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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弦樂團日前於香港文
化中心音樂廳舉辦了「招商局150華誕呈
獻：弦音傳承國慶音樂會」，呈獻多首中國
民謠，以優美的樂聲與社會同賀國慶。音樂
會演出曲目包括：中國作曲家朱踐耳先生所
創作的《節日序曲》；葉國輝先生創作，以
崑曲元素為主題，並於香港首次公演的《爭
春》；由梅廣釗博士重新以西方弦樂編寫的
《戀戀民謠組曲》，當中融合了五首中國民
謠為主題的樂曲，包括《茉莉花》和《康定
情歌》等；以及來自德國作曲家文森茲．拉
赫納所創作、於香港首次公演的《杜蘭朵序
曲》。壓軸節目包括阿克儉的《洪湖》小提
琴協奏曲，由香港弦樂團創辦人、藝術總監
姚珏女士獨奏。演出曲目來自多位出生於不
同年代的內地、香港及海外著名作曲家之
手，展現出不同地域的風貌，亦表達中華文
化中「代代相傳」的概念。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央人民
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副主任尹宗華、香港弦樂團董事局
主席陳永棋，以及招商局集團副總
經理馮波鳴等出席了音樂會。
香港弦樂團由著名小提琴家姚珏

創辦，匯聚了本地優秀的年輕音樂
家，一直致力為年輕人創造演出的
機會和平台。今年初，國家藝術基
金首次面向港澳特區開放申請，香
港弦樂團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策劃的《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
心》內地巡演成功入選。樂團亦一
直致力於將音樂傳達至基層，透過
「香港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中的
「弦光展現」音樂訓練計劃，堅持多年為基
層孩子免費教授樂器、組織演出。本次音樂
會亦組織基層孩子到現場免費欣賞音樂會，

「弦光展現」學員更於音樂會上與香港弦樂
團成員一同演奏了《獅子山下》及《我的驕
傲》組曲。

香港弦樂團與基層孩子分享節慶喜悅

◆著名小提琴家姚珏帶領香港弦樂團獻上「弦音傳承
國慶音樂會」。 主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茜）日前，香港作
曲家聯會宣布「香港當代音樂節：環宇薈
萃」即將舉行，音樂節旨在推廣創作、音樂
新思維、深究音樂欣賞及推介高質素的音樂
演出。據介紹，此次音樂會將呈現20首當代
音樂作品，其中包括7首分別由洪銘健、林
瀚聰、林俊熹、陸尉俊、彭振町、梁康裕以
及黃正彥所創作的委約作品。
音樂節主要包括三場音樂會，分別是：

「滙．亞洲室樂團音樂會」(11月5日在上環
文娛中心劇院舉行)，「安特衛普二重奏音樂
會」(11月26日在網上舉行)以及「手風琴室
樂團音樂會」(12月17日在網上舉行)。三場
音樂會會前講座亦將分別於10月31日、11
月25日以及12月1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行政
大樓會議室AC2及網上舉行。講者包括鄭汝
森博士、葉安盈博士和Martina Jembrišak。

陳達文教授、香港藝術節執行委員會委
員楊光先生，以及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梅
廣釗博士等出席了日前舉行的發布會。梅
廣釗博士說道：「香港當代音樂節已經做到
了第三季，前兩年是亞洲，而今年則發展到
了全球，我們一步步走了出去。」他繼而
說，疫情對於過去三年的我們來說需要考慮
的太多，「今年可以舉辦網上音樂會，技術
上的問題解決了，就可以放膽去做。」今
年，音樂會邀請了不同地區，加上本地的音
樂人，也包括二胡鋼琴以及電子音樂等等
元素，「橫跨了很多領域，很值得期
待。」他說。
陳達文教授則介紹，香港作曲家聯會即將

成立40周年，在目前香港的文化大背景下，
香港致力於發展成國內外的文化交流中心，
「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的存在就更加重要

了。」他說，「音樂除了本身的創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地方，與各種類型的同
好分享。」

「香港當代音樂節：環宇薈萃」
更多詳情請參考：https://www.hkcg.org/zh/
hong-kong-contemporary-music-festival

◆左起：香港藝術節執行委員會委員楊光
先生、陳達文教授、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
梅廣釗博士，日前出席了「香港當代音樂
節：環宇薈萃」發布會。

「「香港當代音樂節香港當代音樂節：：環宇薈萃環宇薈萃」」即將登場即將登場
走出亞洲與同好共享盛宴走出亞洲與同好共享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周前，由中共珠海市委宣傳部、
珠海高新區管委會出品，珠海演
藝集團傾力打造的民族歌劇《僑
批》在廣州大劇院歌劇廳上演，
現場座無虛席，掌聲雷動。這部
凝聚了200餘名演職人員的心血
的歌劇生動地演繹了僑批背後
「愛祖國、愛家鄉、愛親人」的
雋永情愫，用優美感人的旋律和
唱詞，帶領觀眾走進歷史的長
河，感受歲月的溫度。
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
及金融、郵政機構寄回國內眷屬
的、附有匯款的書信及其回文的統
稱，是一種「信匯合一」的載體，
被稱為跨越大海的來信，在廣東沿
海地區曾興盛一時。民族歌劇《僑
批》將一紙僑批具象化，通過舞台
上藝術化、人性化的創作呈現，展
示了苦難時光裏義薄雲天的同胞
情，折射出中華民族根植於骨髓、
流淌於血脈的家國大愛。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
察時曾強調，僑批記載了老一輩海
外僑胞艱難的創業史和濃厚的家國
情懷，也是中華民族講信譽、守承
諾的重要體現。要保護好這些僑
批文物，加強研究，教育引導人們
不忘近代我國經歷的屈辱史和老一
輩僑胞艱難的創業史，並推動全社

會加強誠信建設。
編劇王勇表示：「一封批，是故
事的起點，更是故事的支點，這個
『支點』串起了中華民族的前世今
生與今生來世。只有用人性的、人
情的表達，才有可能打破時間的壁
壘，在情感層面上更加貼近當年的
華僑和華工，從而讓『僑批』不再
是博物館櫥窗裏的陳列品，讓歷史
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和圖片，讓故
事更具人性的溫度，成為一道溫暖
人心、觸動人心、震撼人心的
光。」
演出當晚，受邀觀演的僑務工

作者紛紛表示，「歌劇裏華工外
出打工的不易，濃厚的思鄉之情
都特別真實，尤其是眾華工湊錢
救女以及僑批館寧願抵押田地，
抵押髮妻嫁妝也要湊齊錢款的那
幾幕劇情格外感人。華僑就是這
樣的愛國、愛鄉、愛家人，講好
僑批的故事，就是對中國傳統誠
信精神的傳承。」
民族歌劇《僑批》堪稱大灣區人

文建設的舞台佳作，為大灣區的舞
台藝術創作帶來了新的起點。出品
方表示，珠海演藝集團將深入挖掘
灣區題材，講好粵港澳大灣區新時
代發展故事，用文藝精品為粵港澳
大灣區文化產業、文藝事業走在高
質量發展前列提供支撐。

民族歌劇《僑批》登陸大灣區
同胞深情感動觀眾

簡訊◆著名劇作家
王 勇 攜 《 僑
批》登陸大灣
區。

受訪者供圖

擴展實境（XR）是個
「概括性」的詞彙，其包含
擴增實境（AR）、虛擬實
境 （VR） 與 混 合 實 境
（MR）。章達明畢業於中
央戲劇學院舞台設計專業，
深耕戲劇多年，2018年開
始將創作延展到XR和現場
藝術的交叉領域。
「在疫情之前，我就覺得

劇場是一個受物理限制非常
多的、很昂貴的媒介，我當
時就想，是不是有某種媒介
可以為這個現場藝術插上翅
膀，擺脫這些現實的束縛？
疫情後就會感覺這個部分變

得更加迫切了。」
2020年初，章達明獲英國文化教育協

會中英文化連線項目支持，到英國考察當
地XR產業生態。《詩》開始構思時，她
正在英國考察。「當時感到英國很重視這
方面（XR），國家政策、資源配套都很
成體系。相比而言，我們內地對VR的內
容就比較欠缺關注，主要關注是在硬件和
軟件上。因為內容製作牽扯更多藝術啊手
法啊理念啊這方面的東西，會比較難以標
準化，就會更滯後一些。而在英國，我感
受到他們重視內容，是因為他們一直關注
文學、劇場、電影等內容的輸出，並且將
之視為一種文化輸出。他們非常重視這方
面的結合，覺得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她當時考察了英國國家劇院、皇家莎士
比亞劇院等傳統專業劇院，發現它們都有
了不少XR的嘗試與案例，甚至成立了專
門的部門做相關研發。其中英國國家劇院
製作的《All Kinds of Limbo XR》音樂
劇就讓她印象深刻。觀眾在VR中化身熒
光棒，近距離地圍着歌手欣賞演出。「歌
手通過一種比較昂貴的方式捕捉得很生
動，觀眾圍得很近，氛圍感做得很好。你
立馬就覺得：這個離我們不遠了，這個就
是未來會發生的樣子。」
相比較，疫情之下，內地雖然不少美術
館嘗試了虛擬展覽，商業演出中也有從業
者開始實驗XR版本，但仍是少數，表演
藝術領域與XR的結合仍有限。究其原
因，章達明認為演出與XR的結合在開發
上就有難度。「和展館的數字化呈現相
比，演出是動態的轉化。XR內容要編
排，要和劇情相關，和體驗相關，這其中
很複雜。表演這種很細微方式的轉化會有
很大難度。怎麼轉？人可能看上去冷冰冰
的，而且容易丟失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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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虛擬實境劇場《詩》
日期：10月13日、14日 晚上7時45分、9時

10月15日、16日 下午1時30分、2時45分、4時、
5時15分，晚上7時45分、9時

地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賽馬會黑盒劇場

沉浸式虛擬實境劇場《詩》

直面疫情
重省生命

一波波疫情下一波波疫情下，，如何梳理內心如何梳理內心

深處的強烈情感
深處的強烈情感，，說出你我他普說出你我他普

通人身上的故事
通人身上的故事？？

上海擴展現實
上海擴展現實（（XRXR））藝術家章達明

藝術家章達明

與香港編劇與香港編劇、、導演導演、、演員李穎蕾聯手合
演員李穎蕾聯手合

作沉浸式虛擬實境劇場
作沉浸式虛擬實境劇場《《詩詩》，》，將現場將現場

演出與演出與VRVR電影相結合電影相結合，，帶觀眾回到疫帶觀眾回到疫

情初起時的震盪時刻
情初起時的震盪時刻，，藉由藉由360360度全方度全方

位的沉浸式體驗
位的沉浸式體驗，，切身感受生命的堅韌

切身感受生命的堅韌

與脆弱與脆弱，，與生死對話與生死對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詩》的創作起源於2020年初，那正
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當時
章達明人在英國，旅程受到
影響，行程被擱置，中間所
經歷的各種變化魔幻又充滿
戲劇性。「我當時就覺得，這
個感受應該被記錄下來，用某
種方式製作成一個故事，而且
是一個普通人的故事。」

疫下感受的各自表述
她和李穎蕾剛開始時本來計劃協作去講
述一個故事，但是慢慢發現大家在疫情下
的經歷和體會各有不同。「我們身邊的人
經歷過的事情也不同。後面覺得不行，我
們還是應該去講自己擅長的故事，去講我
們身邊人的故事。」如果硬要一起去做，
反而是互相遷就，「將觸動不了任何一方
的人。」
而在李穎蕾看來，疫情下身處各方的人
雖然體驗有大同之處——「光是關心生命
這一點已經是很大的命題，而這也正是推
動她（章）創作這個故事的點。」但不同
人細微的生命體驗仍有着很大的差異。
「比如就『埋身』這個點來說，他們（身
處內地）的感受更加切身，也許因為疫情
從那邊開始，他們經歷很多突發的情況，
很多未知與不確定性，這些令我很深刻感
受到。因為疫情在香港發生時，我們已經
有了一些資訊和經驗，體驗很不同。」
演出最終發展成為內地與香港、VR與
現場兩個部分的結合。VR部分由章達明
團隊製作，現場部分則由李穎蕾與香港演

員來進行。觀眾來到劇
場中，將會體驗到兩個世界間的穿梭。這
其中，內地故事與香港故事，各有相對的
獨立性，又有一些關聯與過渡，用章達明
的話來說，它們如同鏡像，又像是互相補
充，是兩地藝術家共同處理同一主題。

用VR展現嚴肅題材
在VR世界中，如何去捕捉疫情下的情
狀？經歷一波波疫情後，人的感受也在不
斷變化，是選擇呈現概括性的感受還是攫
取某一個特定狀態，這是章達明所面臨的
選擇之一。「對我來說，要做的不是新聞
報道，所以只是表現我當初最有感觸的
moment，不會是一個前前後後都照顧到
的（畫面）。」
她所選取的是疫情初期，人們遭受到巨

大打擊、不知所措的時刻。觀眾戴上VR
眼鏡，將進入一個普通家庭的生活，隨着
主角護士長，感受命運與變故。藉由三維
虛擬實境的建構與沉浸式的聲音設計，觀
眾將感受到極為逼真的衝擊感。
「VR這個媒介比較私密，是一個自己
進入這個世界的體驗，你在一個公共的場

所，但是戴上眼鏡卻進入一個私密的體
驗，這是很特別的。」章達明說，VR技
術較常被用來展現泛娛樂的內容，比如遊
戲畫面，又或者是體驗過山車等極限運
動，表現現實的嚴肅題材的很少，這正是
藉由這次創作她想去挑戰和嘗試的。

香港演員化身三維數字人
章達明介紹道，這次的VR電影用的是
遊戲引擎開發，通過建模來形成數字世
界，而非以往用VR相機來拍攝全景影
像。其中有一亮點是，雖然VR講述的是
內地故事，置身其中的卻是香港演員的形
象。「我們將他們的形象掃描成三維數字
人，放到我們的故事中，再通過動作捕
捉，把動作數據影射到掃描的數字人身
上，等於用內地演員去驅動他們的身
體。」演出中很多技術上的手法也經過精
心設計，例如有三維的數字演員，亦有二
維的演員拍攝，到時還有現場的真實演
員，這些層層遞進的展現試圖讓觀眾體
會，真實與虛擬間有着許多不同的層次。
而在李穎蕾看來，這次VR電影有趣的
是，在這個虛擬的世界中，章達明並非藉
由文字和對話來展現故事，而更多的是用
畫面、音樂、環境的設計來讓觀眾身臨其
境。「故事中的空間並沒有指明是在什麼
地方，但是通過音樂的沉浸、畫面的意

象，有現實空間的人物，又有想像中的意
象，融合在一起。」她點出其中鏡頭的運
用也令人印象深刻，用差不多360度的全
方位展現，讓人可以觀察到周圍空間中豐
富的細節。

現場演出引人進入虛擬世界
與VR電影相比照，現場的演出部分較
為短小，更像是一種氛圍的瀰漫，一個微
妙的引子，「用微小的角度帶觀眾進入達
明故事中的世界。」
「我也想轉化『想念』這個字眼。」李穎
蕾說，「在（疫情）這段很長的時間裏，可
能很親的人不能實體見面，那這段時間大家
各自會想些什麼呢？想念會帶起什麼情緒和
感覺呢？我就用我的文字去表達。我不希望
帶給觀眾很沉重的感覺，但是也不想用『療
癒』這個詞——畢竟十分鐘內要療癒應該很
難。」依靠劇本內容，以及現場劇場效果，
加上展現靈修禪意元素的燈光效果的設計，
李穎蕾希望打造一個舒服的空間，讓觀眾慢
慢地進入故事世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