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美院60周年展校友作品
【大公報訊】記者王一梅深

圳報道：五月二十八日，清華大
學美術學院建院六十周年之際，
逾百幅校友作品在深圳清華研究
生院展出，展期至六月八日。本
次展覽主題定為 「設計＋」，以
「設計與商業、設計與文化、設

計與科技、設計與生活、設計與
未來」五個子項闡述設計對各產
業的推動與融合。

一九五六年成立的中央工藝
美術學院─像一所藝術與設計
的 「黃埔軍校」，培養了眾多在
藝術與設計創意領域卓有建樹的
人才，特別是在與清華大學合併
之後，藝術與設計同其他領域的
合作成為一種常態。

今天，設計早已不是狹義的
專業層面的話題，它已滲透到政
治、經濟、文化、科技以及社會
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一種公共
的話題，設計已不是單純的藝術
與技術表現，而成為一種思維方
式，從而引領社會各領域的創新
與發展。本展覽試圖將藝術與設
計，和經濟、社會、科技、生活
放在同一平台進行審視，以此激
發並催化各產業間的深度合作與
整合。

是次展覽地點為深圳大學城
圖書館和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
學思樓C2。

港展巨型琉璃千手千眼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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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響深圳歌劇舞台
在深圳保利劇院上演金湘的歌劇《原野》，場刊封面上很明確地標示： 「深圳青年歌劇團創團製作深圳首演」 ，至於這個歌劇團何時成

立？場刊內的介紹卻無明示，估計應是新組建而成，介紹文中所提及的歌唱家，以及參與今次演出的名單，全是年輕歌唱演員；不僅如此，
場刊的內容設計亦很不規範，只有 「故事梗概」 ，整個歌劇應分為四幕另加序幕，但場刊內卻無分幕內容介紹。同時，《原野》主要六個角
色，這次演出兩場（四月十三日及十四日），除了金子是女高音李洋和常五由男低音夏康全唱兩場，其餘四個角色，根據在場刊封底所列出
，均為雙卡士。筆者觀賞第二晚，大堂外既無公布當晚演員名單，場刊中亦無加印當晚演員名單的插頁，甚至投影的演員字幕，仍是一角兩
演員並列。這種不規範的處理，當晚觀眾看完仍不知 「誰」 演 「誰」 。

周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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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並無歌劇文化傳統的深圳，是很
不理想之事，對演員亦欠缺應有的尊重。
幸好在輾轉求證下，筆者觀賞的第二晚，
唱與演都很討好的白傻子，是於二○一四
年在深圳大學音樂系畢業的章奇展，演焦
大星的是南京藝術學院聲樂系畢業的男高
音田忠陸，扮演焦大媽的女中音潘健則是
深圳大學師範學院聲樂系的副教授。至於
演唱主角仇虎的男中音，第一、二幕是深
圳大學青年教師楊陽，第三、四幕則是深
圳藝術學校聲樂科主任虞啟龍，兩人的外
形、身高、肢體動作，都有很大不同，中
休後觀眾所見的仇虎變了形，事前事後都
沒有任何交代，大多還是首次觀看歌劇的
深圳觀眾必然會大感困惑。

布景燈光虛實結合
這次製作經費據說二百萬元人民幣，

就一部兩個小時的四幕歌劇而言，服裝、
布景，還有演員、樂隊、合唱團、指揮，
全以職業性的規範來要求，確是捉襟見
肘之事；為此，以職業性標準來要求演
出效果，藝術水平，便有點苛求，但作
為深圳結合香港兩地人才資源為基礎的
專業性中國歌劇製作，仍應查找優劣不
足，好能讓歌劇藝術在深圳繼續走下去，
和走得更遠。

首先應讚賞的是布景與燈光的構思設
計，將虛與實結合，兩堂主景，各有特色
（張陽與馬俊豐舞台設計，張陽燈光設計
），簡短的序幕與緊接着的第一幕森林景
，六棵碩大的樹幹，再加十多株幼細的小
樹，便很簡潔地勾畫出野外的森林，第四
幕仇虎與金子出逃，迷失於森林中時，一
段極為形象化的鐵路軌，高高橫架於舞台
上的空間，穿越於森林中，突出了火車在
原野這個故事結局中的關鍵性，確可說是
神來之筆。不僅如此，第四幕還設計了仇

虎自責，陷於神智不清，面對一群陰間亡
靈索命的困境，得以讓這一幕加入了多首
混聲合唱，又以舞台煙幕效果營造出虛幻
真假的場景，最後並在矛盾劇力不斷增加
下，設計仇虎走上自殺絕路的結局，而以
他死前仍執著要金子逃命，好能 「生下孩
子，為我報仇」。至於中間兩幕焦大星家
中的室內景，以一桌兩椅的中國傳統戲
曲舞台為基礎，僅再加上有限的道具，
此一布景，儘管簡約，卻能突顯在這兩
幕中，慢慢地，逐漸凝聚起仇恨角力的強
大張力。

條件局限樂隊失色
金湘的《原野》於一九八七年九月於北

京第一屆中國藝術節上首演，二十世紀九
十年代開始搬演到美國、台灣和歐洲的舞
台。這次深圳版的演出得以重溫，再一次
肯定，其成功與曹禺女兒萬方根據其父於
一九三六年同名話劇改編成劇本，提供了

一個充滿戲劇矛盾張力的故事有關外，關
鍵仍在於金湘的音樂，從簡短序幕，富有
強烈衝擊與矛盾的音樂外，第一幕以獨唱
為主，第二、第三幕加入愛情二重唱，還
有三重唱，最後一幕才首次出現合唱，可
以說是一幕較一幕強。

然而，這次演出的團隊限於各方面的
條件，在音樂上的表現也就有不少局限，

最明顯的是由深圳交響樂團小樂團，及深
圳大劇院愛樂樂團合組而成的樂隊，在樂
池中發出的音響便不大理想，弦樂顯得較
粗糙外，銅管在高潮時爆發的力度與張力
亦不穩定，有點鬆散；而作為指揮的胡詠
言，上下半場都只穿襯衣上場，而且不同
顏色，據說這是因為樂池氣溫偏高所致，
這確是難為樂池中各人了。最後謝幕出現
將樂手亦請到舞台上來接受觀眾鼓掌的罕
見現象，亦應是對樂手的付出致意吧，奈
何限於種種條件，無論音響與音樂的質素
都打了折扣，那是有點無奈的事。

同樣地，《原野》是一個內容涉及社
會道德文化、人性善惡、哲學思維等複雜
命題的故事，幾位主要人物的感情層次更
是糾結錯綜，對歌唱與舞台經驗都相對較
淺的歌唱家來說，要將劇中好幾段重要唱
段中矛盾重重的情感唱好已不易，還要將
戲演好確是有點苛求。

《原野》的唱段分量不輕，最後一幕

加入幾乎唱足整幕的合唱團；但劇中仍用
上對白，這些對白亦對情節發展和人物感
情的表達發揮一定作用。這次製作，在對
白發音和處理上仍可做得更細膩些，可以
更貼合劇中不同角色的年齡和背景。

歌劇撒種任重道遠
深圳保利劇院位於南山區，這個新發

展社區，是深圳年輕一代中產階層聚居之
地。年前嘗試舉辦深圳藝穗節，亦在此區
舉行，用來作為推動歌劇藝術的深圳起步
試點應很適合，但就當晚在劇場中觀察所
見，觀眾在演出中不時拍照，甚至錄影，
可見劇場規範文化仍未形成外，意外的是
未見場務員作出任何制止干預，這和保利
劇院系統的管理文化很不一樣。

此外，鄰座的中年男士，在整個演出
過程中，不停地觀看手機……這些干擾說
明經濟起飛的南山區，劇場文化離起飛仍
很遠；這便不得不讓人佩服深圳青年歌劇
團，面對深圳這塊水泥地仍要撒下歌劇種
籽的決心和勇氣。但要種籽發芽、成長，
那仍要想辦法打破水泥地才成，憑着熱情
推出《原野》是一個值得鼓掌的開始，但
歌劇種籽要生根成長，卻宜兩條腿走路，
除要耗用較大資源來製作歌劇外，還應有
計劃地、持續地採用講座、配合事前導賞
的歌劇錄像、歌劇電影欣賞等系列性、教
育性活動來相互配合進行，甚至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製作歌劇精華（片段或其中
一幕）來介紹西方經典歌劇。

這次演出《原野》半場中休，便耳聞
目睹有年輕觀眾誤以為是看話劇，卻又看
不 「明」歌劇而退場，見出要為年輕一代
觀眾提供歌劇文化教育機會，應是在深圳
推廣歌劇文化不能忽略的基本步驟，那是
任重道遠之事。不然，很多人便會像仇虎
那樣，走入森林中卻迷路了。▲《原野》第四幕的高潮場面

▲金子（左，李洋飾）與常五（右，夏康飾
）演對手戲

▲《原野》第三幕，充滿激憤的焦大星（右
，田忠陸飾）

▼歌劇《原野》的場刊封面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美天康樂會主辦 「歌舞昇平同樂日」
表演下午二時半及晚上七時半於牛池
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

● 「美川戲曲會知音」 粵劇折子戲及粵
曲演唱會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
劇院舉行。

●香港話劇團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
港大會堂劇院演出《誰家老婆上錯
床》。

● 「若宮隆志的藝術：當代日本漆藝」
展覽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至六月
十九日。

● 「香港百年蛻變」 圖片展覽於饒宗頤
文化館中區F座上層展覽廳展至七月
三十一日。

▲展場一隅 大公報記者王一梅攝

【大公報訊】記者郭雨南報道：
由琉璃工房主辦，楊惠姍 「唯有慈悲
」現代藝術展正於九龍塘又一城商場
舉行。兩米高琉璃觀音像《千手千眼
千悲智》為香港首展，其他展品包括
「敦煌」系列、 「無相無無相」系列

、新 「無相」系列等。

換個方式 延續慈悲
琉璃工房創辦人兼藝術總監、藝

術家楊惠姍於展覽開幕式說到製作觀
音像時的心路歷程，以及萌發製作觀
音像的原因： 「敦煌是佛教藝術的寶
藏。我去敦煌莫高窟，看到第三窟中
的千手千眼觀音壁畫，被震懾住，這
是我看過的最美的千手千眼觀音壁畫
。但是我也知道因氣候等原因，這幅
壁畫可能很難保存下來。因此我決定
如果這幅壁畫真的會消失，我可以用
另一個方式將其保留，延續其慈悲、
智慧與美好。」

兩米高的《千手千眼千悲智》是
楊惠姍在二○一二年完成的，是目前
全世界最大且唯一的琉璃觀音像。作
品用脫蠟法鑄造，呈現了一種身如琉
璃，內外明澈的澄淨光明。琉璃工房

創辦人兼執行長張毅介紹： 「這個觀
音像雖然只有兩米，但需要設計訂製
內徑高達四米的窰爐，僅窰爐燒鑄時
間，就需要一年多，因此需耗費大量
的人力、物力。」

似透非透 似有似無
在 「無相無無相」系列展區，楊

惠姍說： 「在製作佛像過程中，總覺
得琉璃這個材質的空間、透明讓我有
更深入的思考，比如怎樣運用其內在
的空間，去傳遞一些宗教理念，它可
以呈現如《藥師經》中說的 『願我來
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
』整個無相系列希望觀者在觀賞之後
對生命有更大的探索、領悟及珍惜。
」 「無相無無相」系列代表了楊惠姍
琉璃佛像系列的轉變，她結合了 「脫
鑄法」和 「熱澆鑄」的 「複鑄法」，
讓本來寫實的佛像，變得虛幻，變得
抽象。在似透非透的空間，一顆顆氣
泡升起，法相的似有似無，都在提醒
觀者，不要執著於現在。

該展覽於又一城商場LG2層展至
六月五日。查詢展覽詳情可瀏覽網頁
：www.liuli.com.hk。

▲楊惠姍（左）與張毅於兩米高琉璃觀音像《千手千
眼千悲智》前合影 琉璃工房供圖

▲ 「敦煌」 系列之《
華冠香花》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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