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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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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劇場《如影》
日期：5月12至13日 晚上7時45分

5月13至14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
報道）第七屆中國京劇優秀青年演員
研究生班匯報演出日前在北京梅蘭芳
大劇院結束。此次匯報演出，「青研
班」全樑上壩，向廣大觀眾全面展示
第一學期的教學成果。
演出期間，觀眾們不僅看到了《穆桂
英掛帥》《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
《長坂坡．漢津口》等經典大戲，還
欣賞到了《棒打薄情郎》《乾坤福壽
鏡》《扈家莊》《蘇三起解》《三家
店》《奇雙會．寫狀》《蜈蚣嶺》等流
派紛呈的折子戲，悠揚婉轉、尋味不盡
的《經典名段演唱會》則將五十多位學
生的藝術風采集中呈獻於舞台，全方位
展現「青研班」的藝術風貌。
自去年9月開學以來，第七屆「青

研班」來自全國各地的 54 位院團
（校）翹楚跟隨尚長榮、葉少蘭、劉
長瑜、葉蓬、楊少春、于魁智、李勝
素等著名戲曲名家採取線上、線下相
結合的教學方式學習了五十餘齣傳統
大戲和經典折子戲，圓滿完成了第一
學期的教學任務。
第七屆「青研班」延續多劇種辦學

特色，不僅優秀青年京劇演員光彩熠
熠，崑曲、晉劇、豫劇、秦腔、越劇
等青年翹楚也實力不俗，大家齊聚
「青研班」繼續深造，在學習上相互
交流，在生活上相互幫助，在演出中
發揚「一棵菜」的精神相互映襯，在
藝術創作中相互欣賞。
在扎實做好專業研習的同時，「青

研班」聘請了仲呈祥、翟惠生、王安

奎、譚志湘、尹曉東、王馗、劉禎、
劉彥君、谷曙光等領導、理論家、學
者開展文化理論教學，以期夯實學生
的文化理論基礎，使傳統師徒教育法
則與現代學校教育有機結合，專業研
習的「身得」上升為學理總結的「心
得」。

滬語舞台劇《繁花》
（第一季）於即日起在香
港文化中心上演，該劇改
編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說，
原著獲享負盛名的茅盾文
學獎，由被譽為中國最年
輕天才編劇的溫方伊改
編，展示一幅上海民生的
浮世繪。
金宇澄的《繁花》以滬
語寫就，想要讀懂它，其
一要對上海抱持莫大的興
致，其二要能領略滬語韻
味。該劇導演馬俊豐說
道：「劇中人物的方言隱
藏了很多文化信息，內地
很多之前的劇目都用普通
話在演出，但是近些年都
會用方言去飾演角色，這
中間有很多的文化信息，這個表達完全是將
一個城市介紹給另一個城市看。而這次這個
劇目讓我感受到了魅力，很優雅，很多元，
受到很大的衝擊。」
《繁花》（第一季）首演於2018年，在內
地多個城市巡演近60場後，終於來到香港，
馬俊豐對於此次香港的演出表現出莫大的自
信，他認為這種信心來自於文本底層的力
量：「原著首先就很偉大，這個『繁花宇
宙』濃度極大，任何一頁翻開都有很厲害的
細節。其次就是上海這個城市本身就很有魅
力，規則感非常強，但是我一直無法融入，
直到我讀了這本小說，我一下就全懂了。」
馬俊豐本身並非上海本地人，甚至並非南方
人，但他覺得這本小說對他觸動極大。
演出的執行製作人張楠則說道：「對於劇
場演出來說，上海話不是一個語言障礙，而
是一種力量，我們之前也受到過各個戲劇節
的邀請，後來由於客觀原因沒有參與，但這
次來到香港，我們覺得是異常興奮。這個劇
場太美好了，導演一來到就覺得《繁花》很

適合這個舞台演出。如果有
幸的話，我們希望能夠在未
來帶來第二季，甚至第三季
給香港的觀眾。」
上海與香港相仿，作為一

個花樣交雜的多元化城市，
地理環境是非常複雜的，既
有古老的，也有層層疊疊的
現代建築，如何在戲劇舞台
上展現其繁複感是一大挑
戰。「但是這部劇做到了，
因為不同的人物來自不同的
環境，所以在日常的方式下
便已經可以體現出來。其次
就是我們使用轉台的方式，
我們不是在運景，而是在運
人，所以我們可以碰撞出不
同的意象。」馬俊豐說。
劇中演員則紛紛表示，

「因為《繁花》去了解和感受上海，劇中的
人物每一個都很豐富和生動。在角色中去看
到時代，在每個人物中去代入自己的生活，
體驗感就會很強。」
小毛的飾演者杜光禕說道：「一個好的劇

一定是依附時代的，是有生命力的，但我們
不是還原那個時代，一定是符合當下的審美
特點，這是演員和作品需要給觀眾表達
的。」飾演小毛娘的演員張芝華則說：「香
港也是移民城市，而上海也是，這個是香港
與上海的共通點，而光是上海中間也有不同
的地區，那種語言體系都是不同的。這中間
的差異是微妙的，包括語氣、吐詞等等，我
們相信這個劇場中也有很多上海的老鄉來到
觀看，他們會有親切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第七屆「青研班」
教學匯報演出閃亮京城舞台

滬語舞台劇《繁花》（第一季）
日期：4月28、29日 晚上7時30分

4月29、30日 下午2時1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滬語舞台劇《繁花》文化中心開演

穿梭時光 展現上海民生浮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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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劇照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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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太古地產「「書出愛心書出愛心十元義賣十元義賣」」實體義賣活動實體義賣活動
最後一個周末最後一個周末 精彩持續放送精彩持續放送
廣受社區大眾歡迎的太古地產「書

出愛心十元義賣」實體義賣來到最後
一個周末，持續帶來精彩活動。
今年主辦方共收集逾25萬本二手好
書，義賣書種分為14類，包括倪匡作
品、藝術及設計、商務及金融、兒童
及青少年、小說及文學、人文社科、
語言、法律及政治、生活休閒及旅
遊、科學及科技、漫畫、飲食、心理
勵志及親子、宗教及哲學。實體義賣
更多的精彩環節還包括：
「互動故事劇場」將邀請一系列故

事劇場夥伴，以不同主題分享故事和

相關互動環節，與小朋友發揮創意想
像，投入書中世界。其中由《星球大
戰》影迷組成的帝國軍第伍零壹旅香
港駐軍將於兩個故事劇場粉墨登場，
更邀請小影迷變裝不同星戰角色，參
加者可獲取星戰禮物。
為紀念倪匡，今年活動再次設置倪

匡作品專區，讓一眾科幻小說愛好者
尋寶。現場亦會派發由插畫師 Jessica
Ho設計的「金庸×倪匡」限量版書籤
予書迷珍藏。
活動亦為小讀者於栢克大廈展場特

設樂高積木玩樂專區，讓小朋友享受

讀書之餘，透過玩耍寓學於樂。
日期：即日起至4月30日 中午12時

至晚上8時
地點：太古坊ArtisTree (太古坊康橋

大廈1樓)、太古坊栢克大廈
19樓

簡訊

◆「互動故事劇場」
太古地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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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如影」身體「隨形」

舞台上的舞台上的「「她她」」是誰是誰？？
曾為香港舞蹈團助理藝術總

監的謝茵，過往為舞團創作了

不少經典作品。離團成為自由

編舞後，謝茵首度與舞團合

作，將在母親節前帶來舞蹈劇

場《如影》，5位女舞者身影

斑駁，細緻講述身為女性的悲

喜故事。

問謝茵成為自由身編舞感覺如何，「好
呀！」她爽朗大笑，「可以把自己的時

間自己安排。願意花多少時間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等於多愛這件事情，而現在我知道自己喜歡
做什麼就可以把時間多放進去，有了這樣選擇
的可能。」
全職工作了20年，突然離開大集體，離開
鋪陳好的規律生活，謝茵說自己也還在適應
中。新生活讓她有更多的時間與自己對話，
「我今年44歲，可以說前半生都是在一個框
架中，一個安排好的工作環境中，現在突然變
自己了，就在想每天要怎麼安排自己，好像回
到了學生時代。」人不遠離一下熟悉的生活，
就容易變得渾渾噩噩，謝茵說現時的自己當然
有不安全感，但離開舒適圈，會讓自己「醒一
下」，「去和自己對話，看自己真正喜歡的是
什麼，或者自己害怕面對的是什麼，甚至是自
己的懶惰。」
「會真正看到自己是這樣一個人，」她坦然
說，「而這種看見趁早知道會好一點。」

往過去中尋找未來
看清真實的自己是一重挑戰，接納這樣的自
己再接着往前走，又是另一重考驗。謝茵把
《如影》的創作形容為一種「尋找」，不安全
感推着她思考人生的下一步，而在她看來，答
案不在未來，卻在過去。
「這次為什麼叫『如影』，因為影子是過去
的事情。過去重不重要？記憶重不重要？如果
重要的話，它是什麼？你記不記得？你記得了
以後其實下一步是什麼？（答案）有可能才會
浮現出來。」
舞作以全女班陣容，找來5位年齡與背景各
不相同的女舞者分享自己的故事。「這台作品
很多在說女性，女性的身體，女性的懷孕，女
性的頭髮……」謝茵說，女性的身體給她的感
覺是「很大自然」，「那個大自然的時間與社
會的時間完全不一樣，我很想看到這樣一個身
體的內在時間。」

從瑣碎中提煉真實
《如影》的創作起源來自於兩年前的一個工
作坊，謝茵在裏面聽到了20個女性的故事。
她們全是媽媽，但母親也不過是她們數個人生
角色中的一個。「真正打動我的其實就是
『人』，一個個真正的人。」謝茵說，「她們
都有自己的故事，都很真實，她們的真實會讓
我回想劇場的真實是什麼，我們是否能從劇場

的空間裏面，回到『人』身上？」把人的真實
盡情展現，謝茵想要觸及的不是偉大的英雄人
物，不是被歌頌的女人們，而是嘗試從生活的
微小與瑣碎中去抽取命題，去呈現這一具具女
性身體背後的歷史與源流，人生歷程與悲喜冷
暖。
作品是否有野心去訴說女權議題，或是展現

「女性力量」？「我其實完全沒有這樣想，」
謝茵說，「這些都是些概念性的詞彙，而我在
乎的是看到人，一個個真實的女人是怎麼走過
來的。就像我說回到女性的身體一樣，它就是
自然而然的——出生不是自己的選擇，她有這
樣的父母，有這樣的際遇，就演變成今天的她
自己。」
對謝茵來說，「如影」後面自然是「隨
形」。但這「形」並非抽象而縹緲的純粹詩意
的表達，她看到的是身體的舞動、動作、形
態，甚或是胖瘦，想追問的卻是這「形」如何
由過往而鑄成。形由影生，所有的一切都能在
過去尋找到根源，「那根源是無法割裂的。」
「我的初心，就是講述這5個女人，她們並不
偉大，也不是要被歌頌。她們一步步走來，她
們中有20歲、30歲、40歲……這就是她們。」

最感動是看到自己
舞作由香港舞蹈團舞者華琪鈺、藍彥怡、廖
慧儀、占倩與陳曉玲共同演出，謝茵稱讚她們
時刻保持開放的態度去投入創作。「舞團的女
生們在過去舞團的製作中，習慣了有很多的角
色在外面，自己則藏在角色裏面。這次沒有角
色，她們就是自己。而她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渴
望去看看角色背後的自己還有些什麼。」
創作的過程中，謝茵先邀請舞者用錄音的方

式介紹自己是誰，從哪裏來，回溯自己的過
往；再邀請她們寫一封信給自己的身體，與身
體對話；到了第三部分，則讓她們回望在舞團
工作那麼多年所演繹過的角色，與這些角色對
話，去看角色和自己的關係。「辯證、回看、
欣賞和挖掘。」謝茵如此說。
那編舞的故事呢？是隱匿在背後的那根線

嗎？「她們其實每個人都是我。」謝茵笑道，
「比如她們在說自己從哪裏來時我也會順着思
路，想到自己小時候，住的什麼房子……我會
有同感和共振。看書、看作品、看藝術，其實
最感動就是看到自己。我在這裏作為編舞，其
實觀眾也是編舞；我既在裏面，也在外面；我
全在。」
而舞台上的她，她，她，是你也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