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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鄭宗龍：

面面對記者對記者，，鄭宗龍有些腼腆鄭宗龍有些腼腆，， 「「我是個我是個
『『社恐社恐』』的人的人。」。」他說他說。。成長於台北萬成長於台北萬

華區華區，，在熱鬧市井街頭在熱鬧市井街頭「「混混」」大的他沒有回到大的他沒有回到
家中去賣拖鞋家中去賣拖鞋，，卻一頭撞入了舞蹈的大門卻一頭撞入了舞蹈的大門，，不不
斷打怪升級斷打怪升級，，成為雲門的新總監成為雲門的新總監。。從小被鮮活從小被鮮活
煙火氣縈繞煙火氣縈繞，，他卻說自己喜歡孤獨他卻說自己喜歡孤獨。「。「可能是可能是
因為創作吧因為創作吧，，要不停往身體裏面挖要不停往身體裏面挖，，那要挖也那要挖也
不能在一個很吵鬧的地方挖不能在一個很吵鬧的地方挖。」。」他笑他笑。。

孤獨讓他如魚得水孤獨讓他如魚得水
疫情時疫情時，，大家被困在家中大家被困在家中，，他笑說自己反而他笑說自己反而

是是「「如魚得水如魚得水」，」，舞作舞作《《霞霞》》也正是創作於這也正是創作於這
段時間段時間，，一開始大家隔空線上創作一開始大家隔空線上創作，，到了疫情到了疫情
減緩時才回到排練場減緩時才回到排練場。「。「很有趣很有趣，，每天早上每天早上
99：：4545左右左右，，舞者就叮叮叮紛紛上線舞者就叮叮叮紛紛上線，，屏幕上屏幕上
2020幾個小格子出現了幾個小格子出現了。。有人的貓一下跑過去有人的貓一下跑過去，，
有人是手扶着家中的佛堂在跳有人是手扶着家中的佛堂在跳，，大家的鏡頭就大家的鏡頭就
對着自己的房間對着自己的房間，，老師開始上課老師開始上課。」。」課程結束課程結束
後便是鄭宗龍與舞者一對一的創作後便是鄭宗龍與舞者一對一的創作，「，「是蠻自是蠻自
由的狀態由的狀態。。有時我會給他們一些有時我會給他們一些YouTubeYouTube的影的影
像像，，也許是跳舞的也許是跳舞的，，或是電影和書或是電影和書，，會和他們會和他們
討論現在的狀態討論現在的狀態，，身體有沒有其他可能等等身體有沒有其他可能等等。。
因為這樣才完成了這個作品因為這樣才完成了這個作品。」。」
回到排練室回到排練室，，鄭宗龍不想排一個有鄭宗龍不想排一個有2626個舞者個舞者
這麼大型的舞這麼大型的舞，「，「但我又捨不得把那些曾經交但我又捨不得把那些曾經交
流過的心情故事丟掉流過的心情故事丟掉，，於是折騰成於是折騰成，，一個舞作一個舞作
中有兩個不同版本中有兩個不同版本，，每個段落的音樂都有兩個每個段落的音樂都有兩個
不同樣態的舞蹈不同樣態的舞蹈。」。」他表示隨着他表示隨着《《霞霞》》的內地的內地
巡演巡演，，作品還會不停作品還會不停「「修修」，」，會繼續長大會繼續長大。。
接任藝術總監後接任藝術總監後，，卻很難一個人享受孤獨的卻很難一個人享受孤獨的

創作時光創作時光，，畢竟有不少凡俗事務要處理畢竟有不少凡俗事務要處理，，鄭宗鄭宗
龍想了想龍想了想，「，「我反而覺得朋友更多了我反而覺得朋友更多了。」。」他他
說說，「，「可以不是只在排練場裏面可以不是只在排練場裏面，，可以不是只可以不是只
講舞蹈講舞蹈。。透過和他們在事務上的討論透過和他們在事務上的討論，，我比較我比較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市場的市場的、、營銷的營銷的、、舞團舞團
行政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行政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這是很大的學習這是很大的學習，，
我還在路上我還在路上。」。」
「「還好有雲門還好有雲門，，不然我就是一個獨居老不然我就是一個獨居老
人人。」。」他大笑他大笑。。

《《波波》》與與AIAI對話對話
《《霞霞》》與孤獨有關與孤獨有關，，鄭宗龍今年的最新作品鄭宗龍今年的最新作品

《《波波》》則探討則探討AIAI與身體間的聯結與身體間的聯結。。他與日本新他與日本新
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Daito MANABE)(Daito MANABE)合作合作，，
將舞者的肌肉將舞者的肌肉、、呼吸與神經所傳遞的電波化為呼吸與神經所傳遞的電波化為
數據數據，，在此基礎上編創舞蹈在此基礎上編創舞蹈。。
「「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問過問過ChatGptChatGpt一一
個問題個問題：『：『人和人和AIAI在一個什麼狀態在一個什麼狀態？』？』它回答它回答
說說：『：『你們已經到極限了你們已經到極限了，，我們還沒開始我們還沒開始。』。』
我覺得蠻有趣的我覺得蠻有趣的。」。」
鄭宗龍說鄭宗龍說，，開始合作時開始合作時，，他其實對他其實對AIAI一知半一知半

解解。。後來才發現後來才發現，，日本藝術家收集雲門舞者的日本藝術家收集雲門舞者的
不同身體資訊不同身體資訊，，包括他們跳舞時在空間中形體包括他們跳舞時在空間中形體
的流動的流動，，產生的不同的樣態產生的不同的樣態，，統統丟到資料統統丟到資料
庫庫，，神奇地幻化出來多種多樣的素材神奇地幻化出來多種多樣的素材。「。「但難但難
的是的是，，當我想要改一點點東西的時候當我想要改一點點東西的時候，，日本人日本人
就會生氣了就會生氣了，」，」他笑他笑，「，「因為他要回去花上因為他要回去花上44
到到 66個小時來調整個小時來調整，，換不同的指令餵養給電換不同的指令餵養給電
腦腦，，只要有一個指令不太對只要有一個指令不太對，，就會長出可能是就會長出可能是
驚喜驚喜，，但也有可能南轅北轍的素材但也有可能南轅北轍的素材。」。」以往以以往以
不斷精修動作聞名的鄭宗龍不斷精修動作聞名的鄭宗龍，，這次也被打敗這次也被打敗，，
惟有嘆道惟有嘆道：「：「人好修人好修，，電腦不好修電腦不好修！」！」
他把這次創作看作是嘗試他把這次創作看作是嘗試，「，「是一個小小的是一個小小的
起步起步。。可能隨着時間的改變會越來越進步可能隨着時間的改變會越來越進步，，到到

時每個人都可以掌握時每個人都可以掌握，，也也
可以比較好地去運用這樣可以比較好地去運用這樣
一個技術在舞台上一個技術在舞台上。。現在現在
我還搞不懂我還搞不懂，，太難了太難了。」。」

搬入山中搬入山中 靠近自然靠近自然
早前鄭宗龍帶領雲門在早前鄭宗龍帶領雲門在
台東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台東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
上演特製版上演特製版《《天光天光．．
霞霞》，》，其後便表示其後便表示，，希望希望
可以回歸到更為單純的舞可以回歸到更為單純的舞
蹈中去蹈中去，「，「編創只有舞的編創只有舞的
舞舞。」。」對他來說對他來說，，跳舞有跳舞有
着無法比擬的着無法比擬的、、單純的快單純的快
樂樂。「。「我可能要繼續找我可能要繼續找，，
跟着舞者一起探索跟着舞者一起探索『『動心動心
起念起念』』的那個時刻的那個時刻，，如何如何
變成一個美麗的舞步變成一個美麗的舞步，，這這
是我未來想要找的是我未來想要找的。。那個那個
應該會很棒應該會很棒，，無關技巧無關技巧，，
也無關美不美也無關美不美。」。」
其實在疫情期間其實在疫情期間，，鄭宗鄭宗

龍就將鄰近淡水雲門劇場龍就將鄰近淡水雲門劇場
的房子委由弟弟售出的房子委由弟弟售出，，獨獨
自搬進了陽明山自搬進了陽明山。。山野清山野清
幽幽，，倒是合了他享受孤獨倒是合了他享受孤獨
的心情的心情。「。「我搬上去我搬上去，，還還
沒有音響什麼的沒有音響什麼的，，只有幾只有幾
本書本書，，每天就是坐在那裏每天就是坐在那裏
發呆發呆，，結果發現聽到蟲鳴結果發現聽到蟲鳴
鳥叫鳥叫，，真美麗真美麗。」。」他打趣說他打趣說，，自己於是便編自己於是便編
出了一個出了一個「「折騰舞者的舞折騰舞者的舞」，」，那便是那便是《《定定
光光》》——聲韻與肢體聲韻與肢體，，產生產生「「共鳴共鳴」。「」。「我和我和
舞者說舞者說，，我們來學蟲鳴鳥叫吧我們來學蟲鳴鳥叫吧，，於是舞者就於是舞者就
開始吹口哨開始吹口哨，，模仿流水的聲音模仿流水的聲音、、下雨的聲下雨的聲
音音、、打雷的聲音打雷的聲音，，更加往自然靠更加往自然靠。」。」他說他說，，
「「我編了一個舞者跳了嘴巴很乾的舞我編了一個舞者跳了嘴巴很乾的舞。」。」

想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想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
20202020年年11月月，，鄭宗龍正式接下雲門藝術總監鄭宗龍正式接下雲門藝術總監
一職一職，，背着這塊金字招牌背着這塊金字招牌，，擔子不可謂不重擔子不可謂不重。。
之後又碰上疫情衝擊之後又碰上疫情衝擊，，現在生活恢復正常現在生活恢復正常，，舞舞
團迎來團迎來5050周年周年，，多個舞作忙碌巡演馬不停蹄多個舞作忙碌巡演馬不停蹄。。
他忙得暈頭轉向他忙得暈頭轉向，「《，「《波波》、《》、《霞霞》、《》、《毛月毛月
亮亮》、《》、《十三聲十三聲》，》，我有時去到排練場都會忘我有時去到排練場都會忘
記今天要排的是哪一個舞記今天要排的是哪一個舞。」。」
問他成為舞團舵手後問他成為舞團舵手後，，會否覺得自己的編舞會否覺得自己的編舞

風格發生了改變風格發生了改變。「。「這幾年這幾年，，我就像洗衣機裏我就像洗衣機裏
面的衣服一樣面的衣服一樣，，一直捲一直捲一直捲一直捲，，深陷其中深陷其中，，還還
沒有時間去思考沒有時間去思考。」。」他說他說，「，「但是創作上好像但是創作上好像
有冒一個小芽有冒一個小芽。。我比較喜歡的身體的動態我比較喜歡的身體的動態、、選選
擇的音樂擇的音樂，，都漸漸趨向某一個區塊都漸漸趨向某一個區塊。。當我做了當我做了
《《波波》，》，我發現我有一些慣性和包袱想要把它我發現我有一些慣性和包袱想要把它
剝掉剝掉，，有時有風格好像對創作者來說也未必是有時有風格好像對創作者來說也未必是
完全的好事完全的好事，，我想要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我想要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
也就是怎樣都行嗎也就是怎樣都行嗎？「？「也沒有這麼厲害啦也沒有這麼厲害啦！」！」
他笑他笑。。
說起自己最近的生活驚喜說起自己最近的生活驚喜，，鄭宗龍大推內地鄭宗龍大推內地

作家陳春成的小說集作家陳春成的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夜晚的潛水艇》。「》。「我我
好喜歡好喜歡！！那種天馬行空那種天馬行空，，感覺到他的奇異想感覺到他的奇異想
像像。。有時我在創作中也想要去營造那種不真實有時我在創作中也想要去營造那種不真實
的空間的空間。。非常喜歡非常喜歡，，看了以後非常感動看了以後非常感動。」。」記記
者不禁想像者不禁想像，，如果二人之後有機會合作如果二人之後有機會合作，，會否會否
是驚喜是驚喜？？

雲門舞集50周年，數個作品正兵分兩路展開大巡演。《霞》日前

剛完成上海、南京、廣州與北京四城演出；《十三聲》及《毛月亮》

則前往歐洲數國。此次內地巡演，也是鄭宗龍自成為雲門新任藝術總

監後，第一次與內地觀眾見面。雲門創始人、舞蹈家林懷民則為愛徒

站台，在不同城市舉辦見面會及講座，得到了觀眾的熱烈反應。

訪問中，鄭宗龍談起對創作的期許，以「手藝人」自居的他，希望

回到初心，「為大家跳舞」，是無比美好的事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早前，《霞》巡演至廣州，林懷民傾情
為自己的接班人捧場。已經在享受退休生
活的他力讚自己的眼光，把雲門交班到了
鄭宗龍。 「我才知道，我以前是沒有生活
的。」他笑說，進便利店都是一件新鮮事
情，會花20分鐘時間去琢磨如何泡麵，也
能好好享受散步、洗澡的時刻，正在一點
一點重拾生活細節。而接班人鄭宗龍說起
接棒後的最大改變則是：「變得沒有生活
了。」
師徒兩人的生活可謂是發生了對調。作為創
作者，鄭宗龍明確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林懷
民」。但如何傳承老師的一些理念，他也開始
在古典音樂、傳統文化中探索和找靈感。雲門
現在除了現代舞、芭蕾，日常的訓練中，還融
入了靜坐、太極、內家拳甚至書法等基本訓
練。舞者們課表唯一的變化是增加了一門「街
舞」課程。作為年輕一代的鄭宗龍希望，不同
的形態可以在雲門的根基上長出不一樣的東
西。「雲門的東方根基不會變。但藝術創作我
還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老師也說過，不
希望雲門變成博物館。如何在這個東方的身體
裏，讓雲門發出不一樣的光，是我和雲門的責
任。」鄭宗龍也在探索和應對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香港文匯報訊
12 月 9 日， 鄭慧
鋼琴藝術中心聖誕
音樂節 2023 於香
港大會堂高座8樓
演奏廳隆重開幕。
三位年僅 10 歲左
右 的 小 小 獨 奏
家——陳子悠、林
煜軒與張潤楓，不
僅展現了超越年齡

的音樂才華，更在首次的鋼琴獨奏會上贏得了熱烈
的掌聲。
三位小獨奏家在各自的獨奏會上演奏了一系列深

受大衆喜愛的作品，包括中國傳統樂曲《平湖秋
月》、《彩雲追月》以及巴赫、莫扎特的古典作品

和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樂章等。每位表演者都盡情投
入演奏。儘管年紀尚小，他們的演奏却展現出了成
熟音樂家的深度和對音樂的深刻理解。
鄭慧鋼琴藝術中心創辦人、著名鋼琴家鄭慧博士

對這幾位小獨奏家表現出的音樂才華感到無比驕
傲。她表示：「這些孩子們的表現超出了期望。他
們不僅展示了音樂天賦，也向我們證明年齡絕不是
追求藝術卓越的障礙。我們對他們在未來的音樂之
路充滿期待。」
鄭慧博士在香港從事鋼琴教育工作多年，她認為

自己有責任帶領學生邁出香港、走向世界。她曾帶
領四位學生在Carmel Klavier 國際鋼琴比賽拿下六
項冠軍。鄭慧期待能夠有更多的國際音樂家來到香
港，進而去到內地教學，培養出更多鋼琴領域的專
業人才。她也期望自己能為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以及香港音樂藝術的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孩子跳《薪傳》傳承在美育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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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成
為
「
下
一
個
林
懷
民
」

雲門50年，要傳承的傳統是

什麼？面對這麼一個「大」問

題，鄭宗龍想了想說：「我覺得

傳統是初心，我們希望為大家跳

舞。」他稱自己與舞團是「跑江

湖的人」，是「手藝人」，「像

林懷民老師常說，我們是手藝

人。常和舞者工作40分鐘，才

編1分鐘的舞。不停調他的胯，

調他的身體，不斷地再來一次。

就好像木匠一樣。」他說，「我

們喜歡舞蹈，希望把這個東西分

享給大家。如果可以帶着我們地

方的特色和文化，把從這塊土地

吸取的養分轉換成藝術，會是很

美好的事情。」

早前在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的

舞台上，除了演出《天光．

霞》，還有驚喜彩蛋。16名池上中小學的學生

在林懷民的親身調教下，跳出雲門經典舞作

《薪傳》中的「耕種與豐收」。孩子們在稻田

中的舞台上，模仿農夫彎腰勞作，雖然動作顯

得稚嫩，但有一股不經修飾的拙樸執拗，看得

記者差點淚奔。

雲門向來重視美育的推展，常年堅持作戶外

大型展演，又將舞作帶入偏鄉。今年起更將

「耕種與豐收」段落開放給全台各級中學師生

免費授權呈現，由雲門資深舞者來指導，讓大

家感受藝術的生命力。

看回與雲門緣分匪淺的池上鄉，近

年打響了秋收藝術節的招牌，藝術振

興鄉鎮策略的背後，最打動人

的亦是美育的推展。在台灣好

基金會這一民間力量堅持十多

年的投入下，從大膽奇想在稻

田中開闢舞台，到建築師陳冠

華團隊改建老穀倉而來的池上

穀倉藝術館，到鄉民配合去掉

稻田中的電線杆成就美麗風

景，再到街上越來越多的毛筆

字招牌……是所有人的共識與

投入，讓池上變了樣子。

這背後，談何容易？早前記者

見到池上發展的靈魂人物之一、

米廠之子梁正賢，他一邊帶着記

者繞過池上大波池，一邊介紹

道：看那遠處的房屋，本是各建

各的，但後來鄉民有共識要限制

高度，不然會擋住美麗的天際

線；至於房屋外牆的顏色，也不能大紅大綠，破壞

了池上的色調。圍繞大波池擺放的雕塑，也要求秉

持永續觀念，選用環保材料來製作。就連池邊租賃

小船的亭子，也希望是稻草的屋頂，保持一種灰白

淺淡色調……「大家越來越覺得這樣才是美的。而

達到這種共識，用了十多年啊。」梁大哥感嘆中也

不乏自豪。

藝術的力量在哪裏？池上有美好答案。這力

量潤物細無聲，意義卻如靜水深流。

鄭慧鋼琴藝術中心聖誕音樂節
小獨奏家盡展風采

簡訊簡訊

◆鄭宗龍 攝影：尉瑋

◆著名鋼琴家鄭慧博士同小
演奏家合影。

◆池上各國中的同學們跳出雲
門經典作《薪傳》中的「耕種
與播種」。 攝影：劉振祥

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雲門舞集雲門舞集5050周年周年 巡演內地四城巡演內地四城

▲《霞》匯聚了舞者的故事。

攝影： 李佳曄 雲門基金會提供

◆◆《《霞霞》》匯聚了舞者的故事匯聚了舞者的故事。。 攝影攝影：：李佳曄李佳曄 雲門基金會提供雲門基金會提供

▼▼《《霞霞》》日前展開內地多城巡演日前展開內地多城巡演。。
攝影攝影：：劉振祥劉振祥 兩廳院提供兩廳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