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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FOCASA馬戲團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繪
本作家幾米將聯手推出台灣第一齣馬戲帳篷定目劇
《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於3月底展開為期一個月
演出。導演林懷民表示這是他最開心的作品：「沒有
議題只有歡樂，希望繽紛的演出讓每一個觀眾都看得
開心。」
林懷民早前對記者表示，他在很多年前就想要改編

幾米的繪本，「但以雲門舞集的國際連結緊密的程
度，國際巡演一站接一站，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只
能暫時作罷。」這次與FOCASA馬戲團合作，林懷民
就想到老友幾米的溫暖繪本，幾米一口答應授權。
2003年，幾米曾畫了《幸運兒》獻給林懷民，這次
第一次與林懷民合作，幾米說能被林懷民改編作品，
「是我莫大榮幸。」這次因緣際會接下這份「工
作」，林懷民說幾米繪本有太多金句，他看到幾米有
一本繪本寫着：「獻給努力成長的孩子」，這也成了
這部作品的主軸。

林懷民表示，「幾米男孩」像是成長中的少年，有
自己的夢想，但也很「邊緣人」，經歷被霸凌和種種
失敗，最後終於突破困境。過程中幾米最受歡迎的角
色包括盲女、小鼓手、玩具兵、抱着魚缸四處巡遊的
先生，還有《向左走，向右走》相遇不相見的男女都
將環繞舞台，加上多媒體投影到舞台背幕，「舞台會
很美。」。
《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也是台灣第一齣馬戲定目
劇，從幾米的繪本發展出角色和故事，FOCASA馬戲
團團長林智偉表示，他跟林懷民老師認識多年，這次非
常感謝林懷民老師投入作品執導，「我們成團15年，
還有很多需要成長的空間，這次老師從導演到演員全心
協助，我們從他身上學習到太多，非常幸運。」
排練過程中，林懷民對於FOCASA團員神乎奇技的
身手非常感動，「他們都會盡力做到最好，無論是獨
輪車到踩大球同時拋接幾個小球的小丑，一般人是雙
手雙腿，這些馬戲特技工作者是四手四腳，雙手可以

當腳用，雙腳可以當手用。」林懷民表示，他很
希望馬戲演員能很有尊嚴，在藝術領域有一席之
地。
台灣首齣馬戲定目劇《幾米男孩的 100次勇
敢》將從3月28日至4月20日為期一個月演出，
屆時幾米繪本中的夢幻馬戲帳篷將會坐落在台南
水交社文化園區旁大草地。除了演出之外，馬戲
篷外也將推出幾米馬戲樂園與幾米繪本大型玩
偶，幾米繪本書迷也可以在這裏親見書中主角現
身眼前。 ●文：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著名小提琴家姚珏
帶領香港弦樂團，在悉尼歌劇院舉行了樂
團澳洲巡演第二場新春音樂會。據樂團介
紹，當場演出門票全部售罄，逾2,000名觀
眾一起欣賞了音樂會，是悉尼歌劇院音樂
廳之弦樂演出少有的盛況。
悉尼歌劇院是澳洲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
一，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藝術中心，每年吸
引數百萬遊客和藝術愛好者。香港弦樂團
是首個在澳洲開展巡演的香港弦樂團，也
是首個在悉尼歌劇院音樂廳滿座演出的來
自香港乃至全中國的弦樂團，竪立了香港
藝術海外演出的新里程碑。
在音樂會中，香港弦樂團與當地粵劇演

員共同演繹了《廣東粵劇幻想曲》，以中
西融匯的形式將粵港澳大灣區的嶺南文化
呈現給國際觀眾。此外，樂團藝術總監姚
珏還帶動觀眾，現場教學中國西南地區民
族樂曲《放馬山歌》的山歌吆喝，在觀眾
的配合下，一聲聲「喲呵」響徹悉尼歌劇
院。觀眾紛紛表示，這場中華傳統文化與
西方藝術相結合的演出，讓人深刻感受到
中華文化的魅力與感染力。
在返場加演環節，音樂會的現場彷彿一
片沸騰海洋，掌聲雷動。姚珏、亞洲青年
弦樂團與澳洲當地的兒童一同演奏《我愛
你中國》，台下觀眾手舉着手機閃光燈，

沉浸在美妙動人的音韻之中，將音樂會氣
氛推向了最高潮。
現場觀看演出的中國駐悉尼總領事王愚
表示，本次演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西
方藝術有機結合，為澳洲聽眾呈現一場視
聽盛宴，通過音樂演出形式的文化交流，
能夠增進兩地人民之間的友好和互動，為
深化合作作出了很好的貢獻。
該場音樂會由澳豐文化主辦，香港弦樂

團傾情呈現，得到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
事處作為政府合作夥伴，香港藝術發展
局、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及中國銀行（香
港）支持，協作夥伴包括悉尼中國文化中
心、阿德萊德慶典中心及澳中文化藝術促
進會等機構。

《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林懷民最開心作品香港弦樂團澳洲巡演 悉尼站座無虛席

●姚珏與香港弦樂團在悉尼歌劇院音樂廳
與悉尼本地粵劇演員演出《廣東粵劇幻想
曲》。 主辦方提供

黎海寧與周書毅聯合編舞，好一個
令人驚奇的組合，細想卻又在情

理之中。
一位是享譽國際的香港殿堂級編

舞，其作品跨越不同藝術領域，更有
深厚的文學意蘊。重要作品如《九
歌》、《春之祭》、《Plaza X與異變
街道》、《女書》、《證言》及《畸
人說夢》等皆成為香港當代舞史上的
重要印記。近年來，黎海寧的數個舊
作被重新搬演，《春之祭》、《九
歌》、《女書》意象多變，跨越多年
仍然直擊人心，讓人感嘆經典永不過時。另一位則是台灣
當代舞壇中的佼佼者之一，作品曾於英國沙德勒之井劇
院、紐約秋季舞蹈節、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
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等發表；2020至2024更曾擔任衛武營
駐地藝術家，以及「台灣舞蹈平台」的策展人。
黎海寧的舞作，多年前便已俘獲台灣舞迷的心，她亦曾

被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稱為「最厲害的華人編舞家」。
而周書毅，與香港緣分着實不淺，曾參與香港小交響樂團
的《拉威爾1875 vs 拉威爾2012》，與不加鎖舞踊館合作
過《無用》與《男生˙男再生》，亦曾為城市當代舞蹈團
舞者喬楊編創獨舞作品《Almost 55 喬楊》。
二人的這次合作可以說是跨世代、跨地域。這更是黎海

寧第一次與他人一起聯合編舞，會擦出什麼火花，着實令
人好奇。

留存時代的語言
說起周書毅，黎海寧用上一連串的「非常好」。不論是
2008年他受東邊舞蹈團《亞洲舞蹈家匯演》之邀，來港演
出的獨舞作品《從身體出發》，還是在台灣編作的《關於
活着這一件事》，又或是之後參與不加鎖舞踊館的經典舞
作《男生》復刻版《男生˙男再生》，其舞台上的身影都
讓黎海寧留下深刻印象。而周書毅，自詡為黎海寧的小粉
絲，從學舞之初就對這位香港著名編舞有所耳聞，並追看
過其不少作品。只是兜兜轉轉，二人我知道你你也知道
我，在無數演出的現場同場過，早年卻從來沒有「say過
hi」。
直到2019年，CCDC上演黎海寧舊作《冬之旅．春之
祭》，其中的〈春之祭〉加入周書毅來演繹傳奇舞者尼金
斯基一角，成為了二人的第一次合作。說起那次，二人忍
不住笑。原來，當時二人一日吃飯喝酒時，黎海寧說起不
如將舊作《春之祭》與《冬之旅》變成一個double bill上
演，接着突然話鋒一轉，邀請周書毅參演<春之祭>。「我
真的傻眼，不是只是幫她brain storm嗎？怎麼突然變成我
要跳！」他笑，「說起來，我真的很少很少跳別人的舊
作。」然而與香港的緣分就是這麼妙不可言，作為一對
「外來的眼睛」，幾年間，機緣巧合地，周書毅觀察、介
入了幾個香港舞壇舉足輕重的標誌性舊作，《春之祭》如

此，復刻版《男生》亦如此。在新的時
代背景下，舊作的文化語境被重塑展
現，又有了不一樣的色彩。而周書毅，
則如同在摺疊的時空中，有機會重訪香
港這座城市的迷離過往。
「我和香港的緣分，的確從很多時代
性的創作開始，對這種有故事、有過去
的作品，我自己也很感興趣。在台灣，
我不會突然去跳一個舊舞，所以一直在
做新作品。但我總覺得舊作品很珍貴，
從《男生》到《春之祭》，那種感覺很
好，你好像是在建立一個時代的語言，

並把它留下來。所以當時真的有很用力去做。」周書毅
說，而怎麼在一個經典的舊作中重新演繹出別樣的新意，
是挑戰，也是碰撞。
這次二人聯合編舞，本來亦想重訪黎海寧的舊作《隱形
城市》，但黎海寧笑言思來想去，要重做舊作，並且加入
當下的感覺，或者改去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實在是太難
了，不如編個新的。就在這時，周書毅第一次看到了黎海
寧的《某些動作與陰影》。這個2006年的作品靈感來自北
島的詩作，其名字正是北島《二月》的最後一句：「書中
的二月/某些動作與陰影」。
「這個名字就很有舞蹈的感覺，」黎海寧說，「動作是
動作，陰影則是心理。」
於是二人一頭扎進北島的詩句之中，細細重讀了詩人的
多個作品，從文字開始不停地發散想像，再帶領CCDC的
舞者們用身體將自己的感覺雕刻、重現，成為流動的舞台
風景。

重讀北島 肆意想像
舞作雖然保留了《某些動作與陰影》的名字，卻是全新
的創作。
黎海寧與周書毅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斷分享自己對詩作的
不同理解與感受，再加上新生代音樂家江逸天的譜曲，以
及舞台設計師李智偉、CCDC駐團燈光設計師羅文偉、服
裝設計師華文偉、影像設計師盧榮及音響設計師梁寶榮的
各自詮釋，成為別具一格的作品。
成長於不同時代與地域的二人重讀北島，心境領悟亦有
不同。
黎海寧坦言自己喜愛北島中期往後的詩句，覺得他最初
的朦朧詩作雖然浪漫，但未免過於直白，「中期的很多意
象則比較隱晦，有很多空間可以想像。當然他的題材也很
多變化，比較有趣。」當年創作《某些動作與陰影》時，
她曾摘選出不少詩句，現在回望，她笑說那時的選擇比較
抒情，「什麼鳥呀，燈啊」，這次的偏好則也許較為鋒
利。「這次也的確感受到，他有一些詩是很耐看的。」
周書毅則笑着分享自己少年時也曾經夢想成為詩人，中
學時曾連續三年不斷投稿詩作，無奈等到畢業都不見刊
登。「人生真的陷入絕望，心想我可能是沒有這樣的才
華，於是就去跳舞了。」他笑着說，「想起來，我與詩的
接觸，是有些荒謬的，那時對這種用幾個字可以表達事情
的方式覺得非常着迷。而當時我才13、14歲，還不知道它
和舞蹈有這麼多的聯繫。這次創作的時候，那整個記憶回
來了，那個迷人的點就在於它的想像力，無邊無際，可以
肆意在裏面飛。現在，詩的形態已經變了，但它仍隱身在
城市中。北島其實也講過，詩的形式改變了；他也很強調
說，在網上閱讀詩句和在書上讀詩，還是很不同。網上雖
然也能讀詩，但你很快劃到下一篇，對於排序、寫法會有
很不同的感受。這也許也是詩正在面臨消逝的一種風景，
但我覺得那也很美。」
周書毅說，如何去回應詩，就如同如何去回應時代，
「這個時代你要說什麼，都藏在那裏了。」
整個編舞的過程，二人會分別編作舞段，再分享感受，
不同的段落互相穿插。最終的呈現，並非要將某首詩演出
來，而是與舞者一起進入這些詩句，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
表達；經由一個意象不斷地擴展，最後再整合、重構。
「舞台是多面的，是在一個時間軸裏面，不是在一個文字
化的閱讀的邏輯中，是一個感受的邏輯。」周書毅說，
「當燈亮起，各種事情開始發生，比較不是一個字一個字
的閱讀的過程。比如今天我們要講『故鄉』，可是我們不
會直接講故鄉，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感或是一個瞬間的
畫面就結束了這句話，但是它會被拼貼……我一直在理解
這個東西要怎麼變成一個立體的表演藝術，那真的是很特
別。」

「如何去回應詩，就如同如何去回應時代。」

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邀來香港著名編舞

家黎海寧與台灣舞蹈藝術家周書毅首次聯合編舞，為

觀眾帶來《某些動作與陰影》。從北島的詩句出發，

編舞家以當代舞探索文字間深幽迷人的曲折空間，呈

現人生中的別樣風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CCDC提供

《某些動作與陰影》
日期：2月15、21、22日

晚上8時；
2月16、22、23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
劇院

詩
中
尋
舞
探
索「
某
些
動
作
與
陰
影
」

●周書毅（右）與香港舞者在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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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動作與陰影》從北島的詩詞中尋找靈感。
攝影：Carmen So

●舞蹈家黎海寧（左）
與周書毅

攝影：Worldwide
Dancer Pro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