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
術
賞
析

二〇一三年四月八日 星期一B8文化責任編輯：王鉅科 屠薇如
美術編輯：李錦霞

香港話劇團去年度公演劇目已經圓
滿結束，而在劇團的黑盒劇場裡壓軸製作，就是由九

位年輕戲劇人以 「編作劇場」手法，共同合作發表的《八樓半的
密室》。編劇方俊杰和黃樹輝的再度合作，比起他們舊作《三個麻甩一個

騷》，視野更加宏觀，意圖探討香港戲劇藝術工作者未來的處境，而《最後晚餐
》編劇鄭國偉的加入，更可以強化劇本對香港回歸祖國五十年後社會發展的想像。他們

巧妙地將故事背景設定為二○四七年，即是香港話劇團成立七十周年，及香港回歸五十年的
前一周，劇中人物在這歷史性時刻，重新審視自己內心的 「核心價值」，思考社會與文化藝術的

關係。

何謂 「核心價值」
劇本講述香港二○四七年，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已經完全落成，香港話劇團已經在藝術區佔一

席位，劇團支部開設在世界各地，而以往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的大本營即上環文娛中心八樓則轉
為 「香港話劇團資料館」，收藏劇團首三十五年的珍貴資料，包括曾演出的布景、道具、服裝等。

正當全城整裝待發，計劃準備迎接 「五十年不變」最後一刻的歷史時刻時，資料館內員工亦抱有同
一準備，有新晉團員懷抱大志，但也有資深員工靜待榮休，未料，半夜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在劇
團辦公室門外放下神秘盒子，說了一句： 「我，要看這個戲！」遂勾起三十五年間，一齣劇團從開始
排練就被腰斬的劇目《八樓半的密室》。從此，劇團沒有人敢再提那齣以探討 「核心價值」為主題的
劇本。這次 「神秘人」要看此劇，眾人決定要找出此神秘劇作背後，究竟隱藏什麼底蘊。

劇本有趣 沉思有限
由於劇本以 「編作劇場」手法組成，故此，整合內容是編劇們的考驗，用現在展現的版本來說，

劇本的層次最少有四個面向：觀眾對話劇團的集體回憶、市民對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追求、作為藝
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以及對話劇團未來發展藍圖的有趣想像。故此，劇本內容層次豐富，觀眾可以 「對號入座」
揀選自己心儀的身份切入觀看，既可輕鬆又可嚴肅。但是，不論哪個切入點，觀眾理應要感受到創作人對香港核心
價值的焦慮，劇本給觀眾提出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是： 「什麼是核心價值？」當劇中角色誤以為 「神秘人」是由
新總監，藉詞要看禁劇來試探各人時，各人被無形的恐怖籠罩，隨之而起就是不斷自我審查，結果令自己核心
價值動搖。就這點，有編劇似乎想說明，核心價值本來是很個人的東西，但是當它變成普世價值時，它才

會發揮到社會力量，關鍵在於，我們到底了解自己有幾多。
眾演員臨場表現方面，首演當晚，以飾演資料館館長胡不歸的梁天尺，表現最為穩定，他成功

掌握到小劇場演出空間的特質，恰當展現身體能量和聲線，令角色面對外在環境變化的憂慮、
戰戰兢兢迎新總監上場等問題，及盡力保存資料館的內心變化，能在不知不覺間表露出來

。反觀，個別演員可能因為未能掌握到相關情況，如行內術語所言 「
做大」，令到觀眾不停地接收高能量和高聲線的有
趣劇情，最終難以達致笑後能對劇本命題的沉思。

走走 考考出出密密室室再再思思

中國當代油畫家潘劍的首個香港個展《
陰影的邊緣》將於本月十一日在中環蘇豪區
贊善里十號展至五月十一日。

潘劍最為人熟悉的作品，是一系列寧謐
而富詩意的夜色風景油畫。潘劍的夜色風光
代表新一代的中國油畫家特色。潘劍生於
上世紀七十年代，捨棄探討社會及時政等議
題，其創作更為關注個人情感的表達，發展
出風格獨特的繪畫。他探討一個前所未有的
主體，遠看像是抽象的藍調畫布上，層次淡
然隱約，細膩的筆觸下，黃昏後日出前深邃
的林蔭活現眼前，引人入勝。

藉暮光景色勾畫的林蔭景致與簡約的
風景像是電影中的定格一樣富有張力。潘劍
直言，他受啟於 「美景之美，在其憂傷！」
的詩句。其作品帶有濃濃的憂傷與緬懷的愁
緒，捕捉靜夜中一剎的情緒及心理狀態。他
所描繪的風景視覺上極像真，心理上卻又有
一種抽離。每一格的畫面是獨立的片段，如
藝術家本人所形容，它們又像不斷延伸的故
事。他營造的氛圍是某一秒的時空，描寫被
遺忘的角落，因為在這些人跡罕至之地，寧
靜亦會被干擾。

潘劍，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山東，是一位
專注於油畫創作的藝術家，畢業於西安美術
學院油畫系，現工作生活於北京和西安。潘
劍一直醉心油畫，以顏色及筆觸紋理去鑽研
油畫創作的不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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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劍所描繪的風景帶有緬懷的憂傷

▼▼某個深夜某個深夜，，一個不一個不
速之客留下了一個紙速之客留下了一個紙
箱箱、、一個豬頭和一個一個豬頭和一個
三十五年前的秘密三十五年前的秘密

▲資料館職員以新版《遍地
芳菲》迎接新總監

▲雯雯姨（郭靜雯飾）從資料館開館工作至今
三十五年，為最資深的 「香港話劇團資料館」
導賞員

▶館長胡不歸（梁天尺飾
）面對外在環境變化、新
任總監上場等問題想盡辦
法力保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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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畫家港畫家梁潔華梁潔華西安展作品西安展作品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戲劇曲藝會知音綜合演唱會」 下午二時十五分於元朗
劇院演藝廳演出。

■「衛庭新長笛獨奏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
■香港浸會大學 「交響音樂會」 晚上八時於香港文化中心
音樂廳舉行。

■ 「古韻新聲朗吟誦─古典詩詞文朗誦吟誦表演會」 晚
上七時三十分於油麻地戲院劇院舉行。

■城市當代舞蹈團《購人心弦》圖片展於香港文化中心大
堂展出至今日結束。

■ 「書法展覽系列─新港澳書法聯展」 於香港文化中心
大堂展出至本月十二日。

【本報訊】記者任麗西安報道：香港著名
畫家梁潔華 「絕代風華─古代女性人物畫展
」即日至本月二十五日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東
展廳專場展出。七十四幅展品中，藝術佳作《
芮姜畫》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將韓城梁
代村兩周遺址的相關考證成果展現在世人面前
，結合考古研究與藝術作品。

畫像再現歷代服飾
梁潔華曾先後師從徐東白、鮑少游、趙少

昂、李研山及王植波等大師學習油畫、國畫和
書法。本次受邀展出的七十四幅以著名歷史女
性為主題的精美展品，遴選自畫家各時期代表
作品。記者現場看到，《武則天》、《楊貴妃
》、《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等作品，均用筆細
膩飄逸、雅致灑脫，可見其本人對中國歷史的
深切透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向陝西韓城梁
代村芮國遺址博物館捐贈的《芮姜圖》，人物
身上真實再現了歷代服飾、佩飾、髮簪之原貌
，賦予這些 「靜」物鮮活的生命。

採訪中，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劉雲輝表示
，梁潔華的作品反映出她博採眾長、中西合璧
的獨特藝術視角與風格，以及兼跨考古學、中
國古代史和古代文化，特別是先秦歷史與先秦
文化深厚的學術積澱與豐富的文化修養。他並
說，梁潔華非常關心陝西文物考古事業發展，
曾數度來陝。更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別捐資
四十多萬元港幣，用於購買世界先進攝影器材
，提升該院文物信息採集的硬件技術水平，支
持陝西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

梁潔華是香港知名的愛國企業家、社會活
動家、慈善家和畫家，其父梁銶琚為港著名的
老一代商業鉅子、銀行家和慈善家。一九九四

年，作為獨生子女的她參與由香港恒生銀行四
位資深金融實業家捐出四億港幣資助國內科學
技術事業的 「何梁何利基金」，現已成為國內
社會力量唯一的創建科技獎勵事業的成功典
範。

長期創作女性肖像
梁潔華的畫展自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今，曾

先後在廣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十多個城市
以及國外多家博物館和美術館展出，頗受好評
。國畫大師潘天壽的二公子、中央美術學院院
長潘公凱評價說： 「她用長期關注的主題構成
了一個豐富的女性肖像畫廊，這在當代女畫家
的藝術中，可以說是相當不凡的手筆。」

▲

梁潔華作品《芮姜畫》
本報攝

梁潔華梁潔華（（左二左二））為中國工程院為中國工程院
院士張錦秋院士張錦秋（（左一左一））等嘉賓現等嘉賓現
場解讀作品場解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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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潔華畫作吸引觀眾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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