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來到香港時，就想為香港芭蕾舞
團製作一個新的《胡桃夾子》，像是一封
寫給我新家（香港）的情書。」《胡桃夾
子》，是柴可夫斯基編寫的一個芭蕾舞
劇，是聖誕節的傳統表演節目。香港芭蕾
舞團（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近日接受香
港中通社專訪談及，他傾力製作的《胡桃
夾子》，將芭蕾經典糅合香港歷史風土，
致敬本地文化。
來自美國的衛承天在2017年加入了香港
芭蕾舞團，在此之前，他在紐約做了超過
20年的古典芭蕾舞演員；在華盛頓芭蕾舞
團擔任了17年的藝術總監；在美國新澤西
普林斯頓美國劇目芭蕾舞團擔任7年的藝
術總監。「我第一次來香港就已經愛上了
香港，對香港一見鍾情。我要將我的作品
和香港矚目的能量聯繫起來。」

在表演中加入香港元素
將香港元素加入《胡桃夾子》的靈感來

自日常，衛承天發現有很多鳳頭鸚鵡棲息
公寓外的屋頂上。鳳頭鸚鵡全身雪白，頭
頂豎起的冠羽，更可以開合。冠羽收起時
像是一條微翹的小辮子，展開時則呈扇

狀，恍如頭戴皇冠。「我
被牠們迷住了，因此我把
這些元素放進表演裏。此
外，我們還找到了很多反
映香港歷史、文化、自然
美景的元素可以加進表
演，我真的感覺像是一封
寫 給 我 這 個 新 家 的 情
書。」
前九廣鐵路鐘樓、人力

車、長洲搶包山、皮影
戲、醒獅、美味點心等，
都可以在香港芭蕾舞團的
《胡桃夾子》中呈現出
來，《胡桃夾子》以精妙的芭蕾語言和舞
台美學打通文化經脈，舞影中流露着昔日
香港情懷，在瑰麗的設計與舞台空間之
中，讓夢幻詩意自然流瀉。
事實上，這也不是衛承天第一次在表演

中加入香港元素。在2020年，衛承天改編
莎士比亞巨著《羅密歐與朱麗葉》為全新
芭蕾舞劇《羅密歐＋朱麗葉》，加入全新
編舞糅合武術，將舞台搬至1960年代香
港，加入栩栩如生的美學細節，重新演繹

史詩式愛情經典，被外界稱為舞團獻給香
港的情書。
作為藝術總監，衛承天平時除了策劃劇

目外，還要與舞團的行政團隊共同負責舞
團的發展。曾在美國工作超四十載的他坦
言，美國政府不支持藝術，在美國工作的
這些日子，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籌款
上。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非常支持藝術機
構。在香港藝術機構有一定安全感。「我
一直欽佩香港文化和中華文化，香港的文

化融合激勵着我。」
採訪當天，恰好是《胡桃夾子》的綵排

日，華麗的衣服，妙曼舞姿，美得讓人不
想眨眼睛。相信這除了特區政府的大力支

持，這一場又一場的視覺盛宴都離不開
舞者及台前幕後團隊的努力。「成功的
芭蕾舞蹈員佔10%的創造，90%的汗
水，當幕布升起時，我們就是舞台上的
超人。在舞台上，我們可以跳躍、轉
身，做所有令人驚奇的事情，我們是觀

眾的內心投射，最好的自己。每場演出當
觀眾進來，我希望他們能和我們一起踏上
一段旅程。」衛承天說。

◆文、圖：中通社

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
《胡桃夾子》是寫給香港的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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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藝術總監，衛承天（中）平時
除了策劃劇目外，還要與舞團的行政
團隊共同負責舞團的發展。

◆《胡桃夾子》的綵排華麗美好。

◆衛承天（中）在指導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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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香港基金會於2016年至2018年
連續三年舉辦「創科博覽」，在

國家科技部的支持下，「創科博覽
2022」已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舉
辦，既展示國家「十三五」科技創新成
就，也回顧香港科研成果，藉此點亮港
人心中對創科的嚮往之光，彰顯香港成
為國際創科中心的信心與實力。黃宏達
受邀在展覽會「與香港創新領軍人物有
約」系列中呈現《傳統藝術在數碼世紀
的無限可能》專題講座，分享自身創作
歷程和思考軌跡，冀為更多觀眾帶來科
技與藝術碰撞火花的啟發。
黃宏達多年來專注發展數位藝術及電
影特效，為逾百部香港本地電影及荷里
活電影設計視覺特效，包括《鐵甲奇
俠》、《黑超特警組3》、《黃飛鴻之
英雄有夢》、《長江七號》、《頭文字
D》等知名電影，屢獲香港電影金像獎
以及台灣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殊榮。他
在講座現場見到觀眾中有很多來自中、
小學的學生，感到非常欣慰：「我和大
家一樣，在香港讀了小學和中學，然後
去美國讀大學。大學畢業回到香港我開
始做廣告、電影和遊戲。後來有一天我
突發奇想：可不可以把科技與傳統藝術
相融合，做成一個新的體系呢？正是這
個偶然間的念頭，讓我這幾年間做了好
多不同的項目。」

讓徐悲鴻的駿馬「活」起來
黃宏達曾經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怎麼可以在

這個新的時代裏用新的視覺效果來展現一幅傳統水墨
畫呢？他以國畫大師徐悲鴻畫的駿馬為例，介紹了自
己的思考方式：「動畫當然要畫，我們是用電腦畫，
那麽電腦要怎麼學習徐悲鴻的筆法呢？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問題。做完動畫之後，我想跟別人說這是根據徐
悲鴻畫的駿馬製作的，別人怎麼可以看出來？所以要
真的像徐悲鴻的作品才可以。」
據此，他做了多項研究，多方位思考如何將徐悲鴻
筆下的馬加入現代元素。「我最先研究的是畫家徐悲
鴻本人，知道原來他是在西方學畫畫的，亦都在法國
畫過馬，他將西方繪畫的方式加入了中國畫之中，所
以他的畫作看起來很真實——駿馬身體上馬毛的反
光、肌肉線條都可以體現到畫作上——由此可見徐悲
鴻的觀察力有多麼強。」他續說，「我們可以如何利
用他的水墨畫，在動畫上體現如此真實的效果？我嘗
試用一隻真馬的解剖學模型同徐悲鴻畫的馬相比較，
發現原來他畫馬時連馬的胸肌都畫出來了，與真實的
馬非常相似，我發覺這位畫家的眼睛簡直是一台相

機。於是我和團隊做了駿馬的3D模
型，再將徐悲鴻的水墨畫質感移到這個
3D模型的馬身上，後來見到效果是非
常不錯的。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動畫
是要動的，我必須清楚地知道馬是怎麼
跑的。所以我們做動畫不能只是坐在電
腦旁邊想像，好多時候要親自去觀察馬
的生活，或觀看關於馬的紀錄片，了解
馬行走的姿態，再去製作動畫中馬骨骼
的運動。」

用動作捕捉還原「武俠秘笈」
早前黃宏達曾經參與籌劃一個名為

「劍之道：中國與意大利的武士文化」
的展覽，他的任務是將一本宋朝武術古
本以現代技術呈現給觀眾，古本中有兩
名劍客，以類似連環畫的形式繪製了一
本「武俠秘笈」。他由此開始思考：
「我怎樣可以將這本書轉變成為更特別
的形式呢？」他由此想到了動作捕捉技
術，用很多動作捕捉點來捕捉身體動
作，譬如踢出一腳或揮舞刀劍就都可以
記錄下來。他和團隊將這本武術書一頁
一頁翻開閱讀，嘗試去理解其中的武術
動作，然後再在香港找到「武林高手」
去做這些連續的動作，由此來製作數碼
骨架的運動。
當展覽中黃宏達的作品通過投影呈現

給觀眾時，大家見到這些古代人物如同
活在書上，無不稱讚。同樣的技術也在
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路》中大顯身

手，武術指導袁和平便是通過動作捕捉技術將中國傳
統功夫白鶴拳帶到了荷里活。
黃宏達回憶到，其實自己對於視覺特效的熱情來自

於自己年幼時埋下的種子，那時他的家庭經營一間紙
紮舖，自己天天浸在其中，看見爸爸拿竹籤，媽媽紮
燈籠，一個作品就此成形，這種「從無到有」的創作
過程令他着迷，這種熱情一直延續至今，激勵着他進
行創作。

黃宏達近期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專
門創作了一件名為《天馬行空》的展
品，回憶起創作初衷，他說：「我那時
相信，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必須要有很
多展品與北京故宮不同，如果完全相同
的話大家不如去北京看，北京的更大，
展品也更多。所以我決定要帶來一些新
的展覽模式與大家見面。」
一場「天馬行空」的思考就此開啟：

「有趣的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飛馬
在幾乎整個世界的歷史裏面，好多時候
都有歌頌的含義，亦都有一種神秘的感
覺。我在展覽前找到了來自中國和西方
的有關飛馬的藝術品，想用來呈現動畫
效果。製作中途我才突然想起來，一匹
飛起的馬同真的在陸地上跑的馬動作是
不相同的啊！因為真實的馬有地下踏步

的動作，但如果馬飛上天空，又會怎麼
樣呢？是不是會滑翔呢？馬腳又是什麼
姿勢呢？所以做動畫研究的時候，我設
地處身去思考，如果我是一隻飛馬，我
飛的時候會是怎樣的姿態？」
後來，他聯想到馬跌落水中時失重的

姿態，或許與宇航員在太空「飛翔」的
情況大抵相似，「如果有一隻馬在水
底，那時候牠應該是怎麼樣的呢？」沿
着這種思路，問題迎刃而解……正是因
為有如黃宏達這樣在各自工作、專業領
域不斷努力進行創新的探索者，香港回
歸祖國25年來在創科領域才取得了如此
卓越的成就。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的
引領下，香港將進一步在科技領域不斷
開拓，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中
華民族的科學研究事業做出貢獻。

以「天馬行空」的思考啟發創作

科學研究是人類探索世界的永恒使命，踏入視覺媒體行業數十載，電

影視覺特效導演及跨媒體創作人黃宏達向來「不安現狀」，他不斷尋求

突破，既富審美，又懂技術，過往獲得的無數成績從未能令他止步，潛心思考

現代技術與傳統藝術結合的種種可能性並付諸實踐，終使得自己的作品自成風

格。正是這份好奇心，令他從童年小小的紙紮舖走到香港甚至世界的舞台，他

相信在這個數碼科技的新世界中，傳統藝術可以走得更遠、更精彩！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尋求突破 腳步不停思考不止

黃宏達：科技讓傳統藝術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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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達曾在「劍之道：中國與意大利的武士
文化」展覽中，擔任「馬氏通備雙手刀法動畫」
的概念及藝術指導。 中華武學會及大館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