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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9月16日至26日，中
央芭蕾舞團在北京天橋劇場以連演
十場的大規模演出開啟中國芭蕾經
典《紅色娘子軍》首演60周年活
動的最高潮，不僅中芭幾乎全體演
員都將輪番登場帶來精彩演繹，還
策劃了特別紀念場為這部民族經典
的六十華誕再添華彩。
1964 年 9 月 26 日，芭蕾舞劇
《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
成功首演，歷經六十載春秋，這
部作品早已超越了一部舞劇的意
義，成為一個文化創新的符號、一段激情時代的深刻記憶、
一座創建芭蕾中國學派的里程碑，更代表着中華兒女為了追
求理想而不懈奮鬥的精神，激勵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觀眾，並
在世界舞台上獲得了廣泛讚譽。
2024年，以故事的發生地海南作為始發站，《紅色娘子
軍》首演60周年60場巡演隆重啟幕，「以演代慶」將紅色
經典的足跡走遍全國各地。北京的十場演出回到這部作品首
演的舞台上，共同迎接9月26日的「娘子軍」60華誕。
中央芭蕾舞團團長、藝術總監馮英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紅色娘子軍》這部『中國芭蕾史上的里程碑』是新中國
藝術家們集體創作智慧的結晶，影響了幾代人的成長。中芭
一代代藝術家們不斷努力攀登藝術高峰，令這部作品歷經一
個甲子歲月的洗禮而歷久彌新。今年是該作首演60周年，
中芭帶着這部作品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所到之處觀眾們
無不感受到歷久彌新的經典力量。」
在本次紀念演出中特別主演的中芭副團長張劍表示：「慶

祝《紅色娘子軍》60周年對於
中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從我進團第一天，老前輩就教
導我們這是中芭的『看家
戲』。『娘子軍精神』對於中
芭有着特殊的意義，劇中所蘊
含的自強不息的精神始終鼓勵
着我們，值得我們一直傳承下
去，相信未來的演員們會一代
代比我們做得更好！」
中芭首席主演邱芸庭談及此

次演出難掩心中的激動之情：
「《紅色娘子軍》創作於新中

國成立15周年之際，是一部奠定了中國芭蕾原創基礎的作
品。這部作品伴隨着我的成長、督促着我不斷進步。非常榮
幸我能夠作為傳承者將『娘子軍精神』傳遞給更多觀眾。」
中芭首席主演馬曉東表示：「中芭的每一位『洪常青』都

是由前輩們一對一、手把手地將他們的經驗與理解傳承給我
們。今年這部作品巡演到很多城市，看到無論老觀眾還是新
觀眾都對我們給予了肯定，並且願意為了這部作品去了解那
段歷史，這種觀演之間的良性循環讓我們非常欣慰，也讓我
們更加認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
經典音樂同樣是《紅色娘子軍》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此

次演出，中芭交響樂團在音樂總監張藝、常任指揮劉炬、特
邀指揮范妮的執棒下，由樂團首席王小毛、副首席劉曉歡、
青年演奏家王子領銜，為觀眾們帶來精彩的現場演奏。合唱
則不僅由觀眾們熟悉的中國退役軍人藝術合唱團再度演繹，
更首次邀請到中央和國家機關老幹部合唱團共同組成更加恢
弘的合唱陣容，為觀眾們帶來那一首首熟悉而動人的旋律。

中央芭蕾舞團《紅色娘子軍》
首演60周年活動迎高潮 今屆澳門兒童藝術節請來了阿

根廷的木偶大師奧馬爾．阿爾瓦
雷斯（Omar Alvarez）， 搬演了
一套很窩心的戲偶劇《時間英雄
滴答》，雖然也有運用科技，但
完全不是當下以 科技掛帥的製
作。一系列的日常生活物件，教
我們記起想像力不一定由花上千
萬製作的科幻劇引發，反而尋常
物件一樣可以叫人聯想翩翩。
《時間英雄滴答》的舞台就像
一個小型博物館，內裏的道具如時鐘、吊
燈、座枱燈、地球儀、電視機、刀叉湯
匙，每一件看起來都經歷了一段歲月，還
有過時的各類遙控器與手提電話。阿爾瓦
雷斯以古董時鐘創造了時間英雄「滴
答」，每天就是替仿若家人般的不同的鐘
錶朋友們上鏈，然後一天遇上時時刻刻都
要快的手機先生「Wi-Fi」，故事就在保
持時間的節奏與講求效率——傳統價值與
現代觀念——之間爭持。
觀眾看着阿爾瓦雷斯如何將手中物件幻
變成不同的人物角色，當中有很生活化的
情節如起床梳洗，也有戀人相遇的浪漫畫
面，當然還有與 Wi-Fi 爭鬥的過程。戲偶
與定格動畫投影互動，細緻而暖心的編
排，讓觀眾沉浸在充滿詩意、幽默和感情
的「滴答」世界。沒有語言，但身旁的小
朋友完全投入其中，對台上的戲偶十分好
奇，也被「情節」所吸引。阿爾瓦雷斯沒
有運用五光十色的燈光或高科技的把戲，

演出卻很動人。
演出後，阿爾瓦雷斯還特別分享了各種
物件背後的故事。像那古董時鐘是他兒時
的鬧鐘，演台上的布塊原來是他祖父母家
的餐桌布，還有那些銀器刀叉，都是他小
時候一家人聚餐時所用的餐具。雖然電腦
動畫已是大勢所趨，但定格動畫自有其迷
人的地方，阿爾瓦雷斯細心地解說他如何
一格一格地製作那些動畫，身旁的小孩聽
得津津有味，而介紹各式物件時，又彷彿
每件物件都有生命，令觀眾更加明白每件
道具所承載的意義。
《時間英雄滴答》以日常用具，甚至是

古舊物件作道具，其實是一種非常值得借
鏡的創作模式——讓觀眾，尤其是小朋
友，懂得欣賞古老的東西，明白它們背後
的故事與意義。而創作也不一定需要運用
什麼新花樣或者高科技。歸根究底，最重
要的是想像力，以及如何運用你的想像力
去引發觀眾無窮的聯想。

偶劇引發想像無限偶劇引發想像無限 ●文：駱雅

「從創作者的專業角度來說，想要
了解東方，不了解書法，或者意

識不到書法的美的話，很可惜。」2012年，
楊雲濤曾編創《蘭亭．祭姪》，從東晉王羲之
的《蘭亭集序》與唐代顏真卿的《祭姪文稿》
入手，用舞蹈探尋中國書法藝術的抽象美，舞
作後來獲得2013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舞蹈製作」。回頭
看，他笑說自己那時乃是「不知天高地厚」就闖入了書法的世
界，憑着無畏的創作衝動，「盡興了一把」。直到今天，楊雲
濤看書法，仍如仰望蒼穹，只覺浩瀚難以名狀，「到今天也不
敢說自己很懂，但對它的那一種熱情，從來沒有改變過。」

武術訓練改變身體質感
這次選擇從《快雪時晴帖》等手帖切入，再入書聖王羲之的

書法世界，楊雲濤透露，其中重要的契機，是覺得舞團舞者的
身體質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從2018年起，香港舞蹈團展開了名為「中國舞蹈與中國武術

之交互研究與成果呈現」計劃，舞者通過學習與練習武術，打
破肢體表現的慣有範式，追尋形與意的共融合一。計劃的階段
性成果後來展現於舞作《凝》中，其中選段《靜聽松風》一舉

斬獲第13屆中國舞蹈「荷花獎」當代舞獎，是香
港舞作之首次。
「一直做武術的訓練，讓我們的身體具有了非常

明顯的特質。」楊雲濤說，「以前我們不是很清楚自
己身體語言的類型，因為除了民族民間舞外，我們也
接受芭蕾的訓練，芭蕾的審美帶來的影響很大。我們

身體的特質在哪裏？武術訓練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在他看來，談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審美，不能只停留

在口號上，而要有實際的行動。經過六七年的武術訓練，舞者
的身體語言越來越能擺脫西方審美體系的限制，而更加靠近東
方審美的意趣。身體質感脫胎換骨的這一刻，他覺得是時候再
進行一次融入書法的創作。

越純粹 越豐富
「我越來越覺得舞蹈是一種肢體語言，一定有一種表現形式和

獨立性。」楊雲濤說。然而在傳統的舞蹈作品中，當抽離了音
樂、戲劇元素，拿走服裝、角色、主題等，舞蹈就仿似頓失依
仗，「很難靠得住，好像什麼都不是了。」對楊雲濤而言，武術
訓練就是為了回歸初始，去探尋肢體本身的存在感。「當我什麼
都沒有的時候，我剩下的是什麼？這也是我發現，像書法，它什
麼都不靠的，就是一種線條的安排和組織。當然它依附在文字
上，但當它發展到行書、草書時，文字的承載也慢慢消失了，大
家不以看懂它的內容為目標。它終極的表現形式是脫離所有的，
就是單純的線條的組織。」

楊雲濤感嘆道，形式上越單純的東西，越具有豐富的表現
力；當一種表現形式去到一種極致的時候，卻能產生最大
的想像力，這就是書法，「是傳統文化最高的一種表現形
式」。西方的很多藝術家窮其一生在尋找的抽象形式、
純粹表現，在千年前的東方已經出現。「線條的交織、
扭轉；緩、急、停；頓、點……都讓你感受到一種情
感。這情感怎麼來？通過速度、力度——你的呼
吸跟隨着它。」
從書法的意象世界中，楊雲濤好像找到了

舞蹈得以依仗其自身的「獨立性」，「推動
着我們舞動身體的，是背後的情感和情緒。
當這種情感和情緒不再依附於某個角色、某段

音樂來表達的時候，才真正讓大家感覺到身體的
能量。通過書法去呈現這個，是很好的手段。」

融入音樂與影像 打造沉浸式體驗
《快雪時晴帖》是王羲之寫給友人張侯的一封信，若用

舞蹈去呈現，講述背後的故事似乎是很慣常的選擇。但楊
雲濤無意展現手帖的歷史與內容。「我永遠想要表達的是
我自己和書法之間的關係，和這個帖之間的狀態。我會不

停地問自己，為什
麼要選它？講它？
我對背後的故事不
太感興趣，那不是
我的故事。我和它
之間更重要的，是
它豐富了我，改變
了我。」
他嘗試將書法作
為創作的起點，以
及靈感的來源。讓
舞者們看線條的走
勢起伏，再通過呼
吸、動作，尋找氣
韻 流 轉 的 方 式 。
「沒有氣韻的身體，無法呈現書法。現在的這波演員，最少有
2至3年，最長有6至7年的武術訓練的底子。他們對氣沉丹
田、圓、中國的氣息的運用等，幾乎是通了。我這次專門找來
一個太極師傅，教他們打太極。太極最講氣，而氣，是所有中
國傳統藝術的出發點。」有氣才有韻，韻是東方文化對節奏的
表述，「這個節奏是活的，是根據氣來流轉的。所以對我來
說，要找到氣的所在。跳舞而言，東西方最大的區別，就是要
感受到那種氣場。西方很『實』，東方則不是。」
在他看來，太極通過身體的一套運行機制來感受「氣」。外

界的空氣，內裏的呼吸，藉由動作，流轉合一。「芭蕾舞訓練
就不大是這樣，永遠是劃破空間、打亂空間，甚至佔領空間。
中國的舞蹈則是和氣韻共存，讓這個氣韻帶着你走。」
於是整個舞作所呈現的，不是主觀地模仿文字，將書法寫出
來，「反而是理解，想像那一筆是如何寫成的，再用身體將它
放大。」楊雲濤說，「本身中國舞就有這些氣韻流轉的部分，
只是我們這次更加強調、更加單純。很多時候舞者都受到人物
塑造的限制，現在則是回歸到更加純粹的狀態。」
這次舞作也特別邀來著名小提琴家姚珏，以及新媒體藝術家張
瀚謙加入，帶來沉浸式的多感官體驗。「以書法為出發點，讓各
種媒介融合，帶出一種東方美學的呈現。」楊雲濤說，「書法是
抽象的，但是手帖是具象的；書法沒有溫度，但手帖有溫度，所
以要加入不同的元素。我不可能讓演員突然變得很溫情，演員就
是非常純粹地展現身體。所以，透過姚珏老師的現場音樂和張瀚
謙融合了水墨與影像的視覺效果來一起展現。」

跨媒介舞作《《快雪時晴快雪時晴》》
香港舞蹈團即將呈現由舞團藝術總監楊雲濤

所編導的舞作《快雪時晴》，從書聖王羲之的

數個手帖入手，融入現場音樂與多媒體水墨影

像，以當代手法展現舞蹈與書法相融相通的美

學意蘊。此節目亦被選為首屆香港演藝博覽

「演博節目」之一，屆時將在中外觀眾面前展

現獨特的中華文化之美。

結合舞蹈與書法，在舞蹈舞台上並不少見，

但對於楊雲濤而言，書法是起點，是通道，卻

並非目的地。舞作所要展現的，不是舞者

用身體模仿書法的筆畫，而是在書法

的美學範式中挖掘靈感，從而探究

蘊藏在身體中的流轉氣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快雪時晴》
日期：10月11、12、14日 晚上8時，

10月12、13日 下午3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戲偶劇《時間英雄滴答》 澳門文化局提供

●中央芭蕾舞團經典舞作《紅色娘子軍》
攝影：時任 中芭提供

●●舞作探索舞者身舞作探索舞者身
體的表達極限體的表達極限。。

●舞作用上動作捕捉技術，舞者用身
體展現書法氣韻。圖為香港舞蹈團首
席舞蹈員王志昇。

●●《《快雪時晴快雪時晴》》融合舞蹈與書法融合舞蹈與書法。。

●●香港舞蹈團藝術香港舞蹈團藝術
總監楊雲濤總監楊雲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