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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強 笑 匠 組 合 」 是 Loft
Stage製作的《交響名人夢》（以下

簡稱《交響》）的宣傳語，從宣傳單張上見到
梁榮忠、陳淑儀和林澤群三位著名喜劇演員及另外三

個演員的鬼馬照片，看戲前自然期望此齣由美國劇作家
Itamar Moses 編劇的翻譯劇能達到 「最殘酷爆笑」的效果（另一
宣傳語）；但於筆者印象中，負責翻譯及導演的胡海輝似乎從未執
導過喜劇，究竟這劇是否非常惹笑？

明爭暗鬥嘆為觀止
上半場，劇場內笑聲很少，有兩、三名觀眾更沉睡着。有這樣

的反應，看來基於兩大原因：胡海輝沒有把發生於一七二二年德國
萊比錫的故事搬到現代發生，觀眾看戲時忙於接收大量陌生的
人名地名及宗教、政治、音樂圈背景，連消化都來不及，怎能笑
得出？此外，即使眾演員已盡量演繹出輕鬆的調子，然而《交響》
的題材涉及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觀眾看戲時總感到 「人性陰暗面
太可怕！」加上編劇多以偏長的台詞呈現此沉重題材，自然更難笑
得出。

不過，若不把《交響》當作喜劇來看及不理會陌生的背景，劇
中幾名音樂家為爭奪音樂總監職位而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其實跟
現今於不同處境裡爭空缺或爭寵的香港人十分相似。爭奪戰中，角
色的骯髒招數五花八門，令觀眾嘆為觀止、深感共鳴。當中索特
（林澤群飾）以一宗緋聞勒索史坦鐸夫（王耀祖飾），不甘退選的
史坦鐸夫竟以蘭克（金草飾）欠他的債為由，迫蘭克承認自己才是
緋聞的主角，以及蘭克捏造申請職位的推薦信，還有史坦鐸夫被下
藥毒害的神秘事件，都令人聯想起以香港股壇陰暗面為題材的電影
《竊聽風雲2》，此片跟《交響》同樣包含各種非法手段，並把多
個角色的言行環環相扣，呈現出互捉死敵痛腳以令死敵受最大損失
，並爭取或落實結盟以對付對手的局面，帶來豐富而引人入勝的戲
劇效果。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從場刊見到和從演員口中說出的角色名字，其實都是縮寫。劇

中有台詞提及所有角色的全名皆含 「約翰」或 「佐治」，這安排正
巧妙地象徵世界各地往往充滿各種鬥爭，兩派人總不會真心走在一
起。幾個爭奪職位的音樂家把自創的樂譜藏在身上的私密位置，就
深刻地體現在一個鬥（競）爭劇烈的社會裡，人人欠安全感、互不
信任。劇末以巴哈的動人音樂來淨化台上的戰爭場面，不禁使人聯
想起港產紀錄片《音樂人生》，此片主角提及香港學生練音樂是為
了競爭、為了成績而忽略享受音樂之美，正是《交響》中多個音
樂家的寫照。

《交響》下半場，劇場內的笑聲漸頻密，看來是基於場面
設計多了變化，不再一味講台詞，例如高夫曼（梁榮忠飾）變
成 「旁觀者」看人與人在台上鬥爭的鬧劇，便把 「旁觀者清
，當局者迷」的狀況呈現得趣味盎然兼有啟發性，而史坦鐸

夫與蘭克穿 「落難破衣」的悲劇場面與眾音樂家用劍決戰的笨拙模
樣，均以不俗的惹笑效果作包裝，觀眾愈笑就愈感到競爭落敗者與
迷失人生方向者所受的身心痛苦。飾蘭克的金草不論演蠱惑的模樣
還是演處於下風的無奈神態，都發掘出喜劇感，化作悲喜交集的層
次，加上本身是上海人的金草說着討人喜歡的半鹹淡廣東話，外表
有點像吳彥祖，自然成為《交響》中最受注目的演員；飾法熙的陳
淑儀讀 「給戀人的信」時讀得特別深情兼使人着迷，可見他的演繹
長篇台詞的功力深厚；王耀祖把史坦鐸夫的身體動作演得太誇張，
但該份誇張或許能凸顯爭權者的浮誇和狂態；林澤群演繹索特介懷
沒入過名校及氣上心頭想打爛管風琴的戲份，在聲線及語氣運用上
，均把角色的執著個性呈現得相當具體。 （劇照由林汝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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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愛好者很多，專職寫書法卻很少
。河南省許昌學院副教授張宏偉把熱愛變成
工作實在難能可貴。張宏偉說，書法是一種
生活狀態，是一種思維方式，書法藝術蘊含
着傳統的文化和思想，書之妙道，神采為上
，言為心聲，書為心畫。

潛心臨池廿餘年
張宏偉，河南省柘城縣人。他學書法從

楷書入手，又寫《集王字聖教序》、《十七
帖》以及由二王一脈延續下來的孫過庭、米
芾、董其昌等。他說，臨帖有很多學問，要
系統地照一個帖子臨，不能亂臨。臨帖的時
候，不能只臨筆法，還要感受作者是在什麼
樣的心境下書寫的，要臨筆意。

二十多年如一日，潛心臨池，他繼承了
二王書風溫醇古雅、含蓄蘊藉的傳統，用筆
正側兼施，提按豐富，清晰表現出行筆的軌
跡，即所謂 「字中有筆」。所以他寫行草書
跌宕不失雅致，靈動不乏穩重，大字、小字
都頗可觀。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張海稱讚張
宏偉的書法閃耀着一種靈氣。

張宏偉的行書，在行筆中有足跡的自信
、優游從容的情致和遊刃有餘的技法功底。

隸楷草大異其趣
張宏偉的隸書有深厚的漢碑基礎，在金

農的漆書中找到突破點，把金農縱逸跌宕的
筆致作為藝術元素，糅進漢碑之中，又吸取
簡帛書、寫經的某些筆意，形成沉雄厚重、
收放自如的風格。

小楷更多受隸書、寫經以及黃道周、倪
元璐等人的影響，張宏偉寫得樸茂古雅，溫
柔敦厚，與其工穩嫻麗的行草書大異其趣。

張宏偉這樣總結自己的習書之路：一、
虛能引和，靜能生悟。云何降伏其心？曰靜
曰虛。靜能生悟，進入虛空之心境，虛能引
和，和是平和，是祥和安靜的意思。二、以
跡求，更以神求。以跡求，是刻意摹寫，是
功夫，是基礎；以神求，是究其精神，慧心
妙手偶得之。

張宏偉現為中國書協會員、河南省書協
理事、許昌市書協副主席、許昌市青年書協
主席，出版《張宏偉書法作品集》。

向雪懷內地開班育音樂人向雪懷內地開班育音樂人《
媽
媽
咪
呀
》
走
進
廣
州
校
園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深圳報道：香港著名音樂人向雪懷曾
寫過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詞，當中包括譚詠麟的《朋友》、李克勤
的《一千零一夜》、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等均出自其手筆
。繼上月在廣州開班授課後，日前他再獲深圳電台鵬城歌飛揚邀
請在深圳分享自己在音樂行業三十年來積累的音樂創作製作、作
品定位、藝人包裝、版權保護等方面的心得。向雪懷接受本報專
訪時表示，如今很多選秀賽事 「在浪費年輕人的時間」，內地開
辦授課是為了挖掘有潛質的新人並把他們直接 「領進門」，開拓
「選秀」之外的另一條進軍娛樂圈的路子。

收徒制擴展至內地收徒制擴展至內地
作為香港知名音樂人，向雪懷的創作鼎盛期在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代表作有關淑怡《難得有情人》、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
》、譚詠麟《朋友》等，他並不因商業原因而濫寫歌，在當時的
香港樂壇可記一筆，曾與譚詠麟、徐小鳳、張學友等許多當紅歌
手共過事。從創作到監製、藝人主管，到成立ECD公司，成為蘋
果在線音樂商店 iTunes 中國地區的數碼內容代理分銷商，將華語
音樂及韓國音樂介紹到iTunes，在內地紅極一時的《老鼠愛大米》
經他推廣，就曾創下在 iTunes 排行榜上衝進前二十位的輝煌戰
績。

向雪懷還創辦了國際華語音樂聯盟並擔任聯盟主席，希望通
過更好的途徑促成華語音樂和國外音樂的交流合作。 「以前我們
做一些音樂，會請日本的音樂人寫第一手的作品，不是翻唱的。
」向雪懷表示，流行音樂內地本身是沒有的，很多都是外來的，
中外流行音樂的融合方式其實主要只有翻唱，因此希望通過一個
機構來加強這方面的融合，比如內地的音樂人可以為外國歌手寫
歌，而外國的音樂人也可以為內地音樂人寫歌。

樂壇名人開班授徒的現象在香港多年前就甚為普遍，由於相
關沒有正規的音樂學院，傳統的拜師學藝模式成為香港樂壇打造
音樂人才的關鍵輸出口。當前，不少香港樂壇名師開始把他們收
納門徒的區域擴展至內地。向雪懷表示，上個月他在廣州主辦的
「綜合講座研究班」反響熱烈，除了一些音樂專業學生、入行歌

手、音樂老師前往上課，更吸引了不少生意人前往聽課。

優秀作品將獲推薦優秀作品將獲推薦
向雪懷表示，開班授課的最主要目的是推薦優秀學員作品給

著名歌手，並提供唱片公司邀約創作歌曲的機會以及創作影視主
題曲的機會。談及開辦授課的動因，向雪懷表示是因為自己轉做
音樂商人之後的幾年，唱片公司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希望開班
後能挖掘更多內地人才，幫助他們搭線。

曾擔任過很多比賽評委的向雪懷說，年輕參賽者無非是想入
行，但說實話，僅靠評委的一兩句點評並不能真正幫到他們，而
且每一場比賽，最後幾十個選手都簽了合同，但不一定會被栽培
，這中間也浪費了很多年輕人的時間。

向雪懷在內地授課之前，他的音樂班已在香港辦過兩期，其
中一期是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此次在廣州開辦第一期研究班，
主要是借鑒香港教學的經驗，再結合內地的音樂講課，教學生怎
樣把音符串聯成旋律，再把旋律編成一首歌。

向雪懷表示，廣東是內地最早接觸到流行音樂的地方，早在
改革開放時期，廣東的電台就開始播放港台的歌曲，然後傳到全
國。他說，粵語歌曲曾經有過黃金時期，但目前的流行樂壇越來
越缺乏包括詞曲作者、電影配樂等專業人才，因此希望在廣州起
步，通過指導鋪路，能為有夢想的人提供一個平台，重振廣州作
為華語流行音樂基地的影響力。接下來，向雪懷還將在廣州星海
音樂學院、中山大學開兩場講座。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鳴芝聲劇團主辦粵劇《再世紅梅記》
，晚上七時三十分在沙田大會堂演奏
廳演出。

■旅港海南同鄉會主辦瓊劇匯演，晚上
七時三十分在紅磡高山劇場上演。

■傳藝舞蹈團排演《曼舞秋月下》，晚
上八時在牛池灣文娛中心演出。

■Air Concept Theater主辦 「我敢唱演
唱會」 ，晚上七時十五分在上環文娛
中心劇院舉行。

■長弓音樂文化發展中心主辦 「莫旭秋
『愛在旭秋』 金曲三十五年演唱會」
，晚上八時在文化中心音樂廳上演。

■ 「辛亥百年現代路：方蘇繪畫及木刻
」 展覽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
政樓大堂展覽廳展出，展期至九月三
十日。

【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 「《媽媽咪
呀！》佳節送歡樂，音樂劇廣州高校行」新聞發布
會日前在廣州大劇院舉行，由此啟動音樂劇《媽媽
咪呀！》中文版 「廣州高校音樂劇巡迴宣講」活動
，通過系列講座以及現場觀摩等形式向大學生普及
音樂劇知識。

隨着越來越多的音樂劇湧向市場，欣賞音樂劇
已成為當今年輕人熱議的話題。不過，中國音樂劇
起步晚，市場並不廣闊、機會少，許多音樂劇專業
的學生都轉行了，能夠堅守在音樂劇表演和製作方
面的人才並不多，致力於培養音樂劇人才和音樂劇

推廣的教師就更少了。
《媽媽咪呀！》中文版經歷了長達三年的籌備期，去

年百老匯金牌製作人朱迪．克雷默（Judy Craymer）欽點海
外團隊到京、滬、穗三地組織面試。製作團隊有一套非常
細緻的量化標準，給內地音樂劇人才提供一個近距離了解
百老匯經典音樂劇製作的機會、一個發展平台。

此次巡迴宣講，將在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
師範大學、星海音樂學院、廣州大學等五所高校進行，不
僅要將《媽媽咪呀！》的 「歡樂」與 「品質」推介給大家
，更重要的是對中國音樂劇產業發展和人才培養戰略進行
深入探討，為愛好音樂劇和熱愛音樂劇製作和表演的學生
、觀眾和教師們提供經驗借鑒和實踐支持。

為感謝藝術教師給音樂劇教育做出的貢獻，在 「教師
節」與 「中秋節」前夕，《媽媽咪呀！》劇組特邀星海音
樂學院流行音樂系系主任、 「廣東流行音樂教父」羅洪等
五所高校音樂藝術類教師代表出席了新聞發布會，並將首
演禮門票作為佳節禮物贈送給他們。

▲學生現場演唱《媽媽咪呀！》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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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音樂人向雪懷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