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選舞薈精選舞薈

未
知
是
否
刻
意
的
安
排
，
美
國
芭
蕾
舞
劇
院
（

A
m

e ri c an
B a ll et

T
h e a tr e

）
二
月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三

日
公
演
的
兩
套
﹁精
選
舞
薈
﹂
（D

a nc e
G

al a

）
節

目
一
及
二
，
並
沒
有
以
華
美
閃
亮
的
服
裝
、
富
麗
堂

皇
的
舞
台
布
景
去
展
現
舞
團
龐
大
的
組
織
規
模
或
鼎

盛
的
舞
蹈
員
陣
容
。
全
部
七
個
演
出
節
目
，
除
《
落

葉
之
詩
》
外
，
其
餘
劇
目
均
沒
有
任
何
舞
美
裝
置
。

由
是
，
觀
眾
的
目
光
自
然
集
中
在
編
舞
家
的
動
律
構

思
、
舞
者
們
演
繹
舞
步
時
煥
發
的
能
量
及
各
人
散
發

的
魅
力
風
采
。
與
此
同
時
，
大
家
邊
聆
聽

香
港
小

交
響
樂
團
的
現
場
伴
奏
，
邊
欣
賞
舞
蹈
，
即
時
對
樂

曲
產
生
了
更
直
接
深
切
的
體
驗
。

讓
觀
眾
多
識
非
敘
事
芭
蕾

這
次
一
改
慣
常
香
港
藝
術
節
開
幕
項
目
推
出
大

型
長
篇
節
目
作
頭
炮
，
以
助
聲
勢
的
做
法
，
委
實
值

得
一
讚
。
沒
有
大
堆
頭
的
製
作
，
一
方
面
衝
擊
觀
眾

慣
性
的
期
望
，
促
使
人
們
調
整
觀
賞
焦
點
，
把
注
意

力
投
放
在
選
演
古
今
劇
目
展
現
特
定
的
動
律
變
換
、

細
膩
含
蓄
的
情
感
變
化
，
以
及
不
同
時
代
的
樂
韻
節

奏
如
何
烘
托
氣
氛
情
緒
。
另
一
方
面
，
此
舉
有
助
拓

闊
大
眾
欣
賞
大
型
芭
蕾
舞
團
多
元
化
風
格
新
舊
保
留

劇
目
的
視
野
，
尤
其
能
增
進
觀
眾
對
非
敘
事
芭
蕾
劇

目
的
認
識
。
沒
有
描
敘
故
事
情
節
的
舞
蹈
作
品
，
只

要
是
國
際
級
的
高
水
準
演
出
，
同
樣
具
備
強
大
的
感

染
力
，
教
人
產
生
共
鳴
，
令
人
深
感
振
奮
讚
嘆
！

﹁舞
藝
薈
萃
﹂
節
目
一
（
二
月
廿
一
日
）
的
揭

幕
劇
目
《
給
薛
麗
亞
之
歌
》
（D

r i nk
t o

M
e

O
n l y

W
it h

T
hi n e

E ye s

）
展
現
由
十
多
首
《
鋼
琴

練
習
曲
》
（E t ud es

fo r
P i an o

）
作
配
樂
的
各
式
段

落
組
舞
。
開
始
時
舞
台
上
的
琴
師
彈
奏

平
和
悠
閒

的
琴
音
，
只
見
一
位
男
舞
者
把
擺
好
側
躺
舞
姿
的
女

舞
伴
高
高
托
舉
起
來
，
緩
步
自
台
右
邊
橫
走
向
左
邊

的
側
幕
，
小
心
放
下
女
舞
者
後
，
兩
人
悄
然
下
場
而

去
。

接

的
舞
段
，
編
舞
家
馬
克
．
莫
里
斯
（

M
a r k

M
o rr i s

）
因
應
漸
次
轉
換
的
快
慢
節
奏
、
強
弱

不
同
的
音
量
和
每
首
樂
曲
迥
異
的
風
格
，
糅
合
現
代

舞
、
芭
蕾
舞
和
其
個
人
構
思
的
動
作
舞
步
，
編
創
出

實
而
不
華
的
動
律
姿
態
。
全
舞
呈
現
連
串
精
力
充
沛

、
輕
鬆
閒
適
的
多
樣
組
合
舞
段
，
整
體
予
人
舒
暢
愉

快
的
感
覺
。
十
二
名
男
女
舞
蹈
員
無
論
表
演
獨
舞
、

三
人
舞
或
群
舞
，
均
流
露
出
個
體
與
個
體
、
個
體
跟

群
體
互
動
時
誘
發

的
融
洽
和
諧
、
友
善
投
契
的
正
面
能
量
。

一
如
所
料
，
兩
位
首
席
舞
蹈
員P al o m

a
H

e rr e ra

和C
o ry

S te ar n s

各
領
風
騷
，
演
繹
《
天
鵝
湖

》
第
三
幕
折
子
雙
人
舞
。
前
者
表
演
黑
天
鵝
著
名
的

連
續
旁
腿
鞭
轉
（f ou et te

tu r ns

）
，
後
者
的
騰
空
翻

身
大
跳
、
空
中
雙
腿
擊
打
動
作
、
空
中
變
身
連
轉
等

舞
姿
充
分
展
示
他
們
駕
馭
高
難
度
動
作
的
能
力
。

《
星
條
旗
》
（St a rs

an d
S t ri p e s

）
折
子
雙
人

舞
選
用
了
大
家
熟
悉
的
美
國
軍
樂
作
配
樂
，D

a nii l
Si m

k i n

身
手
敏
捷
，
活
像
小
蹦
豆
般
機
靈
，
跳
轉
動

作
尤
其
精
準
流
暢
。
他
繞
台
大
跳
時
更
炫
耀
其
邊
跳

邊
撩
動
大
腿
反
身
多
轉
一
圈
兒
的
超
高
難
度
動
作
，

即
時
贏
得
觀
眾
熱
烈
的
掌
聲
。S ar ah

L a ne

體
型
嬌

小
，
造
型
甜
美
；
舞
姿
體
態
靈
敏
輕
巧
，
基
本
功
扎

實
全
面
，
夥
拍
軍
裝
打
扮
的D

an i il

，
凸
顯
兩
人
勃

發
的
英
姿
。

期
望
日
後
能
在
港
搬
演
《
星
條
旗
》
全
劇
，
讓

舞
迷
能
體
驗
巴
蘭
欽
編
排
別
具
美
式
巡
遊
特
色
的
創

作
風
格
。

細
心
的
觀
眾
應
該
留
意
到
，
是
晚
演
出
《
第
九

交
響
曲
》
（S ym

pho n y
N

o . 9

）
的
五
位
主
要
舞
蹈

員
：

P o li n a
Se m

io no va

、

M
a rce lo

G
om

e s

、

Si m
o ne

M
es s m

e r

、

C
r a i g

S a lst e in

和

H
er m

a n
C

o rn ej o

全
為
此
舞
二○

一
二
年
十
月
世
界
首
演
時
的

原
班
人
馬
。
換
言
之
，
他
們
演
出
的
舞
段
都
是
編
導

羅
曼
斯
基
專
門
給
各
人
度
身
設
計
，
自
然
能
盡
展
所

長
，
淋
漓
盡
致
地
把
這
個
沒
有
人
物
、
故
事
情
節
，

卻
不
乏
角
色
、
動
機
與
處
境
，
兼
別
具
人
情
味
及
富

戲
劇
性
元
素
的
劇
目
呈
現
觀
眾
眼
前
。

舞
者
表
現
能
力
多
樣
化

蕭
斯
達
高
維
契
的
音
樂
結
合
了
羅
曼
斯
基
匠
心

獨
運
的
舞
步
，
營
造
出
層
出
不
窮
的
視
聽
效
果
，
直

接
訴
諸
觀
眾
的
耳
目
感
覺
及
聯
想
。P o lin a

Se m
i on ov a

和M
a rc el o

G
om

e s

的
一
段
慢
板
雙
人
舞

，
最
能
體
現
兩
人
親
密
複
雜
的
關
係
；H

er m
a n

C
or n e j o

的
獨
舞
爆
發
力
強
勁
，
別
具
氣
勢
。
可
惜
，

此
舞
只
公
演
一
場
，
將
來
若
有
機
會
再
欣
賞
的
話
，

想
必
能
領
悟
箇
中
更
多
別
具
趣
味
的
角
色
關
係
、
人

性
特
點
。

﹁精
選
舞
薈
﹂
節
目
二
（
二
月
廿
二
及
廿
三
日

）
推
出
三
個
二
十
世
紀
不
同
年
代
，
個
人
風
格
獨
樹

一
幟
的
編
舞
大
師
作
品
，
讓
大
家
體
驗
美
國
芭
蕾
舞

劇
院
舞
蹈
員
們
既
擅
長
演
繹
傳
統
古
典
劇
目
，
又
能

掌
握
當
代
芭
蕾
劇
目
，
以
至
現
代
舞
作
品
的
多
方
面

表
現
能
力
。
這
正
好
引
證
了
該
團
藝
術
總
監
凱
文
．

麥
肯
齊
（K

e v i n
M

ck e nz ie

）
在
﹁演
後
藝
人
談
﹂

（
二
月
廿
二
日
）
中
指
出
，
舞
團
稱
為
﹁舞
劇
院
﹂

（Ba ll et
T
he atr e

）
，
而
不
是

﹁芭
蕾
舞
團
﹂
（

Ba l let
C

o m
pa ny

）
的
創
辦
宗
旨
。
團
員
們
這
一
刻

在
演
古
典
劇
目
，
一
轉
身
，
他
們
便
馬
上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調
適
，
演
出
富
時
代
氣
息
的
當
代
舞
蹈
、
新
古

典
主
義
芭
蕾
等
各
種
各
樣
舞
蹈
學
派
的
劇
目
。

《
落
葉
之
詩
》
浪
漫
惆
悵

安
東
尼
．
都
鐸
（A

n t o ny
T
u d or

）
上
個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中
創
作
的
《
落
葉
之
詩
》
（T

h e
L e ave s

A
r e

Fa d ing

）
，
最
是
浪
漫
惆
悵
。
今
回
復
排
此
劇

目
，
舞
團
選
用
了
李
名
覺
設
計
的
布
景
，
凝
聚
了
一

股
淡
淡
的
追
憶
嘆
息
愁
緒
，
並
渲
染
了
時
光
流
逝
，

欣
悅
歡
愉
情
景
不
再
的
唏
噓
、
悵
惘
氣
氛
。
四
段
穿

插
在
群
舞
場
景
之
間
的
雙
人
舞
，
逐
一
顯
露
了
樹
林

中
獨
行
女
子
心
思
情
懷
的
演
變
，
格
外
能
觸
動
觀
者

的
心
弦
。

韓
裔
的
徐
姬
（H

e e
S eo

）
替
代
因
傷
未
能
演

出
的Ju li e

K
e nt

跟M
ar ce lo

G
om

e s

（
二
十
二
日
）

及
與R

ob ert o
B ol le

（
二
十
三
日
）
搭
檔
，
接
連
兩

晚
演
繹
此
舞
中
的
兩
段
細
膩
深
情
雙
人
舞
。
這
三
位

首
席
舞
蹈
員
表
現
異
常
富
感
染
力
，
且
各
自
展
現
出

非
凡
的
藝
術
魅
力
，
確
是
實
至
名
歸
的
台
柱
明
星
。

記
憶
所
及
，
一
九
八
九
年
四
月
雷
里
耶
夫
聯
同

巴
黎
歌
劇
院
芭
蕾
舞
團
六
位
舞
蹈
員
訪
港
，
曾
選
演

《
摩
爾
人
的
帕
凡
舞
》
（T

h e
M

oo r's
Pav an e

）
，

雷
里
耶
夫
更
親
自
表
演
摩
爾
人
的
舞
段
。
今
日
再
看

這
舞
，
感
受
更
深
。

八
名
男
女
舞
者
分
飾
摩
爾
人
、
其
妻
、
其
友
及

友
妻
。R

o m
a n

Z
h ur b in

、X
i o m

ar a
R

e ye s

、

T
h om

as
Fo rs t er

及S im
on e

M
es s m

er

（
廿
二
日
）

；
翌
晚
（
廿
三
日
）M

ar ce lo
G

o m
es

、J u li e
K
e nt

、C
o ry

S tea r ns

和V
ero ni k a

P a r t

。
他
們
精
湛
的
演

技
、
純
熟
的
舞
步
，
十
足
的
默
契
，
形
象
化
地
活

現
了
四
人
對
立
鮮
明
的
性
格
特
點
。

荷
西
．
利
蒙
（J o s 

L i m
ó n

）
這
位
二
十
世
紀

美
國
現
代
舞
先
驅
，
六
十
四
年
前
創
作
的
這
齣
短

篇
劇
目
，
精
準
且
極
具
戲
劇
性
張
力
地
刻
畫
出
人

物
相
互
間
表
面
上
的
和
諧
恭
敬
，
實
質
隱
藏

糾

纏
複
雜
的
愛
恨
與
殺
機
。
短
短
廿
一
分
鐘
的
表
演

，
讓
人
百
感
交
集
，
慨
嘆
人
性
的
軟
弱
卑
劣
。

《
Ｃ
大
調
》
層
次
變
化
多

節
目
二
以
巴
蘭
欽
的
《
C
大
調
交
響
曲
》
作

壓
軸
，
比
才
譜
寫
的
四
個
樂
章
均
十
分
悅
耳
動
聽

，
編
舞
家
在
每
個
樂
章
中
動
員
了
一
對
男
女
主
要

舞
蹈
員
，
配
襯
兩
對
男
女
領
舞
舞
蹈
員
，
再
加
上

八
至
十
多
位
群
舞
演
員
魚
貫
登
場
，
儼
如
一
浪
接

一
浪
地
湧
現
，
展
示
層
次
變
化
多
端
的
隊
形
；
亮

麗
優
雅
的
各
式
舞
姿
，
任
誰
看
到
都
會
倍
感
目
不

暇
給
，
振
奮
雀
躍
。

若
論
整
體
的
現
場
氣
氛
，
廿
三
日
晚
演
的
《

C
大
調
交
響
曲
》
更
具
感
染
力
，
整
個
參
演
隊
伍

精
神
飽
滿
，
神
氣
昂
昂
，
漸
進
地
把
每
個
樂
章
凝

聚
的
連
串
情
緒
和
氣
氛
，
成
功
地
匯
聚
起
來
並
推

至
最
高
潮
。
終
段
，
待
全
體
五
十
多
名
舞
者
一
起

在
台
上
整
齊
有
致
地
舞
動
的
壯
觀
場
面
結
束
時
，

大
家
即
報
以
雷
鳴
的
掌
聲
。

舞
影
定
格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三B18文化責任編輯：關衛寧 王鉅科
美術編輯：李錦霞

展示多元化風格展示多元化風格
評美國芭蕾舞劇院演出評美國芭蕾舞劇院演出

▼《第九交響曲》別具人情味 Gene Schiavone攝

▶▶《《落葉之詩落葉之詩》》凝聚淡淡凝聚淡淡
的追憶嘆息的追憶嘆息

Lois GreenfieldLois Greenfield攝攝

▼▼《《給薛麗亞之歌給薛麗亞之歌》》呈現實而不華呈現實而不華
的動律姿態的動律姿態 Gene SchiavoneGene Schiavone攝攝

◀◀《《星條旗星條旗》》展現美式巡遊特色展現美式巡遊特色 Gene SchiavoneGene Schiavone攝攝

劉
玉
華

《《屠龍記屠龍記》》捍衛藝術核心價值捍衛藝術核心價值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銅

鑼灣原指今維多利亞公園的海灣及
其東岸，因為該處的海岸線像一個
銅鑼，因而得名。搬入銅鑼灣居住
六年來，黃詠詩眼見短短數年光陰
，許多具有銅鑼灣特色文化的店舖
，漸漸被莎莎、卓悅、米蘭站以及
一間間商場所替代，因此，一場捍
衛藝術核心價值的劇本《屠龍記》
，在黃詠詩腦海中，漸漸有了思緒
。

堅持堅持「「搞笑搞笑」」本色本色
再次與導演李鎮洲合作，編劇

黃詠詩依然堅持 「搞笑」本色，但
是搞笑之餘，她希望能夠引發大家
反思。 「我想通過我的劇場故事，
讓更多人認識劇場，沒有人生來就
認識所有事物，可能我要用我的一
生慢慢地去引導更多人。」

「爛Gag」當然必不可少，但是
為了劇情需要，黃詠詩 「忍痛」放
棄了一些準備已久的橋段， 「我不
能為了這些 『爛Gag』，犧牲兩個人
的 『血肉』，男女主角之間的爭辯
與吵架，是有血有肉，是整個劇的
焦點。」黃詠詩說。

《屠龍記》講述的是劇評人Mia
（邵美君飾）發表了一篇劇評，抨
擊著名演員Harold（鄧偉傑飾）的
一個演出，Harold召開記者招待會
，發表聲明，指Mia毀壞他的聲譽，
正式控告她誹謗。大律師David（凌

智豪飾）和Patrick（陳康飾）在不
情願的情況下代表Mia接了這場官
司。

Harold當初有大財團支持，勝
券在握，誰知Mia竟得神秘力量支持
而反控告Harold誹謗，Harold迫不得
已公開Mia與他以往的私情，企圖博
取 公 眾 的 同 情 ， 卻 適 得 其 反 ，
Harold不但形象破產，還失去大財
團的支持，走投無路的他唯有向
David和Patrick提議召開一個秘密會
議，希望向Mia提出庭外和解。

為理念掀罵戰為理念掀罵戰
導演李鎮洲說，《屠龍記》與

黃詠詩以往的劇本 「截然不同」。
「今次正經很多，因為當中涉及對

劇場價值的探討，是一場正經的 『
辯論』。」

劇中男女主角分別由鄧偉傑與
邵美君飾演，說的是一對情侶，但
劇中沒有任何談情說愛的場面，而
發生在兩人之間的，竟是一場 「罵
戰」。 「一個活在未來，一個活在
過去，兩人為了自己所堅持的理念
，在互相撕扯。」

鄧偉傑在劇中飾演的是一個為
了追求更多觀眾，希望能夠成為更
有名的表演者，將表演當成一門生
意；而邵美君飾演的，是一個靠回
憶過活的劇評人，她眼見他一天天
改變，並越來越遠離兩人當初的
理念時，她決定要發動一場捍衛藝
術核心價值的 「戰爭」。

表面上看，一對昔日的情侶，
為了各自心中的劇場價值而爭論不
休，而在爭辯的過程中，他們是否
會再次燃起愛火，他們最終能夠改
變對方嗎？

在李鎮洲看來，爭論是沒有結
果的， 「無論結局是怎麼樣，我希
望觀眾看完之後，有一種 『唏噓』
的感受。」李鎮洲認為，這種感受
可以看作是一種不太完美的感覺，
「因為不完美，觀眾才會思考，而

不是看完就看完了。」
《屠龍記》將於本月十四日至

二十四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
十六日將設演後談，詳情可瀏覽網
站www.hk.artsfestiv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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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記》演繹男女主角之間的一次辯論。圖為鄧偉
傑（左）與邵美君演對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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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李察．托尼提（Richard Tognetti）小提琴大師班
，下午兩點在演藝學院音樂廳舉行。

■ 「欣於所遇─蘇立文、吳環伉儷珍藏二十世紀
中國美術」 展覽，正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
，展期至四月七日。

■ 「幻想與危機：奧地利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及
埃貢．席勒」 現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出，展期
至本月十八日。

■九位平面設計師作品聯展 「美術是藝術」 正在灣
仔27畫廊展出，展期至本月二十八日。

■陳光武、張秀英等六位藝術家聯展 「心．景」 正
在黃竹坑道3812 Contemporary Art Projects展
出，展期至四月三十日。

■Damien Hirst新作展 「昆蟲櫥櫃及繪畫、解剖刀
藝術及調色板」 正在香港白立方展出，展期至五
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