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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
院弦樂系於即日起至7
月28日在香港演藝學
院演藝音樂廳呈獻大提
琴節 2023。音樂學院
弦樂系學生與知名校友
和老師一同演出一系列
新舊並融的大提琴樂
曲，為今個夏天譜寫悠
揚妙韻。
此節目適合六歲或以

上人士觀看。節目詳情
如下：
7月22日：開幕音樂會：朱琳
7月23日：青少年演奏會
7月25日：協奏曲之夜
7月26日：重奏音樂會
7月28日：閉幕音樂會

日期：7月22，25，26，28日 晚上7時
7月23日 下午3時30分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演藝音樂廳
節目詳情：https://www.hkapa.edu/tch/event/

academy-cello-festival20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蔡李佛拳的
經典手法「穿、拋、掛、捎、插」，配合馬步，展
現出快、狠、準的勁道與爆發力，引人入勝；白鶴
拳剛柔並濟，取形為名，生動多姿，柔美中充滿看
不見、觸不着的張力；洪拳大開大合，收放自如，
呼吸吐納之間，隱藏着強勁之魅力，動作舒展……
香港舞蹈團歷時三年跨界藝術研究、汲取中國舞蹈
與南方武術之精粹，創作而成的舞×武劇場《凝》
日前首次亮相北京天橋藝術中心，給內地觀眾呈現
形神極致之美。
舞台上，舞者以最純粹的狀態，打開武術之門。
歸零、汲取、轉化，為舞蹈創作與身體帶來新的思
考與突破。相較於擅長於「外放」的肢體動作，
「內斂」的靜心更加難能可貴。《凝》着重捕捉舞
者處於舞蹈和武術之間而忘卻形體的一瞬，呈現形
神極致之美。觀眾欣賞到別樹一格的編舞創意，時
而蒼勁、時而婉約，韻味悠長，舞者展現的身法、
步法、手法靈巧而穩健，塑造出豐富的舞動質感。
香港舞蹈團行政總監崔德煒介紹，《凝》糅合中
國舞蹈和武術，是創新的舞蹈作品。香港舞蹈團藝
術總監楊雲濤與多位舞者，在歷時三年的跨界藝術
研究中，跟隨武術師傅學習南方武術，其中包括：
嶺南洪拳、詠春白鶴、蔡李佛及八卦掌。他們不但
開展「舞」與「武」的對話，還重新感悟形體內
外、線條律動與東方哲理的關係，並汲取中國舞蹈

與南方武術之精粹，才創作而成《凝》。
香港舞蹈團董事局主席曾其鞏表示，希

望此次《凝》的演出，可以傳遞出中華傳
統文化「沉穩」的精神，給年輕人以啟
迪。崔德煒也希望內地觀眾能從演出中感
受到舞蹈作品和舞蹈演員內在的「精氣
神」。
當晚演出獲得現場觀眾陣陣掌聲。觀眾

郭女士向記者表示，演出將武術與中國舞
兩大傳統文化完美融合，極具創意，同時
也能看出香港舞蹈團舞蹈演員的出色功
力，「不同於那些花拳繡腿的表演，能看
得出演員們功底深厚，身體控制能力非常
強。」
《凝》於2020年與西九自由空間合辦演

出，後來因為疫情轉為線上播放，在2022年榮獲香
港舞蹈年獎「傑出網上製作」。北京站的演出是該
作品首度在內地演出，也是創作完成後首次線下公
開演出。在北京演出結束後，將應邀到訪新疆烏魯
木齊，於第六屆中國新疆國際民族舞蹈節演出。今
年12月將重返香港西九自由空間，作香港首次現場
演出。該劇還將在泰國和日本巡演。
香港舞蹈團曾以一批極具香港文化符號的舞作著

稱，如《風雲》、《中華英雄》以及上次登台北京
的《倩女．幽魂》，這些改編自香港流行文化的舞

作，以特色鮮明的舞美、充滿創意的編舞俘獲了大
批觀眾，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近年來，香港舞蹈團在兼具本土文化表達的同

時，不斷創新，致力於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的合作
共創，跨界融合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本次演出的
舞×武劇場《凝》便是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互融共
通的傑出成果。此前，香港舞蹈團還與香港電影金
像獎「新晉導演」陳健朗共同打造特別企劃視覺
片，從「地、水、火、風」四大自然元素出發，以
生動優美的肢體語言舞出香港的風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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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學院大提琴節 2023

舞、武對話 動靜無邊
香港舞蹈團跨界作品《凝》首次在京演出

◆香港舞蹈團舞×武劇場《凝》早前於北京演出。
香港舞蹈團提供

◆演出現場，觀眾可以隨意走動、坐臥，以不同視角體
驗。 攝影：Winnie Yeung@Visual Voices

◆一名表演者不時穿梭場地中，引導觀眾目光。
攝影：Winnie Yeung@Visual Voices

◆TechBox：
延展色彩互動學
（階段展演）

◆◆演出營造出迷幻詩意空間演出營造出迷幻詩意空間。。
攝影攝影：：Winnie Yeung@Visual VoicesWinnie Yeung@Visual Voices

TechBox2023：《旅人與聽者》

《旅人與聽者》是跨領域藝術家楊嘉輝
與TechBox團隊共同進行的新穎舞

台實驗。TechBox是西九文化區與香港演藝
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TEA）合作建立
的跨界實驗平台，聚焦媒體藝術，不斷拓展
演出的形式與可能。2021年時，平台首次
展現art TALKS tech節目，與音響設計
師、聲音藝術家及專研程式化動能雕塑的藝
術家一起研究和創新作品。2022年，Tech-
Box 呈現《延展色彩互動學（階段展
演）》，與楊嘉輝一起展開劇場實驗。今年
的《旅人與聽者》則是基於此作再次發展而
成的TechBox平台首個完整作品。
如此聽來，是近年大興的藝術科技大潮
催生了TechBox嗎？《旅人與聽者》的策
劃人、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製作人（戲
劇）李筱怡說，其實早在藝術科技一詞被
明確提及前，TechBox的意念已經在發展
中了。

拓寬創作邊界
「藝術科技」此一概念並非橫空出世。

舞台上，劇場中，藝術與科技向來密不可
分。「只是更早期時，我們比較多說『媒
體藝術家』，或者『多媒體演出』。」李
筱怡說。演出的技術總監、香港演藝學院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科藝製作系主任馮海
林則打趣道，早在「盤古初開」時，舞台
上所有的元素其實都是技術的展現。「例
如繪景，在古代都是科技，只是現在變成
日常可以接觸到的、不是高科技的東
西。」他說，TEA的訓練及學習一直就是
在與科技打交道，「我們緊貼最新的科技
發展，訓練不同的設計師和製作人員，所
發展的就是科技和表演藝術的關係。」
在李筱怡看來，TechBox 意在「拓

寬」，「之前（藝術家們）是各有各做。
媒體藝術家以往多在畫廊、博物館或者多
媒體藝術節等發表作品。另一邊廂，我們
的劇場中已經有一批有扎實訓練背景和豐
富實戰經驗的本地設計師及創作者，只是
他們多在傳統一些的作品中發揮。大家是
否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場域，去試更多的
可能性呢？」
TechBox 由此產生，以媒體藝術為語

言，讓媒體藝術家、劇場設計師、學院老
師和學生一起，有豐沛的時間進行研究醞
釀，實驗各種形式與表達。
將媒體藝術與表演藝術相結合，馮海林
認為是以往香港少有的方向。「其中一大
制約是資源。」畢竟，要將一種科技或是
技術系統運用在創作中，所需要的場地、
設備、相關的專業人才和技術支援並不簡
單，在以往的政府藝術資助框架下也並沒

有明確的項目專為此類創作而設。「所以
以前呈現到的多媒體藝術，對比我們在國
外見到的，可以說是比較『簡約』，其實
還沒有做到那個結合的標準。」現在多了
對藝術科技的討論，也慢慢有了更多這方
面的資助與支持，讓香港藝術家的創作可
以更多地往那個方向去思考。而TechBox
的產生，對馮海林而言，正是結合了西九
與演藝學院雙方的資源與人才來進行實
驗。

科技本身是一種創作的語言
在《旅人與聽者》的現場，地板被鋪上

軟墊，會自己彈奏的鋼琴、高高堆起的椅
子、吊燈……物件陳列其中，被白布看似
隨意包裹，整個場地如同超現實的夢境，
而觀眾可以或坐或躺或臥，自由選擇角落
棲息其中。白布也充當投影幕布的功能，
當影像投射在上面，與現場的音樂演奏、
燈光氛圍產生奇妙化學反應，營造出朦朧
的詩意。
「我們常說，科技、技術它本身可以是

一種創作的語言，而不只是一種工具。」
李筱怡介紹道，「以往的演出，想到科
技，來來去去就是台燈聲、投影。今次的
嘗試，我們先拍攝了一些影像，再將其放
到劇場中，着重思考的，是它的角色到底
是什麼。以往的多媒體演出中，影像多是
作為很美的背景，但我們現在試的是，預
錄的影像放入現場演出，它如何與表演融
合，整個敘事又是否多了不同方法。」
在此過程中，設計師也不再是傳統的服

務於藝術家的角色，而亦是創作的主體之
一。「比較像是藝術家提出一個概念，整
個團隊將此作為主題去研究、發展，大家
一起玩。」李筱怡說。
馮海林則認為，和楊嘉輝的合作，對年

輕設計師而言是難得的新嘗試。「這次我
們並沒有說刻意要放進去什麼技術，而是
從設計和概念出發，設計師們如何理解以
及去創造出一些東西，大家作為一個團隊
去呈現整個圖景。」
他認為TechBox平台最重要的是提供了

難得的R&D（研究與發展）的空間。「年
輕的設計師們可以將其學習到的東西作一
些新嘗試，運用到一個新的呈現中。在傳
統的舞台中，他們也許也都用過這些技術
的，但是當被放在不同的呈現方式中、不
同的觀眾體驗中，要如何來運用這些技術
呢，需要時間去試。而在傳統香港的製作
模式中，一個星期的時間而已，俗點說是
『出到街就贏了』，沒有什麼時間是一個
新的工具在手，可以慢慢去找新的可能。
TechBox是給了這個時間。」

跨界實驗平台TechBox首個完整作品《旅人與聽者》正在西九自由空間

上演中。跨領域藝術家楊嘉輝與TechBox團隊攜手，從短詩《聆聽者》中

攫取意象，將音樂、燈光、布景、影像、表演等元素新穎融合，帶來超現

實的詩意之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旅人與聽者》的創作過程並
非一蹴而就，去年其首階段展
演，所呈現的是《延展色彩互動
學》。演出從藝術教育家約瑟夫
．亞伯斯的經典著作《色彩互動
學》發想，將其在平面上對色彩
等視覺的探索，延展到立體的空
間中，燈光、音樂、音響、影
像，互動融合，成為一個長達6
小時的即興演出。
《旅人與聽者》則從英國現代

文學家Walter de la Mare的著名
短詩《聆聽者》獲得靈感，楊嘉
輝編寫全新樂曲，以其作為骨幹
與框架，再結合燈光、聲音、影
像、表演、布景，打造出氣氛神
秘的場域。
兩個演出看似截然不同，但其

中的創作實驗實則一脈相承。所
有的創作者圍繞一個中心理念，
將表演當下作為創作現場，以即
興的方式呈現出流動的沉浸體
驗。
參與了兩個演出的藝術家賴嘉

琪，畢業於演藝學院，主修燈光
設計。她分享道，以往傳統的製
作，演出前燈光設計的工作已經
完成，《延展色彩互動學》時的
即興演出帶來全新感受。「我未
必是一個表演者，我也是一個觀
眾。」她說，「我和他們一起在
感受整件事，當下的感受是什
麼，我就反應了某個顏色或是某

款燈光效果出來。」演出前整個
團隊其實設計了很多元素，但到
了表演的當下，嘉琪選擇跟隨自
己的感覺。「比如到了第4、5個
鐘的時候，我也覺得好累了，做
不了任何東西，就會表達更加沉
溺些的氣氛。」她笑道。這樣的
創作方式更加建基於當下的狀
態、感受，「直覺性要強很
多」，是為傳統演出設計燈光鮮
有體驗的。
同樣畢業於演藝學院並取得音

響系統設計藝術學士學位的林頌
恒，從TechBox設立之初就參與
其中，他分享道，以往做劇場製
作，習慣了一開頭已經大概知道
整個框架和設計要點，但是和楊
嘉輝的兩次合作，直到演出前，
都是在一種不間斷的嘗試與醞釀
過程中。「開頭很頭疼。」他
笑，沒有確切的、具體的東西在
手，所有人都在不停嘗試。例如上
次的《色彩互動學》，開場前的兩
周，團隊仍在被他戲稱為「自修
室」的空間中，不停地扔出自己的
想法，「整件事在開 show前才
jam出來。」這種體驗，加上現場
演出的即興形式，令得演出開
始，反而是創作另一階段的展
開。「以前的製作，我們很多是
預備好才入台，這次我們也預備
了，但入台才算是真正的開始，不
是從0開始，是從1開始。」

《旅人與聽者》
日期：7月22、23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西九文化區 自由空間大盒

不設中場休息，節目期間觀眾可隨意進出大盒。

「從1開始」
台燈聲的即興演出

◆TechBox 2023：《旅人與聽者》 攝影：Ray Leung

視聽流動的詩意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