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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開鑼的香港藝術節，開幕演出請來斯洛文尼亞

國家歌劇院馬里博爾芭蕾舞團。其藝術總監愛德華．

克魯格於2003年上任後，帶領舞團迅速成為國際舞

壇炙手可熱的新力量。這次首度訪港，舞團將呈現克

魯格三齣作品——《收音機與茱麗葉》、《春之祭》

與《培爾．金特》。同樣是經典的再詮釋，克魯格用

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呈現動人質感，也讓香港觀眾

一窺中歐舞蹈色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琥珀，眾所周知是一種由樹脂石化而
成的美麗的寶石，有時候它會困着昆蟲
及脊椎動物，為千百萬年來的物種進化
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然而，琥珀神秘珍
稀，其藥用價值及神奇力量大受推崇，
令琥珀能跨越時空在不同文化留下非凡
的文化意義。
波羅的海諸國盛產琥珀，3,000年以前
已經被視為珍寶，很快便通過貿易流傳
至南歐，甚至是亞洲；及至中世紀及近

世時期，專門雕刻琥珀的工坊遍布歐
洲。新教及天主教在16世紀出現分裂，
更是加劇了對琥珀的爭奪。當時，德國
一個半宗教半軍事組織壟斷了波羅的海
地區的琥珀加工及貿易，它一方面禁止
當地人採集和售賣琥珀，同時又把琥珀
塑造成宗教物品，甚至為歐洲貴族製造
奢華的琥珀藝術品，因而累積了大量財
富。在亞洲，琥珀經絲綢之路傳入中
國。遼代的契丹貴族對琥珀情有獨鍾，

其後明清二朝亦受此影響，只有皇帝及
貴族方可佩戴琥珀，是次展覽中出現的
明清琥珀珍品亦曾經是皇室瑰寶。
城大般哥展覽館與拉脫維亞國家歷史

博物館、拉脫維亞國家藝術博物館、As-
sociation Trésors de Ferveur、富維耶基
金會、香港夢蝶軒、兩依藏博物館，以
及私人收藏家、設計師及藝術家，呈獻
240件琥珀珍品，結合精彩的視覺體驗及
電影裝置，展現琥珀3,000年以來在藝術

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
色。
日期：即日起至4月11日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

(劉鳴煒學術樓18樓)
登記參觀：https://www.cityu.edu.hk/bg/

zh-hk/visit/book-a-visit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可於
城市大學連接又一城隧道入口
進行即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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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琥珀：波羅的海黃金》

專訪愛德華．克魯格

破格經典 訴說當下

1996年，劇場導演To-
mas Pandur邀請克魯格在
《Babylon》中編創舞蹈，
這開啟了克魯格由舞者向編
舞之路的轉向。他形容聽到
自己內心的聲音，想要去創
造些什麼。「之前我只是一
個古典訓練出身的舞者，沒
有任何現代芭蕾的經驗。我
參與過Tomas這個導演的
很多作品，作為其中的舞
者。他的作品非常前衛，而
我當時總是很沒有耐心，排
練的時候總是不停評論。他
就說：你這麼聰明，為什麼
不乾脆來做點什麼？於是我
就開始了。《Babylon》不
是一個傳統舞台，設計像是
一個迷宮，而觀眾用俯瞰的

視角來看舞台，非常複雜。這段經歷
讓我受到影響，我想要再做多些，找
到我的聲音，找到我的需要。」
克魯格說，從舞者到編舞，他心中

無所畏懼，是好奇心驅使他一路前
行，「以及有信心一定有點什麼會發
生。」來到排練室，他往往如同對着
空白稿紙，無法預測將畫出何物，而
這正是創作最特別的瞬間。
對他來說，投身當代芭蕾的創作

「是必然」。「這是我表達自己的方
式，驅使我發現自己的內在核心所
在。世界在變，人們理解藝術的方式
也在變，在當代舞蹈中，人們尋找更
多的參與感。經典芭蕾往往有着更多
的娛樂色彩，你並不非常在其過程
中。而在當代芭蕾中，可以找到與當
代觀眾更加適合的溝通方式。」

《收音機與茱麗葉》：
搖滾莎翁

如克魯格所言，這幾個作品橫跨了
舞團重要的發展階段，也見證舞團與
他自己如何逐步建立獨特的風格。其
中，首演於2005年的《收音機與茱麗
葉》是克魯格口中「編舞上的突
破」，也正是這個作品的成功為舞團
贏得了熱烈的國際聲望。
2003年，克魯格正式成為斯洛文尼
亞國家歌劇院馬里博爾芭蕾舞團的藝
術總監，《收音機與茱麗葉》可說是
他編舞生涯的早期作品。「這是我第
一次去處理一個故事。」他回憶道，
「但我不想像其他編舞那樣為浦羅哥
菲夫的音樂（芭蕾舞劇《羅密歐與茱
麗葉》的經典配樂）再做一個舞蹈版
本，畢竟之前已經有很多出色作品，
這也許不是我該着力的領域。」他轉
而選擇與觀眾分享他的私心最愛——
殿堂級搖滾樂隊Radiohead。
靈感的起源其實是一支雙人舞。
「當時我編了一段雙人舞到日本參加
比賽，後來也拿了獎。那段舞很有羅
密歐與茱麗葉的氣氛，愛情的悲劇。
從這我才開始更加具體地去考慮。」
舞作選用的音樂是 Radiohead 專輯
《Amnesiac》中的最後一首〈Life In
a Glasshouse〉，從這首歌開始，克魯
格在Radiohead和莎翁中間找到奇妙的
聯結，整個舞作的場景逐漸成型。
「等到音樂和文本相融，作品被搭建
好後，這個雙人舞反而不在其中了，
我發現它已經不再適合了。」他笑
道。
《收音機與茱麗葉》從名字上就把

羅密歐「踢」了出去，事實上，舞作
也是從茱麗葉的視角與經歷來重新審
視故事，加上Radiohead強勁的音樂，
令這個古典愛情悲劇有了全新的當代
質感。對克魯格來說，舞作與當下有
奇妙的呼應。例如舞作中詮釋茱麗葉
與羅密歐相遇的舞會時，男舞者不僅
作現代裝扮，還用外科口罩取代了莎
翁筆下的面具。「在亞洲，大家可能
對口罩更習慣，因為空氣污染等因素
平時也會戴，但歐洲則不是。疫情發
生後，很多人看到作品就說，哦，是
因為疫情你用上了口罩。其實不是
的，事實上，我們可能是『預測』了
後來的情境，我們從2005年就開始戴
口罩了！」克魯格笑道。這個細節也
許是打趣，但舞作的創作理念以及其
中蘊含的信息卻穿越時間仍然適切。
「創作舞作時，Radiohead最新的專
輯是《Hail to the Thief》，有着對
社會與政治的批判，這也給了我很
好的靈感，因為在羅密歐與茱麗葉
的故事中，愛情的對面正是社會
上的衝突不斷，而不幸的是，
現在這仍然在發生。」

《春之祭》：
有些東西要從天而降

創作於2012年的《春之祭》則是另
一個故事。
由史達拉汶斯基作曲、傳奇舞者尼

金斯基編舞的《春之祭》是芭蕾舞壇
的傳奇之作：遠古的部落中，少女被
選中成為祭品，舞至力竭。但在1913
年於巴黎香榭麗舍劇院首演時，其前
衛甚至「詭異」的風格卻曾引來一片
噓聲與騷動。之後的一百多年，在不
斷的爭議與討論中，《春之祭》逐漸
成為舞壇經典，無數編舞家都試圖在
它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記。
「對我來說，《春之祭》首先是史

達拉汶斯基與尼金斯基之間的對話，
我的編舞完全跟隨原版的劇本。其實
在那之前，我多編作短作品，比起詮
釋現存的文學，我對我能傳達什麼更
有興趣。我開始被影響也許是2013
年，那是《春之祭》首演一百周年，
我感到想再走近尼金斯基。特別是我
也幫Bolshoi Ballet編作了《彼得魯什
卡》，幫Royal Ballet of Flanders編作
了《婚禮》，探索了更多關於史達拉
汶斯基的詮釋。」

克魯格說，尼金斯基的原作留下了
巨大的影響，他向這位傳奇舞蹈家致
敬，在自己的版本中保留了一些原版
中的元素——女孩的孖辮和紅臉頰。
而對他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要做不
一樣的東西。」「這個傳奇的經典，
之前有那麼多出色的傑作，比如Pina
Bausch的舞蹈劇場呈現，以及Mau-
rice Béjart 的芭蕾成名之作。對我來
說，挑戰是如何找到一個角度，在這
個經典中去添加，或者貢獻一些東
西。」靈感乍現的轉折是「水」的出
現。
「水的出現非常驚喜。在『大地
之舞』之前，我總覺得有些東西需要
從天而降，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他
笑言，「水從天而降，像是四月春天
偶然的一陣雨，它和其他元素融合得
那麼美妙，但也帶來很多難度，在移
動上，在編舞上。而這些挑戰又驅使
我們要有新的想法。水成為演出中有
力的符號與意象——在春季，冬天被
洗刷，新的生命正在到來。」
原作中大地的經典場景被湖泊與水

絲所取代，舞者在水中奮力起舞，這
是克魯格的風格展現。

《培爾．金特》：
這更像是電影

《收音機與茱麗葉》和《春之祭》在
同一晚上相繼上演，風格對比強烈。而
到了《培爾．金特》，則是克魯格對經
典文學與劇場作品大膽詮釋。
《培爾．金特》是戲劇大師易卜生

名作，浪子培爾．金特在別人的婚禮
上搗亂，被追捕後逃入深山，卻誤闖
妖宮，更差點成為山林大王的女婿。
被母親與妻子救出後又不顧而去，發
了財又被同居女子騙得精光，更被送
進瘋人院……最後浪蕩一生後回到家
鄉，在愛人的懷中逝去。整個故事開
頭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敘述，其後逐漸
展開奇幻想像，亦有浪漫及哲學意涵
的展現，色彩豐富，而作曲家格里格
為該劇所撰寫的音樂亦成為古典樂歷

史中的經典之作。
《培爾．金特》是克魯格第一個長

篇舞蹈作品。「說到當代作品，其實
我是先接觸劇場，之後才是舞蹈。劇
場對我來說是所有元素，包括舞蹈，
所融合的地方。」2015年創作《培爾
．金特》時，很多劇場導演都問克魯
格想做一個什麼樣的長篇芭蕾，「選
擇《培爾．金特》，也許是因為它並
不是那麼受歡迎，芭蕾版本並不是經
常搬上舞台，還有音樂也並不是專門
為芭蕾舞所創作的音樂——格里格的
音樂乃是為易卜生的戲劇所創作的。
我好奇的是裏面有好多人物，和史詩
一樣的旅程。」克魯格從易卜生的文
本開始，也決定要用格里格的音樂來
編舞，但卻發現很困難。「格里格對
我的需要來說，嗯，過於浪漫了。其
實易卜生當年也不高興，所以他們做
完首演後很快就分道揚鑣了。但是格
里格當時比易卜生出名，他又抽取了
其中的曲子再編寫，於是有了我們所
知道的兩套《培爾．金特組曲》，後
來也成為了廣受歡迎的古典樂作品。
對我來說，只處理文本是不夠的，這
迫使我在格里格的音樂中發掘了更
多，他的鋼琴協奏曲、他的弦樂四重
奏等等，最終建構出一個比較完整的
場景。」
原著既有現實主義色彩，又有奇幻

世界的描述，其浪漫與昇華又充滿哲
學意涵，可謂是融會了當時劇場中各
種不同的風潮。克魯格在芭蕾中也嘗
試去呈現這些豐富的面向。有趣的
是，比起編舞，他說在這個作品中，
自己更像是劇場導演。「最重要的
是，引導着觀眾踏上這個旅程以及明
白眼前所發生事情的關竅，都不是
『跳』出來的，而是透過各種劇場手
段和元素來達成的。從這個意義上
說，《培爾．金特》不單只是一個舞
蹈表演，很多人說它更像是電影。所
以，對於觀眾來說，它是容易進入
的，而特別是從感性的層面上說，它
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作品。」

《收音機與茱麗葉》及《春之祭》
日期：2月16日、17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培爾．金特》
日期：2月18日晚上7時30分

2月19日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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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祭》中用上了水的元素。
攝影：Tiberiu Marta

◆◆《《培爾培爾．．金特金特》》中充滿中充滿
奇幻色彩的人物形象奇幻色彩的人物形象。。

攝影攝影：：Tiberiu MartaTiberiu Marta

◆《培爾．金特》用舞蹈
大膽詮釋易卜生名著。

攝影：Alex Pankov

◆《培爾．金特》舞台畫面充滿奇
想。 攝影：Ekaterina Kravcova

◆《培爾．金特》舞台設計懾
人。 攝影：Svetlana Tarlova

◆《收音機與茱麗葉》中的口罩元
素放到今天，是奇特的巧合。

攝影：Damjan Svarc

◀《春之祭》
向傳奇舞者尼
金斯基致敬。
攝影：Tiberiu

Marta

◆愛德華．克魯格
攝影：Simen Zupanc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