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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大館表演藝術
季：SPOTLIGHT」強勢
回歸，即日起至 5月期
間，以四周時間帶來七個
表演藝術作品，涵蓋香港
及內地不同範疇藝術家，
透過大館的特色場地和戶外空
間，讓藝術家展示突破傳統的
作品，探索藝術形式的多元變
化，延續藝術作品的能量。
繼《Tri家仔》及《撈鬆》
後，多才多藝的音樂人盧宜均
與劉榮豐再度攜手，帶來三部
曲之最終章，充滿黑色幽默的
港式歌廳音樂劇《圍盧豐
咪》，笑唱不同年代的語言、
潮語與年代身份認同的關係。
舞蹈家楊怡孜與大館首度合
作，夥拍視覺藝術家周俊輝、
流動影像設計師黃漢樑、聲景
設計師劉曉江，以超越媒介框
架的原創新作《寬容的樹》，
融合舞蹈、影像及聲音，看生
命流轉。《從什麼時候開始》
由詞人周耀輝、作曲家鄧慧
中，以文字及音樂引路，聯同
視覺藝術家陳惠立、歌手 iii
（Iris Liu ）、香港創樂團，
以及年輕歌者和聲音撿拾員，
以音樂和裝置邀請觀眾參與旅
程，尋索、發現、回憶與想

像。廣州當代舞奇人何其沃
（二高）透過魔幻寫實的手
法，帶來異色舞蹈劇場《蝴蝶
島》，以身體訴說異鄉漂流。
本地編劇陳筠而與導演甄拔濤
將首次合作創作《我最終死去
的房子》，從三代香港女子的
角度出發，講述她們與灣仔祖
屋的故事。全新環境劇場《未
境進行曲》由屢獲殊榮創作團
隊「歷歷在目」帶領觀眾遊走
大館，踏上跨越時空的旅程，
探索物種流動與族群遷徙。最
後，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學
生延續在 2022 年所創作的
《一路·順風》，以數碼廣播
（Podcast）形式牽領觀眾細
心傾聽城市的輕聲絮語。
日期：即日起至5月6日
地點：大館各處
節目詳情：https://www.taik-
wun.hk/zh/programme/detail/
spotlight-a-season-of-per-
forming-arts/1159

於今年香港藝術節上演的大型舞蹈歌劇《兩
生花》是由兩部香港藝術節的室內歌劇——
《蕭紅》(2013) 及《兩個女子》(2021)——串連
而成。前者講中國作家蕭紅的一生，後者則來
自香港作家西西筆下《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和《感冒》中兩個女子的愛情掙扎和命運播
弄。單看這個創作框架，已予人很多想像。豐
富的素材和時空的交替再加特定人物的傳奇，
《兩生花》本身有着很多可能性，而演出不只
是合二為一的重建創作，還要由室內歌劇轉化
為舞蹈歌劇。故作品帶有雙重核心，既要重
組，後又要再切換為以舞蹈為主幹線。
不過上述的創作框架結構只是筆者的推想，
看完早前的演出，發現是另一種呈現手法。基
本上《蕭紅》及《兩個女子》是各自成章，並
沒有互扣互動。作品《兩生花》名稱的由來應
該只是指兩個作品，如單演《兩個女子》可能
較貼近節目名，因《兩個女子》就是講述兩個
女子相見而互揭各自命運。
歌劇中出現或加入舞蹈，在中西大小型演出
中也是常見的。什麼是舞蹈歌劇乃筆者十分感
興趣的，原猜想是由舞蹈演繹歌劇內容，但歌
曲、音樂如何處理並不容易。今回由香歌舞蹈
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導演兼編舞，其取向是以舞
蹈將劇中的寫實抽象化、將人物的情感視覺
化，令表演在現實與虛幻間遊走，這是很好的
切入點。由於《蕭紅》及《兩個女子》講的人
物、背境、時代不同，獨立處理也是明智並無
大不妥。正如觀眾看一場表演中的兩個節目也
無所不可。
雖如是，《蕭紅》及《兩個女子》的作曲家
陳慶恩與盧定彰仍然為這次演出重新編曲，加
上歌者舞者三四十人及二十人的樂團現場演

奏，說是大型作品也不
為過。
舞蹈方面，編舞亦因

應《蕭紅》與《兩個女
子》的不同寫作風格以
不同的手法去表達。
《兩個女子》是較着重
情節的鋪排，劇中兩個
女人——魚及女子每每
說到一些生活實況時，舞蹈就呈現她們口中的
場口，舞蹈較多是現實場景的重現。《蕭紅》
是截然不同的格調。蕭紅既鄉土但不認命，知
性甚至反叛，脆弱中見堅強。文本亦以其內心
深處的起伏變化為核心精粹，編舞以另一種手
法來展現其澎湃的感情。舞者(潘翎娟) 在台上多
是與飾蕭紅的歌者同時出現，舞者就如蕭紅的
內心靈魂，展示蕭紅的各種情緒感知，蕭紅的
不安、苦、痛、擔心等等通過舞者肢體代說出
來。作曲家亦為此作重編多段音樂，更在編舞
提出後把原來不少的口白刪掉改為純音樂。舞
者，包括獨舞與群舞便有較多甚至屬於他們的
舞台和時間去展現蕭紅這個人物的內心和烘托
歌劇的內容。楊雲濤在音樂、歌曲與舞蹈之間
找到一個他認為是「互相襯托的平衡」。
香港舞蹈團的表現，尤其首席潘翎娟發揮得

很好，其他如作曲家、歌唱家亦是本地出色的
人材。獨立觀之，《兩生花》的音樂、歌唱
（指聲樂技巧）和舞蹈都很不錯，然而《兩生
花》的整體效果卻接近失敗，尤其《兩個女
子》。究其主因是兩個室內歌劇作品本身的歌
唱性其實不高，縱然音樂好、歌者水平亦不
錯。其非像傳統歌劇分詠嘆調和宣敘調，不大
着重旋律性，而新派風格的創作更多在於探

索。
2013的《蕭紅》經重編後可塑性高，除了音

樂本身，較文藝和着重心靈的文本和文字表
達，及以普通話演唱都令其更具認受性。加上
舞蹈後，不失為一創新節目。但《兩個女子》
則壞在文本太差，直白如口白的歌詞，甚至就
是一段又一段的口白對話，加上用廣東話唸
唱，就完全是像在開歌劇和廣東話的玩笑。奇
怪是《兩個女子》2021才出現，筆者就很好奇
兩年前此作面世後有沒有評論。雖然2021的香
港正在水深火熱中，藝術可能也有不少波瀾起
伏，但創新也不能成為唯一考慮，還要看實際
可行性和效果。或者加上舞蹈重新包裝再搬演
是想給其一條生路，但也沒有成功。《兩生
花》另一糟糕的是先上演《兩個女子》才到
《蕭紅》。這無異在考驗一班對文化有一定認
受性的觀眾。
《兩個女子》的文本劣質少見，導演遇着這

種先天不足的作品，可能需要大刀闊斧而不是
平衡。藝術需要創新，但也不能生吞活剝隨意
把一些不夾的元素，如廣東話演歌劇硬放在一
起，這種Fusion比一道劣菜更難吃。

◆文：鄧蘭
圖片：Worldwide Dancer Project

「大館表演藝術季：SPOTLIGHT」
七大表演藝術節目即日登場

《兩生花》：創新也不能勉強
◆《兩生花》之《蕭紅》◆《兩生花》之《兩個女子》

《深AI你》的故事發
生在人工

智能機器人飛速迭代的未來，年幼
的小海目睹媽媽在一場意外中離
世，自此變得異常孤獨。一個偶然
的機會，小海被一款AI陪伴吸引。
在朝夕相處中，小海走出陰霾快樂
地成長，AI陪伴則漸漸產生了體會
情感的能力。程式設定與真心真情
的界線逐漸模糊，愛子情切的小海
爸爸陷入兩難，小海不願再次失去
「媽媽」。同時，面對一代代全新
升級產品，AI陪伴意識到自己的
「衰老」，決定帶着對小海的眷戀
自行離開。

Art Tech展現未來質感
舞劇《深AI你》由創作出《朱
䴉》、《記憶深處》等多部經典作
品的佟睿睿擔任導演；由曾參與創
作《孔雀》、《花界人間》等作品
的李宏鈞與憑藉《南京1937》、
《水月洛神》等作品斬獲文華獎、
荷花杯金獎的何滔共同擔任編導；
由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作曲的著
名作曲家郭思達擔任音樂總監；由
中國歌劇舞劇院首席服裝設計師陽
東霖擔任服裝設計。
佟睿睿在談及《深AI你》的創作
初衷時表示，這部舞劇的最後一個
關鍵詞就是「愛」。劇中，在科幻
和真實中遊走，在冰冷和溫暖間試
探，最後「人與AI」共生的故事，
落腳在一個「愛」字上。「我相信
只有愛、尊重和平等，才是我們所
要追求的。」她希望觀眾能在理性
的思索與審美的享受中，收穫「一
起向未來」的勇氣。
作為一部聚焦人工智能的舞劇，
《深AI你》在舞蹈動作設計上有創

造性突破。舞蹈編排中啟用了全新
的舞蹈語彙，融入機械舞等街舞元
素以模擬AI行動軌跡，音樂創作中
強調富有科技感的電子音樂的運
用，而極具未來感的服裝及舞美更
加凸顯出深處其中的「人」。在充
滿未來感的舞台上，激盪着的現實
主義的光芒，直抵人心。
《深AI你》還充分運用了機器
人、裸眼3D、高科技屏幕等科技元
素，於方寸之間勾勒出數字美學十
足的未來空間。該劇着力探索既契
合人類情感表達又呈現AI機器人獨
特肢體質感的全新編舞方式，通過
融入街舞等舞劇中難得一見的舞蹈
元素，嘗試構建新的舞蹈語彙，正
如人工智能擁有無限可能，《深AI
你》也為觀眾打開了舞劇新的可
能。

尋找「機器人」的身體表達
該劇由青年舞蹈家秦熙、李禕然

領銜，魏伸洲、羅嘉誠、馮世揚、
王金格等國內頂尖舞者聯合主演。
其中，面臨最大挑戰的當屬「AI陪
伴」的飾演者。如果說以往流暢、
圓融是舞者的追求的話，那麼扮演
人工智能則完全是另一種身體的表
達方式。長達三四個月的時間，這
位跳古典舞出身的舞者，一直想辦
法打破肢體習慣，努力尋找屬於機
器人的一種身體表達方式。
飾演AI陪伴的青年舞蹈家秦熙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
是一個關於「AI」的故事，也是一
個關於「愛」的故事，它以「諧音
梗」式的名字，打開了對於人類與
人工智能的關係，用藝術的方式展
開想像和思考。「深」代表該劇孵
化地深圳，亦指深切、深刻的情感

濃度；「你」作為愛的對象，是人
類眼中的AI，也是AI眼中的人類，
就像劇中小海與AI陪伴，彼此育化
情感。「AI機器人陪伴的舞劇角色
形象，應該是中國舞劇史上前所未
有的，沒有任何可以參照的形象，
所以我只能憑自己對這個角色的感
受和理解去詮釋和創造這個任
務。」
杭州歌劇舞劇院首席、《深AI

你》舞劇主演魏伸洲介紹，這部舞
劇已經排練了一年多時間，「對首
演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希望給大
家帶來不一樣的體驗。」為了在舞
台上呈現出最好的狀態，演員們在
妝造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從化妝
到造型就花了近4個小時。

3月30日晚，深圳原創當代舞
劇《深AI你》首演現場座無虛
席，隨着劇情的推進，觀眾們時
而熱情鼓掌，時而動情落淚。不
少觀眾為一睹舞劇《深AI你》
真容，特地從全國各地趕來。在
深圳生活十幾年的港人楊女士
說，自己一下班就直奔劇場，
「能來看深圳原創的當代舞劇，
我覺得很幸福，這個城市對於多
元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很前
衛，這點也讓人很欣慰。」
《深AI你》全劇從孩提時代

的小海講起，把人類最本能的母
愛定位成「AI陪伴」覺醒的源
點。專門從南京到深圳看劇的張
小姐表示，該劇題材很新穎，目
前的舞劇中還沒有看到過這麼有
科技風格的。她認為作品非常有
感染力、很好看，「之後自己也
想有一個 AI 機器人一起養

老。」
從遼寧專程趕到的文小姐看完

首場演出後表示，覺得非常激
動，「前半部分劇情比較歡樂，
後半部分就較為煽情，整個細節
也很連貫，讓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棒的舞劇，我覺得來得非常值
得。」
從佛山趕過來的董女士觀演結

束之後連連讚嘆，她表示，整個
舞美、燈光、演員等都非常好，
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有AI機器人
一起跳機械舞的片段。
深圳大學物理光電工程學院教

授李景鎮也和幾位老師一起組隊
前來。在他看來，AI已經進入
人類生活當中，從另一個角度來
看，在深圳生活是比較幸福的，
因為深圳是個高速發展的城市，
在經濟、科技發展的同時，文化
也一直在進步。

《深AI你》用舞美來表現未
來的科技感，這是創作過程中最
有挑戰性的部分。
演出的燈光設計王琦表示，如

何用燈光構建一個既冷酷無情又
溫情脈脈的空間，是這個戲創作
的重點和難點。燈光設計上是雙
線並行的，一條是實現一個未來
社會的「真實」場景，一條是讓
人物情感在空間上外化和呼應，
也就是要把握極硬和極軟兩種質
地。
在王琦看來，燈光設計歸根到
底還是情感表達，在燈光上最重
要的一個情緒開關就是色彩。
「比如開場是一個閃回，就是通
過不同光區色溫的處理、冷暖的
轉換，來配合多媒體，一同構建
回憶中一家三口溫馨生活的場
景。再比如機器人工廠的質感，
隨着這個工廠的產品不斷迭代，
機器人服裝，形體的處理方式也
都是不一樣的，燈光怎麼強化觀

眾的感知，讓他們感受到同一個
場景不同時間產生的不同意
味」。
舞劇的燈光設計，和話劇不一

樣。王琦說，「燈光是一種建
築，裏面住着人物的情感。舞劇
沒有語言，但要通過形體去表達
一種文學性。所以，從技術上來
說，舞劇用側光和逆光比較多，
因為常常需要勾勒、描邊」。
《深AI你》舞美設計、國家

一級舞美設計師秦立運表示，他
們做了多稿方案，最終確定用像
素燈條左右行走，上下升降構成
一種具有現代感、未來感的流動
性自由變化的空間。它可以把舞
台的空間根據表演需要隨意切
割，變成多樣的舞台空間。切割
的空間，比如主人公小海的家，
就是通過這些燈帶線條的變化，
從大到小，然後再轉化到層次，
利用輕巧感、透明的線條塑造出
現代感。

2023年，科技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關於人工智能的討

論，從未像今天這樣激烈過。人類將如何與人工智能共處，人

類與人工智能又將產生怎樣的情感連結？

日前， 由中國歌劇舞劇院國家一級編導佟睿睿執導的中國

首部人工智能題材舞劇《深AI你》在深圳濱海藝術中心首演。

作品聚焦深圳這座日新月異的未來科技之城，是國內首部從未

來新「生態」視角思考人與人工智能關係的當代舞劇，也是中

國舞劇領域一次全新的嘗試與突破。目前，該劇已入圍第十三

屆中國舞蹈「荷花獎」終評，之後將在佛山、南京、重慶、上

海等地開啟全國巡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深AI你》舞台展現未來圖景。

◆中國首部人工智能題材舞劇《深AI你》深圳上演。

◆秦熙飾演AI陪伴。 ◆魏伸洲飾演成年小海。

掃碼睇片

◆《深AI你》思
考人與人工智能
之間的關係。

舞美呈現未來科技感

觀眾深受感動：
「也想要個AI陪伴養老」

人與人與AIAI共舞共舞 深情細說深情細說「「愛愛」」
人工智能題材舞劇人工智能題材舞劇《《深深AIAI你你》》深圳上演深圳上演

◆◆《《深深AIAI你你》》
舞劇的最後一舞劇的最後一
個關鍵詞就是個關鍵詞就是
「「愛愛」。」。

◆◆《《圍盧豐咪圍盧豐咪》》
正在上演正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