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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孤九劍〉文字「站」起來
思過崖上的令狐冲如何在
迷茫中澄明心境，了悟絕世
武功？著名京劇藝術家周龍
編導折子戲〈獨孤九劍〉，
展現這一《笑傲江湖》中的
經典場口。
金庸筆下的江湖，充滿了

刀光劍影，也盡顯俠骨柔腸。周龍說，這樣的文
學世界，要想展現其畫面感和情境感，戲曲非常
契合；更別提，一身功夫的戲曲演員正能淋漓盡
致地展現高強武藝。「我認為在舞台上，不是光
把文字讀出來就行，很多的武俠精神，是意會，
無法言傳。京昆為代表的戲曲有着深厚底蘊，本
身就是注重寫意的意象的表達。戲曲舞台藉助金
庸小說的內涵、精神與情境，可以彰顯自身的魅
力，同時，戲曲的表演特徵也會彰顯武俠的內涵
精神。這是最好的契合，能碰撞出火花。」
但文學和舞台是兩碼事，周龍形容，文學是「躺

着的文字」，是靜止的，舞台劇本則需要讓文字
「站起來，動起來，跳起來，蕩起來。」這其間的
轉換有一定難度，是對創作者功力的挑戰。
「哪怕是文學原句的展現，也要考慮到文字的
語音、韻律與節奏等等。」周龍說，「而當要從
情節延展到思想的時候，簡單說兩句話就不夠
了，尤其由戲曲來表達時，最能抒發情感的，就
是通過唱，最有感染力。我希望既讓大家看到令
狐冲，也展現戲曲唱唸做打的魅力。整個演出，
有技，要驚人；有情，要感人。」
〈獨孤九劍〉一折選用了武生來演繹英俊瀟
灑、武藝高強的令狐冲，乍一看來十分「順理成
章」，然而周龍的想法並未簡單局限在行當的展
現中。「舞台劇的實驗探索，尤其是進念的戲曲
創作，是意在探索戲曲的前沿和舞台的前沿。」
他說，「我不帶有固定行當的觀念。之所以用武

生，是因為令狐冲有其社會屬性，一對應京昆，
覺得武生最合適。但所謂行當是傳統戲曲觀念的
界定，其實我在創作新角色時，看重的不是某種
行當，而是人物和演員本身。可能這個人物比較
貼近武生，但其實如果一個演員具備了唱唸做打
的條件和功力，就可以勝任。反過來想，如果我
們這個戲只是面壁思過這一段，沒有後面的領悟
劍法，那是不是老生也可以完成呢？完全可以通
過唱唸來表達內心的跌宕與起伏。」周龍說，每
每談到行當，大家都有先入為主的想像，武生好
像是最貼近令狐冲的一條路徑，但他的創作並不
會以此為邊界，反而會糅合各種元素來自由展
開，「最後他是老生、小生，甚至花臉，都可
以。」
「現在排的一定不是『京劇』！」周龍笑道，

「但可以用很多戲曲元素，也用了戲曲的演員。
劇中有戲曲唱唸做打的功法，糅合了京昆的表現
手段，用了昆曲的曲牌與吟唱來展現仙風道骨、
風流肆意的意境……用非常自由的藝術形式，非
常自由地去表達。」

〈東方不敗〉男調唱出【懶畫眉】
著名昆曲藝術家孔愛萍扮相秀麗、氣質優雅，

平時擅長閨門旦的她，這
次要挑戰以「生變旦」來
大膽演繹東方不敗。「東方
不敗太有爭議了，這是可遇
不可求的機會，我一開始便
一口答應。等到本子拿到後
又有點興奮不起來，有點膽

怯的感覺。創作的過程中，有時興奮有時焦慮有
時失眠，千頭萬緒，把自己無數的想法堆在了面
前，既興奮又為難。」說起創作的緣起與過程，
孔愛萍笑言簡直是「五味雜陳」。
關於東方不敗的影視作品很多，該如何用戲曲

來呈現這一觀眾十分熟悉的小說人物？「熒幕上
的節奏對觀眾來說是舒服的，舞台的節奏則沒有
影視那麼快入人心。考慮到這個人物是旦與生之
間，我就思考一個問題：我要捕捉的點在哪
裏？」
從音樂上着手，孔愛萍反其道而行，選用了最

為傳統的昆曲曲牌——《玉簪記》中的【懶畫
眉】套曲。「大家覺得武俠小說，可以用大武生
的曲牌，北曲，高亢豪放。我反而用了書卷氣很
濃的曲調，演唱時又不能太書卷氣，因為東方不
敗身處權勢之爭的得失之間。我更用了男生的

【懶畫眉】的調，男生的調
和女生的調在音區上很不
同，我唱來是不舒服的，
但恰恰就要這不舒服的狀
態，甚至有點『破』的感
覺。這種不完美的狀態，
恰 恰 是 東 方 不 敗 的 狀
態。」孔愛萍說，完美會
讓人物顯得圓潤，東方不
敗不擇手段奪取地位，又自
宮練功，他深陷江湖瑣碎之
中。從聲音上，便要「顯得
他時刻疲勞掙扎。」
在演繹上，孔愛萍認為要
將戲曲的元素與當代感相融
合，打破觀眾的想像框框與
觀看角度。「戲曲人走得太
狹隘的話會只局限於功
法。」她說，「戲曲其實是
淵博的能量，要用它來形成

一個新的東西，首先要個體內心足夠強大。比
如我可以用動靜節奏的變化，以及四功五法
去捕捉，但不能多，如果多了戲曲程式，那
就是堆積，如同味精加多了食物肯定不好
吃。什麼樣的食材加什麼樣的調料，這是演藝
工作者的功課。」

令狐冲也〈夜奔〉
〈夜奔〉一折，是昆曲中的
經典劇目，豹子頭林沖受高
俅迫害後，亡命水泊梁山。
這一次，在昆曲藝術家柯軍
與楊陽的操刀創作下，令狐
冲也踏上了夜奔的旅程。
「林沖和令狐冲都是離經

叛道的人。」楊陽說，「林沖迫於無奈，走向
了理想和人生的反面；令狐冲也是，與養大自
己的師傅形成矛盾。不同的是，林沖背負的是
理想，他到死都割捨不下妻子與家庭，沒有放
掉內心的執念；令狐冲則比較瀟灑，最後就是
『笑傲江湖』了。」
在楊陽看來，在已經融入昆曲人血肉的〈夜奔〉
中去摸索塑造一個新的令狐冲，是尤其有趣的嘗
試。他認為戲曲有自身的獨特性，對人物的塑造
建基於四功五法、手眼身法步等基本功。戲曲演
繹的優勢則在於其寫意性與劇場性，在空的空間
中戲曲演員憑藉綜合性的表演能力從唱到演到武
全方位展現人物。〈夜奔〉中，令狐冲孤身上路，
正經歷人生中的轉折性瞬間。從最初被師傅鄙棄
的頹喪，到開始自我重塑之途。「奔向了自己心
目中的江湖道義和自己的人生。」整個演出要求
豐富層次的展現，楊陽覺得最難拿捏的，是既要
參考昆曲的演繹方式，卻又「不能變成傳統昆曲
的雙胞胎」，「藝術在於實驗和創新，步子可以
大一點。」他說。
由2007年楊陽便開始與進念合作，第一個作品
是進念藝術總監榮念曾「實驗中國傳統三部曲」
之終曲《夜奔》。他笑言剛開始時，看了榮念曾
的另一實驗作品《荒山淚》，「看了十幾遍，不
知道他們在幹嘛。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一招一
式，圍繞『戲』在練習。當沒有一個『戲』在舞
台上，而是去解構和重塑，就變成了另一種舞台
形式。看不懂，可以說是腦子宕機了。」後來開
始排練，榮念曾會不斷追問他，「為什麼要重複
這個動作，這個動作從哪裏來？追根溯源地去問
你，讓你不是盲目地學習。到了《夜奔》的後
期，我有點清楚了，榮老師說，我們要走出這個
框框，去解構身上的動作，解構到後來便也知道
為什麼要去解構，我對戲有了很多新的理解。所
以後來演《夜奔》時，我沒有一場是一模一樣
的。」
這次獨挑大樑再演〈夜奔〉（老師柯軍以聲音與
影像的方式出現），更要從中生出新的角色，其
過程也許就如同楊陽對進念實驗作品的描述一
般，「可以天馬行空，可以『沒有規矩』，可以
突破框框。」

今屆香港藝術節看的最後一個節目是「Fly
LIVE!：川口千里與香港小交響樂團」 音樂會，
將古典交響樂與帶點爵士風的本地作曲家作品並
置一台，某程度反映了香港小交響樂團近年積極
委約本地音樂家創作，以及着力推動多元風格的
音樂作品的路線。
這場音樂會由樂團桂冠音樂總監葉詠詩執棒，
客席演奏家為兩位日本音樂人——人氣甚高的新
銳鼓手川口千里，以及低音結他手田中晉吾。上
半場是標準的古典音樂會曲目：巴伯的弦樂慢板
及柯普蘭的《阿帕拉契亞之春》兩首膾炙人口的
作品，前者莊嚴肅穆，後者使用了民間鄉村的歌
謠、宗教歌曲、舞蹈音樂的素材，使作品顯得風
格多元。樂團演奏出應有的水準。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下半場的演出。兩首作品
均為香港作曲家，曾於香港小交響樂團2006至
2008樂季出任駐團藝術家的伍卓賢的作品。第一

首是伍卓賢於出任駐團藝術家時期，2007年創作
的《飛》，而這首樂曲也許是種下今次音樂會兩
位日本演奏家與樂團結緣的種子。因為疫情期間
樂團構思了Project FLY!，邀請川口千里及多位
國際知名的演奏家與樂團樂師合作《飛》特別
版，影片於網上推出，頗受好評。這次川口千里
來港，與樂團合作，現場演繹這首作品，叫觀眾
親眼認識到她鼓技之厲害，她的活力與節奏吸引
了全場的觀眾。
跟着演奏的新作《繁星》，同樣由香港小交響

樂團委約，伍卓賢的節目介紹說難得邀請到兩位
日本音樂人到來，希望在《飛LIVE!》之外，寫
一首讓爵士鼓和低音結他有更多空間自由發揮的
作品，他更親自上陣，演奏synthesizer。這作品
叫人想起爵士大樂隊的風格，在葉詠詩指揮，交
響樂團各聲部、爵士鼓、低音結他等，互相呼應
唱和，加上伍卓賢，一向嚴肅的音樂廳頓然變得

喧嘩熱鬧。台上的樂音影響着台下的觀眾，真切
感受到呼吸熾熱起來。
當日所見，許多平常較少在音樂廳出現的年輕

觀眾在座，他們可能被川口千里吸引而來，但由
此而接觸到上半場兩首古典樂作品，這對推廣古
典樂有一定幫助；而為了上半場而來的觀眾，也
顯然被下半場澎湃的樂聲所鼓動，進一步認識跨
樂種作品的吸引之處。
這次演出，難得地一晚之內有兩首本地作

品，對推動本地創作有一定的幫助。其實，過
去二十年，在葉詠詩帶領下香港小交響樂團穩
步發展，現已成為國際知名的樂團。除了被疫
情所困幾年，樂團定期到海外或內地演出，每
次巡演都會帶上委約香港作曲家創作的作品。
而委約的作曲家也不限於古典樂範疇，在在看
到樂團推動本地音樂作品的決心。而這次在香
港藝術節這個重要舞台重新演繹十七年前的作

品，讓作品有多次的曝光機會，也是推動本地
創作所必需的。
推動本地創作和樂團到外地演出，對推廣香港
藝術及形象有莫大的幫助。邀請國際著名的藝團
及藝人來港演出固然是本地觀眾之福，但支持本
地藝團及創作，才更能鞏固香港在國際藝壇的位
置。

《笑傲江湖》的影視改編版本繁多，你可曾

看過令狐冲在實驗戲曲的舞台上舞出獨孤九

劍？進念．二十面體將於5月17日至6月9日

帶來《戲曲金庸‧笑傲江湖》，以賀金庸百

年誕辰。數個新編折子戲請來一眾內地及本

地大師級藝術家，糅合南音、廣東大戲、京

劇、昆曲等各種元素，更加入進念拿手的藝術

科技(Arts Tech) 裝置，重構金庸的江湖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進念‧二十面體及受訪者提供

戲曲演金庸
舞台變江湖

推動本地作品「飛」向國際

◆有「千手觀音」之稱的天才鼓手川口千里與
拍檔低音結他手田中晉吾與樂團演繹Fly Live！

香港小交提供

◆孔愛萍

◆楊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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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金庸在觀看江蘇省昆劇院演出後，與學
者鄭培凱（左一）與昆曲演員孔愛萍（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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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狐 冲

◆文：駱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