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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周末，兩套融入了不同傳

統文化元素的舞劇在香港熱烈上演。由

中國東方演藝集團創演的《只此青

綠》，以雅致色調帶觀眾走入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圖》；由深圳歌劇舞劇院打

造的《詠春》則富電影質感，將葉問的

故事重現舞台之上。二者一柔一剛，盡

現中華文化的美感與意蘊，贏得了觀眾

的交口稱讚。有趣的是，兩套舞劇的核

心人物是同樣二人：編導韓真、周莉

亞。如何讓傳統文化與舞蹈兩相交融，

各自煥發新生？在《詠春》的演後藝人

談中，韓真、周莉亞與編劇馮雙白為我

們一一解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草草

攝：王徐峰、張曦丹

韓真與周莉亞被稱為中國舞壇的「雙子
星」，默契十足的二人到目前為止已經

合作了6個作品，包括《沙灣往事》、《杜
甫》、《花木蘭》、《永不消逝的電波》、
《只此青綠》與《詠春》，多次斬獲荷花
獎。這次《青綠》與《詠春》在香港相遇，
被韓周二人戲稱為「五姐與六弟」打了個照
面；偶然之下的巧合反倒讓觀眾有機會短時
間內體驗兩個風格迥異的作品，也一窺二人
的創作軌跡。

武舞交融 一擊入魂
《詠春》將舞蹈與武術巧妙融合，台上舞者
的身段韻味及凌厲招式都讓觀眾留下深刻印
象。馮雙白感嘆道，舞武融合，「難！」他分
享自己20年前就曾創作過《風中少林》，講
少林武僧的故事。「但當時的舞者做武打動作
不像，我們就把真正的少林武僧請來一起演
出。但他們根本不聽音樂，舞台上全聽師傅的
號令，說走，就打，之後就靜止，舞劇的音樂
完全不管的。」到了《詠春》，舞者們沉下心
來練武功，最終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漂亮得不得
了，馮雙白算是圓了夢。「舞者真正學了一年

功夫，身體發生了巨大變化，出手有點模樣
了。我估計韓真和周莉亞也認真學了，所以大
家千萬不要惹她們。」他打趣道。
在劇中演活了葉問的常宏基，可說是作品最
大的驚喜。劇中不少高難度的空中翻騰動作，
他如魚兒被拋出水面，又迅速滑回水中，身體
柔韌得不可思議；打起詠春時又拳風短促凌
厲。但最為人印象深刻的仍是他對角色的揣
摩，舉手投足間如同葉問上身。
常宏基7歲開始學舞，最初學的是拉丁舞，

4年後才轉學中國舞，之後走上職業道路。他
說，舞蹈與武術既有相斥點亦有相同點，要將
二者相容，最需要克服的是發力方式與氣息運
用的問題。「詠春的氣息是短寸，再中斷；舞
蹈發力則更像是血液，氣息在全身流淌。如何
互相結合？我們會進行節奏的變化，保留了傳
統武術的套路和招式，再賦予它人物化。這套
拳我們不能打得像學習詠春拳的學者，而必須
要像葉問。」
舞者找了大量的武術電影集錦來學習套招，
也揣摩神態和發力方式。「結合的點，在武術
的氣轉換為舞蹈的那一瞬間，我們練習了很
久。在前期時，我們要忘掉舞者的身份去進行
傳統武術的訓練；之後又要將舞蹈撿起來，展
現它的美感和方向感。很多時候打武術時是背
身，但因為我們是表演，在舞台上就必須切換
為另一個方位和方向，這個我們研究了非常
多。」常宏基說。

雙線交錯 書寫平凡英雄
《只此青綠》與《詠春》都採用了時空交錯
雙線並行的敘事方式。《青綠》讓文博工作者
與北宋畫家王希孟相遇，藉此不僅講藝術創作
之跨越千古，亦致敬文博工作者對文物的探

索、保護與傳承。《詠春》則更有煙火氣，72
家房客一登場，小人物們活了起來。到了燈光
師大春與葉問的互相「照亮」，則完成了主創
對「英雄」的定義。
馮雙白認為雙線敘事對創作者來說是極大考

驗。「舞劇不說話，要講清楚兩個東西，如此
之難。」他表示，《詠春》選擇葉問的故事，
融入詠春拳，是為了表達，中華武術的精神不
在於「打遍天下無敵手」，而在於其博大精深
和人文關懷。「葉問掛上『詠春堂』的匾，要
開館將中華武術傳播給所有人，我認為這才是
葉問在香港做的真正驚天動地的事情。而現場
線中劇組的拚搏，也傳揚了人文精神，二者重
合了。年輕觀眾喜歡也是因為看到每個人都可
以踏上這一步，開一扇門，見眾生見自己。這
是中華武術非常精髓的東西。」
韓真則認為，舞台用空間講話，兩個空間互
相重疊又映照，有時又是一個空間穿過另一個
空間。「劇中燈光師大春如此平凡，但在葉問
最落寞時卻照亮他的身影。武術在電影中已經
有了很多書寫，我們希望提供自己的立場與角
度，劇裏的每一個人都是平凡人，所有人都可
以在自己的武林中成為自己的英雄。」

「縮小版」舞台 為世界巡演做準備
兩齣舞劇在舞美及道具上極具巧思，旋轉舞

台的運用帶來時空交錯的立體呈現。周莉亞介
紹道，不論是《青綠》還是《詠春》，「所有
舞台變化都按時間碼走，所有的氣口都經過成
千上百次反覆合成。」
這次兩個作品到香港演出，由於舞台比原始

舞台小，團隊研究了世界上39個不同劇場的
技術參數，將整個劇的布景舞美機關都按比例
縮小，這個縮小版也將成為舞劇未來展開世界
巡演的版本。「我們希望作品走出國門時以非
常完整的狀態，而不是為了適應不同的劇場來
取捨遷就。」周莉亞說，「舞台縮小，舞者也
要適應。這個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要保證演
出演出起來沒有任何變化，但其實變了很
多。」
縮小版帶來和原版不同觀感，馮雙白就分享
道，在香港演藝學院觀演《詠春》，感覺更加
強烈。「我在國家大劇院看時，覺得葉問怎麼
離我這麼遠，也比較少看到他甩汗，這裏就老
看到。氣氛很攏，小有小的好處。」

以舞蹈詮釋中華文化

青青綠綠淡淡雅雅 詠詠春春動動感感

巡演上百場
「磨戲」不停 常演常新

《詠春》已經巡演了超過 100
場，《青綠》則已超過400場。要
如何才能做到演出水準始終在線，
並常演常新？「做藝術的人都要有
一點精神潔癖，就是每場都要像第
一場。」韓真說，每一次有新演
出，台前幕後都要保持一如既往的
高標準。周莉亞則分享，《詠春》
演了那麼多場，每場演出導演組仍
細緻跟場，並交流意見，「比如今
天這個門板推的時候高了10公分，
比如舞者在不停的演出中會對人物

有微小的調整，哪些要保留哪些要丟掉，我們都會細細檢討，每一場。」她說，「對觀眾來
說100場只是個數字，但是對演員和台前幕後來說其實是一場場硬仗。」
俗話說，十年磨一戲，有着這種磨戲精神才造就了演出的成功。

香港版拳拳到肉
演員：「貼」着觀眾打功夫

在香港版本的《詠春》中，舞台小
了，舞者與觀眾的距離也更近。飾演
豬肉榮的李監庭笑稱，如同「臉對臉
輸出」，連氣息都需要十分細緻去把
控。舞者曾柏盛更笑言，第一場當他

以「小混混」角色出場時，與觀眾距離近得他都怯
場了，「保護費都不敢收了！」

在劇中精彩展現葉問一角的常宏基，分享自己幾
天的演出中一直積極調整表演狀態和動作的流動方
式，「離大家特別近，需要我們的表演更加沒有痕
跡，要更多投入深層次的情感。」他認為香港舞台
的體驗「很有能量和力量」。

飾演八卦掌的張婭姝是劇中唯一女掌門，她表
示，詠春拳在香港有廣泛傳播，在這裏用舞蹈講述詠春的故事，非常期待觀眾的反饋。不僅期待武術愛
好者對舞劇的看法，亦希望在這麼近的距離中，表演的細節和武術的精氣神有打動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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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以舞蹈展現高手過招的場面非常高技巧劇中以舞蹈展現高手過招的場面非常高技巧。。◆◆舞劇在舞美及道具上極具巧思舞劇在舞美及道具上極具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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