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 「西九家FUN藝術節」 即日起至4月27日，在西
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草坪、戲曲中心、自由空間大盒等地舉
行。來自本地、澳洲、加拿大、英國、比利時、美國等國家
和地區的藝術家，打造近百場表演節目、劇場節目、戶外大
型藝術裝置、免費表演、工作坊等。其中，由藝術家短期駐
留的 「表演建築」 《輪居》為重頭節目之一。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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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與香港，一切恰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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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整理家中舊物，一盤盤泛黃的磁帶，
一張張老舊的黑膠與雷射唱片，彷彿打開了時
光的隧道，無數青春記憶在正午的陽光下簌簌
而落，多年的光陰之塵忽而彈落而去，曾經
那些深入血脈的信仰以及生生不息的力量，
像鳥兒一樣飛了出來。你我他，哭着，笑
着，與一首首粵語歌，在這南隅的小島上一起
長大。

我喜歡音樂，喜歡拉小提琴，喜歡《獅子
山下》《我的中國心》《萬里長城永不倒》
《從不放棄》《風再起時》等粵語歌。這些歌
和香港這座城市一樣，風格雜糅多元且多變，
既傳統又現代，既大氣磅礴又細膩敏感而包羅
萬象。它記錄下青春少年的熱血無畏和追尋
「理想」 的百折不撓，也表達了人生的彷徨和

歸家的渴望，以及對世事如棋的哲學思考；它
讚嘆英雄人物的俠義無雙，也認同市井小民的
樂觀通達；它在愛情和親情裏柔腸百轉，於人
們隱秘的內心深處激起漣漪，也會因為家國情
懷和民族大義而慷慨激昂，不懼不讓。

黃霑說，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聲音。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人在街頭巷尾哼唱
的，多是充滿通俗俚語諧趣的粵語流行曲，如
鄧寄塵的《墨西哥女郎》、鄭君綿的《飛哥跌
落坑渠》、鄭碧影的《詐肚痛》等。上流華人
社會偏愛廣州傳來的粵劇歌曲和粵曲小調，亦
有一批名流商紳喜愛戰後從北方南下的國語時
代曲，如周璇、白光、顧媚、姚莉的《夜上
海》《四季歌》及《三年》等。當時的莘莘學
子耳熟能詳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的歐美
流行曲，奈何中學生們的英文程度都不深，市
間便興起 「聽流行曲學英文」 的風氣，一批批
英文歌集陸續面世，人人手執一本。

六十年代中期，美國 「嬉皮士」 用公社式
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來宣示他們對民族主義和
越南戰爭的厭惡，搖滾樂、反叛、和平與自然

的民歌創作傳入香港。香港青年學界追捧 「彼
得、保羅和瑪麗」 、 「卜戴倫」 、 「連儂」 、
「披頭四」 等從民謠歌手到結他搖滾樂隊的組
合。唱着英文歌曲，哼着隆隆的節奏。本地青
年結他流行樂隊先後有許冠傑的 「蓮花」 及譚
詠麟的 「溫拿」 。

六十年代末，有次電視節目中，慣唱歐西
流行歌曲的許冠傑突然打破囿限，破天荒第一
次中曲西唱，以西方唱腔清唱傳統粵語小調
「一水隔天涯」 ，創意效果驚人。後來許氏兄
弟專輯《鬼馬雙星》，其中一九七二年面世的
《鐵塔凌雲》，更成為香港文化的標誌性時代
曲。那時年輕學子在一九六七年後，紛紛心往
他邦，認他方為樂土，結果許氏兄弟將自己外
出所見心得譜成此歌，觸動無數香港人的心
弦：鐵塔、富士、自由神像，都 「豈能及漁燈
在彼邦」 。這也是香港年輕一代，第一次唱出
了對家鄉香港的熱愛。

之後，由搖滾樂隊伴奏的粵語流行歌曲，

通過電視、廣播、演唱會等途徑傳播，如《上
海灘》《小李飛刀》等主題曲，逐漸成為香港
流行音樂的主流。一九八二年，香港電視台和
唱片娛樂公司開始主辦每年一屆的 「新秀歌唱
大賽」 ，陸續發掘梅艷芳、呂方、黎明、鄭秀
文、楊千嬅等歌手；一九八四年，又啟動了全
港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張學友、李克勤等脫
穎而出。這兩個大賽，可謂香港歌壇的兩大搖
籃。從此，歌星大型演唱會日夜舉辦。能容一
萬二千五百人的香港紅磡體育館場場爆滿，一
票難求，開啟香港流行音樂產業的巔峰時
期。

到了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粵語歌又乘
着錄像帶、光碟和 「卡拉OK」 的快車，風靡
大江南北。同時香港影視劇在亞洲、歐美等地
區的發行，也使香港流行歌曲隨之唱響了全世
界華人的各個角落，在中國非粵語地區及全球
華人中產生了重要影響，是華語流行樂壇的重
要文化現象。

這些年我輾轉多國，不管是年長的華人僑
胞，還是留學旅居的年輕一代，或多或少都受
到 「香港歌」 的影響。哪怕很多人不會說粵
語，也能隨口哼唱《海闊天空》等。我想歌曲
流行，不是容易上口娓娓動聽，只因它代表時
下社會心聲，唱出多少人的共鳴共情。音樂形
式和節拍，是載體媒介，用來輸送人內心的
感覺情緒，是無言的表達與社會的集體情感
的忠實見證，反映着我們的精神面貌、喜怒
哀樂、回憶與安慰。 「流行」 更是印證那個年
代，我們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和仰
望。

就像羅文的《獅子山下》，直到今天，仍
被稱為是最能夠透徹地描述香港精神及情懷的
「香港之歌」 。歌如歷史，歷經時間的篩選考
驗，而流傳成為經典的流行文化，正因其中蘊
含着一種無名的力量，直擊心靈最深處的那一
塊柔軟。

二○一六年，一位台灣女作家在香港大學
發表題為 「一首歌，一個時代」 的演講互動
中，提問台下聽眾的人生啟蒙歌。一位香港教
授回答： 「是進大學時，好多師兄帶我們唱的
《我的祖國》」 。作家驚訝地反問： 「真的？
《我的祖國》怎麼唱，頭一句是什麼？」 於是
「一條大河波浪寬」 唱響了第一句，之後一個
接一個的聽眾參與他的歌唱。千人會場上，
《我的祖國》歌聲越來越大，最後形成頗有聲
勢的集體大合唱。

當時坐在聽眾席後排的我，不期然間熱淚
滿眶。當歌聲響起，我剎那頓悟，不管粵語或
是什麼語言，不管年代，只要歌曲可把今天我
們每一個人，與那縱橫五千年的大我連上心、
結上盟，就能回歸自性，找到真我。一首又一
首的歌曲，才能跟着我們一段又一段的人生
路，一個又一個時代，一路 「流行」 。

時光與香港，倏然而過，一切恰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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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 「西九家FUN藝術節」
橫跨香港的復活節假期，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兆民
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希
望觀眾可從中感受到闔家歡的樂
趣。

18藝術家輪流進駐「小舍」
當中一個重磅戶外節目即是由

西九文化區委約，並由西九演藝及
M+聯合呈獻，美國藝術家Alex
Schweder、Ward Shelley共同策
劃的全新大型戶外藝術裝置《輪
居》，即日起在西九文化區藝術公
園海濱東草坪處，面向觀眾免費展
出。

《輪居》是一個在軌道上運轉
巨大輪子的裝置藝術，輪子可以滑
動，藝術家立於其中。在行進過程
中，輪子中的人可以從輪子中走到
周圍搭建的 「小舍」 ，展現藝術的
溝通性。譚兆民形容《輪居》的建
構十分別開生面，主要是探討人與
空間、藝術與建築的關係。

今次是Alex Schweder 及
Ward Shelley首度來港，他們希
望裝置可以令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對
話，藝術家可以分享自己的創作理
念，觀眾也可以說出他們觀看展品
的感受。

譚兆民介紹，《輪居》展示期
間，會有18位表演藝術和視覺藝

術家，每周為一組，分組輪流進駐
現場搭建的 「小舍」 ，並在 「小
舍」 生活及創作。 「觀眾可以看到
藝術家的創作過程，更可在指定時
間內，欣賞他們的音樂、舞蹈、雜
技、木偶劇、視覺藝術節目等，與
藝術家展開互動。」

藝術節亦將呈獻 「西九家
FUN藝術節市集」 ，即日至4月27
日，一連六個周末在藝術公園多個
角落設置不同主題飲食攤檔。

戲曲中心特設粵劇工作坊
戲曲中心將於3月29日及30日

舉行兩場由茶館新星劇團呈獻、為
家庭而設的茶館家庭專場及免費
「水袖」 及 「馬鞭」 粵劇身段工作
坊。

是次更有本地藝術元素濃厚的
表演作品，香港舞蹈藝術家梁儉
豐創作《水的迴聲》，以香港仔
水上人的口述歷史為靈感，編導
成一場當代舞蹈、現場音樂、聲
音裝置以及文字交織的沉浸式互
動劇場。

售票節目的亮點包括：加拿大
劇團CORPUS的默劇表演《抱
泡》、澳洲雜技團Circa呈獻的雜
技表演《動物嘉年華》、西九文化
區 與 英 國 獨 立 藝 團 Fevered
Sleep創作的沉浸式劇場體驗《時
間鼓守》等。

共推出近百場藝術體驗

全球首展《輪居》
西九家西九家FUNFUN藝術節藝術節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國際潮流文化盛
事ComplexCon香港昨日來到第二日，吳建豪、孫
陽、馬伯騫、MC靖、慶憐等藝人現身亞洲博覽館，
引發現場訪客爭相排隊打卡。當天下午，吳建豪與
Daniel Arsham、YOON等嘉賓齊聚 「街頭文化如何
走向全球化？」 論壇，探討街頭文化推廣，吳建豪認
為，潮流界需要更多像ComplexCon這樣能將大家聯
結在一起的機會。

時尚潮流氛圍籠罩近日的亞洲博覽館，到處可見
精心打扮而來的潮人訪客。走進ComplexCon香港展

館，迎面看到旅發局以 「打麻雀」 為題設置的特色體
驗區，還原香港街坊麻雀耍樂場景，現場兩張麻雀桌
都坐滿，訪客現場打起了麻雀。

此外現場與NBA合作的專屬籃球區域中，不僅有
球隊的周邊商品，還有籃球場地吸引潮流人士即場投
入籃球運動，整個ComplexCon呈現出較去年更強的
休閒性和互動性。

今次ComplexCon明星元素頗多，NJZ（前
NewJeans）全球首個獨家膠囊系列商品引發粉絲現
場大排長龍，現場可見各種周邊T恤、棒球帽、手提

袋、毛絨掛飾等限量發售，有內地訪客表示今次特意
從深圳來港為購買周邊商品。此外還有馮德倫推出全
新IP 「BUCKET MAN」 ，聯乘劉建文（Michael
Lau）呈現一系列富有特點的公仔產品。

各類玩具周邊成為今次ComplexCon的亮點之
一，包括紐約著名藝術玩具品牌ToyQube、來自日本
東京的Takuma Fujisaki（藤崎琢磨）等，吸引眾多時
尚人士駐足。有訪客表示自己是在小紅書上抽中的門
票，起先並沒有特別鍾意的品牌，但是在現場看到很
多有意思的潮流單品，認為不虛此行。

重點節目
（部分）

大型表演藝術及建築裝置
《輪居》
日期：即日起至4月21日
地點：西九藝術公園海濱草坪東

面

「水袖」「馬鞭」粵劇身段工
作坊
日期：3月29日及30日
地點：西九戲曲中心

默劇表演《抱泡》
日期：4月11至13日、18至21日
地點：西九藝術公園海濱西草坪

吳建豪孫陽馬伯騫現身ComplexCon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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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戶外藝術裝置《輪居》。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