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藝術中心、香港藝術學院及香港藝術學院校友會
聯合舉辦的《The Collectors' Choice Art Exhibition》展
覽，將於3月23日至4月10日假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舉
行，並開放供公眾免費參觀。是次展覽由陳瑞琦小姐擔任客
座策展人，首次向大眾展出九位香港著名藝術收藏家逾三十
件的珍藏，涵蓋繪畫、油畫、雕塑、陶瓷、裝置藝術至攝
影作品等多元化媒介，為第一屆《Collectible Art Fair》打
響頭炮。

香港藝術學院校友的作品素來在各個國際藝術館、藝博會
及商業畫廊上備受矚目。《The Collectors' Choice Art Ex-
hibition》是指收藏家珍而重之的收藏品，是次展出的藏品出
自23位香港藝術學院校友之手，並由本地著名藝術收藏家陳
家強博士、周世耀先生、周達智先生、許志敏先生、劉文邦
先生、李美娟女士、梁國輝先生、Living Collection以及彭
若書醫生挑選並借出各自的珍藏公諸同好。
同時，為了讓藝術愛好者以至普羅大眾能更進一步接觸當

代藝術，香港藝術中心將於3月25日舉辦一年一度的香港藝
術中心開放日，以一連串節目，如藝術展覽、工作坊、電影
放映、音樂演出等等的方式，讓參加者全身投入到藝術世界
中。
日期：3月23日至4月10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費用：免費入場
詳情：https://hkac.org.hk/calendar_detail/?u=

YgWFvBnBa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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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ctors' Choice Art Exhibition》



2013年，香港藝術節呈現三幕

室內歌劇《蕭紅》，由黎海寧執

導，陳慶恩作曲，意珩編劇，將

作家蕭紅的跌宕一生與情感世界

呈現於台上，首演之後回響連

連；2020年，香港藝術節再委約

創作室內歌劇《兩個女子》，由

甄詠蓓執導，盧定彰作曲，黃怡

編劇，將西西小說〈像我這樣的

一個女子〉及〈感冒〉改編呈

現。因為疫情原因，《兩個女

子》延期上演，於2021年時轉化

為影像方式與觀眾見面。到了今

年，在藝術節的催動下，《蕭

紅》與《兩個女子》被串連成大

型舞蹈歌劇《兩生花》，再請來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執導

與編舞，融合音樂、演唱與舞

蹈，讓兩個時代的女性作家在香

港舞台上遙相對望。

在楊雲濤與盧定彰眼中，劇中

有趣又迷人的是各種情感的對比

與跳躍，充滿人性的複雜表述。

而歌劇與舞蹈的碰撞與交纏，則

意在為觀眾營造層疊交錯的意象

空間，將歌劇的唯美視覺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蕭紅》與《兩個女子》，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作
品。「作家」、「女性」、「香港」、
「一個夜晚兩個時代」……這些對楊雲
濤而言，是介紹與宣傳上容易找到的字
眼或勾起的想像，但當他着手創作時，
擺在他面前的，是實實在在的兩個故
事。他無意刻意高屋建瓴般去提煉與雜
糅，而是坦言道：「每個故事都太豐富
了，我沒有想太多，只是讓自己進去，
老老實實地完成整件事，然後再開始下
一個。」一個夜晚兩台戲，是否有共通
的聯結？留給觀眾去想像。

兩個作品各表一枝
兩個作品的質感都很獨特。剛開始
時，楊雲濤覺得《蕭紅》似火，《兩個
女子》則如冰，是兩種情感的表達。
「排着排着又覺得不是哦。《兩個女
子》有那種溫情在裏面。本來覺得《蕭
紅》是那種飛蛾撲火式的奮不顧身、只
顧燃燒，《兩個女子》對感情則克制、
猶豫，貌似疏離。但我又解讀到這種疏
離和克制其實也是有溫度的，並不能用
火和冰來簡單概括。」在他看來，蕭紅
所處的時代與環境離我們較遠，那裏面
的人生況味與生存境況顯得更原始，只
能透過文字去想像，透過藝術在劇場中
盡情釋放與訴說。但《兩個女子》，西
西筆下的人與情就在我們周圍，然而，
它看似表面上模仿我們身處的都市與人
際關係，卻實際催生着反思與咀嚼。
「我提供的是一種相對唯美的呈現，

留給觀眾空間去思考。」楊雲濤說，
「《蕭紅》的年代感比較強烈，有些東
北的地域色彩，音樂上本身已經有這種
表達，我就根據音樂做了一些比較民
俗、民間的東西去點綴。《兩個女子》
空間則更大，比如Daniel（盧定彰）提
到後期他一直在調整，加長了音樂的過

門，給舞蹈更多空間。但反而，我有時
是刻意不去填滿那個空間。我讓那個空
間釋放出來，不急着去用，作品也採取
一種不間斷式的，有點劇場式的（呈
現）。比如你會看到一些演員在換景，
又或是通過劇場的調度來強調空間的變
化，有點戲中戲的感覺，整個是一氣呵
成。」
楊雲濤說，在《兩生花》中，歌唱
家、音樂、舞者其實都是不同的形式，
它們像線索交織在一起織成網，不同的
觀眾可以發現不同的圖案。「我就像是
提供線索與密碼，而每個人戴着不同的
眼鏡來觀看，並不是我作為導演畫一個
圖給大家。這些線索都是抽象的，文字
也很詩意，整個演出裏面有非常好的音
樂與歌者，舞者也值得大家去留意，所
有人都是在不同的行當中去到一個點，
而我們嘗試在這個點上作一點點交
匯。」

將「唯美」歌劇視覺化
這是楊雲濤第一次與歌劇音樂走得如

此近，他笑說以前心裏沒底，總怕自己
聽不明白，這次實實在在地與歌劇合
作，發現空間很大。
「重點不是在講故事。既然有舞蹈的
介入，我們就更明白不是以講故事為
主。因為歌劇演唱有場次，有字幕，
（故事）其實已經表達到了。而其中音
樂有抽象的美，歌唱美聲對我來說也是
很唯美，我只是想讓這種唯美視覺化而
已。」他說這次創作有機會聽歌者練
歌，聽樂團現場演奏，自己簡直是「如
癡如醉」。「以前聽的少，現在明白
了，例如歌劇、粵劇、戲曲，都是懂的
人就懂，不懂的就聽不進去。我的功能
就是把它視覺化——原來歌劇可以這樣
欣賞，它和話劇和音樂劇都很不同。」
在作曲家盧定彰的眼中，楊雲濤對歌

劇的「唯美」形容十分適切，「我也很
贊成，歌劇是『唯美』。」他說，「雖
然我覺得香港人聽音樂的習慣是聽歌
詞，聽明白講什麼，歌劇也是，但我很
懷疑哪怕是意大利人去聽意大利歌劇，
其實真的聽得明白多少歌詞呢？我懷疑
也只有六七成。並不是歌詞填得不好，
而是這個藝術形式你要去感受的就不只
是敘述，而是一個技巧，或者一種感染
力，是一個情感的擴張。這就很有趣，
特別面對華人、香港觀眾，無論是在舞
蹈還是音樂的層面，如何透過藝術形式
去讓觀眾感受到文字中，或是超越文字
的東西，就是這個歌劇最想帶給觀眾
的。」

用音樂呈現細膩情感
盧定彰分享自己用了差不多4年的時

間去打磨《兩個女子》，其間不停修
改。「4年前剛開始時，我寫歌劇的經
驗不多，甚至是寫唱的音樂的經驗也不
多，因為之前比較多是寫管弦樂，所以
當時一直有感覺是我還沒能把自己寫管
弦樂的風格和技巧運用到寫唱的音樂
中，因為二者的考慮很不同。經過幾年
後，我才開始找到了一些方法，特別在
伴奏上，如何把之前的風格和技巧放進
去。所以其實在音樂上面，歌者唱的歌
和旋律是沒有改動過的，但是伴奏是豐
富了。」
對於粵語歌劇或音樂劇，常被討論的

一個面向是曲與詞如何貼合。粵語有九
聲，如果曲不夠貼切，很容易聽不懂到
底唱的是什麼。盧定彰說，作曲家能針
對粵語寫出合適的音，只能算是入門的
最基本要求，卻並不足夠讓作品成為佳
作。在撰寫歌劇時，如果
只把注意力放在詞是否能
被聽清上，頗為有點捨本
逐末。「一個好的歌劇不

應該是這樣，反而要做的是怎麼透過這
個藝術形式去放大某些情感，這個也是
劇場，或者舞蹈的魅力所在。」在他看
來，舞蹈和音樂，需要的是給觀眾營造
一個空間和氛圍，讓他們沉浸其中，看
到某些東西，又或是產生一些新的靈
感。他用教堂來做比喻，人們走進教
堂，聽到其中的唱詩，不管是拉丁文還
是德文，聽不聽得明白都不是重點，而
是走入那個氛圍中。從這個意義上說，
教堂與劇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兩個女子》中，盧定彰覺得不論
是西西的文字還是黃怡的劇本，都呈現
了人性化、多面向的很多不同情感，作
曲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營造氛圍，呈現
情感的跳躍。「比如裏面有很多情感的
變化，生氣、內疚、開心、焦慮……這
也是它有趣之處，因為現實中的人就是
有很多情感的變化，可能上一秒還開
心，下一秒就會擔心和不安。我覺得最
困難是怎麼用音樂去描繪這麼細膩的情
感，比如內疚，音樂上怎麼表現內疚？
它和忐忑又是否不同？我現在還沒有完
全找到答案。我一直想嘗試的，是找到
一個音樂的形式，最能夠讓觀眾去感受
當時人物的情感，所以用的是一種比較
兼收並蓄的作曲方法。這個方法是否可
行？我也思考，它的危機是可能不夠有
機，變得好像有很多不同的片段，那在
整體性上是否足夠呢？我還在思考。但
很多古典的歌劇其實也是如此，比如突
然有段跳舞的音樂，空間就變了。」
歌劇音樂中的空間層疊的確最堪玩

味，「那粒音一出來，空間就轉變
了。」楊雲濤說，「而一切，就交由觀
眾的想像。」

這次為歌劇編舞，對楊雲濤來說大概是自在又舒爽
的體驗。他說起自己以前沒怎麼用過歌劇音樂，倒不
是因為它難跳，「是我不會無啦啦用一段歌劇音樂來
編舞嘛。」他說，「比如歌劇的詠嘆調，其實很適合
跳舞，那個節奏很free，那種抒情的感覺，我慢慢走
一個圈，配上那個音樂畫面就已經出來了。其實在舞
蹈的歷史中，西方很早就開始用歌劇的音樂來編舞，
很多著名的編舞家都嘗試過。但我自己以前沒有這個
理由，尤其是香港舞蹈團的作品，是以民間舞和舞劇
為多。」
這次終於有機會去做，而且不是講西方的故事或傳
說，而是講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很吸引我，
我也很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他形容自己不懂歌劇音樂，就拚命聽，手機聽，電
腦聽，大教室中放着大喇叭聽，然後讓想像飛馳，
「我的創作方法就是沒有規律，就是想像，想到什麼

是什麼，最自然，最真實。」這次創作中作曲家們又
給了他極大空間，「好自由的，我可以為所欲為，他
們奈我不何。」他笑道，「所以我是很幸福的，但也
是痛苦的，因為自由度太大，會不知道怎麼辦。」
整個創作的過程是天馬行空，也是不同界別的創作

者碰撞火花。楊雲濤提出「所有人都是表演者」的想
法，為歌唱家也設計了肢體表達。「我們還有合唱
隊，這次可把他們折騰壞了，但我不放過他們。」他
笑說，「他們的角色蠻複雜，有時是說書人，有時是
角色的內心潛台詞，有時又是『吃瓜群眾』。他們非
常重要。」他訓練他們走位，要走出節奏感，更要精
確。對沒有受過肢體訓練的歌唱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對楊雲濤來說，盧定彰所提到的教堂比喻與自己的

看法不謀而合。劇場是特定的場域，來到劇場，觀眾
亦要準備好開始特別的旅程。「坐在劇場中，燈光一
暗，幾千個人在場，你仍然感覺到是獨自一人面對舞

台。我時常覺得，觀眾也是演員的一部分來着，他們
也要慢慢投入其中。這次的演出最需要觀眾投入，需
要他們集中。因為一開始可能是慢的，安靜的，然後
一粒音……觀眾自己要非常集中，思考，然後才被慢
慢帶進去，與舞台上的東西互動。那個『明白』不在
語言和對白的明白，而是你跟着台上的氛圍在共同呼
吸，舞台在安靜，你也在安靜……進教堂我們其實是
轉換了一個身份，那進劇場為什麼不也是一次轉變
呢？也許在劇場外，你正在解決一件煩心事，但是進
到劇場，就可以暫時放下，進入另一個空間。這是藝
術的能力，陶冶性情，這對社會是有幫助的。」

所有人都是表演者

大型舞蹈歌劇《兩生花》
日期：3月18日 晚上7時30分

3月19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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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濤
攝影：Worldwide Dancer Project

香港舞蹈團提供

◆◆《《兩生花兩生花》》排練相排練相
攝影攝影：：Worldwide Dancer ProjectWorldwide Dancer Project

舞蹈歌劇《兩生花》
情感跌宕 豈止「似火如冰」？

蕭紅與西西遙相對望

◆◆《《兩生花兩生花》》呈現不同情感呈現不同情感。。
攝影攝影：：HANGmade PhotographyHANGmade Photography

◆◆《《兩生花兩生花》》讓歌劇與舞蹈相結合讓歌劇與舞蹈相結合。。攝影攝影：：HANGmade PhotographyHANGmade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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