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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謝嘉敏、楊琪、謝謹伊報道：舞劇《詠春》於香港演藝學院1月
4日首演圓滿成功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更是吸引了眾多觀眾和嘉賓慕名前來觀看。
這部結合中國傳統武術與舞蹈的原創舞劇，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展現了中國武術的精
神內涵，贏得好評如潮。昨日，霍啟剛攜妻子郭晶晶和兒子再度前來捧場支持，知名演
員呂良偉亦滿懷期待到現場觀演。

【香港商報訊】記者謝謹伊報道：深圳原創舞劇《詠春》，憑藉舞武相柔，以舞蹈呈現中國武術之精
髓，在香港首演成功出圈，並獲專業人士高度讚賞。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在觀演後向記者表示，舞劇《詠春》令人震撼，成功傳達了武術所承載的精
神內核，同時還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和素養。在他看來，該劇不僅僅是一部舞蹈作品，更是一部向觀眾

傳遞優秀傳統文化的劇作。
楊雲濤感嘆道： 「舞劇《詠春》的劇情調度、動作設計和舞美燈光都達到了極致，畫面感十分

強烈，令我佩服。此外，舞劇中反覆出現的香雲紗，也讓觀眾感受到文化自信。」在內地巡
演過百場之後，來港首演亦為本港舞蹈市場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楊雲濤從中深受啟發，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並非單一事物，而是一個多面體。舞武
結合也是他目前所研究的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是舞團靈感的源泉，而武術是

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有着別樹一幟的特質，他創作的舞劇《凝》的
靈感便來源於此。他續指，自己原本更專注於武術本身，但舞劇《詠春》

讓他看到中國武術所傳遞的能量。 「武術不僅是力量與速度的展現，其
精髓在於修心養性，對習武者的精神和品德亦是一種磨練。劇中，平

凡武者成為英雄所展示的美德，便讓觀眾領略到武術文化的魅
力。」

作為專業人士，楊雲濤深知舞者們的不易。他說： 「能看出
演員們是真的花了心思去學武術，幾段武打戲非常精彩」。
他表示，舞者接受過專業的舞蹈訓練，所以模仿和掌握武術
動作對他們來說相對容易，但是要真正掌握武術的精髓和

內核是很難的，他們需要忘記自己是舞者，忘掉身體的
協調性，從零開始學習武術。

【香港商報訊】記者楊琪報道：深圳原創舞劇《詠
春》新年首演選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在港首演次
日，本報記者專訪了香港演藝學院副校長（學術）
Dr. Gordon Munro，了解演藝學院為《詠春》在港
演出提供的支持，及他對多元藝術融合發展的看法。

提供最好演出場館
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成立，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表

演演藝高等學府。Dr. Gordon Munro向本報記者介
紹道，演藝學院有多個專業的演出場所，不僅用於校
方出品的演出，也歡迎外來演出。他指出，通過為校
外演出提供場地，可以吸引到各地觀眾，也給演藝學
院學子的作品提供更多與觀眾見面機會，對於學生本
身來說，也可以為未來的職業規劃提供參考。他續
指，舞劇《詠春》的到來，能夠讓演藝學院的學子們
感受到，未來在演藝事業中有可能參與到的優秀作品
的樣子， 「這對於我們演藝學生來說非常重要」。

舞劇《詠春》香港首演吸引眾多香港名流到場觀
演，好評如潮。談及演藝學院對該舞劇演出提供的支
持，Dr. Gordon Munro告訴記者，校方為舞劇《詠
春》提前準備了演藝學院里最大的、裝修最壯麗的演
出場館。他認為，舞劇《詠春》作為一部融合了舞
蹈、武術、視覺效果、音樂等藝術形式的精品，應該
在演藝學院最好的舞台上演。

Dr. Gordon Munro 在首演當晚也觀看了舞劇《詠
春》，他稱之為一個難忘的經歷。在此之前，他沒有
看過武術表演，他認為舞劇《詠春》中武術與舞蹈融
合，與燈光、舞美等完美配合，造就了頂級的觀演享

受。他也通過本報向香港觀眾推
介， 「一定要去看《詠春》，我向大家保
證，絕對值得一看」。

推崇多元藝術融合
作為資深的音樂和演藝教育領域專家，Dr.

Gordon Munro 進一步分享他對多元藝術形式
融合的見解， 「我認為，不同的藝術形式融合
得越多，藝術的發展則愈發健康」。演藝學院
也非常重視傳統文化與藝術的結合，他向記者
介紹，演藝學院內的中國戲曲、中國舞、中國
音樂等學科一直合作非常緊密，學院在今年1
月底即將推出的演藝戲曲作品《銅鑼響》就是
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最新藝術呈現。不僅如
此，演藝學院還積極促進各個專業的學生進行
跨學科創作，並推動大家與校外藝術機構多加
交流，例如近期與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的合作作
品《光與塵》。

Dr. Gordon Munro 認為，對於演藝學生來
說，參與演出和組織演出絕對是學習和實踐的
重要部分， 「如果沒有機會參與表演，沒有機
會去設計舞台、策劃演出、拍攝電影，我們的
學生將不能積累重要的實踐經驗，也不能為未
來進入真實的演藝世界做準備」。他又指，香
港演藝學院為學子提供的藝術實踐機會，正是
有別於其他大學的獨特所在。

港將佳作推向世界

談
及香港在
國 際 文 化 交
流的樞紐地位，
Dr. Gordon Munro
認為，無論從歷史還是地
理位置來看，香港都是舉辦
如舞劇《詠春》這種盛大演出
的絕佳地點，也是將藝術作品推向
公眾的絕佳城市。他指出，香港為中
國藝術與世界藝術之間的交流提供了雙向
通道，內地藝術作品既能通過香港面向世
界，世界其他地方的藝術作品也能通過香港，
進入中國內地。

香港演藝學院也積極融入粵港澳人文灣區建設。
2023年8月，該學院與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及澳門青年
交響樂團協會攜手，召集粵港澳大灣區的優秀青年音樂
家，在演藝學院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呈現了首場大灣
區青年管弦樂團首演巡迴音樂會，後續演出正在積極籌備
中。Dr. Gordon Munro介紹道，不僅是音樂方面的演出，
香港演藝學院在中國戲曲、舞蹈等其他藝術形式也積極參與
到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演出， 「深圳與香港僅一河之隔，非
常歡迎深圳的觀眾來演藝學院觀演」。

香港演藝學院副校長：

《詠春》絕對值得一看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

《詠春》打戲精彩震撼

霍啟剛：通過舞蹈講述中國故事
霍啟剛夫婦向記者透露： 「今日特意帶兒子前來觀演，因為他近期正在學校學習武

術 ，所以看到詠春的拳術時引發了不少共鳴。武術精神不止比武對決，背後的理念
和內涵無比豐富，希望香港年輕人可以從中學習到中華武術精神。」

「今天第二次觀看，我知道主創團隊在香港演出是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演出非常
精彩，演員的舞蹈技術非常好，劇情亦十分動人。」霍啟剛認為，《詠春》是舞劇創
作的典範，除了之前在內地巡演，可以做為走上國際舞台的代表，去到歐洲以及 「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城市演出。他指出，通過舞蹈講述中國故事，無論何種文化背景
或是語言都可以享受其中。

呂良偉：自己也在學功夫
呂良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觀看舞劇《詠春》是為了支持傳統文化作品。觀演

前的他充滿興奮與期待： 「我一直都非常喜歡中國武術，對詠春的認識始於葉問師傅。
由於我的好友甄子丹曾出演過葉問，所以我對詠春有更多了解，它是一種特別且實用的功
夫，深受大眾喜愛。」

此次能夠看到詠春以舞蹈形式在舞台上呈現，呂良偉感到非常開心： 「這是一場非常有創意和
新鮮感的演出。」他透露自己私下也會學功夫，時常驚訝於前人能有如此高的造詣令中國功夫傳
承至今。他還謙虛地表示： 「我深知自己的資質一般，不能做到前人那樣，但能有機會跟前輩大
師學習功夫已經令我十分滿足。」呂良偉認為，詠春代表了中國傳統武術精神，舞劇《詠春》
的上演對於弘揚中華傳統武術文化和舞蹈藝術意義重大。 他表示，舞劇《詠春》不僅是一場
視覺盛宴，更是對中國武術精神的一種創新詮釋，讓觀眾能夠從不同角度欣賞中華武術。

霍啟剛二刷霍啟剛二刷《《詠春詠春》》

楊雲濤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

Dr. Gordon Munro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香港商報訊】記者謝嘉敏、謝燁挺、朱輝豪報道：深圳原創舞劇《詠
春》1月4日至7日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演出。昨日演出開始前，一位穿着
葉問造型衣服的小朋友引起了記者的注意。

在交流中了解到，這位可愛的 「小葉問」今年4歲半，這身造型是由其
姐姐幫手打理的。 「小葉問」的父親林先生說，今次專程帶兒子過

來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希望兒子對中國功
夫、對內地有更多的了解。 「之所以
裝扮成這樣，主要是尊重演出，也是
讓兒子對詠春有更多畫面感，之後還
會慢慢給他講詠春的故事，讓他對中
國功夫和中國歷史有更多的了解。」

細路睇劇扮葉問

▶ 「小葉問」 和爸爸。

本版圖片由記者馮瀚文、謝燁挺拍攝

攜妻兒現場觀演

▶霍啟剛、郭晶
晶夫婦攜兒子前來
觀演。

▶完場後呂良偉
與《詠春》演員合
影，並讚揚他們演
出超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