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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丁
寧）由香港特
別行區政府文
化體育及旅遊
局呈獻、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策劃的「亞藝
無疆2024」藝
術節，將於 9
月至 11 月舉
行，展示接近30個亞洲、中東及「一帶一路」國家的文化藝術。
本屆「亞藝無疆」規模更大，演出和活動的數量由去年的29
場大幅增加至超過100場，並特別增設了「中東系列」，呈現
融合中東與西方風格的精彩演出。藝術節並會更加深入社區，
開拓新的演出場地，舉辦更多外展活動，拉近與市民的距離。
據了解，藝術節將帶來包括多媒體舞蹈演出、古典音樂會、
音樂劇和戲劇表演、電影放映及多元文化工作坊和沉浸式岩洞
散步等不同演出及活動。曾策劃2012年倫敦奧運文化項目的跨
界藝術家基夫．漢、被譽為「中國現代舞天花板」的編舞家謝
欣，與印度大熱編舞家泰倫斯．劉易士和馬克露．杜馬絲，將
融合科技與舞蹈，呈現《數據玩家》。日本媒體藝術大師真鍋
大度、編舞Mikiko 及其舞團 Elevenplay 則將帶來《+1+1+
1+》。著名鋼琴家齊默曼及著名女中音艾琳娜．嘉蘭莎都將訪
港演出。《織人之歌》與基南．亞梅音樂會則將展現炫目的中
東色彩。另外，本地音樂組合「敲擊襄」、媒體藝術團隊「超
維度」將聯同新加坡作曲家李嘉怡，為西區海水配水庫度身訂
做多媒體音樂旅程《空山新雨後》。觀眾將手持特別設計的
「雨聲棒」穿越山中岩洞，一同探尋人類、科技和氣候變化的
關係。「亞裔藝采2024」戶外嘉年華及「衣香禮影──民族服
飾展」則將透過民族音樂和舞蹈演出，展示超過20個亞洲國家
的人文風貌。

芭蕾之美，從舞者轉瞬即逝的優美舞姿中看到生命的象徵，
這樣的美要通過無止境的努力才能獲得，凌空一躍，擺出優雅
的姿勢，這樣的舞姿值得刻成浮雕，萬古流芳。王仁曼，則在
芭蕾舞界有着響亮的名號，60餘年來，為香港芭蕾舞界培養出
一批批人才。

睽違十年再現「灰姑娘」大匯演
1960年，王仁曼在港創立芭蕾舞學校。多年後，女兒陳靜儀

在美國修讀完建築碩士，原本打算投身於建築界，但因曾於王
仁曼芭蕾舞學校學習十年舞蹈及於大學期間主修藝術歷史而對
藝術一直有濃厚興趣，所以從2002年起加入王仁曼芭蕾舞學校
任職董事。她認為，建築與芭蕾舞有異曲同工之妙，建築是把
一個想法變成現實，而芭蕾舞就是培養孩子成就一門藝術，二
者同樣需要堅持。
早前，王仁曼芭蕾舞學校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進行了一連

兩日的「明日之星2024─灰姑娘」大匯演，作為「香港國際暑
期舞蹈課程」的結業禮表演。表演糅合課程中所教授的芭蕾舞
技巧，以及家傳戶曉的《灰姑娘》故事，希望透過充滿童趣又
意義深刻的童話故事，讓父母親眼見證子女的成長，為此感到
自豪。
王仁曼芭蕾舞學校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大型演出，陳靜儀說：
「希望能夠帶給學生一個大型表演的機會，而這次有接近700個
學生參與。」上一次排演《灰姑娘》已經是十年前，而今年再
現該節目，復刻的經典演出更在編舞、音樂編排等各方面升
華，男主角陳駿言及女主角葉摯珏分別飾演故事中的王子及公
主，兩位經一眾導師嚴格篩選，在過去三年皆是王振芳紀念獎
學金的得獎者。並且由林雋永帶同同樣來自巴黎歌
劇院芭蕾舞團的法國人同伴Hortense Maurin一起
演出，高水準的演出為觀眾帶來精彩非凡的視覺及
聽覺盛宴。
在芭蕾舞教育界擁有超過20年經驗的陳靜儀期
望，王仁曼芭蕾舞學校成為全港擁有最優質配套的
芭蕾舞學校，為下一代打造全方位的學習平台。她
笑稱：「記得一位家長專程來感謝我們，因為芭蕾
舞培養了孩子堅毅的個性，即使就讀困難的醫科也
不輕易放棄，十分『捱得』。」
她又說：「目前香港學習芭蕾舞的同學很難堅持
下去，因為課外的時間越來越少，而越高級就越需

要更多的時間。」在今次奧運中，香港選手江旻憓得到擊劍冠
軍，「她以前也學過芭蕾舞，這兩種運動有相似的地方，相信
未來大家的興趣也會提高。」

林雋永：從香港「跳」向世界
林雋永於7歲開始在王仁曼芭蕾舞學校上課，是「王振芳紀念

獎學金瑪歌．芳婷大獎」2011至2015年得獎者，曾於獎學金支
持下前往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學校深造。他是第一位香港芭蕾舞
蹈員於2018年瓦爾納國際芭蕾舞比賽 (Varna International Bal-
let Competition 2018) 中獲得特別藝術獎，這個比賽相當於芭蕾
舞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享負盛名。林雋永更於2021年由巴黎
歌劇院芭蕾舞團舉辦之年度內部選拔比賽裏脫穎而出，於12位
參賽者中勇奪第一名，從原本擔任群舞員，獲晉升為群舞領舞
員（每年只有兩個名額），更於2024年榮升獨舞員。林雋永也
是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成立300多年來，唯一一個取錄的中國學
生及首位舞蹈員。
林雋永說：「這次表演的片段是一個經典的雙人芭蕾舞，我

選擇它是因為能夠代表法國的特色，是古典芭蕾某一個時期的
風格。」他從小便對音樂有強烈的喜愛，5歲起學習鋼琴，爾後
便逐漸接觸芭蕾舞，找到自己的畢生興趣。他的性格較為內
向，「所以我覺得舞蹈是能夠代替我的一種表達，找到和喜歡
的音樂的一種聯結。」因為是男孩子，林雋永從小就受到老師
的「特別關注」，對他的培養尤其嚴格。王仁曼老師在他的舞
蹈生涯中，一直在旁給予建議，讓他一路走向芭蕾舞的最高殿
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早前，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香港分會)(IATC(HK))主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協辦的

第34屆「國際表演藝術圖書館、博物館與資料館協會」

(SIBMAS)國際研討會於香港舉行，邀來世界各地的講者

深入探討表演藝術的典藏、保育與重構等課題。

表演藝術是時代故事的敘述者，其記錄與典藏並非只

為了留存具體作品，亦是為了凝結記憶；其保育與再現

則更指向未來——我們如何思索過往，如何理解自身，如何詮釋

當下，又如何暢想未來？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文獻館副館長、研究員邵曉潔與記者分

享了「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背後採集與收藏的故事，這份跨

越了逾70年的沉甸甸館藏是中國音樂文化的見證，現在亦藉由

數碼化走向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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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亞藝無疆」藝術節
盡顯不同國家民族文化風采

◆第二屆「亞藝無疆」開幕節目《數據玩家》
圖片：Tristram Kenton

表演藝術表演藝術 典藏的秘密典藏的秘密

如果沒有70多年前音樂學家們在江蘇無錫的採錄，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
大概無法留存下來原始錄音，更別談流傳至今成為經典。這樣搶救式的採

錄並非孤例。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以楊蔭瀏、曹安和等為代表的一批音樂學家，翻山

越嶺、跋山涉水，對中國各地的傳統音樂展開實地考察和系統採集，建立起無
比珍貴的音樂資料館藏。這份超過7,000小時的珍貴音樂文獻資料，就是中國藝
術研究院所藏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
1997年，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入選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的記憶」項

目，並被列入第一批《世界記憶名錄》。這是中國首個入選的
珍貴檔案，也是世界上首個入選的音響檔案。
「2002年後，藝術研究院機構重組後，館藏資料更加豐富
了。」邵曉潔對記者說，「原先是音樂研究所收集的資料為
主，機構重組後，中國藝術研究院下設的各個研究所，有戲曲
的、曲藝的……其他各種表演藝術資料也都彙集到藝術與文

獻館。尤其是戲曲與曲藝資料，他們研究所本身也有
很多采風的資料，價值很高。我們的檔案更加豐富
了。」

跋山涉水 深入民間
邵曉潔介紹道，上世紀五十年代，這批珍貴的音樂館藏

開始建立，那是艱苦又充滿挑戰的過程。因為傳統音樂的
收集不僅需要極高的專業性，亦是繁複的系統工程。
「當時是建國初期，藝術研究院的學術宗旨就是把我

們傳統文化的資料先積累，再研究。當時，在楊蔭瀏先
生與李元慶先生的領導下，制定計劃，在全國分成各個
組做采風，也對當時所裏的研究員進行培訓。」
當時的研究員大多畢業於音樂學院，鑽研的是西方音

樂的體系與背景，「是西方音樂的聽覺」，他們不大了
解中國的傳統音樂是什麼樣子。在培訓中，專家會具體
教授傳統音樂應該如何採集，如何記譜，甚至如何繪
圖——有些樂器可以收集，無法收集的唯有繪圖保存。
邵曉潔說，對於傳統音樂，需要記錄什麼，怎麼記錄，
處處是學問。
「而且它和現在我們所說的『表演』完全不同。」她

說，「最特別的是，去民間采風，你是作為一個局內人
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對於民間藝人來說，我們理解的
『表演』對他來說可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儀式音
樂，和現在舞台上的表演是不同的。這個就是我們資料
中最珍貴的一部分。」
音樂學家與研究員們深入民間，與採錄對象同吃同

住，那個年代，生活條件艱苦，有時到偏遠的山區裏
去，連住宿也成為問題。音樂研究所的何芸老師就曾回
憶，當時沒有旅館，研究員們曾住在祠堂，頭頂上曾經
忽然掉下蛇來。「我們採訪她時她已經90多歲了，對這
些經歷依然記憶尤新。」邵曉潔說。
除了最為原始的音樂材料的採集外，傳統音樂錄音檔

案中還輯錄了當時的全國匯演。「當時是全國進行匯
演，各個少數民族的匯演，戲曲的匯演等，這些全部有
採錄。這個和前者（民間采風）的區別是文化空間有區
別，也非常珍貴。因為很多東西我們現在已經聽不到
了，不僅是樂種或者曲種，而尤其是民間表演的藝人，
很多已經去世了。更重要的是，這批資料是在中國整個
現代化進程前留存的，它所受到的影響比較小一些，是
真正的原生狀態——雖然當時還沒有『原生態』這個
詞。從研究角度來說，更加可以觸及到最根本的東
西。」

數碼化資料 與公眾共享
錄音檔案的採錄與保存也經過不斷的技術迭代。最初

時，研究員們扛着美國進口的鋼絲錄音機坐着公交車翻
山越嶺去甘肅，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幾個月。之後開
始使用開盤錄音機，到後來又演變成便攜式的機器。到
今日，影像記錄越來越普遍。
資料的載體也在不斷變化，從鋼絲錄音帶到開盤錄音
帶，到卡帶、數字帶，之後才有了CD等，到今日又開
始了全面數碼化的進程。經過近20年轉換和修復工程，
2022年4月23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收藏、建設的「世
界的記憶——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數字平台正式上
線試運行，將上萬條音頻資料與公眾共享。2024年，在
數字平台與相應的「傳統音樂檔案」App上線兩周年之
際，院方又發布新一批的珍貴檔案，囊括民間歌曲、曲
藝音樂、戲曲音樂等等6,000餘條，使得數字平台總節
目數據超過17,000條。
「我們的資料歷時長，數量多，內容豐富，載體又多

樣，數碼化的過程比較複雜和困難。」邵曉潔分享，當
時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項目後，院方便從開盤錄音
帶中選取了一部分內容數碼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網站上作為項目成果播放，這也相當於是為了後面大規
模數碼化投石問路，做好準備。正式數碼化從2005年開
始，「到現在為止，7,000小時珍貴音響材料那一部分基
本已經做完，老唱片則是後來有的一小部分，有待繼續
完成。我們的完成量還是比較高的。」
現在的數碼平台面向全部公眾開放，研究者可以在上
面找到最為準確和原始的材料，普通的愛好者也可以藉
由瀏覽走入中國傳統音樂的世界。

希望打造多語種平台助推廣
邵曉潔表示，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的典藏及推廣，
未來仍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基於知識產權，仍有材料
暫時無法發布，「我們是希望更多的材料可以和大家共
享。」其次未來希望為館藏打造多語種平台，「但因為
裏面涉及的內涵非常豐富，在翻譯上難度非常高。」她
說，「別說多語種，就是翻譯成英文都很難。這和翻譯
古詩詞還不一樣，古詩詞可能能理解的人更多些，翻譯
這些館藏資料則需要精通英文之餘，也要很懂音樂——
不只是皮毛，要非常懂才行。我們不希望翻譯出來的東
西不準確，那就沒有意義了。」
再次，檔案採集及整理需要極其深厚的學術基礎，對

於研究者來說是寶庫，對於普通的愛好者而言則始終有
門檻。「怎麼讓這部分的訪問者更懂，這是我們要思考
的問題。」現在的平台上會上載專門的研究論文幫助大
家理解，也會策劃專題，引導公眾去接觸不同類型的傳
統音樂。
未來在推廣和普及上，可以走的路還很長。

◆第一屆全國戲曲觀
摩演出大會訪問報告

◆少數民族音樂採訪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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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王世襄（左一）、孟憲
福（前坐者）等在鄭州考察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樂器，圖為
為出土編鐘測音。 ◆1978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黃翔鵬（右）、王湘（左）為曾侯乙編鐘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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