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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欣說，這次展覽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沉浸
式」，「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是因為我個人非
常喜歡沉浸式體驗。」她進一步介紹說，「剛開
始和美術部、技術部的同事一起策劃展覽時，我
就提出這個重要的要求，整個展覽必須有沉浸式
的氛圍。為什麼我要在展覽的入口處設置靜心
室，就是因為我希望遊客在靜心室裏能夠先靜下
心來，再開始這趟美妙奇幻的時空之旅。」
另外，她還有一個要求是遊客必須要有位置能
夠坐下閱讀。「這次展覽中，我們提供了平板電
腦，裏面有很多珍貴的資料，包括當時媒體的報
道等等，這些資料能幫助遊客們進一步認識了解
這次展覽的內涵，也可以進一步了解兩位音樂大
師。所以我希望他們一定要有地方能坐下來，慢
慢細讀，細細品鑒。」比如沙發上的抱枕，以音
樂暫停鍵為圖案，表示觀眾可隨時來到這裏休
息。最後，展區的大屏幕播放着1997年和2000

年顧嘉煇和黃霑獲頒發CASH音樂成就大獎的片
段，讓觀眾一同重溫這個歷史時刻。

在不同空間呈現歌曲

複式展室地下二層展區則設置了懷舊茶餐廳
「美都餐室」和電器維修店。茶餐廳是香港獨特
的文化之一，對許多人來說，它不只是一種飲食
選擇，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冰室的懷舊裝潢讓觀
眾彷彿置身於上世紀末，伴隨着冰室播放《滄海
一聲笑》及《上海灘》，旁邊的電器維修店則可
以聽到《焚心以火》，讓觀眾視覺及聽覺上都能
切身地感受當年香港人的生活點滴。
李正欣解釋稱：「因為這次展覽是音樂之旅，
我們希望在不同的空間裏呈現8首歌，臥室、客
廳裏可以有電視電腦作為承載音樂的載體，還有
什麼地方也可以放音樂呢？經過思考後，我選擇
了茶餐廳和維修店，茶餐廳有電視機，而維修店

則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包羅萬象。」

獲支持借展珍貴資料

「大館第一次聯繫我是去年秋天，我從那時開
始構思和準備這次展覽。時間說多不多說少不
少，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和時間競爭，在有限的時
間內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當。」李正欣說，這
次展覽對她來說有意外驚喜，那就是：「我今年
四月份得知，原來顧嘉煇先生的家人在溫哥華的
家裏找到很多廣告歌的總譜（親筆手稿），那是
他在香港工作時留下來的重要的資料，我們把這
些資料融入到這次的展覽中，極大豐富了此次展
覽的效果。顧嘉煇和黃霑先生的
家人給與了我們非常大的幫助和
支持，包括容許我們展現手稿照
片，黃先生的兒子還借給了我們
兩幅黃先生的書法。」

策展人親解「沉浸式」展覽

隨粵語歌曲跨越香港七十至千禧年代隨粵語歌曲跨越香港七十至千禧年代
搭檔黃金歲月

大 館 展 覽 精 選 的 8 首 歌 曲
《愛你變成害你》1972年 音樂劇《白孃孃》插曲

《家變》1977年 電視劇《家變》主題曲

《獅子山下》1979年 電視劇《獅子山下》主題曲

《上海灘》1980年 電視劇《上海灘》主題曲

《當年情》1986年 電影《英雄本色》插曲

《焚心以火》1989年 電影《秦俑》主題曲

《滄海一聲笑》1990年 電影《笑傲江湖》主題曲

《酸酸甜甜香港地》2003年音樂劇《酸酸甜甜香港地》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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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膠唱片機播放着音樂劇黑膠唱片機播放着音樂劇《《白孃孃白孃孃》》插曲插曲《《愛你變成害愛你變成害
你你》，》，這是顧嘉煇與黃霑的首次合作這是顧嘉煇與黃霑的首次合作。。

▶▶七十年代展區通過舊物營七十年代展區通過舊物營
造出香港當時的生活場景造出香港當時的生活場景。。

▲▲顧嘉煇為潘迪華拍攝的照顧嘉煇為潘迪華拍攝的照
片片。。

◆◆窗外呈現出舊時九龍的風景窗外呈現出舊時九龍的風景，，細聽背景中還有陣陣飛機細聽背景中還有陣陣飛機
轟鳴轟鳴。。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黃霑所寫黃霑所寫《《明報明報》》專欄文章專欄文章《《MISSMISS煇煇
哥哥》。》。

◆◆九十年代兩兄弟的臥室顯示了香港的飛速變化九十年代兩兄弟的臥室顯示了香港的飛速變化。。

千禧年代
千禧年代

顧嘉煇、黃霑二人自1972年至2003年間的
音樂創作多達236首，從廣告歌到電視主

題曲、流行榜首金曲以及蜚聲國際的電影配樂，
他們的作品見證了香港由漁村躍升為享譽全球的
國際都會的精彩蛻變，他們以無數經典作品觸動
了香港乃至全球華人的心。是次展演匯聚8首二
人合作的精選歌曲，以數碼展示方式呈現首度曝
光的珍貴材料，娓娓道出作曲家顧嘉煇和填詞人
黃霑創作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讓觀眾探究刻畫
時代的旋律、音樂、歌詞和主題。展覽還剖析過
去半個世紀音樂製作和消費模式的變革，同時重
現不同時代錄音技術的演變，營造出這個城市的
「原聲音樂」世界。
策展團隊與顧嘉煇的家人在溫哥華發掘出一

批珍貴的資料，其中包括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
初數十首廣告歌的總譜（親筆手稿），品牌有新
奇士橙、總督香煙、北京牛黃解毒片、猛龍「冰
藍」牛仔褲以及深圳錦繡中華民俗文化村開幕
等，這些資料都是在顧嘉煇姐姐顧媚家中花園棚
屋的一些箱子中找到，從未公開曝光。

七十年代：一拍即合 開啟粵語歌盛世

自1970年代，粵語流行曲及粵語電影同時
崛起，大大增加對原創音樂的需要，顧嘉煇與
黃霑連結兩大領域，成就無與倫比。正值他們
30年的創作生涯，武俠片、黑幫電影、民間
傳奇新編與愛情喜劇在香港影壇大行其道—
有時一部電影更將幾個劇種共冶一爐。當新一
代電影人深受中國電影黃金年代、荷里活經
典、法國新浪潮以及其他外國風潮啟發，香港
電影需要的歌曲，漸漸變成既能總結戲中複雜
情感，又能建構與電影人視野同樣廣闊的電影
聲響。

七十年代展區各處響起優美的旋律。率先入
耳的是1972年音樂劇《白孃孃》插曲《愛你
變成害你》，這是顧嘉煇與黃霑的首次合作。
該歌曲透過老式黑膠唱片機播放，別有一番韻
味。唱片機的左側有一個音樂盒，右側的本子
上則寫有中英文歌詞。音樂劇《白孃孃》由白
孃孃飾演者、香港女歌手潘迪華牽頭創作，
1962年，潘迪華巧遇了到訪英國的顧嘉煇，
二人談及創作華語音樂劇的想法，顧嘉煇還為
她拍下了一張有紀念意義的肖像照。
來到大廳，窗外呈現出舊時九龍的風景，經
典電視節目主題曲《家變》和《獅子山下》在
房間中響起，細聽背景中還有陣陣飛機轟鳴，
彷彿穿越時空，感受當年社區鄰里情誼的集體
記憶，牆上還掛有黃霑發表在《明報》的專欄
「黃霑隨筆」。

九十年代：見證香港文化的現代演變

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見證了香港獨有的一
種全新觀感，傳統中國價值觀與當代世界文化碰
撞，而經濟日趨穩定也令香港詰問本土身份與國
際定位。九十年代展區呈現了一對兄弟的臥室，
背景音樂播放着電影《英雄本色》插曲《當年
情》，這些香港電影發展上的微妙火花，加上世
紀末的香港懷舊廣告歌曲，別有一番感受。
勢如破竹的電影工業，滋潤了香港的本地音
樂，成為真正的文化龍頭。吳宇森的《英雄本
色》以手槍與爆破取代拳頭與刀劍，亞曼尼大
衣取代闊袍大袖，革新了俠義、榮辱及復仇這
些武俠片中常見的傳統表現形式。這類型的電
影同時將傳統電影的聲音世界從經典武俠片中
氣勢磅礴的交響配樂進化成電子合成音樂的城
市聲音景觀。
另一方面，在古裝片中，現代對傳統的衝擊
依然躍現眼前。同為程小東執導、徐克監製的
《秦俑》（《古今大戰秦俑情》）及《笑傲江
湖》是相關主題的兩次現代探索，給予顧家煇、

黃霑迥異角度作音樂回應。《秦俑》中《焚心以
火》悠悠千載的蕩氣迴腸，反映出恪守秦代價值
的一對情侶主角，在不羈放縱的20世紀重生所
面對的矛盾。改編自金庸同名小說的《笑傲江
湖》則有截然不同的合作形式：《滄海一聲笑》
作為劇中的一首理想主義歌曲，琅琅上口，豪氣
灑脫，有拋開一切的精神。
粵語流行曲，就如香港本身，是匯聚四方影
響的大熔爐。歌單上東西方音樂元素交錯猶如
茶餐廳菜單上的菜式。粵語流行曲在亞洲以至
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散布流傳，來自五湖四海
的音樂人也慕名而來，融入成香港樂壇的一部
分。

千禧年代：愛港合作 跨越地理界限

顧家煇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移民溫哥華，與留
在香港的黃霑分隔兩地，但二人合作卻未中斷。
事實上，顧嘉煇與黃霑絕少共處一室工作，兩人
主要通過電話及傳真聯繫。展覽搭建的「再想像
工作間」，便是在此基礎上呈現的曲詞創作工作
空間—一半是顧家煇歌曲創作的工作室，另一
半則是黃霑寫詞的地方。展區顏色分明，窗外一
半白天、一半夜晚的風景，暗示了處於不同時區
的香港與溫哥華。透過數碼屏幕做成的桌面，可
以看到一張張從傳真機中打印出來的「傳真」。
相框中的相片亦是利用了數碼技術，不斷變換。
「再想像工作間」的電視上，展示了顧嘉煇
和黃霑最後一次的合作——於2003 年為音樂
劇《酸酸甜甜香港地》創作歌曲。該劇為非典
型肺炎疫情後，香港特區政府為勉勵香港人，
出資邀請香港話劇團、香港中樂團和香港舞蹈
團合作的音樂劇，劇名由黃霑所定。據說二人
都是減價接下此單工作，詞曲中充滿了他們對
香港的愛：「酸酸甜甜香港地，不管如何都愛
你，多少事，都叫我，笑住回味！真心地珍惜
你，我的老家，懂得珍惜你，是我造化，維港
的點點燈光，一點是我家……」

◆◆「「再想像工作間再想像工作間」」一邊為夜晚的香港一邊為夜晚的香港，，一邊為白天的一邊為白天的
溫哥華溫哥華。。

◆◆透過數碼屏幕做成的桌面透過數碼屏幕做成的桌面，，可以看到一張可以看到一張
張從傳真機中打印出來的張從傳真機中打印出來的「「傳真傳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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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李正欣策展人李正欣
▼▼觀觀眾眾可在擺有可在擺有「「暫停鍵暫停鍵」」抱抱
枕的沙發上休息片刻枕的沙發上休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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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黃霑離世20周年，作為香港著名文
化人，黃霑的一生適逢戰後香港發展幾個重
要的階段，對推動香港流行文化的形成和變
遷產生重大影響。香港文化博物館將於下周
三（7月17日）起推出的「滄海一聲笑——
黃霑」展覽，將以黃霑的四首作品連結他的
生平，從「獅子山下」出發，走進「是他也
是你和我」的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代。
是次展覽便精選了康文署博物館約140套
黃霑的相關館藏及借展物品，其中包括一幅
顧嘉煇所作的畫。該畫依照一張黃霑與其開
懷大笑的合照繪成，是顧嘉煇最喜愛的一幅
畫作。
展覽介紹黃霑在歌、影、視、廣告及文學

等方面的貢獻，讓公眾了解黃霑作品在文化
上的融會貫
通，以及他
如何將傳統
內容譜寫成
現代流行文
化的精髓。
展覽是「香
港流行文化
節2024」節
目之一，展
期預計至明
年2月。

顧嘉顧嘉煇煇黃霑黃霑

《滄海一聲笑》《上海灘》《獅子山下》……提到這些歌名，你的腦海中是

否會響起熟悉的旋律，或是回憶起往日追看電視劇的時光？這些歌曲都出自顧

嘉煇及黃霑這對音樂巨匠，他們在三十年間攜手創作了一系列家喻戶曉的歌

曲。正在大館舉行的「曲詞印記：顧嘉煇×黃霑×粵語流行曲」展演，便以二

人的詞曲合作及粵語流行曲的興起為主題，多個復古實景帶領觀眾感受香港上

世紀七十年代至千禧年初的時代變遷，回顧香港扎根本土、一躍成為國際都會

的印記。策展人李正欣介紹：「二人組合情如兄弟，不僅生活中互相尊敬，而

且工作上非常合拍，他們合作時可以說是靈感源源不斷、特別有默契，從錄影

中都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多麼好的朋友，兩個人對彼此而言就是最佳拍檔。而

且他們合作的時候，正好是公眾媒體剛剛興起的時候，人們都喜歡看電視，有

利於他們的作品大受歡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小凡

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顧嘉煇將自己與黃霑的合影顧嘉煇將自己與黃霑的合影
畫成漫畫畫成漫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