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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 港 文 化「八年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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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海的老朋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
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兆民，今年來滬也已經是
第三次。對於此次《大狀王》內地巡演的效
果，他充滿信心。他說，「這裏平均每年要
上演2,000多場各類音樂劇，對我們香港來
說有點匪夷所思。」而且在演出劇目方面，
上海還做到了多元化、多語種呈現，英語不
算特別，還有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
利語，甚至俄羅斯語。因此，同樣唱中文的《大狀
王》，又有粵語歌曲多年打下的基礎，上海和長三
角的觀眾接受起來難度不大。
譚兆民介紹，除了協調《大狀王》演出，他每次

來滬也非常喜歡到各處考察，這座已經被稱為「中
國音樂劇最大票倉」的城市，無論是市場的活力、
觀眾的熱情、演藝生態的繁榮，都給他留下深刻印
象。他舉例說，在音樂劇發展方面，無論是境外經
典劇目的引進還是原創作品的打造，上海經過二十
多年的發展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最近，以亞洲大
廈為代表的小劇場空間崛起更令他眼前一亮。
21層的亞洲大廈建於2007年，位於南京路步行街

附近。2019年，上海首推《上海市演藝新空間運營

標準（試行版）》，提出滿足演出場次每年
不低於 50場等指標，便可將寫字樓、商
場、園區的非標準劇場轉換為「演藝新空
間」。在各方支持和努力下，運營方通過借
鑒紐約「外百老匯」模式，嘗試將原本業主
魚龍混雜的大樓，提供給不同的運營方建起
各種風格的音樂劇小劇場，如今規模已達幾
十個之多，全國各地的劇迷拉着行李箱紛至

沓來看演出，成為上海演藝市場的一道新風景。譚
兆民認為，未來，希望西九也能有這樣的多元與活
力，空間上既有大的劇院，又有小規模劇場；劇目
上既有《大狀王》這樣的長演劇，又有各種投入未
必很大的「小而美」作品。
此外，好劇好人才的引入和互動亦不能停步。譚
兆民說，之前與上海的合作非常多。比如已經運營
多年的西九戲曲中心，上海藝術家貢獻了不少精
彩。現在，他已經開始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
做規劃，期待將更多上海製作的優秀作品、上海的
優秀藝術家請到香港演出，雙方也可以在製作、人
才培養等方面作進一步交流互動。當然，更希望的
是，滬港攜手走向國際，更好地傳播中華文化。

《大狀王》的上演，亦是上海
與香港文化界的一次「雙向奔
赴」。上海文化廣場劇院管理有
限公司總經理費元洪一直認為，
受粵語流行歌與港星的熏陶，內
地觀眾對粵語作品有好感。從三
十年前的《雪狼湖》到今天的
《大狀王》，「單看作品數量與
票房，香港並非華語原創音樂劇的頭
牌，但究其品質及影響力，卻可謂獨樹
一幟。」
身為《大狀王》成長的見證者，費元洪

談起終於引入該劇的心情，頻頻用「激
動」和「榮幸」形容。憶起往事，他的興
奮一如當年初見。他說，2017年在北京看
到《頂頭鎚》就非常驚艷：「我不敢相
信，這樣成熟、這樣高級的一部音樂劇竟
然是一個話劇團做出來的。在國內外演出
行業中，很少有話劇圈和音樂劇圈這樣融
合的先例。」所以當時就感到：「這個團
好有魔力啊！一定是有一些核心的人和理

念，在團裏能夠像種子，去孵化
和培育一些好作品。」2019年，
他應邀到香港看了《大狀王》的
預演版本，對比現在看到的版
本，明顯感到又有特別多的變化
和調整。「真是印證了，一部好
的音樂劇是不斷打磨和改出來
的。」

費元洪還感慨，港產音樂劇量少質
精，且往往獨樹一幟、風格獨特。他們
始終堅持「慢工出細活」，《大狀王》
至今已經 8年，《頂頭鎚》更經歷了 10
年，「好奢侈！如果上海都用這樣的速
度創作，可能很多公司都要倒閉。」他
認為，不可忽視的是，不斷給一部作品
提供資源支持，支撐他們穩健地往前
走，西九的作用非常重要，這對上海是
很大的啟示。「有些項目如果走太快，
離開也太快，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浪
費。」所以，上海的音樂劇需要向香港
學習，花更多精力去出一些精品。

費元洪：香港同行的「奢侈」令人羨慕 譚兆民：期待與上海更深度合作

●●譚兆民譚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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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王大狀王》》的舞台設計頗有寫意風的舞台設計頗有寫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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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主推節目，由西九文化區委

約，西九文化區及香港話劇團聯合製作的原創粵語音樂劇《大狀

王》首次來到內地巡演，首站登陸上海文化廣場。節目未演先

熱，從6月17日至29日的12場演出絕大部分票一早已售完。開

始幾天的演出，幾乎座無虛席。掌聲、叫好聲不斷。不少觀眾還

直呼「不愧為華語音樂劇新高度」。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譚兆民表示，《大狀王》

是一個里程碑，未來配合即將落成的西九演藝中心，將在不斷打

磨這部作品的同時，創排更多長演劇目，並加強與包括上海在內

的內地同行的合作交流。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梁子麒則認為，此

次推出新卡司，亦是將《大狀王》打造成經典的必由之路，他們

將繼續朝着走向國際的目標「一步一步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香港話劇團提供

可以說，《大狀王》幾乎滿足了內地觀眾對香港藝
術作品的所有期待：有好聽的音樂，有經典的唱

段、有好玩的故事，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更有深刻
的思考。上海文化廣場劇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費元洪
還感慨，這次「牽手」他們等了8年。他說，2017年自
己在北京天橋劇場第一次被香港話劇團的音樂劇《頂頭
鎚》深深打動，立刻就有了將他們的作品引到上海的想
法，8年來經過不斷交流和協調，終於等到了。
上海的熱情和執着令西九和香港話劇團都非常感
動，最令他們讚不絕口的，是上海方面的熱情和專
業，無論是舞台裝置還是演出推廣，雙方都配合無
間。在演出發布會上，上海同行還透露，《大狀王》
的舞台效果非常震撼，僅裝台就用了8天，這遠遠超
出大部分音樂劇的裝台時間，和《劇院魅影》差不多
了。此言更令譚兆民和梁子麒興奮不已，對於將《大
狀王》打造成和「魅影」一樣的經典，他們的信心更
足，決心也更加堅定了。梁子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
示，走向國際是一個遠大的理想，但他們還是要用腳
踏實地來實現。此番首次帶着一個90人團隊到內地巡
演就是一個新的考驗，未來還要不斷總結和修改，當
然亦要等到合適的機緣，不能操之過急。

新卡司同樣唱演俱佳
《大狀王》首次的巡演就啟用新卡司，頗受到各界
關注，當然也會有質疑。對此，主創卻充滿信心。梁
子麒解釋說，啟用新卡司是必須的。雖然在香港有過
多次連續演出經驗，但這次出來時間長，京滬兩地都
要演，之後再返回香港，加起來要演至少50場，全部
一組演員實在太辛苦了。但是，兩組演員一直都是同
步活動，從第一天開始排練場上就有兩個轉台，讓每
個演員時時都有練習機會。相信此次新加入演員的專
業表現，可以讓觀眾既感受到原版精髓的延續，又能
欣賞到新人帶來的另一種風格的精彩演繹。
導演方俊杰還補充，新卡司面對的要求和原卡司一
樣嚴格，不僅要有流利的粵語，還在唱功、表演等多
個方面經歷了篩選和培訓，這次也是他們首次與觀眾
見面，上海站演出兩組卡司將交替出演。他也提到，

演員體力消耗大會影響質量，增加
卡司，亦是為延長作品演出壽命。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來內地的新卡
司亦非等閒新人，就在前不久落幕
的第33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
中，飾演方唐鏡的梁仲恆與飾演阿
細的袁浩楊雙雙斬獲大獎。期待新
卡司的專業表現，為作品帶來新的
解讀和更強的舞台衝擊力。

演員跟隨角色成長
台上台下，《大狀王》還是一個

溫暖的集體。發布會現場，「前輩」大咖幾乎沒有太
多發言，而是力推新一代演員多講。後輩們也非常謙
虛謹慎，但每個人都對《大狀王》充滿感情，排演的
過程也讓他們跟隨角色一起成長。
首任「方唐鏡」劉守正就表示，《大狀王》對他來
說，是一個成長的故事。從初創，到2019年首演，之後
至今，方唐鏡、秀秀、阿細三人，加上編輯、導演、詞
曲等，一直在不斷共同加深研究，不斷碰撞，才有了今
天作品的樣子。梁仲恆則謙虛地表示，自己是「新來
的」，以前做觀眾的時候看這個戲，就覺得「好厲
害」，現在有機會輪到自己來演，第一感覺當然是「很
榮幸」。他更希望能把這個戲帶到更多不同的地方。他
慶幸自己接到了一個成熟的作品，因此認為首演更重要
的是「聽話」，聽從導演的話，然後把自己放進去，去
感受，去演，就好了，沒有想太多。
《大狀王》的成功，不僅是劇本和舞台元素，全劇的

「靈魂」音樂，亦不斷在經歷着調整。用音樂總監高世章
自己的話說：「創作一部音樂劇，第一稿沒有一年以上時
間，不太健康。」因此，他還曾經「感謝疫情」，讓他有
更多時間可以在家裏去打磨這部作品，不斷去更新。
高世章介紹，對音樂的修改，一直是進行時。演過

之後，又有了新的想法，因此會花很多時間、很多力
量去修改。「我比較狠心，如果整體效果不好，換掉
一半的歌我也沒問題。」他還認為，8年間一直在修
改，但肯定不會是終點。「我覺得現在看了以後，有
些東西還想再改。明年，兩年後，或是五年後，發現
不滿意的地方我還會再改。」

保持原汁原味「港味」
有內地媒體還問起《大狀王》委約方、西九文化管
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為了讓內地觀眾更容易接

受，粵語的《大狀王》是否會有一些特別安排？唐英
年笑着回答，演出加了中英文字幕，但應該不會有普
通話版。他直言，西九就是力爭要展現原汁原味的
「香港原創文化」。其實，王家衛導演的電視劇《繁
花》在香港熱播時，很多香港觀眾也會特別選擇滬語
加字幕版，認為這樣才有味道，也才能真正理解作品
本意。他相信《大狀王》也是一樣的道理。
事實上，原汁原味的「港味」正是《大狀王》的吸
引人處之一。譚兆民也並不擔心粵語演出會給內地
觀眾的欣賞帶來困難。在香港演出時，他就曾經遇
到過一位北京觀眾，一連三周，每個周末都從北京
飛到香港，只為看一場《大狀王》。他還期待，
《大狀王》在內地的演出能吸引更多內地同胞去香
港，去西九。因此，面對「何時到大灣區巡演」的
提問，他還做起了廣告，表示未來肯定還會到更多
地方巡演，他也希望將作品帶到自己的祖家佛山
去。但在此之前，「我們今年還將返回香港演出。
相比北京觀眾，大灣區到香港的高鐵只有不到一個
小時，更快更方便，所以歡迎你們，歡迎更多內地
觀眾先到香港來看。」

●●費元洪費元洪
記者張帆記者張帆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