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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楚狂人》向「李白」詩仙致敬。 受訪者供圖

◆曹誠淵與舞團成員與裝置藝術互動。
受訪者供圖

掃碼睇片

◆◆曹誠淵指導舞者練習曹誠淵指導舞者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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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晚，北京中央歌劇院，大
幕緩緩拉開，現場座無虛席。14位
舞者吟誦着李白的詩句，從舞台的一
角漸次散開，彷彿從一座山變成了萬
粒沙。舞者們恣意地舞動着，伴隨淡
黃、豆青、橘紅、灰白四色服飾的變
換，演員們將自己的肢體、「詩仙」
的意境與編導的哲思，優雅又舒緩地
傳遞給了觀眾。
演出中有一個場景，大幕上投射出

碩大的圓月，大幕前，演員們圍圓而
立，每人作出不同的靜止動作。只有
舞台正前方的舞者用力地舞動着。一段短舞之後，全
體演員順時針移動「一格」，所有人變換靜止動作，
新處於舞台正前方的演員演繹另一段精彩的獨舞。如
此更替，彷彿羅盤上的刻度，不停流走，配合演員的
肢體，又彷彿讓人看到了世事更替、萬物遞嬗。此情
此景，不禁讓人聯想起「時節不居，歲月如流」之類
的感慨……這是《我本楚狂人》之《月》篇中的經典
一幕，編舞極具創意，觀感非常震撼，所有觀眾都屏
息凝神、若有所思，心底裏，則一定為藝術家獻上了
最熱烈的掌聲。

「音詩畫舞」致敬李白
北京朝陽，西大望路16號，座標「雷動天下劇
場」。這裏就是曹誠淵在北京的大本營。坐在劇場辦
公室裏，曹誠淵娓娓道來，語氣和暢地回憶着《我本
楚狂人》的創作心得。
這是一齣四幕大戲，主題分別是：山、水、花、

月。每幕由六景構成，外帶序跋。與其他現代舞作品
不同的是，《我本楚狂人》的每一幕都出自李白創造
的經典意象，每一景都由李白的傳世名句來挈領。與
其說這是一部舞蹈作品，毋寧說它是一台巨型的「音
詩畫舞」綜合體。
「我幾乎看完了李白所有的詩，我從中提煉了這四

個題材。」曹誠淵認為，「山」代表了李白對恣意人
生的嚮往；「水」象徵着李白對現世功名的渴望；
「花」構成了李白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月」隱喻了
李白對人世悲歡的感悟。「這些意象和感受，是李白
的，也是我們的。」曹誠淵說，《我本楚狂人》是對
李白的致敬之作，但更表達了自己多年來對舞蹈與人
生的領會及感受，那就是自由自在、瀟灑開懷。
很多人都從《我本楚狂人》開始，重新審視李白，也
重新認識曹誠淵。但事實上，早在三十多年前，舞蹈家
與「詩仙」就已經結下緣分。1985年，曹誠淵創作了一
部僅有15分鐘的舞蹈作品，主題就是「李白」，雖然非
常簡短，但中國傳統文化的無窮魅力當時就已經深深征
服了這位香港舞蹈家。自那之後，曹誠淵對李白始終心
心念念，終於在35年後，也就是2020年，創作出了長
達70分鐘的舞台作品《我本楚狂人》。
「我與李白，相距千年。他寫了他的詩，我走過我

的路，但通過文學與藝術，我們的感受可以相通，這
一點是最可貴的。」曹誠淵認為，透過這些創作，自
己越發感覺到，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己能有今天，恰
恰是因為背後曾有過那麼多了不起的古聖先賢，背後
倚靠着那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今年11月，《我本楚狂人》正式開啟新一輪的全

國巡演。本報進行採訪的同時，演員們還在高強度地

反覆練習。看着排練
廳裏一個個靈動跳躍、
揮汗如雨的身影，曹誠淵
注目無言，也許從這些舞者
身上，他又一次看到了千年前
的「詩仙」，或者恍惚間看到
了年輕時的自己，又或者看到了
中國現代舞充滿希望的未來……
時光回溯，今年7月，香港特首李
家超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眾開放
日上表示，「期望把西九龍文化區打造
成大灣區文化樞紐，帶動香港成為國家
級文物及藝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地、全國
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旅遊中心。香港亦要
加快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讓藝
術文化創意產業成為經濟的新引擎。」可以
說，這番表態既像「衝鋒號」，明確了香港文
化藝術產業的發展方向，也像「招賢令」，表
達了招徠四方賢達、共同璀璨香江的渴望。

展現內地舞蹈卓絕水準
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藝術家，曹誠淵也第一

時間給出了回應。「明年4月，我們會在香港組織
一場『風雷舞蹈展演』。屆時，我會把內地優秀的
現代舞作品帶到香港去，讓同胞們領略一下祖國內
地舞蹈藝術的卓絕水準。」曹誠淵說，很多香港同胞
對內地舞蹈藝術的印象還停留在民族舞的原始情態
中，但其實，內地已經有非常多的舞團與舞者，在國
際上享有盛譽，他們在藝術上已經取得了非常高的成
就。
「交流十分重要，對話非常關鍵。」曹誠淵說，只

有通過交流與對話，我們才能彼此了解，互相欣賞，
舞蹈藝術是這樣，香港與祖國內地的民心也是這樣。
對於特首所提出的「期望香港成為國家級文物及藝

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地、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旅
遊中心」的目標，曹誠淵也有自己的一番思考，「要
達成這樣的願望，香港需要有更多的節目，更多不同
風格的演出，不同的創作脈絡，不同的演出場地，不
同氣質的藝術家各自創作，一旦達到這種百花齊放
的狀態，也就自然成為那個中心了。」
曹誠淵以百老匯為例說，「那裏是一條街，在街上

有40多座劇場，然後還有外百老匯，那裏更有100
多座劇場，這些劇場每天都在創作不同的作品。所
以每當你走到那裏，你會有非常多的選擇，你會被
音樂劇所淹沒。因為作出了這種氣象，所以它成
為了名副其實的音樂劇之都。」
「要做出氣象」，曹誠淵這樣理解現代舞

的發展，他自己也在努力地踐行着。在北
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每年都能誕生四部
新作品，而且風格各異。「我們不僅自
己創編，自己表演。更重要的，我們
提供一個平台，讓各自不同的舞蹈
思潮和表達形式，都能在這裏
得到最好的呈現。」

數十年來，曹誠淵無數次往返於香港和內地，並在祖國的各個
城市奔走。在他心裏，如果能夠織起一張網，一張全中國現代舞
大家庭的網，那真是再開心不過的事情。
「當我行走內地，每到一個新的城市，即使是那些從無現代舞
文化和受眾的地方，也總能發現酷愛現代舞的年輕人。我跟他們
的見面總是那麼開心，甚至像是一次計劃良久的重逢，那真是
一種無比美妙的感覺。」曹誠淵說，與其說自己是現代舞的拓
荒者，倒不如說像汩汩的流水，哪裏有需要，自己就會自然地
流向哪裏。
如今，曹誠淵發起的現代舞社團聯盟「天下驛站」，已經有
80多個會員機構，分布在內地61座城市，中國各地熱愛現代舞
的人們都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切磋技藝、交流心得、組織活動。
「也許每一個機構在它的城市裏都是一個非常小眾的存在，

但是鏈接起來，你會發現，它是一張碩大無比的網。」曹誠淵
說，通過這樣的遊走，自己不僅跟內地朋友分享了有關現代舞
的心得，同時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內地的發展變化。「我感受到的
是，內地時變時新的氣象，感受到了內地年輕舞者的朝氣與活
力，更看到了祖國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獨愛悠遊好青山
新作將探討東西文化碰撞

組織「天下驛站」
促現代舞在內地蓬勃發展

在疫情未歇的大背景下，很多線下活動都
受到不小的衝擊，現代舞劇場也不例外。今
年以來，內地就有多家頗有名望的舞團，或
解散，或停業，行業面臨的寒意更嚴重。不
過，生性樂觀的曹誠淵始終充滿信心，「現
代舞是堅韌的。眼下，可能一些舞團缺少演
出機會，那麼他們就暫停一下，等到有了機
會，他們一定還會重新舞蹈起來。」
「現代舞演員就是這樣，拿着一個箱子
就走了，拿着一個箱子就來了。市場蕭
條的時候，我們各自散去，另做營
生。一旦有了舞台，我們會迅速聚回
來，就像滿天星斗。」曹誠淵說。
話雖如此，現實中，曹誠淵也
一樣為抵禦市場的寒冬做着各種
努力。「今年1月，尤倫斯中
心為美國著名裝置藝術家卡
特蘭舉辦了一場展覽，並特
地邀請我們的舞者與他的
藝術品進行一場對話。」
曹誠淵介紹說，展覽現
場，當人們正在欣賞卡
特蘭著名的「懸掛香

蕉」時，雷動天下的舞者們會「霍」地一下
突然將身體貼到展板上，同時用力掙扎，卻
又彷彿被什麼東西牢牢黏住。正當觀眾們驚
呼的時候，舞者們會「唰」地一下從展板上
「解脫」出來。
「就這樣，我們跟卡特蘭的30多件展品都

進行了對話。」曹誠淵說，這樣的對話讓原
本靜態的展覽，變成了一場動態的交流，當
時現場大約有三四百位觀眾，一直追隨演
員，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感嘆，一路思
考。「我非常樂見這樣的場面，我想這對現
代舞拓展生存形態是有好處的。」

展望疫下舞台藝術之路
探索「舞蹈+」拓展現代舞生存形態

◆◆曹誠淵在北京曹誠淵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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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香港成為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旅遊中

心。香港亦要加快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今年7月，香港特首李家超的一番表態，既展示了這

座城市的發展規劃，更像發出了一道「招賢令」，呼喚着全

球優秀文藝作品的登陸展演。

作為中國現代舞領域的一面旗幟，香港著名舞蹈家曹誠淵

率先作出了回應，「明年4月，我們將在香港組織一場『風

雷舞蹈展演』，將內地優秀的現代舞藝術帶到香港，讓大家

領略一下祖國內地舞蹈藝術的卓越水準。」

近日，曹誠淵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他希望

能在「風雷舞蹈展演」的現場，再度演繹自己創編的《我本

楚狂人》，因為這部致敬「詩仙」李白的作品，

最能表達自己對於舞蹈的熱愛和對人生的思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翻開曹誠淵的作品名錄，《崑崙》、
《逍遙游》、《非常道》……一個個經
典的道家文化意象很容易引起人們的注
意。包括眼下正在巡演的《我本楚狂
人》，作為曹誠淵靈感來源的李白，也
是一位忠實的道家信徒。
「我確是非常推崇道家親近自然、瀟

灑悠遊的風範。」曹誠淵說，自己每到
內地一處，必去遊山，而青城山、龍虎
山、三清山更是忍不住要反覆拜謁的聖
地。「我很喜歡看道觀，它們都是與山
體順勢相連的，這也體現了道法自然的
理念。」
年輕的時候，曹誠淵也曾對愛情一類

的題材投入很大精力，但隨着閱歷的增
加、思考的深入，他漸漸開始拋卻這些
強烈的、顯性的題材，轉而對探求人
性、追慕自然的素材情有獨鍾。而包括

道家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也漸漸開始
成為曹誠淵的最愛。
《三千寵愛》反思了權力與美色之間

的關係，《尋找大觀園》穿越在夢幻與
現實之間，《一桌N椅》藉戲曲藝術探
討了典型的世俗關係，而《霸王》、
《蘭陵王》、《西遊記》等，亦相如
是。曹誠淵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海洋中快
樂遨遊，他的思想、舞者的肢體和中華
文化，交織着、扭動着、撥動着觀眾的
心弦，傳遞着豐富的意蘊。
談及新作的計劃，曹誠淵淡淡微笑，

平靜地說：「正在醞釀的作品，大略是
關於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思考。說得
更具體一些，可能會追問究竟什麼才是
中國的舞蹈。這個新作的名字有可能像
一篇嚴肅的學術論文。」說到這兒，曹
誠淵忍不住大笑起來。

◆「月」篇蘊含對人生命
運的感悟。 受訪者供圖

曹誠淵，香港著名舞蹈家，被譽為「中國現代舞之父」。1979年，曹誠
淵創辦香港第一個專業現代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1987年，在廣州創
辦內地首個現代舞培訓課程，並於1992至1998年間，出任中國首個專業
現代舞團「廣東實驗現代舞團」的藝術指導。2005年，在北京創建民營專
業現代舞團「雷動天下」，擔任團長及藝術總監。2019年，在香港創辦風
臨山海舞蹈製作公司，大力促進香港與內地現代舞的交流發展。
2017年，曹誠淵倡議建立「天下驛站」，一個以中國民營現代舞機構為

單位的組織網絡，共享資訊、交流合作，共同推進現代舞在中國的發展。此
外，曹誠淵還創辦「廣東現代舞周」、「北京舞蹈雙周」、「香港城市當代
舞蹈節」、「粵港澳大灣區舞蹈周」等，將現代舞藝術拓展到不同城市。
1980年至今，曹誠淵創作了60多部風格迥異的作品，並多次在美國、

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地藝術節上演。1999年，曹誠淵獲香
港特區政府授予「銅紫荊星章」。2017年，曹誠淵獲香港藝術發展獎「終
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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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曹誠淵。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