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的舞台與服裝皆簡約抽象。

●●香港舞蹈團於馬來西亞檳城舉辦舞蹈武術工作坊香港舞蹈團於馬來西亞檳城舉辦舞蹈武術工作坊。。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44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尉瑋 ●版面設計：奇拿

A8 國慶國慶 周年周年

凝
練
寫
意
香
港
舞
作︽
凝
︾邁
向
國
際

香港舞蹈團一直探索中國舞的多樣表達，透過舞蹈詮
釋、展現傳統文化的意趣。近年來，在舞團藝術總監

楊雲濤的帶領下，舞者透過武術訓練錘煉身體，逐漸打造出
質感獨特的作品《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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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香港作品之首次。

眾聲喧嘩中，「安靜」反而是最強音
在楊雲濤看來，「身在廟堂，心有靈泉」是中國文人千百
年來所追求的境界，亦是他希望透過作品所達至的精神狀
態。《凝》如此，新作《快雪時晴》亦如是。長久以來，人
們總有某種固化的思維，中國舞就是具象的、熱鬧的、接地
氣的；抽象的看不懂的就是現代舞，是高級的，是西方的。

楊雲濤對此不服：「何必如此自貶？！」
在他看來，中國傳統不只有大節大慶、
熱情喧鬧，亦有極其凝練、安靜與抽象的
一面。
喧鬧之中，「安靜」反而會是最強音。
「現代人沒有強烈的鼓點與節奏就無法把
握音樂，人們不再覺得一滴水的落下、一
陣風的吹過是音樂，我們喪失了這種鑒賞
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凝》是進取，亦是
回溯。它摒棄了傳統中國舞所依仗的人物
角色、故事章程、音樂風格，而是讓舞者
透過武術的學習，安靜地呈現身體的內在
狀態。動作的緩與急、氣息的流動與凝
止，自然而然融匯成一幅流動的山水畫。
這與傳統的中國舞劇表現形式大相逕庭，
卻又真正復歸了傳統。楊雲濤透過舞者的
身體去表述：君子和而不同。
這種嘗試，是頗有些曲高和寡的。「但
作為一個政府資助的藝團，如果在藝術上
不提出一點主張，整天去迎合這個迎合那
個賺得盆滿缽滿，才反而是在浪費納稅人
的錢。」楊雲濤說，「我很清楚自己在做
什麼。」

打破國際觀眾對中國舞的既定印象
疫情後，《凝》相繼成功巡演至內地及
國外多個城市，講述了另一個動人的中國
故事。它的出海讓海外觀眾看到，中國舞
不是只有一個樣子，中國文化不是只有一
種解讀，而有香港特色的中國舞原來可以

這樣。
「國外觀眾的反應很正面，這我一點不覺得奇怪。」楊雲

濤說，不論是去澳洲、馬來西亞或是日本，觀眾面對這個沒
有劇情，甚至沒有音樂的作品，總是看得很安靜，沉浸其
中。「我想要的也正正是這樣的反應。」
他接觸到的許多評論都說，在他們原本的認知中，這是現
代舞，卻又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現代舞。「因為台上的每個招
式和流動的氣韻都是很中國傳統的東西，卻又沒有了傳統服
裝和人物。」原本簡單粗暴的認知分類被狠狠地挑戰了。
楊雲濤也觀察到，這次巡演所接觸到的觀眾，華人與非華
人基本各佔一半。曾經，香港舞蹈團海外巡演，因為作品總
是以中國文化為題材，也會着重挑選華人聚居的地區；這一
次，舞團另作挑戰，例如到澳洲，專門嘗試了悉尼大學附近
的劇場，讓作品更加直接面對本地居民，「反響很好。」

高辨識度助力作品成功出海
《凝》的成功案例讓楊雲濤更深地意識到，作品要走出
去，具有辨識度非常重要。
近年來，越來越多內地的大型舞劇到香港演出，業界的交

流日趨頻繁，也讓越來越多的香港觀眾對中國舞節目產生了
興趣。在楊雲濤看來，內地在舞劇創作方面有着豐厚的資源
與大量的人才，其舞劇往往大型、華麗，至近年來達至井噴
之勢，這是香港藝團短時間內難以企及的。如果香港舞蹈團
不另闢蹊徑、樹立自己的風格，並打造有辨識度的作品，會
更加容易被市場所淹沒。
《凝》越來越成為香港舞蹈團的一個代表節目，一方面，
因其相對簡約的舞台設計、中小型的場地要求、可多可少的
人員配置，在巡演中可以更加靈活，並節省大量的運作成
本；另一方面，也正因風格獨到，更容易脫穎而出。「當藝

術上有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去和別人接觸交流、推銷自己的
時候，人家才會覺得有意思。」
實際上，作為香港「九大」藝團之一，楊雲濤一直非常看
重香港舞蹈團所肩負的「香港文化大使」的責任。「我們要
做的，一方面是大灣區內的交流，一方面是對外，落實香港
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包括下個月香港首次舉
辦演藝博覽，我們也參與其中。」他亦透露，除了海外的巡
演，舞團之後與內地之間的交流也會越來越多。10月底，
《凝》將到深圳演出，之後也會造訪上海等城市。舞團也在
積極申請國家藝術基金。「我們只有做好自己一點一滴的事
情，這種態勢才會慢慢形成。除了本地演出，我們就是希望
帶作品出去交流。出去就是代表香港，要起到良好的效
果。」

打造屬於香港的藝術品牌
楊雲濤感嘆道，在中國舞領域要做出特色難，在香港來做
中國舞更難。「香港團做中國舞作品，以前來說，經常是模
仿的狀態。」他想要走出另一條路，便時常陷入兩難。「本
身中國文化很多時候比較強調集體的能量，當你想要異軍突
起去展現個性的時候，便很容易不獲理解。」
「但我不會放棄，」他說，「就像香港這個城市一樣，它

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要如何保存或者延續自己的獨特性？作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它有必要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條
路。」
回歸到中國傳統，到武術中去尋找突破，楊雲濤希望這個
探索能讓香港舞蹈團成為有特色的藝術品牌，「未必意味着
帶來很高的受眾度，這很難兩全其美。」他說，「但我們沒
有在重複、模仿內地的中國舞，也沒有重複走原來中國舞劇
的創作路子。」這便是意義所在。
「我始終相信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很大的空間，只有當我們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和它之間的聯繫時，才是最重要、最好
的，這才是真正地擁抱了傳統文化。」楊雲濤篤定道，「我
是真心熱愛傳統藝術的。」

對楊雲濤而言，中國傳統如同挖掘不盡的寶藏。就拿武術來說，
舞者真正開始學習、沉浸其中，其所帶來的衝擊不僅是身體上，亦
是精神上的。同樣是將舞與武結合，香港舞蹈團在《凝》中所嘗試
的創作路徑，不禁會被拿來與舞劇《詠春》相比對。「對我來說，
武術這個東西有多面性，《詠春》走的是一個方向，透過人物去展
現武術的精氣神，演員也表演得非常棒，這種路子是比較容易讓觀
眾接受的。《凝》則是走訓練的角度，透過武術的訓練來尋找我們
身體裏面的狀態。」
楊雲濤說，讓舞者練武術，他所想要追求的，絕對不是在外形上
再作雕琢。「練武術我要解決的一直不是外形的問題。」他說，
「我從來都嫌我們跳舞的動作太多了。通過武術，我不是要去發明
和找到新的動作，而是恰恰想要解決舞者內在狀態的問題——這個

狀態會決定我們的表演水準。」
他笑說，自己一直對舞蹈演員的表演「特別不滿意」，「舞蹈演
員的表演特別尷尬！你說要七情上面吧，比不過話劇演員；如果不
這樣做吧，好像整個人又像木頭人。」他認為現在很多時候，舞者
的表演已經走入誤區，在各種類型化角色的重複規訓下，逐漸只剩
下過於絲滑的熟練的慣性，所展現的是流於表面的形似和模仿，卻
放棄了身體內在能量的展現。「我們跳舞沒有能量。」他直白地
說，「舞蹈有時也好像不需要能量，好像只要『順』和宣洩情緒就
可以了。尤其現在很多舞者的身體條件已經比雜技演員還要好。我
們越走越遠了。」
在擔任舞團藝術總監之前，楊雲濤做了多年的舞者，不論是自己

跳舞時，還是現在作為編導者的角色，他說自己不放棄的就是身體

能量的展現。「這種能量，不會被你的外在、肢體所局限。」他在
武術中找到了這種懾人心魄的能量領域，又或者說，氣場。「經常
練武的人狀態是不一樣的，因為經常打坐、氣沉丹田。高手是不用
等着你出手的，他走過來站在那裏你就會害怕，憑的就是天天練的
人的氣場。」
舞者將武術納入日常的訓練中，逐漸磨煉出質感獨特的身體。這
些身體所展現出來的氣場與氣韻流轉，不論詮釋什麼作品，都將令
觀眾無法忽視。

舞武結合 不只有《詠春》

●《凝》融合武術，展現身體的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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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舞劇在世界舞台上越來越「被看見」。舞劇《詠春》剛於8月底開啟歐洲巡演，首站便造訪倫敦

著名演藝中心沙德勒之井劇院，近期還會陸續巡演至法國與俄羅斯。大型舞蹈詩《只此青綠》亦於今年先後走訪

新加坡與土耳其，典雅的傳統風韻贏得觀眾的交口稱讚。

與這兩部大型中國舞舞劇相比，香港舞蹈團近年來的焦點力作

《凝》用另一種方式呈現中華文化。小巧又抽象的它是將傳統理念與

當代美學相融合的銳意嘗試，亦從側面展現了香港藝術家融匯中西、

貫通古今的創作思維。早前，《凝》走出香港、邁向世界，先後巡演

至泰國、日本、澳洲、馬來西亞等國家，為國際觀眾親近中國文化提

供了別樣的視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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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團一眾舞蹈員及創作團隊於演出結束後與香港
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代表合照。

●香港舞蹈團在曼谷的Aksra劇場前合影。

●《凝》向海外觀眾展現另一種中國文化意
象。

●在《凝》中，舞者展現身體內在的力量。●舞者透過學習武術，揣摩運動時身體中的
氣韻流轉。

●《凝》代表香港舞蹈團成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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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何皓斐
及舞蹈員吳嘉玲於澳洲著名地標
前展示雙人舞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