回合便黔驢技窮了。

今年的《哪吒2》，又是怎樣讓國人歡呼
吶喊並奉為2025年的熾熱驕子？這當然與影
片精美絕倫的科技特效製作技術分不開，但最
引人入勝的是故事情節以及振奮人心的人物對
白。哪吒是魔還是仙，都還是殷夫人的兒子；
截教眾生縱然花盡畢生修為努力修成人形而盼

登仙位，後來卻仍被闡教老翁盡放煉丹爐中，
化煉成丹給闡教眾仙進補。臨了還得靠着哪吒
那打不死壓不掉的逆鱗精神，與截教萬眾一心
的集體毅力，才能衝出重圍覓生天，反敗為
勝。

這一兩年來，我們身邊，如此模樣的釜底
抽薪與絕地反擊，從被打壓、被動的弱者透過
自身頑強不屈的意志，最終反敗為勝、皇者歸
來的故事，屢屢牽動着億萬中國人的心。

創作人、音樂製作人、歌手刀郎，善於創
作西北地區風采的歌曲，2004年以專緝
《2002年的第一場雪》走紅全國，卻招惹業
界刻薄的批評和打壓。他後以無法適應當時娛
樂圈的環境及對 「成名」 的準備不足，選擇隱
退幕後，專心創作工作。在蟄伏了十多年後，
2023年推出專輯《山歌寥哉》，《羅剎海
市》膾炙人口、發人深思。一曲《花妖》把千
年恩愛化作杭州煙雨裏的唏噓情懷，《鴻雁于
飛》又唱哭了上海的一群觀眾，再次火爆全
國。

我們的國家，也從2018年起屢被歐美圍
堵打壓，貿易戰、金融戰、商業制裁、科技禁

運、宣傳抹黑、地緣軍事威脅等等，無所不
有。然而中國文脈千秋貫、江河萬古流，14
億中國人秉持着 「靜氣」 、 「勇氣」 和 「底
氣」 ，捱過艱困，走向另一片海闊天空。從航
天北斗到越洲東風，從自我研發5G、6G，到
人工智能、DeepSeek等等成就，中國人萬眾
一心，埋頭苦幹，磨鐵成針，奮勇前進，打破
局限困境，重洗世界體系風向標，再創輝煌明
天。

「殺不死我的，終將使我更強大」 ，何曾
不是當下氣壯山河的中國哪吒們對霸權邏輯的
終極解構與反擊。從2019年《哪吒1》到
2025年《哪吒2》， 「哪吒」 長大了，中國強
壯了，中國人更長大了！

這幾天，先有農曆二月二龍抬頭，後有二
月初六驚蟄雷動。青龍昂首，雷聲動四境，春
雨綿綿，春雷聲聲，是節氣動，地氣動，人氣
更要動！春雷喚醒了我們每一個人心中的 「哪
吒」 ，我們看哪吒，原來就是看刀郎，是看中
國人，就是看你和我。哪吒的故事，就是中國
人五千年來的故事，中國人自己的故事。就是
我們中國人今天的故事，你和我的故事！

◀

《哪吒2》榮登全球動畫電影票房榜首。 劇照

【大公報訊】日前，香港天籟敦
煌樂團首次遠赴歐洲，成功在倫敦和
巴黎兩大文化藝術重鎮演出多場音樂
會，並舉辦交流活動。是次歐洲首演
標誌着樂團在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和傳
承敦煌古樂方面踏上新里程。

2月21日，樂團在大英圖書館舉行
首場演出，在圖書館所舉辦的 「絲路
綠洲——古代敦煌生活」 展覽閉幕典
禮中，樂團特別呈現為此創作的全新
曲目，90分鐘的演出掌聲如雷。

當地媒體對音樂會反應熱烈，在

《歐洲時報》的採訪中，英國觀眾塞
格斯表示，音樂結合壁畫的視覺藝術
表達很新穎，尤其是《大唐禮讚》將
壁畫中的禮樂盛景與現場樂器相對
應，是穿越千年時空的致敬和傳承，
令人心潮澎湃和感動。另一位在英國
文博機構工作的愛瑪表示，樂團以現
代音樂手法演繹敦煌古樂譜令人驚嘆
不已，真心希望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可
以在更大的舞台演出。

其後，樂團分別於倫敦大學亞非
學院及倫敦大學學院表演並舉行交流

活動，與師生共同熱烈討論樂團根據
藏經洞（敦煌莫高窟第17窟）內發現
的樂譜而創作的曲目，並深入探討敦
煌壁畫，以及壁畫中描繪的古代樂譜
和傳統樂器。

最後一站，樂團應巴黎中國文化
中心之邀，為當地文化界演奏敦煌天
籟之音，深深打動法國觀眾。

音樂會上演出的十首原創曲目均
由樂團的駐團作曲家甘聖希和朱啟揚
所創作，敦煌壁畫、雕塑及其背後的
文物與故事啟發了他們的創作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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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籟敦煌樂團首赴歐洲巡演

阿雲嘎的音樂劇創作之路始於與香
港作曲家金培達的合作。金培達在擔任
音樂劇《在遠方》音樂總監時，邀請從

未涉足音樂劇作曲的阿雲嘎加入主創陣營。
香港和內地音樂劇創作者們惺惺相惜的故事仍在

續寫。阿雲嘎提到，高世章和岑偉宗這
對金牌組合的代表作品《頂頭槌》和
《大狀王》耗費心血，這種十年磨一劍
的精神，正是音樂劇創作所需。兩地音
樂劇人才的交流日益頻繁，阿雲
嘎期待未來和高世章以及香港話
劇團有合作的機會。 「大家潛
心創作，這是我們的核心，只
有好的內容才能夠讓它變成一
個產業鏈。」 阿雲嘎說。

阿雲嘎此番來港，應邀出席香港演藝界內
地發展協進會的研討會，與香港演員王祖藍、
作曲家金培達等，討論電影和音樂劇的互相轉
換。香港演藝界內地發展協進會秘書長王祖
藍介紹阿雲嘎時特別提到，阿雲嘎正在把內
地成功的電影IP搬上舞台，延續這些IP的生
命。

講到中國IP音樂劇的打造，阿雲嘎有源源
不斷的靈感。 「我們現在有一個特別好的IP
《哪吒》，它已經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動畫
電影，也是有民族的自豪感的一部IP電影。如
果它要變成了一部音樂劇，未來是不是有這個
可能？」 台下觀眾則熱情起哄，讓阿雲嘎出演
音樂劇版敖丙。

或可打造音樂劇版《哪吒》
阿雲嘎擔任總製作人和作曲的音樂劇《風

聲》，改編自作家麥家同名諜戰小說，已在過
去三年進行了三輪工作坊打磨，2024年在上海

舉辦音樂會時，一票難求。2025年《風聲》將
在粵港澳大灣區巡演，目前創作團隊正在針對
《風聲》上半場的結構進行修改，以便讓觀眾
更有代入感。阿雲嘎希望做到 「每一個環節都
要吸引觀眾的眼球。（讓他們）先把戲看進
去，覺得人物有意思，每個環節都有意思，到
下半場才真正的去挖掘人物內心，提高情感濃
度。」

改編自同名賣座電影的音樂劇《揚名立
萬》去年12月在上環文娛中心一連三日演出，
這也是內地音樂劇近20年來首次以自營演出的
模式登陸香港。作為這部劇的總製作人，阿雲
嘎認為這部劇故事有趣，符合 「三一律」 ，既
深度挖掘人性，又有英式荒誕感，是特別適合
「出海」的一部戲。

「文化出海情感共鳴是關鍵」
中國文化要如何出海，阿雲嘎認為情感共

鳴是關鍵。他以《風聲》和《揚名立萬》為

例，指出這些作品既有普世價值，也有愛國情
懷，還有人性的一面。阿雲嘎認為未來10到20
年，中國的音樂劇市場是不可估量的。而這個
跟中國成為經濟、軍事、科技大國的事實密不
可分。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民眾對於精
神食糧的需求會不斷提升。而音樂劇是個集大
成者，它可以滿足不同的人群。

阿雲嘎認為，現在內地做音樂劇屬於 「借
船出海」 ，未來是 「造船出海」 。 「借船出
海」 需要一個碼頭，需要一個關鍵的樞紐，那
就是香港。

被問及內地舞台劇在香港演出碰到的現實
困難時，他直言舞美報關 「非常非常難」 。而
比起《揚名立萬》，《風聲》音樂劇的舞美可
能會更複雜。阿雲嘎說： 「希望未來能開出一
條綠色的通道，這對兩地的這種文化交流可能
會更好。今天研討會談及香港演藝界內地發
展，當然也需要內地音樂劇產品來香港，這是
一個互惠共利的過程。」

惺惺
相惜

阿雲嘎：推動中國IP音樂劇造船出海

▶阿雲嘎應邀出席香港演藝界
內地發展協進會的研討會。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麥鈞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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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揚名立萬》去年在上環文娛中心上演。

《風聲》將開啟大灣區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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