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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大時代的方法有很多，舞蹈

絕對是最有難度的形式之一。因為

它既不像影視作品那樣立體直接，

也不能像文學敘事那樣不受拘束。

它所仰賴者，唯有舞者的肢體，以

及肢體動作背後編舞家深刻的思考

與獨到的設計。

9月底，一部全景式展現中國改

革開放波瀾歷程的大型舞劇《到那

時》即將登陸香港。整部作品氣質

雄渾，情節動人。用編導自己的話

說，就是「用一種非現實主義的手

法完成了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創

作。」

近日，香港文匯報在北京對《到

那時》編導、中國歌劇舞劇院著名

編舞家佟睿睿進行了專訪。她表

示，一部改革開放史可以折射出中

國現代化建設的整體脈絡，是非常

值得當代人關注和書寫的現實史

詩。為此，自己願意接受挑戰，嘗

試從純粹意境化的創作中抽離出

來，嘗試進行一次嚴肅又不失藝術

性的現實主義創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圖：受訪者提供

舞台上，光影閃動，舞
們次第前行，動作

各不相同，情緒個個飽滿。
其間，不時有人摔倒，但更
多的人接踵向前……看到這
一幕，觀眾們瞬間便被帶回到改革開放
初期的時代氛圍中，不少人甚至還憶起
了自己當年創業時的往事。
這是一部致敬改革開放的創新力作。

作品以廣州黃埔為地理坐標，透過父子
兩代創業的故事，將粵港澳大灣區改
革開放的生動歷史真切地展現在觀眾面
前。大時代與小人物充分交織，報國志
與兒女情水乳交融，再加上對於汶川地
震、迎戰疫情等大事件的藝術再現，讓
《到那時》成為了現實主義題材舞劇中
的一部最新力作。

以「浪潮」為核心意象
《到那時》於2021年在國家大劇院首
演，感動無數觀眾，除了其歷史本身的
敘事外，還因為編舞帶來的強烈衝擊。
在這部作品中，佟睿睿進行了大膽創
新。一方面，採用了獨舞、雙人舞、群
舞等不同形態的舞段編排，另一方面，
又以「浪潮」為核心意象：改革開放初
期思想解放的浪潮、時代更替中大浪淘
沙的浪潮、信息化時代數字革命的浪
潮、偉大復興征途上團結奮進的浪
潮……
「於我而言，《到那時》的編舞帶來

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至於它成了我耗
時最久的一部作品。」佟睿睿直言，因
為這部作品不是講一個人，而是一群
人，乃至於是一個時代。所以，自己最
後選擇了「浪潮」作為表情達意的核心
意象。接下來，在四幕劇中要濃縮40餘
年的歷史，這意味着每幕劇都要以十年
為節點。那麼，每個十年最重要的精神
是什麼？最主要的面貌是什麼？又該如
何用舞劇的形態去呈現和表達，這些都
是創編《到那時》時的難點。

為了解決這些難點，佟睿睿走出象牙
塔，一方面深入實地，考察物事，一方
面廣匯資料，翻閱文集。「比如第二
幕，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轉型。我
就要想，這個轉型究竟是怎樣完成的？
為此，我仔細閱讀了《激盪三十年》等
書籍，深入理解了時代變革的內在邏
輯，然後再去關照具體的人物故事，整
個創作思路就變得清晰許多。」她說。

在「不具體」中感受舞劇想像力
作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佟睿睿對於

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有着更加深厚的
情感。「我對於那段歷史非常感興趣，
一方面，當我身處其中之時，並沒有覺
得有什麼大的不同。但另一方面，當我
把它置於歷史的長河中再行回望之際，
又突然發現，它是那樣的驚天動地、卓
而不凡。」
「我很希望能用舞蹈把那段歷史表現

出來，而不是電影式的呈現。」佟睿睿
說，鏡頭、膠片和台詞，帶給觀眾的是
非常具體的符號和體驗。但舞劇在「具
體」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不具
體」，而這個「不具體」正是留給觀眾
展開想像的一個空間，它可以帶給觀眾
奇妙又獨特的融入感與想像力。
在佟睿睿的舞蹈理念中，「身體的表

達」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她看來，現代
舞劇已經不能再囿於傳統啞劇的表現手
法，演一段，跳一段，再演一段，再跳
一段，也不應該依賴字幕這樣的外在介
質，而是應該回歸到「肢體表達」本身
上，也就是依靠「舞的身體」去塑造
人物，憑藉「舞的動作」去表達情
緒，這種呈現帶來的多義性與延展性也
正是舞劇最大的魅力。

在《到那時》的演出現場，觀眾們無
不屏息凝神，全情投入地認真欣賞舞
的表演。除了經歷過改革開放的觀眾感
同身受以外，很多年輕的觀眾同樣為舞
劇的魅力所傾倒。「沒有傳統IP的加
持，我們投身到對現當代歷史的挖掘
中，也就是關照到了當代人的生存狀
態，所以，觀眾才能夠get到每一個舞
蹈動作背後的真情實感。」

以舞蹈緊扣傳統與現實
作為在業界享有盛譽的國家一級編

導，佟睿睿的作品一直都極富個人特
色。從《扇舞丹青》到《綠帶當風》，
從《碧雨幽蘭》到《梅花三弄》，再從
《春閨夢》到《點絳唇》，詩意、唯
美、悠然，始終是佟睿睿帶給人們的極
致體驗與審美享受。也正因為這一點，
此番擔綱創編一部現實主義題材巨製，
也成為佟睿睿帶給自己的一次全新挑

戰。
「對於讓我們無比驕傲的傳統文化，

我們總能夠從博物館一類的地方去找到
相應的記憶。但對於現當代生活的表
現，我們的藝術作品卻相對缺乏。」佟
睿睿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應該有屬於
自己的史詩，每一個時代下的人，都值
得被記錄，他們的故事，都值得被書
寫。「《到那時》的氣質就是在這樣的
理念下形成的，因此，我也樂於將這部
作品視為展現我們這個時代的舞劇史
詩。」
從古典唯美的芭蕾舞劇《紅樓夢》，
到充滿現實關切的當代舞劇《到那
時》，再到暢想科技生活的《深AI
你》，對於佟睿睿個人而言，也不啻完
成了一次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求
索之旅。按編舞家自己的話說，「我很
高興，在這些重大的主題和節點上，舞
劇從未缺席。」

現實主義舞劇力作《到那時》即將登陸香港

談及《到那時》即將到香港演出，
佟睿睿也格外高興。「香港是中西方
文化的薈萃地，這裏有世界上最好的
演出。因此，香港觀眾的欣賞水平也
非常高。我非常期待香港的朋友們能
夠看到這樣一部不一樣的舞劇，並且
給出自己獨到的反饋。」
在內地經歷改革開放巨變的同時，

香港也一直與祖國同頻共振。「在大
時代與個體命運相互激盪的意義上，
香港與內地始終是一個共同體。我們
彼此有着共同的血脈，並且在同樣的

潮流下一路向前。」佟睿睿說，香港
與祖國內地的民心相通是一個逐漸融
合的大趨勢。在此過程中，文化藝術
的紐帶作用必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針對香港將要打造演藝文化高地的

目標，佟睿睿表示，「最首要的是要
把藝術家集結起來，特別是把那些具
有世界影響的藝術家匯聚到香港來，
只有這樣，才能共同把這個高地構築
起來。此外，還應該進一步暢通渠
道、拓展平台，讓更多的香港觀眾能
夠看到更多的優秀作品。」

編導佟睿睿：

香港文匯報訊 早前獲文化體育及旅
遊局委任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的國
際知名作曲家兼指揮家譚盾，在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的支持下，引薦
多名本地青年藝術家參與今年愛丁堡國
際藝術節的開幕節目和在中國古都西安
舉行的音樂會演出，讓他們得以在東西
文化舞台一展技藝，呼應香港作為「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
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是年度矚目的國際
盛事，匯聚了世界各地頂尖藝術家。譚
盾帶領香港青年女高音鄺勵齡、女中音
張吟晶和男高音陳晨於8月5日與皇家蘇
格蘭國立交響樂團和愛丁堡藝術節合唱
團演出今年的開幕節目《慈悲頌》。此
作品是譚盾受敦煌莫高窟壁畫中佛陀的
故事所啟發，由演出以中文、英文及
梵文獻唱，超越文化及語言界限。三位
參與演出的本地青年歌唱家表現獲多位
英國評論家予以正面評價，讓他們在國
際表演藝術舞台嶄露頭角。
另外，小提琴家王倩兒、大提琴家賈
楠和鋼琴家張緯晴，亦於7月15日在西
安舉行的「從貝多芬到秦始皇」音樂會
中聯同由譚盾親自執棒的西安交響樂
團，演奏貝多芬的《C大調小提琴、大

提琴及鋼琴三重奏協奏曲》。譚盾還為
三人安排參觀兵馬俑等重要的歷史古
蹟。三人均認同此行甚具啟發性，亦是
一次寶貴的機會，讓他們能與譚盾在音
樂上進行交流，提升對中國歷史文化的
了解，從而激發他們的音樂靈感。
譚盾自今年1月1日起擔任香港首位

「文化推廣大使」，除了是次成功引薦
上述青年音樂家參與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及西安的音樂會外，在較早前亦已邀請
本港女高音鍾嘉欣遠赴荷蘭藝術節參與
《大自然的安魂曲》的世界首演。

據悉，年內譚盾將會繼續引薦香港年
輕藝術家走向國際舞台，包括參與11月
羅馬聖切契利亞管弦樂團的演出。康文
署亦表示會繼續與譚盾合作，讓更多本
地年輕藝術家走出香港，用藝術說好中
國故事和香港故事。
今年12月，譚盾將為香港觀眾帶來

WE-make Series，這是一個促進東西方
藝術形式交流與創新的節目系列，連結
多位跨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藝術家以
交響、搖滾、歌劇、舞蹈等多種藝術形
式為觀眾帶來新體驗。

利蓋蒂（1923-2006）是二十世紀後
期最受觸目的前衛作曲家之一。為紀念
其誕辰一百周年，繆思樂季精心策劃一
場利蓋蒂音樂盛宴，邀請本地音樂家熊
韋皓（古鍵琴）、張緯晴（鋼琴）、潘
澤然（大提琴），和CONG 四重奏為觀
眾帶來精選室樂作品。難得的曲目包括糅
合浪漫深情與炫目技巧的《無伴奏大提琴
奏鳴曲》(1948/1953)；顛覆傳統之餘，亦
不 乏 經 典 隱 喻 的 《 音 樂 探 索 》
(1951-1953) 和《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1968)；更有登峰造極的《無窮動》(1968)。
這為古鍵琴而作的小品，讓樂手盡情發揮
靈活技藝，探索樂器的無限可能。音樂會
中，利蓋蒂的名言更會穿插於音符之間，
讓音樂和文字交織互動。
日期：9月16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學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

「文化推廣大使」譚盾
引薦多位本地藝術家踏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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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東省博物館、澳門博物館和香港藝
術館聯合策劃的巡迴展覽「三城記──明
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即將
於香港藝術館展開最後一站展覽。
展覽集合三間博物館合共一百零八組藏

品，包括外銷畫、銷往海外的精美絲織製
品、服裝飾物及家居織物等，呈現明清兩
代灣區風貌和絲綢生產工藝，讓觀眾認識
粵港澳三地如何透過海上絲綢之路訴說中
外文化交流的故事。為配合展覽，香港藝
術家林春菊以時裝設計視點出發，於展廳
外創作場域特定裝置作品，打造一個穿梭

過去、當下、
未來的工作
室。香港藝術
館並首次與香
港理工大學時
裝及紡織學
院、CAFI研究團隊及數碼時尚的學生合
作，透過藝術與科技結合以多角度展示展
品，邀請觀眾以虛擬方式穿上傳統華服參
與跨時代的時裝秀。
日期：9月8日至12月17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三樓中國文物廳

香港藝術館
「三城記──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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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演藝高地 香港需匯聚頂尖藝術家

明月耀香江：中國歌劇舞劇院 舞劇《到那時》
日期：9月23日 晚上7時30分

9月24日 下午2點30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到那時到那時》》以以「「浪潮浪潮」」
為意象為意象，，鋪展改革開放與鋪展改革開放與
時代變更的壯麗詩篇時代變更的壯麗詩篇。。

◆《深AI你》是國內首部人工智能題材舞劇。

◆◆舞劇舞劇《《到那時到那時》》描摹大時代描摹大時代
下小人物奮鬥拚搏的歷程和感下小人物奮鬥拚搏的歷程和感
人的故事人的故事。。

◆◆佟睿睿佟睿睿（（中中））指導舞者排練指導舞者排練。。 ◆◆舞劇舞劇《《到那時到那時》》劇照劇照

◆◆舞劇舞劇《《到那時到那時》》以小人物的人生際以小人物的人生際
遇與大時代相交織為主題遇與大時代相交織為主題。。

每個每個時代時代
都值得都值得擁有擁有
自己自己的史詩的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