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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推
出全新節目「港玩．港
樂」，希望以輕鬆手法呈現
古典音樂，將音樂巧妙融入
食物、身心健康及說故事，
成為日常生活療癒心靈的力
量。率先公開的第一季「音
樂×食物」，將一連四集與
觀眾「樂嚐」香港美食。港
樂樂師─王亮，樂團第二副
首席；關統安，大提琴；林
達僑 (George Lomdaridze)，
首席低音大提琴； 湯奇雲

(Kevin Thompson)，長
號；還有梁偉華及胡淑
徽，敲擊，將細說古典
音樂與食物配搭的故
事。四款特色美食分別
是於糖廠街市集呈獻的
國際街頭美食，以及潮
州小碟、點心、茶餐廳小
食，為觀眾帶來舌尖與聽覺
的驚喜。
從即日起，每月一集的

「港玩．港樂」─「音樂
×食物」篇將於港樂網站、

YouTube、 Facebook、 Insta-
gram、微信和Bilibili 播放。
請觀眾密切留意港樂網上平
台，以古典音樂品嚐香港特
色美食，享受 「聲」香味俱
全的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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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進文化中心，去聽港樂的樂季壓軸音樂會。這是艱
難的一年，大部分節目被迫取消，幸好還有堪當重任的樂
團指揮廖國敏，在疫情危機四伏之際率領港樂進行了數場
演出。雖然港樂在宣傳上把這場音樂會稱為「大師系列」
有點勉強，但廖國敏風華正茂，活力充沛，假以時日成為
一個真正的大師也未嘗不是引頸可待的。
然而就在這樣一場艱難歲月裏的音樂會上，我卻不期然

聽到一個幾乎是天使加百列的奇妙奏樂！我不想煽情說這
是上帝派遣一位小天使來撫慰疫情下的子民，因為香港原
已「蒙福」，疫情不重。但她依然是一個音樂上的異象，
一個在過去35年裏，在耶夫甘尼．祈辛之後，我唯一聽
到的音樂神童。
所謂神童，一般可分為兩種，大部分神童其實只是早
熟，他們的成就並沒有超出成人世界的範疇，只是提早在
少年時代就達到了。這一種神童到成年後就與常人無異，
甚至會因為失去神童光采而萎靡不振。另一種是真正的神
童，他們天賦異稟，在少年時期就做出超出現實已有的成
績，例如法國哲人帕斯卡，他16歲就發現「帕斯卡定
理」，19歲發明了全人類的第一台計算器，他領先了當時
的所有人。另一個例子當然就是祈辛，他12歲錄下的兩
場蕭邦的鋼琴協奏曲，以及稍後的其他蕭邦作品，在藝術
水平尤其是詩意的表述上，明顯地超出了無數成年鋼琴
家。他少年人心無旁騖的唯美詩境，輕易地超越於這個物
質世界之上。
舞台上的這位小姑娘，名叫蘇千尋。她手握一把小提琴

走到樂隊前時，我並沒有期許會聽到什麼了不起的演奏。
在幾下簡短的引奏之後，她奏起了《卡門》的哈巴涅拉舞
曲，一句、兩句，那醇厚響亮的琴聲霎時驚着了我。這種
不動聲色的節奏裏含有一種凝重，那裏埋伏着西班牙人最
狂熱的舞步，而這個華人小姑娘對這樣的表現手法幾乎是
一種文化上的理解。她的G弦此時猶如一個大號的女中
音，展現出極有說服力的亞熱帶風情——我不由想起尼采
讚美《卡門》的用語：褐色的音樂與鮮活的生命力。在這

之後，我放棄辨別，讓自己饕餮一般地盡情享受這突如其
來的音樂盛宴。她的琴聲已經超越大珠小珠落玉盤，因為
琴聲裏帶有豐富的表情和情感，並且展現出一種穩當的大
家風範。是的，我認為，這個小姑娘，是半世紀以來，把
拉琴技巧運用在音樂表現上最為出色的一位神童。她的琴
藝，在整體的呈現上超過了許多有琴技但格局狹窄的（猶
太）名家。一曲《卡門幻想曲》奏完，沒有一粒音是「爆
砂」刺入聽覺的，這種對小提琴和聽眾的愛惜，使我心生
感激，這種高貴典雅的琴藝，過去一百年來只有兩個人能
做到：Kreisler和Kogan。
下半場蘇千尋換了條裙子再度出場，演奏聖桑的《引子

及隨想輪旋曲》。她的引子部分紓緩平靜，而之前我聽過
上百個錄音和現場演奏，提琴家們都是迫不及待要展示琴
技而奏出一種神經質的古怪音型來的。所以聽到她的紓緩
平和，我一時有些不適應，但隨即就接受了她這樣獨特而
美好的演繹。有自己的見解而與眾不同，是多麼難能可
貴！到了迴旋曲，所有的快速音型，拋弓頓弓，尤其是洪
亮的雙音發出的金屬般的歌吟，這種炫技手法她不僅得心
應手，關鍵是音色上的變化與音樂性絲絲相扣，展示出即
使一首炫技曲目也可以開出絢麗花朵的能力。在她身上，
有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演奏思考力，有一種中華文化有容
乃大的氣度，猶如茉莉花芬芳的淡雅玲瓏。儘管長路漫
漫，但我相信，蘇千尋將會登上更加險峻的高峰。

●文：蕭威廉

暑期市集嘉年華「讓孩子玩」
不少家長及小朋友已經密

鑼緊鼓計劃暑期活動，今年
the pulse年度暑期企劃End-
less Summer早在兩個月前已
開始為大家籌備全港最大暑
期市集嘉年華「讓孩子
玩」。40,000呎活動場地集
結市集、工作坊、遊戲及野
餐四大區。其中全港首個小
朋友Start Up市集將設有多
個由4至15歲小朋友搞初創
的攤位，不論是設計構思、
產品或服務內容、經營方式
均由孩子決定，以體驗學習

方式讓孩子們從中學
會邏輯思考、解決問
題、有效溝通、團隊
共創、創造與創新等
能力。其他精彩焦點
還包括全港獨有無邊
際草地海景野餐區以
及近 30 個新奇遊戲及工作
坊，保證好玩得讓小朋友大
呼過癮！連續三個周末的
「讓孩子玩」市集嘉年華將
於7月24日開放，大會更安
排免費紅 van 直接往返 the
pulse及灣仔，期待為大家帶

來一個好玩又滿有意義的暑
假！
日期：7月24日、25日、

31日，8月1日、
7日、8日

地點：淺水灣海灘道 28號
the pulse 商場3樓及天台

港樂全新網上節目「港玩．港樂」
將古典音樂融入日常生活

十六歲的小提琴家十六歲的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蘇千尋在港樂2019-2020壓軸音樂會上與指
揮廖國敏及樂團一起演出。 攝影：Ka Lam/港樂

跨界 碰撞 解構 重建

榮念曾×劉曉義
網上《十日談》

進念．二十面（進念）體現推出網上對談節目《十日
談》，進念聯合藝術總監榮念曾和新加坡「避難階段」
藝團藝術總監劉曉義將對當代劇場、創意教育、文化交
流等問題進行梳理和闡述。節目經由Zoom進行，播出
時間為即日起至9月13日逢星期一晚上 8時30分。感
興趣的觀眾可以到網址https://bit.ly/3jad1rd進行登記。
節目詳情請瀏覽： https://bit.ly/3j4SVhZ

●《驚夢二三事》劇照

●榮念曾

●「香港_帶_路」城
市文化交流論壇

●●柯軍在柯軍在《《夜奔夜奔》》中中
攝影攝影：：Vic ShingVic Shing

榮念曾：
文化交流二三事

早前上演的早前上演的《《驚夢二三事驚夢二三事》》中中，，榮念曾完成了他對傳統戲曲的又一次解構榮念曾完成了他對傳統戲曲的又一次解構。。跨文化跨文化、、跨界別跨界別，，碰碰

撞撞、、消融與重構是他作品的底色消融與重構是他作品的底色。。然而疫情突襲下然而疫情突襲下，，國際藝術家難聚首國際藝術家難聚首，，所有的規則與邊界也似乎所有的規則與邊界也似乎

都要重新釐定都要重新釐定。。戲外的榮念曾戲外的榮念曾，，重新思索文化交流的新可能重新思索文化交流的新可能。。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尉瑋 圖圖：：進念進念．．二十面體提供二十面體提供

《驚夢二三事》是榮念曾「驚夢」旅程的
再延續。2018年，他創作《驚夢：凡

爾賽宮的舊事》，經由解構崑曲名作，幻想17
世紀凡爾賽宮廷中歐洲的中國熱。到了2019
年，發展出《一路驚夢》與《尋夢》。到了
2020年，疫情影響下，演出變陣為《庚子驚
夢》並以網上直播的形式上演。今年則再變幻
為《驚夢二三事》，終於與觀眾在劇場重逢。
《驚夢》一開始時是不同表演藝術背景的亞
洲藝術家們的合作產物。來自印尼日惹的古典
爪哇舞蹈及跨性別表演藝術家Didik Nini Tho-
wok、上海崑劇團著名旦角沈昳麗、金邊傳統與
當代舞蹈家Nget Rady、東京當代舞蹈/劇場表
演藝術家松島誠，與導演榮念曾一起，在作品
中交換自己的藝術技藝與想像，面對跨越文
化、界限的挑戰。來到疫情肆虐的2020年，國
際班底難以聚首，演出變陣為本地藝術家的交
流合作。
「去年做的時候，先開始沈昳麗來不了了，
後來印尼藝術家也來不了，唯有不停地調整劇
本。也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似乎應該花更多
的時間和香港藝術家來合作，內部交流與國際
交流一樣重要。」改變由內容及形式入手，國
際交流是各人帶來不同的文化背景與迥異的技
藝傳承，來到本地藝術家身上，大家背景相
似，交流更多地轉化為每個不同個人間的交
流，這一點，讓榮念曾覺得有趣。

藝術與科技 夢與醒
榮念曾說，2018年的《驚夢》，其實也是在

講「醒」是什麼，「沒有醒的時候在發什麼
夢，又是什麼讓你醒了呢？」法國宮廷中的一
場中國夢，是東西文化的對照。而來到《驚夢
二三事》，這個「醒」字則更多地指向對真假
虛實的想像與判斷。演出藉由《牡丹亭》中的
「拾畫」與「叫畫」兩折，脫出「畫框」，探
討科技與藝術的關係。在當下的時代，這
「畫」也許便轉化為各種電子化、虛擬化的圖
片或影像，身處其中的我們又看見了什麼、理
解了什麼、相信了什麼、領悟了什麼？
「今年聚焦的是科技和藝術之間的關係，其
實很多科技是電視台逐漸會去用的那種，我對
這個不是很感興趣。」榮念曾說，「我覺得比

較有趣的是，我們總是要去討論真和假、虛和
實。在作品中我是很用科技的，但我用的方法
是用極簡的方式去用它，用到最後我們真的可
以和科技聊天，而不是做包裝。」
與其用科技打造令人目眩神迷的舞台效果，

《驚夢二三事》是用極致的抽象與凝練實驗科
技與劇場間的對話。劇場也如夢中夢——在紛
繁雜亂的公共影像中，在難辨真假的虛實交錯
中，我們在夢什麼？又可以怎樣醒來？

思考實驗性溝通是什麼
在作品中持續實驗不同文化、表演藝術間的
創作碰撞，作品外，榮念曾與進念多年來也一
直持續打造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平台。除了「一
桌兩椅」計劃等創作切磋與作品展演，還有例
如啟動於1997年的「四城會議」，持續梳理香
港、台北、上海及深圳間的文化數據與文化政
策；又有如2017年的「香港_帶_路城市文化交
流會議」，邀來將近70位來自「一帶一路」沿
線城市的藝術文化工作者、決策者和學者，集
中討論四類機構——國際藝術活動及藝術節機
構、政府及立法機構、大學及研究組織和基金
會、公共媒體及藝術獎項機構——在文化發展
和文化政策中的角色。
疫情的突襲為國際交流增加了難度，榮念曾

卻也在挑戰中看到機遇。「疫情促使我們去重
新調整，重新思考什麼是文化交流。有邊緣就
有發展，有局限就知道還能做什麼。所去思考
的不只針對開會，或是交流的聚會、工作坊，
同時還有文化交流的產物，例如一個演出等。
現在我們可能會更加注重其前提和後續，形式
的變化促使你去思考到底實驗性的溝通是什
麼。」

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加入了支持香港發展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表述。榮念曾表示自己有點「驚訝」，
「中央期待香港做文化交流中心，是基於什麼樣的基礎呢？
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以前主催過世界文化論壇，到後面做
『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會議，一直在做。我想他們明白香港
是有空間可以協助中央去推動文化交流的。」
他認為文化交流是重要的國策，重任交到香港身上，

政府也好，民間也好，都需要思考未來可以如何發展？
「可以討論的東西很多，例如香港的文化政策和國家的
文化政策如何可以全面地去互動合作。要討論這個，就
要知道大家彼此的情況和面對的挑戰，例如在哪些領域
香港可以打先鋒？而香港又有哪些獨特的能力可以協助
大家的合作？」他認為香港與內地文化政策實施所依賴
的架構不同，溝通與合作在未來大有可為，但也需要更
加深入的了解與磨合。
榮念曾亦認為香港在文化交流方面仍是獨特窗口，有

自己特有的能力與角度。他回憶2004年時曾受邀參與
慶祝中國挪威建交五十周年的「中國文化周」。當天的
節目，上半場是內地多個院團的演出，下半場則是榮念
曾與來自南京的著名崑曲藝術家柯軍合作的《夜奔》。
「從一個經典開始，武生融入自己的故事來解讀《夜
奔》。其間談到自己的故事、施耐庵的故事、林冲的故
事，一層層展開去。」把中國傳統戲曲放在當代語境中
來解構，演出獲得了當場外交官觀眾的熱烈迴響。榮念
曾認為，當天的演出可以看出香港與內地在文化交流和
創作方面的不同角度與想像。而也正是這種不同的存
在，為未來雙方的交融與合作帶來更多的可能。
「面對『十四五』我們應該去思考源頭，為什麼中央將

香港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有西九，其定位
已經是國際藝術中心，但是在軟件方面，我們仍然缺
乏。」如他早前所言，政府如果缺乏長遠深入的規劃，各
文化機構恐怕仍是難逃節目主導的困境，難以打造真正的
交流平台。香港要做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任重道遠。

思考「十四五」

成為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帶路」任重道遠

●●榮念曾榮念曾（（右右））與劉曉義舉行網上與劉曉義舉行網上「「十日談十日談」。」。

●●《《驚夢二三事驚夢二三事》》劇照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