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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2019年的香港大歌
劇院，致力透過引人入勝的歌
劇演出，為香港和粵港澳大灣
區的觀眾創造超凡的歌劇體
驗，推動歌劇藝術走向未來。

歌劇院將於下月呈獻創院音樂會「愛之頌．
戀之歌」。音樂會集合多齣膾炙人口的歌
劇，並由一眾本地傑出歌劇聲樂家演出其中
最精彩動人的選段。音樂會由香港大歌劇院
聯合創辦人兼高級藝術策劃龔冬健監製、屢
獲殊榮的美國導演穆尼擔任音樂統籌，以及
著名意大利指揮家艾昭羅擔任樂團指揮。多
位出色的本地聲樂家——包括女高音李洋與
曾麗婷，以及女中音張吟晶——將於著名本
地劇場導演黃曉初的指導下演出《波希米亞
人》、《蝴蝶夫人》、《嵐嶺痴盟》、《拉
克美》、《採珠者》、《在阿爾及爾的意大
利女郎》及《贛第德》等歌劇之選段。
日期：11月30日 晚上7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那個被我們忽視了一百年的世界，那個疆域之外
令人驚歎的世界，看到了她，我才看到我可憐的國
家，竟如此的孱弱，不堪重負……」由國家大劇院與
廣州話劇藝術中心聯合出品的原創話劇《林則徐》日
前在線上盛大「雲演」，精緻細膩的劇作編排、大腕
雲集的演出陣容、詩意壯闊的舞美聲效，讓民族英雄
林則徐走出了歷史教科書，有血有肉地立在了舞台
上，劇迷們身臨其境般感受了這位清末重臣的跌宕人
生，以及動盪起伏的晚清風雲。
該劇匯集了內地頂尖創作團隊，編劇郭啟宏、導演
王筱頔、舞美設計季喬、作曲家趙季平、燈光設計邢
辛、服裝設計陳同勳、多媒體設計胡天驥、舞蹈家黃
豆豆，以及著名演員濮存昕、徐帆、洪濤、郭達、關
棟天擔任主演。眾藝術家齊聚一堂，根據林則徐從虎
門銷煙、鴉片戰爭到被誣罷官、思索圖強的史實與歷
程，圍繞林則徐與妻子、道光帝、王鼎、琦善等重要
人物的矛盾衝突，用戲劇的手段塑造一個「數百年始
得一出」的偉人林則徐。近日，該劇導演、廣州話劇
藝術中心董事長王筱頔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暢談創

作心路。
「對很多人來

說，林則徐其實是
一個熟悉的陌生
人。」她說，人們
對林則徐的記憶和
認知，大多定格於
虎門銷煙、廣東禁
煙，這固然是彪炳
史冊的光輝篇章，
但並不足以概括他
濃墨重彩的一生。
王筱頔和創作團隊
曾先後奔赴林則徐
工作和生活過的虎
門、伊犁、北京、
福州、蒲城等地采

風，收集和查閱了豐富的史料，採訪了眾多專家
學者。而她自己也是通過創作、執導這部戲進一
步深刻領會到了林則徐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
在她看來，林則徐是立體的，入世的，精神強

大的，他經歷了自己的失敗，但並不因此而遁世，
而是思想上有了進一步的覺醒，這也是這位悲情
英雄對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在民族危難之際，
他明修政事，懲腐除惡，使民心有所依歸；在鴉
片戰爭中，面對英軍的炮艦，用手中落後的武器，
數次打敗來犯之敵。更難得的是，被罷官流放後，
他依然沒有消極沉淪，而是繼續為國為民，不敢有絲毫
懈怠。再至後來，他倡導「用夷之技以制夷」，其眼光
超越歷史，至今被稱作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
林則徐的精神世界裏，王筱頔看到了「明知不可為而為
之」的激情和「有可為而不為」的理性，當然還有高潔
存在於凡俗的那一抹寂寞。
「立足於1839年虎門銷煙、1840年鴉片戰爭這兩個

重要的時間節點，我們還想表現不同人物所呈現的偉
大與渺小、勇氣與怯弱、力量與孱弱的對比。」王筱
頔介紹說，在這部話劇中，還刻畫了眾多在歷史洪流
中左右着國家民族命運的重要人物，面對這場猝不及
防的歷史劇變，他們基於自己的立場和利益，有着各
自的心理變化、認識發展與精神特質。
眾多老戲骨們同台參演、激情飆戲，塑造了飄搖皇

朝在命運巨變中的人物群像：著名表演藝術家濮存昕
飾演林則徐，著名女演員徐帆出演林則徐的妻子，表
演藝術家郭達飾演林則徐亦師亦友的「忘年交」王
鼎，洪濤飾演道光帝，長期視林則徐為政敵的琦善由
戲曲名家關棟天飾演。
飾演林則徐的濮存昕在劇中充分展現了人物人性化

的一面：於君，他是可信賴的忠臣，一句「苟利國家
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表一顆忠心、灑一腔熱
血，即便後來被道光帝貶黜伊犁，成為鴉片戰爭失敗
的替罪羊，林公依然喊出「聖上棄林，林怎敢棄中
華」之豪邁壯語，令觀眾無不動容；於妻，林則徐又
是一位深情卻「失職」的夫君，當他被貶黜，相濡以

沫三十餘載的夫妻面臨分離，徐帆將林妻鄭淑卿所有
的不甘、不捨化進言語中，融入眼神裏，在氣勢恢宏
的主題音樂烘托下，更顯百轉千回。
此外，該劇的布景、舞美、音樂也別具匠心。傾斜的

舞台寓意着沉疴積弊的清廷政權將傾，岌岌可危；燈光
設計配合整部戲的寫意風格，為整個舞台營造出一種徐
徐打開歷史長卷的感覺。時隔四十年再度操刀話劇音樂
的趙季平，用極富民族色彩的音樂將林則徐的內心世界
充分表現。反覆出現的主題曲大氣悲涼、聲聲入耳，每
次響起皆能將劇情推向高潮。編舞藝術家黃豆豆親自操
刀，把戲劇形體語彙和舞蹈的肢體表達結合在一起，用
極致的、運動的形體語彙和瞬間凝固的雕塑質感，力求
把那段史詩、那顆忠魂、那首悲歌、那種氣節展現出來。
王筱頔表示，恰似清末動盪歲月，儘管英雄如林則徐，

也是力微於末。但回望1840年，那正是民族百年苦難與
抗爭的始點，林則徐等愛國人士在迷霧中極力尋找家國
的方向與出口，他們的英雄情
懷、民族正氣，啟迪當下，
照亮未來。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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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話劇《林則徐》劇照

山水自然 無謂中西
整個音樂會所營造的流動印象，如

山水畫卷徐徐展開。「山水的確是中
國人最喜歡發揮的（題目），尤其是
講逍遙啊，高人在山中啊。但是其
實西方一樣有山水，一樣有逍遙，
只是不同形式而已。」無極樂團藝
術總監、著名作曲家羅永暉（羅
Sir）就說，不必執着於去區分中、
西。「在我的角度中，很多人因為
有太多的分辨心——這個是中，這
個是西。太多的分辨其實沒有真正
進到音樂的本質裏面，其實無論是
什麼語法和另外一種語法的結合，都
是可以多方嘗試的，尤其是無極樂
團，很想創新和碰撞。大家不用專門
去分界，享受音樂就可以了。」
而在琵琶演奏家林灒桐看來，山

水流變，意在於「容」。「自然的
山水，是經過多年自然形成的，不
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但我們從中可
以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例如有些
景觀你可能覺得不和諧，但是擺到
一個大的景觀中，那些不和諧好像
又不存在了。」
演奏會從《引子：行》開始，進

入呂奡元的《川》，音色流動下展
開黃旨穎的《砂海》，最終以羅永
暉的《百轉千迴》作結。琵琶、低
音大提琴、頌缽、鍵盤、單簧管、
揚琴、古箏等中西樂器時而對話，
時而對抗，時而又互相滲透交融。
整個過程，用林灒桐的話說，如同
行者看山，各個形狀都不同。「山
疊山，看着好像獨立，但是經過河

流一貫穿，原來透過水是相連的。
中樂與爵士，兩種音樂的語言好像
很不同，但是精神層面上兩者都追
求一種自由性。」演奏會所嘗試
的，正是將兩種音樂的自由性和即
興的發揮放在一起去碰撞，「但不
是我要模仿你，或者你要模仿
我。」

你的groove我的留白
林灒桐說，作為演奏家，她以往

也有不少中西樂融合的經驗。「但
大家時常有種慣性，覺得琵琶放進
去好像就是吉他，我們也就純粹看
着譜去彈。但當中的琵琶是什麼角
色呢？是沒有鮮明的形象的，只是
用琵琶去彈了吉他可以彈到的音，
或者是其他樂器也可以彈到的音，
去組合成一首樂曲。」
但《一任逍遙》顯然想走得更

前，探得更深。每個樂器的個性要
彰顯，又要不局限於自身，放手去
創作。林灒桐說，中樂與爵士的融
合，首先要互相傾聽。「他們要了
解我們中國音樂的氣韻，我們則要
了 解 他 們 的 groove
（旋音樂），也就是
律動和節奏。」在她
看來，爵士樂的節奏
富有感染力，一出
來，會給中樂的氣韻
作一個好的鋪墊，可
以牽引出演奏者更多
的想像力與感受，但
有時，爵士的節奏太
密，則會少了留白的

空間。「其實是很大的反差。比如
我們中間會有一些氣息的轉換和留
白的位子，他們則是一下就去了。
但是慢慢他們會感受到，如果有留
白，留下小小位給自己去聽和想
像，原來後面可以爆發更多不同色
彩的東西出來。所以這是一個互補
雙生，是很陰陽的東西。」
但二者要達到水乳交融並不容

易。羅Sir分享，排練時其實經歷
了多次的工作坊和長時間的融
合，大家的演奏聽起來才達至比
較一致的表達。「最需要磨合的
是樂器的音色。」羅Sir說，「西
方音樂，尤其是爵士，很重視切
分音，中國音樂就講究『板』和
『眼』。這種情況下，要做到大
家節拍和韻律相近，是一個挑戰
和難度。」但他強調，創作無框
框，經過細密的融合和不斷地嘗
試，演奏家們所感受到的逍遙不
再只是個人的感受，而是中西樂
結合後那種自由自在的境界，也
希望這種感覺同樣傳達給了觀
眾，讓大家一起在樂中逍遙。

「爵式無極」
中樂「撞」爵士
山水之中覓逍遙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日前帶來無極樂團的音樂會「爵式無極」之《一任逍遙》，將中樂與

爵士樂相融合，呈現一種難以定義的山水意境。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演出時在不同樂章中改變樂器的擺放區域，利用燈光與投影，將舞台切

割成前後層疊的不同空間，視覺上的景深，營造出一種當代舞台上的山巒意象。其間，中西樂

器的即興演奏，時而如互相低語，時而又像高手過招，似有邊界，又無定法。

說逍遙，道逍遙，此處正是逍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賽馬會新勢力提供

音樂會的壓軸曲目，是羅 Sir 的新作《百轉千
迴》，也正是這首曲子，讓林灒桐笑着大呼「好
迷」。迷就迷在，曲子一沒樂譜，二沒音，只有一個
嚴密的框架，全靠演奏家即興去填滿，是整場音樂會
中最大的挑戰。
開始排練時，羅Sir瀟灑給出四個抽象得不得了的

手勢，演奏家們就要憑着想像去盡力發揮，共同摸索
其中的脈絡。林灒桐形容整個過程「好夢幻」，在抽
象中經歷無數混亂時刻，「大家的默契反而在這些混
亂的時刻中建立得最快。互相聽，互相信任，因為我
們無依無靠，只有彼此。整個經驗對演奏家和作曲家
來說，都是很大膽的嘗試。」
當沒有設定好的曲譜和路徑，全靠自己和夥伴一起

摸索時，反而讓演奏家內觀自己。「很多時候，如果
有譜的話，我們是不用想的，只用考慮我怎麼把我的
這個樂句做好，做得更加靚。但是在這個創作形式
中，則真的要去思考我們自己本身的位置。」林灒桐
說，整個過程讓藝術家更加洞悉與覺察自己的藝術，
也要時刻保持專注與清醒，知道什麼時刻自己要出
手，什麼時刻要互相扶持。「樂器的個性，演奏家的
個性，就都被彰顯出來。」
羅Sir則說，這首曲子其實也是他給自己出的難

題。「我不甘心做重複的事情，我喜歡往前面看，想
走一條路是一直有新意的，樂團也好，我自己的作品
也好，都不希望有重複性。」這次的嘗試，他說其實
是將作曲家的感受和演奏家的感受連接在一起。「這
很有意思。通常，尤其是西式的作曲，點點滴滴寫得
一清二楚的，奏錯一個音都不行。這個樂譜是可以標
準化了給任何一個樂隊來奏都是一樣的。但我不想做
標準化的音樂，而只是將框架擺出來，給不同的樂
隊，出來的聲音一定很不同。」
他形容《百轉千迴》如同裝修房子，作曲家給出框

框，具體的擺設和間隔則要演奏家完成。演奏家的發
揮空間很大，羅Sir笑言：「這次是演奏家的天下，
作曲家行埋一邊！」

《百轉千迴》挑戰即興

●著名作曲家羅永暉

●林灒桐在音樂會中演奏琵琶。

●●早前早前，，無極樂團在西九無極樂團在西九
大盒舉辦了大盒舉辦了「「爵式無極爵式無極」」
之之《《一任逍遙一任逍遙》》音樂會音樂會。。

●音樂會映照山水意境。

●無極樂團「爵式無極」之《一任
逍遙》。

▶原創話劇《林
則徐》導演、廣
州話劇藝術中心董
事長導演王筱頔

話劇話劇《《林則徐林則徐》》點亮民族精神燈塔點亮民族精神燈塔

●著名演員徐帆飾演林則徐妻鄭
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