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藝術基金公布
2025年度資助項目名單，
何紀嵐的畫作《香港格
式》系列成功入選。作為
水墨藝術家何百里的兒
子，何紀嵐走上繪畫道
路，恍若一件順理成章的
事。但何紀嵐並不願依靠
父親的盛名，而是憑藉自
己的努力走上水墨創作的
道路，開創屬於自己的
「香港格式」 ： 「我希望
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藝
術之路，過程雖然艱辛，
但也希望能用作品表達一
種香港印象，喚起不同人
對城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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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不該有局限，
想像可以無窮盡」

觀何紀嵐
畫作，筆下水
墨多以黑白為

主調，在何紀嵐《香港格式》
系列作品中，本地的城市街道井

然有序，別有一番意趣。何紀嵐介
紹： 「我會用線條和留白，展現一種

空間上的對比，畫中城市之景，是我
心中的香港印象，觀眾看畫可以認為是

香港，也可以聯想到任何一座現代化的都
市。」

香港這座城市是何紀嵐的 「創作之
根」 ， 「我喜歡畫香港，因為這座城市是

我的家鄉，其承載的獅子山精神，鑄就了
這座城市的輝煌。」 何紀嵐表示，比之父
輩一代的奮鬥，作為年輕一代，未必時常
將這個口號掛在嘴邊，但拚搏之心不變，
正如他的繪畫風格，沒有花團錦簇的繁
華，錦繡都在心中。

創作始終不是一件容易事，入行至
今，何紀嵐也要面對沒有靈感的時候，何
如？ 「這個時候我會放下畫筆，將自己釋
放出來，繼續從生活中尋找創作靈感，有
時候不是見山才能畫山，而是見到一件事
物，但去到畫中可以畫成其他，畢竟創作
不該有局限，想像可以無窮盡。」

中英劇團音樂劇《擊不倒的她》將
於4月5日至13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上
演。該劇為中英劇團2024-25劇季壓軸演
出，由劇作家劉兆康與音樂人盧宜均共
同創作，講述一位女拳擊手在追夢過程
中如何克服挑戰與壓力。劇中融合流行
搖滾樂和拳擊元素，以緊湊的節奏與豐
富的情感展現女性的力量與成長。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責任編輯：邵靜怡 謝敏嫻 美術編輯：蕭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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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何紀嵐，難免會提到他的父親
何百里，但專訪當日，大公報記者才從
何紀嵐口中得知，何百里並沒有傳授給
他嶺南畫派的繪畫技巧，更不會要求他
一定要繼承自己的衣缽， 「父親只是薰
陶我對美的感受，啟發我從生活中去接
觸藝術。」

兩年為限辭工專心繪畫
這種薰陶令何紀嵐擁有了對藝術的

感知，在加拿大和香港修讀學位期間，
也是選擇了同設計相關的專業，且畢業
之後並不是一開始就投身繪畫，而是在
2000年前後，從事設計相關工作，譬如
企業營銷、設計以及品牌推廣等， 「當
時並沒有想着要成為一個畫家。」

或許是人到了一定階段，都會去思
索人生的方向，何紀嵐於2015年那一年
開始思索，既然自己喜歡藝術，為什麼
不能在藝術界闖出一片天？ 「當時我在
做一些生意，想過一邊繼續上班，一邊
做藝術創作，後來發現不太能兼顧，就
辭了工，全身心做好繪畫這一件事。」
何紀嵐說。

「選擇辭工，其實如同開啟了一場
歷險，香港從事藝術向來都是苦捱，所
以根本不知道這條路會走成什麼樣子，

只能用心去做。我以兩年為限，倘若真
的失敗了，我就繼續做一個打工人。」
何紀嵐形容，萬事開頭難，寂寂無名、
無人問津，也要靠堅持創作，支撐自己
走下去， 「最難的在於我要如何才能形
成自己的風格？」

回望初期的創作之路，何紀嵐不願
憶苦，而是將每一次的挑戰都當成一種
正面的體驗， 「給自己機會，盡量去
試，日常生活主要依靠之前上班的積
蓄。」

在水墨畫中建構空間線條
為了尋找藝術創作靈感，他從不怕

嘗試，努力了就算失敗了，一幅畫要畫
很多次，畫了撕、撕了又畫，他也不氣
餒， 「不管用多少時間和努力，我相信
總能畫出來。日常生活中經歷的一切，
都可以成為靈感寶庫。」

走上藝術道路，他也會擔心，
「我在創作過程中，

最不想的就是別人看了我的畫，說我似
誰，或者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前人的影
子。」 何紀嵐如是說。因為是做設計出
身，他十分喜愛線條感，而水墨畫的空
間和線條可以有無限可能性，故而他就
想到可否在水墨畫中建構空間和線條。

於是，他運用設計的思維，利用水
墨畫特質，形成自己的 「香港格式」 。
畫中，香港熟悉的街景，以層層疊疊的
幾何圖形勾勒而成，輔以簡約的線條和
色塊，以抽象手法詮釋城市空間。

2017年，何紀嵐的作品上拍佳士
得拍賣市場，讓他明白自己的作品，可
以得到觀眾的喜愛和認可。近年創作的
《板塊》《飛絮》《香港格式》和《深
黑印象》水墨系列等，粗直交錯的水墨
線條，表達出當代都市的節奏和韻律之
美，向觀眾展示中國水墨也可以有全新
的透視效果。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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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紀嵐筆
下的石板街，充
滿線條之美。

▶《香港格式》
系列入選國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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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不倒的她》講述關於勇氣與自我突破
的故事，主角小卿是一名美甲師，同時亦是業
餘拳擊手。原本看似並無衝突的兩條道路，卻
因為身邊人的意見讓她感到迷惘。另一邊廂，
昔日冠軍拳手Sunny在一次比賽中受傷退役，
從此放棄拳擊，轉而拿起相機，選擇逃避人
生。兩個在人生迷途中徘徊的人相遇，讓
Sunny下定決心重新戴上拳套，誓要將小卿培
訓成一名出色的女拳手。

突破性別刻板印象
在訪問中談及音樂劇的創作時，編劇兼填

詞人劉兆康提到，Sunny的原型來自他的一名
年長學生，其經歷成為他塑造這一角色的靈
感。 「這位長者上課時很用功，平時也喜歡攝
影。後來他跟我說，原來他以前是亞運香港代
表。不過，因為打拳時中過風，之後就不能再
打了。」 對話中，長者傷退的經歷讓劉兆康印
象深刻： 「那一刻我心裏一下子 『嗡』 了一
聲，彷彿一個人努力了那麼久，卻在某個瞬間

被迫停下來，讓人怔住。」 正是這種無奈與掙
扎，為劇情創作增添了真實感與情感深度。

《擊不倒的她》的舞台設計中，拳擊擂台
佔據核心位置，而這一設計背後有着特別的原
因。劉兆康透露，藝術總監張可堅在初次討論
時就提出： 「我想在舞台中央設置一個拳擊擂
台。」 這一提議令他頗感意外，也促使他在劇
本中加入了更多拳擊場景的設計。 「既然劇組
決定投入資源搭建擂台，我自然要利用這一空
間，增加相關的場面。」 於是，Sunny角色的
故事也因此成為重要情節。記者在觀看排練時
發現，即使劇團內部排練廳未搭建擂台，拳擊
比賽的情節中仍使用了沙袋等訓練道具。這些
道具的巧妙使用同樣有效增強了拳擊場面的真
實感。

由於拳擊講求節奏感與爆發力，對演員的身
體條件有一定要求，為此，中英劇團特意安排演
員在正式排練前接受拳擊訓練。劉兆康表示，演
員們十分投入，排練前幾個月就開始訓練，只為
在舞台上呈現更有說服力的拳擊動作。 「這樣做

令整件事出來的架勢特別好。」
為了加強舞台的視覺衝擊，劉兆康

亦特意在設計中融入了紋身元素。這些
原本帶有 「男性氣質」 的符號，透過
女性角色來呈現，為舞台增添另一
層象徵意義。 「拳擊、紋身，乍
一聽都很 『男性化』 ，但當這
些元素放在女性角色身上
時，觀眾可能好奇：會發生什
麼事呢？」 劉兆康希望，這樣的設計
能讓觀眾感受到角色在突破刻板印象、
尋找自我定位時所經歷的掙扎與力量。

音樂與情感迸火花
《擊不倒的她》編曲以流行搖滾為主，強烈

的節奏感與拳擊運動的爆發力十分契合。作曲盧
宜均特別在音樂中融入拳擊元素，為動作場面增
添張力。 「其實這個主題一確定，我們就決定一
定要用搖滾樂。」 盧宜均解釋說， 「因為這種節
奏感很強的音樂最能展現拳擊比賽時的緊張和激
烈。」 為了讓音樂與拳擊場面更加貼合，盧宜均
還設計了一些特別的編曲手法。例如，在模擬比
賽的場面中，音樂的節奏會像拳手出招一樣，兩
位選手一人一招、交替進行，甚至有時刻意在角
色 「挨拳」 的瞬間讓音樂突然停頓，強調被擊中
的衝擊感。

音樂劇中亦不乏展現情感層次的段落，其
中插曲《擊不倒的你》被盧宜均特別提及。這
首歌出現在劇末，小卿在跌倒後重新站起來、
堅持信念的關鍵時刻演唱，傳達了 「不顧他人
眼光，勇敢堅持自我」 的核心精神。 「這是整
部劇的一個高光時刻，也是我覺得最能代表這

部劇精
神的一首
歌。」 盧宜均
說。

盧宜均和劉兆康
希望《擊不倒的她》能
夠吸引更多觀眾，並激發更
多人對音樂劇的興趣。盧宜均
認為，這部作品的特別之處在於故
事的生活化： 「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是
運動員，但每個人都能理解，在追求某個
興趣或目標的過程中，必然會經歷掙扎。」
她選擇簡單且接地氣的音樂風格，目的亦是讓
觀眾更容易進入劇情，並與劇中情感產生共
鳴。 「不論是題材、劇本還是音樂，我都希望
能讓觀眾輕鬆地感受到這些情感，進而投入其
中。」

《擊不倒的她》展現女性力量
流行搖滾樂與拳擊元素巧妙融合

▲《擊不倒的她》講述女主角小卿學習拳擊的故事。 主辦方供圖

▶《擊不倒的她》編劇及
填詞人劉兆康（左）與作
曲盧宜均（右）。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演出
資訊 時間：

4月5日、9日至12
日晚上8時

4月6日、12日、
13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
文化中心

劇場

《擊不倒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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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不倒的她》排練。
大公報記者郭悅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