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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在海外華人世界有很高知名度和影響力。千百年來，關公已從

一位歷史英雄人物，逐漸演變為「忠義仁勇」的化身。如今，世界各

地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故事流傳。 山西省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副院

長、晉劇表演藝術家武凌雲在海外多地進行晉劇演出時，一直以關公戲為

主。在他40餘年的從藝生涯中，扮演關公已有30餘年，贏得「中國晉劇活關

公」的美稱。近日，武凌雲接受傳媒專訪，分享到如何讓傳統戲曲借關公形

象「走出去」，讓其更好地在海外傳播。

◆文：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中新社

Meta日前宣布於香港展開一系列支
持元宇宙發展的計劃。Meta將會聯合
本地連鎖咖啡店、內容創作者、教育工
作者、藝術及文化團體及非牟利組織，
在接下來數月為香港市民提供元宇宙體
驗，並進一步了解元宇宙在工作和生活
中多方面的潛力。計劃包括於本地咖啡
店和公共空間為公眾提供VR體驗和展
覽；利用短片和作品展示與全新的比賽
促進電影、視覺媒體及科技融合；以及
向教育工作者和中學生提供AR培訓和
工作坊。同時，Meta將邀請本地內容
創作者參與Instagram數碼收藏品功能
測試，讓創作者於平台上展示自己的非
同質化代幣（NFT）作品。
Meta大中華、蒙古及中亞區公共政
策董事總經理陳澍表示：「香港在亞太

地區的科技生態系統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Meta一直致力於推動本地經濟和
科技發展。我們明白大家希望更多了解
元宇宙的運作，隨着元宇宙中最重要的
AR和VR技術漸成主流，越來越多年
輕人希望學習相關的必備技能。建構元
宇宙需要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力，
正因如此，我們很高興能夠與不同領域
的本地夥伴合作，將元宇宙體驗帶到社
區，並促進藝術文化和教育領域的AR
和VR創新。」
元宇宙是現今社交體驗和流動互聯網

的新一代演變。隨着Meta繼續在香港
建構元宇宙，Meta承諾將繼續在每一
個階段與其他公司、開發者、專家和政
策制定者合作。

◆文、攝：實習記者黎展泓

受到疫情影響，近年全球的影視工業
都頗露疲態，而內地在此頹勢下依然穩
步前進，很有一片逆勢向上的氣象：近
年的《開端》和《愛很美味》，都貼近
生活而獨具巧思，至於《人世間》這樣
的時代大劇，更是拍出了自己的大氣和
好看。就是這樣的時候，我聽說央視又
要上一部新劇，名字叫《獅子山下的故
事》，講的是幾代人從香港的街邊大排
檔一路打拚到開設金牌茶餐廳的故事。
香港式的奮鬥故事，無論是從老一輩
「打冷店」的傳說還是《雞同鴨講》的
電影中，我們自小已經聽過了不少，但
用這樣的方式看內地人對這段故事的呈
現，卻似乎還是頭一次。他們會怎樣講
這個故事呢？
如何講一個故事，似乎是觀察視角帶
來的記錄問題。視角不同，立論不同，
有他山之石的借鑒，也有盲人摸象的風
險：小時候看香港電影，裏面的內地人
要麼是說不好粵語被嫌棄的「撈仔」，
要麼是一身中山裝、不苟言笑的老領
導，可當我來到北京的時候，眼前的所
見所聞已經和既有的刻板印象大不一
樣，香港電視和電影裏的內地人形象也

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而今，作為一
個香港人，當我們同樣成為「被記
錄」的一方，自然一方面好奇內地
會如何講述，另一方面也希望這個
故事盡可能好看而真實。而過去的
內地是極少有這樣記錄香港生活的
影視作品的：從被動到主動，敘述
主體的轉變其實也有經濟和文化的
轉變。
數天前，我參加了「『對話

97』——在京港青慶祝香港回歸25
周年座談分享會」的活動。香港駐京辦
主任梁志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田飛
龍副教授等一應嘉賓同我們在京港人進
行了分享與交流，效果很好。聽到很多
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回憶對談，而在這
樣的對談中，我對更多之前並不了解的
香港之事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以至有了
點「當局者迷」之餘「旁觀者清」的感
覺了。在我重新審視自己的過程中，我
既要依靠我自己的記憶和對香港回歸25
年的講述，又要依靠專家學者的旁觀視
角和更專業的知識，雖然偶有衝突，但
實際上是並行不悖的。
於是我也在想：對過去的共

同講述實際上也是依靠合力才能完成
的。無論是內地講述香港的電視劇還是
港片逐漸增加的對內地的刻畫，只要我
們擺正心態，下足功夫，不搞刻意的誇
張和污名化，都是增進彼此了解的有力
舉措。既然中國一點都不能少，那麼
「講好中國故事」，也需要內地和香港
影人的共同努力——這絕不是僅僅合拍
幾部片子能解決的，而更應該化作更切
實的文化行動。當我們一起以一種更平
和的心態講述我們的過去和現在，我們
才會給我們的未來以更多的交代。

Meta在港推出元宇宙發展計劃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王柏榮

◆記者現場試玩Meta
最新推出的Horizon
Workrooms。

◆Meta大中華、蒙古及中亞區公共政
策董事總經理陳澍介紹元宇宙計劃。

◆作者在分享會現場與講者嘉賓們合照。

晉劇是山西四大梆子劇種之一，是中國傳
統戲曲。清初，蒲州梆子流入山西晉

中，與祁太秧歌、晉中民間曲調相結合，經
晉商和當地文人的參與而逐步形成。因興起
於晉中、汾陽、孝義、祁縣、太谷及太原，
故叫「中路梆子」。流傳至外地後，被稱為
「山西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稱
晉劇，沿用至今。

配樂融合西方樂器
山西省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晉
劇表演藝術家武凌雲表示，晉劇的唱腔和表
演獨具中國北方特色，將山西民眾的粗獷豪
邁與聰明智慧以藝術化形式呈現，凝結山西
數千年的文化精髓，有很強的歷史性、現實
性，「晉劇配樂和戲文關聯性強，具有烘托
作用，是晉劇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晉劇的樂器演奏也在
不斷革新與變化。其間，晉劇借鑒其他劇種
的配樂形式，引進西方管弦樂和打擊樂與民
族樂器融合，演奏規模不斷擴大，表現力更
具韵味。晉劇中人物服飾色澤鮮艶、圖案複
雜，承載着中國古代戲曲服飾的鮮明特色，
蘊含藝術價值。晉劇內容多選自真實的歷史
故事，經過歲月積澱和藝術打磨，其觀賞
性、哲理性及唱詞唸白的文學性都達到一定
高度，展現着三晉文化底蘊。

隨着社會發展，多元文化的衝擊給戲曲傳
播帶來巨大挑戰。儘管新媒體與傳統戲曲的
結合能贏得更高收視率和認可度，但比起漫
畫、娛樂等文化傳播方式，晉劇的吸引力和
時代結合度還稍顯滯後，武凌雲點出，這也
是晉劇傳播受限的原因之一。

觀眾難明晉劇古典戲
問及晉劇在海外傳播面臨哪些困境和挑

戰？武凌雲表示晉劇傳播途徑、方式、內容
創新不足，「直至今天，晉劇在海外傳播仍
然依賴政府機構推動，傳播形式單一，文化
視角也具有局限性。民間各級演出團體、媒
體及文化界力量未能在晉劇的跨文化傳播中
發揮更大作用。因語言不通，加之晉劇具有
濃厚的地方特色，地方方言讓海外民眾難以
了解晉劇所表達的意思。其次，價值觀不
同，一些故事的思維方式並不一定能得到海
外民眾認可。」他續指，儘管傳播渠道和手
段多樣，但圍繞晉劇展開的譯介與傳播活動
並沒有在字幕翻譯、劇本改編、方言保留與
改良等方面與時俱進，傳播活動無法做到保
留古典戲劇特色與符合海外受眾審美相兼
顧。
武凌雲的父親和母親都是晉劇表演藝術

家，武凌雲8歲開始學戲，12歲進入劇團。
21歲那年，父親傳授他晉劇中的關公戲，

「父親常說，要學關公品行，做關公一樣的
人，才能在舞台上演出關公的精神。」這一
扮演關公，便是30多年，「關公在海外知名
度很高，我一直想通過關公形象將晉劇傳播
出去。」
2019年吉隆坡舉辦馬來西亞國際關公文化

節，這是武凌雲首次亮相海外扮演關公。世
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故事流傳。
關公的民眾基礎、傳承人及傳承範圍是無法
比擬的，海外華人對關公的膜拜之風歷久不
衰。此後，劇團受邀前去越南、菲律賓、新
加坡、日本等國家演出。如今，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無法前往海外，但仍受邀不斷，
「我們便在線上表演關公戲，傳承關公文
化、晉劇文化。待疫情結束，我們依然要去
海外演出，讓當地民眾感受晉劇的舞台魅
力。」

戲曲的誤解到理解
白先勇2006年在美國領銜演出青春版《牡
丹亭》。青春版《牡丹亭》英文字幕的譯者
為加州大學的教授李林德，她親自在校教唱
中國傳統戲曲並示範演出，這樣史無前例的
課程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子。
中國傳統戲曲被海外民眾接受的過程，由

誤解到理解、片面到全面、特徵到本質、被
動到主動。在此過程中，海外民眾對中國傳
統戲曲作品及其藝術特徵有所了解。更為意
義深遠的是，作品中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
得以廣泛傳播。但武凌雲指，在傳播過程中
仍存在不足，「在傳播過程中仍存在傳播途
徑、方式、內容創新不足，尚未提出和構建
專門的翻譯理論，中國本土的評價術語體系

尚未建立等問題。」
問到如何借關公形象讓晉劇在海

外大放光彩？武凌雲強調，還
是要立足關公「仁義忠勇
信」的品質，以凸顯人物形
象、藝術創新及呈現形式等方面深
耕精作，「不斷挖掘、尋找關公精神與海外
民眾及華僑華人內心追求的契合點，在用傳
統戲曲展示中國文化的同時，以情節、語
言、思想等樹立關公形象，激發更多海
外民眾對關公的崇拜和敬仰。」
他續指，也要建立多語種翻譯體
系，以擴大晉劇受眾面，「可根據
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人
群和社會階層的文化特點，
有針對性地開展晉劇演出和
交流活動。特別是在演出同
步字幕翻譯方面進行研究和
設計，通過設置和備用多種
不同譯本，以語言的直接
性、口語化、方言化等與
海外不同區域的審美思
維、語言表達風格相一
致，最大程度讓民眾
理解，從而引發
共鳴。」

晉劇方言令傳播困難

冀借關公忠勇形象漂洋落地
◆武凌雲（中）
表演晉劇曲目
《武聖千秋》。

新華社

▶兩代三關公，
武凌雲和父親武
忠、母親閻惠
貞。 受訪者供圖

◆在馬來西亞演出時，海外華人對「關公」膜拜。 受訪者供圖

◆武凌雲被稱為武凌雲被稱為「「中中
國晉劇活關公國晉劇活關公」。」。

◀在山西太原大
關帝廟宣傳關公
文化。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