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夏微上海報
道：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
十周年，香港芭蕾舞團（港芭）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
易辦事處（駐滬辦）邀請，昨晚在
上海保利大劇院上演有 「芭蕾之中
的芭蕾」美譽的經典劇目《天鵝湖
》。而在明日下午，該團還將在
滬呈現另一場演出《芭蕾精品彙
演》。

此前，記者從駐滬辦主任鄧仲
敏處了解到，為了與在華東地區的
市民分享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
喜悅，駐滬辦今年邀得香港不同的
文化藝術團體，以 「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為主題，上演一連串
精彩的文化演出。早前，香港中樂
團已為慶祝活動拉開了序幕。

據港芭行政總監譚兆民介紹，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

周年，香港芭蕾舞團會於六月在內
地不同城市巡迴演出，上海是我們
巡迴演出的其中一站。作為香港最
重要演藝團體之一，舞團不僅會充
當文化大使，更將在內地市場開拓
更廣的觀眾層面，提高內地民眾對
芭蕾舞的興趣。」該團高級舞團導
師梁靖則直言： 「因為主題是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在劇目的
選擇上，我們希望將香港芭蕾舞團
迄今為止所跳過最好的劇目呈現給
內地觀眾。」

記者注意到，雖然是次港芭攜
兩齣劇目在北京、杭州、上海及濟
南巡演，但北京站、杭州站及濟南
站均只演出其中一齣劇目，僅在上
海站獻演兩場。對此，港芭首席舞
蹈員、助理舞團導師金瑤稱： 「《
天鵝湖》家喻戶曉，之前我們來過

上海，反響非常好，所以這次也很
看好上海的演出。」

在與駐滬辦主任鄧仲敏的交流
中，記者注意到，是次慶祝的系列
活動十分注重突顯滬港兩地的文化
交流。這一點，從此前中樂團的演
出就有所體現，而是次港芭來滬演
出的舞蹈演員中，亦有不少出生於
上海。該團首席舞蹈員李嘉博表示
： 「這次回來心情比較激動，畢竟
是自己長大的地方，親朋好友也都
在上海，所以有機會能在上海演出
是非常榮幸的。」

《天鵝湖》可謂芭蕾舞經典中
的經典，由米瀚文特別為港芭重新
編排的《天鵝湖》，以佩蒂巴和艾
化李夫的編舞為藍本，當中一眾天
鵝精巧細緻的群舞和詩意洋溢的雙
人舞，充滿神秘魔幻的色彩。

另外，港芭將於明日獻演另一
場演出《芭蕾精品彙演》。該場精
品節目的舞作包括季利安的《片刻
銷魂》及《六支舞》、費波的《
神人暢》以及伊羅的《律動的神
采》。

港芭滬上獻演慶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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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花樹下

浮生蜑家情

▶《在紫薇花樹下
》中，成和薇年輕
時

▼《浮生若夢蜑家
情》父要帶小天喜
離開

▲《在紫薇花樹下》老年的成和薇回想當年 ▲《浮生若夢蜑家情》演員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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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賞析

文化
Culture

四地名家妙筆抒情懷
中國夢 香江情

【大公報訊】記者李亞清報道：為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並推動兩岸四地的文化
交流，由聯合出版集團、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
分會、集古齋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 「中國夢
香江情」內地與港澳台四地當代書法名家精品
展，昨日於集古齋畫廊開幕。展覽呈現百餘幅
當代書法精品力作，展現了中國傳統智慧與傳
統藝術的美好融合，表達了參展書法家對國家
興旺發達、香港繁榮穩定的熱情讚頌。

展示逾百書法精品
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

派員胡建中、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康文署副署
長吳志華、台灣 「中國書法學會」副理事長葉
國華，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裁岳
毅，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兼中國書協香港分會
主席施子清、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文宏
武等出席了開幕禮。逾兩百位書法名家、藝術
愛好者等到場。大會特安排專業書法導賞人員
，協助現場人士更深入透徹地欣賞作品，體驗
書法藝術及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覽共展出一百四十餘位名家的書法佳作
，作品的文字內容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詩詞為
主，其中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各種訪談、演講、
會議及文章中引用的經典詩文、名句等。參展
的名家，包括施子清、戚谷華、容浩然、余寄
撫、張念平、錢開文等香港書法家，連家生、

譚可文、陳文宗等澳門書法家，蘇士澍、陳奮
武、鄭軍健、周志高等內地書法家，以及沈榮
槐、蕭清祥等台灣書法家。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亦獻墨寶 「民惟邦本」予此次展出。

吳志華在致辭中表示： 「過去二十年，香
港在落實 『一國兩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再過七天就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了，政府
在這七天裏準備了一系列的慶回歸活動。在文
化藝術方面，除了政府，很多民間團體亦在推
動中國傳統藝術的工作上做出貢獻。我希望與
民間團體共同努力，把香港的文化藝術做得更
好，繼續推動傳統文化，讓香港市民共有一顆
中國心、一個中國夢。」

98歲張念平獻墨寶
今次參展的最年長者張念平，雖已九十八

歲，卻依舊精神矍鑠，筆鋒蒼勁有力。為歌頌
祖國，他親自創作及書寫 「一帶一路引進經貿
發展超越全球」，並解釋道： 「『一帶一路』
帶動了經濟貿易發展，如今中國的經濟 『頂呱
呱』。」

戚谷華書寫的行楷作品，引用諸葛亮名句
「集眾思，廣忠益」。她說： 「在我看來，這

句話的意思是集中群眾的意見，廣泛吸納對國
家有貢獻的意見。之所以選用這句話，是因為
香港回歸二十年以來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證明
祖國做到了這些。」

是次展覽分兩個時段。第一期展至本月二
十八日，集古齋畫廊位於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
號中商大廈二及三樓。第二期將於本月二十九
日至七月五日在香港公開大學銀禧學院一樓禮
堂展出。查詢詳情可致電二五二六二三八八。 ▲《天鵝湖》可謂芭蕾舞經典中的經典 香港芭蕾舞團供圖

▲駐滬辦主任鄧仲敏（左三）與
港芭團員介紹演出情況

大公報記者夏微攝

▲張曉明書法作品《民惟邦本》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張念平以筆墨讚 「一帶一路」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戚谷華及其書法作品《集眾思廣忠益》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開幕禮嘉賓合影 主辦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