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秒拍出电影感：
寻找“港版 La La Land”最佳机位

在西九的旅程，一定要用一张电影剧照级别
的美照来完美收官。

傍晚时分，找到艺术公园和“港湾小馆”旁的
位置，面向维多利亚港，你就能发现这个被称为
“港版La La Land”的打卡圣地。从这里望向对
岸，璀璨的夜景就像电影画面一样梦幻。

小贴士：记得锁定每晚八点的“幻彩咏香江”
灯光秀，在这里你能将整个表演尽收镜头。

移动的风景线：
司机 Sam带你“躺平式”游西九

一进西九，先别急着走路！找到园区的电动
观光车，让司机 Sam带你轻松游览。他就像一位
热情的在地朋友，会载着你在园区内畅游，告诉你
哪个角度能欣赏到维多利亚港绝美的日落。逛累
了想填饱肚子？他还有私心推荐的临海餐厅隐藏
菜单———美味又划算的披萨！坐上他的车，吹着
海风，享受悠闲的港式时光，这才是打开西九最惬
意的方式。

微醺听 Live，顺便撸猫：
在“留白”遇见香港之夜

夜幕降临，西九地标酒吧 “留白 Live-
house”为你带来美食、美酒与音乐的奇妙融
合。

喝一杯香港： 主理人麦波将香港本土食材
融入创意饮品中，让你的味蕾也能品尝到最地
道的香港味道。

耳朵的盛宴：这里定期有现场音乐演出，集
结了香港本地和海外的音乐人，展现着香港最
多元的音乐面貌。

镇店之宝： 千万别忘了寻找这里的橘色猫
店长“小黄”！它时常在店里悠闲踱步，为这个
艺术空间增添了几分温馨与趣味。

穿越时空的“翻译官”：
听 Coco讲故宫里的悄悄话

想看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里的奇珍异宝？
你需要一位“文物翻译员”！来自上海的导赏员
Coco，就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带
你穿越时空。
她特别推荐大家去 2号展厅“紫禁一日———

清代宫廷生活与艺术”，寻找一件超级珍贵的宝
物———“元音寿牒”印章组。这可是当年和珅送给
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贺礼，每一方印章上都刻着
带“寿”字的御诗，堪称清代工艺的精品。跟着
Coco 的脚步，你会发现，逛博物馆原来可以像听
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把艺术带回家：
M+商店让你成为“行走的展览”

谁说艺术只能看不能带走？在M+商店，你可
以把对视觉文化的喜爱，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里的团队会围绕“贝聿铭：人生如建筑”或
“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毕加索———与亚洲对话”
等重磅展览，推出设计感十足的限定商品。从单
肩袋、T恤到雨伞和保温壶，每一件都能让你在观
展后，将独一无二的艺术记忆带回家。M+电子商
务及项目经理 Fion Au 自己也热爱做陶瓷，她
很喜欢这种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的理念，将视觉
文化转化为亲身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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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兆民采访：

分享上海西九周
精彩演出和作品背后的理念

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
今夏开启国内巡演
上海作为首站：推广粤语文化，展现香港音乐剧制作实力

首部由西九文化区委约创作、并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及呈献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集结顶尖
创作团队。高世章担任作曲及音乐总监，岑伟宗作词，张飞帆编剧，方俊杰导演，林俊浩负责编排及舞蹈，黄
逸君则担任舞台美学指导。

该剧历经了十年的酝酿———先是于 2019年在中国香港进行了预演，经过三年的精心打磨，终于在 2022
年首演，并于 2023年重演。今年，该剧将首次展开国内巡演，计划在上海、北京、香港三地演出，并特地为此增
加了一组演员阵容和原卡一起轮番出演。 上海站演出定于 6月 17日至 29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一座文化地标的魅力，不仅在于宏伟的建筑或珍贵的藏品，更在于其
中鲜活的人与故事。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 除了世界级的博物馆和壮丽的
海景，还有许多不容错过的人与事，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温度与灵
魂。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故事，感受西九最真实、最动人的一面。

西九
不能错过的人与事

颠覆性创新，
致敬周星驰电影《审死官》

音乐剧《大状王》以清代广东为背景，讲述了原
本助纣为虐、多行不义的状王（即如今的律师）方唐
镜，在厉鬼阿细的“引导”下，逐渐从憎恨走向原谅、
从邪恶回归正义的故事。作品巧妙通过三段主要的
公堂庭审戏，层层推进主角的内心转变，完整展现了
方唐镜自我反思、成长与自我救赎的全过程。
作品最初的灵感源自于词、曲作者岑伟宗和高世

章这对老搭档的一次突发奇想———如果把周星驰主
演的经典电影《审死官》做成音乐剧，会是怎样的？
为此，他们特别邀请编剧张飞帆加入创作团队，完善
剧本创作，既保留了原电影《审死官》中状王宋世杰
等核心角色设定和有关正义邪恶的哲学探讨，又在故
事情节和角色成长线上做出颠覆性的创新。
“音乐剧中的厉鬼阿细的原型其实就是宋世杰，

曾经出现在很多香港影视剧作品中。他和方唐镜两
大状王在音乐剧里形成一忠一奸的对比，推进着故事
的发展，这某种程度也是对周星驰电影的致敬。”编
剧张飞帆介绍剧本创作思路。
张飞帆在角色塑造上进行了突破性的创新。他在

保留传统典故元素的同时，大胆打破以往宋世杰那种
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的“英雄式”设定，转而塑造方唐
镜这一从“恶”向“善”蜕变的复杂形象，完成了一段
细腻的自我救赎历程。“我们从小到大已经看过太多英
雄主义叙事的影视剧了，虽然看得过瘾，但事实上我们
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有血有肉
的凡人。我想讲述的正是一个起初并不完美的凡人，如
何一步一步觉醒、顿悟并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

首演前历经 10年数易其稿
给创作足够多的时间

《大状王》的诞生历经了 10 年相当充足的创作
周期和完整的创作流程，“剧本围读”“预演”等环节
更是展现了一种“工作坊”式的制作风格。
“预演前，在剧本创作时，我对剧中女性受害者

角色的描写是有些落入窠臼的，她们总是在受苦，总
是在等待被男人拯救。但其实，女性是很有力量的，
她们可以有更多面向。”于是，后来张飞帆着重提升
了女主角秀秀的主体性，作为贯穿全剧的女性角色，
秀秀不仅展现出独立坚韧的女性特质，更对方唐镜的
人物成长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
《大状王》的音乐创作也历经了极其严谨的打磨

过程。以开场曲为例，创作团队发现初始版本因节奏急
促、歌词密集影响了观众对内容的接收。作曲及音乐总
监高世章与作词人岑伟宗反复修改，最终将音乐节奏
调整为更为适宜的叙事速度。他们还为每一位主要角
色都“定制”了歌曲以展现人物性格，且并不拘泥于
“清代的音乐”这个概念，音乐元素极为丰富，融合了

戏曲、地方小调、宗教音乐，同时也有古典的浪漫主义
作品和说唱、摇滚等现代音乐元素的结合。
“虽然这些音乐元素跨越不同时代，但配合起特

定的人物和场景，中西融合的效果也并无违和感。”
高世章以音乐剧中“八爷”这一角色为例，唱段采用
了上世纪 1920 年代百老汇著名歌舞表演《富丽秀》
（Ziegfeld Follies）的音乐风格。通过华丽宏大的
编曲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成功突显了人物的戏剧张
力。此外，高世章还在每一段公堂戏份的配乐中加入
粤剧、京剧等不同的戏曲元素，营造紧张的辩论氛围。

推广粤语音乐剧文化，
展现华语原创音乐剧制作实力

作为一部全粤语音乐剧，《大状王》的剧本和唱
段文本颇受关注。岑伟宗特地用上了一些“有点年
纪”的粤语，以增加一些本土感。

例如少年方唐镜和阿细对唱的一段歌词里，他就
用了“饩鸡”一词，意思是“喂鸡”。“我小时候常听
奶奶这么说，是一个非常地道的用词，只有在当地生
活的人才会了解。”在歌词创作中，岑伟宗不知不觉
地承担起了文化传承的角色。这一次《大状王》的巡
演将触及更多非粤语地区观众，“希望他们也能从这
些用词上了解到粤语文化的魅力。”

很长一段时间，内地观众对港乐和港片如数家
珍，却鲜少看到粤语音乐剧的身影。但《大状王》的主
创告诉记者，香港音乐剧其实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
史。只不过由于市场规模有限、投资回报慢及创作人
才稀缺等多种原因，之前的发展一直有些缓慢。
“以前总有人说，因为讲粤语的人太少了，但看看

韩国音乐剧和整个音乐产业近几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以
及国内观众对法语、德语等其他语种音乐剧的热情，就
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借口。”高世章认为，粤语原本的九
音使得这一语言具有天然的音乐性，“说话就像唱歌一
样”，反而是很适合制作成音乐剧的。“关键还是在于
是否有好的故事、剧本、词曲，以及足够的研发时间。”

某种程度上，《大状王》可以说是粤语音乐剧突
围赢得口碑的代表作，至今夺得了包括“第三十一届
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制作”等 24个奖项。导演方俊
杰告诉记者，这一次的国内巡演算是一次全新的尝
试。为此，剧组在原版卡司的基础上，共招募 19位新
成员加入制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阶段的
排练。“为了保证巡演质量，延长作品的演出寿命，新
卡司的加入十分有必要。”

方俊杰表示，这次国内巡演也将是新卡司首次与
观众见面。“日后有机会，希望《大状王》也可以成为
一个固定的 IP，有定期的驻演和巡演，成为华语原创
音乐剧的一个代表作。但目前还是先把眼前的巡演
做好，一步一步慢慢来。”

晨报记者 王琛

“这次给上海带来的不仅是最有特色的演出，
也是最好的演出！”采访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
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兆民表示，上海观众将迎来一个
“西九表演大礼”：
“我很高兴透过上海西九文化周，向上海观

众呈献丰富多元的西九表演艺术，这次展演包括
四个备受赞誉的节目，涵盖戏剧、爵士乐、戏曲和
当代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备受期待的原创粤语
音乐剧《大状王》将在上海文化广场首度公演，正
式启动其首次国内巡演；还有一连三晚在 JZ
Club 呈献由顶尖年轻音乐家所改编及原创的爵
士乐作品，展示了香港音乐界的活力；以及由西九
制作、屡获殊荣的实验性小剧场粤剧《霸王别姬》
（新编）将在宛平剧院上演；这次展演还包括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上演的两个创新前沿的当代
舞表演———与香港舞蹈团合作的舞 × 武剧场
《凝》，以及编舞家盘彦燊所创作的《鸣》（独舞
版）。”
谭兆民在表演艺术行政管理方面拥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他将西九文化区比作一个“新生儿”
“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在他看来，这种年轻特质或
许会让上海的观众最直观地感受就是“新”的体
验，“此次来沪展演的几部重要作品都是西九委约
孵化的新作品，表演艺术具有流动性，就像一个不
断成长的生命体。希望观众能从这些作品中感受
到创新的气息。”他认为创新始终是香港艺术人才
和作品的重要特质。
另一方面，他希望观众能通过这次来沪展演的

作品，感受到西九表演艺术创作生态的蓬勃活力，
这种活力的核心动力源于“时间”这一关键因素：
“在演出制作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讨论场地、资金
和人才，却往往忽略了‘时间’这个重要元素。艺
术家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孵化创意，而西九正是致力
于为艺术家争取尽可能多的创作时间。”他以《大
状王》为例详细说明：“从 2014 年启动到 2018 年
预演，预演后根据收集的 2000 多份观众反馈进行
改编，每一条意见都经过仔细研究，直到 2022 年
才正式首演，仅这个阶段就用了整整 8年时间，如
今 2025 年与观众见面的版本，已经历了 10 年的
精心打磨，可谓慢工出细活。同样，《霸王别姬》和
即将再次来沪的舞蹈作品《凝》也分别经历了长达
6年的孵化过程。”
采访中，谭兆民特别阐述了西九文化区在国际

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之道。他认为：“越是具有
差异性的审美，对提升观众艺术鉴赏能力就越有帮
助。观众的艺术品味需要多元化的刺激，这正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西九委约的作品以扶持香港本土
演员和创意人才为基础。同时积极与内地及国际
优秀艺术家展开深度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对西九
至关重要，它体现了西九的核心定位———持续推出
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水准的演出，这不仅关乎香港本

地观众，对吸引内地乃至全球观众同样意义重
大。”谈及西九演出的整体定位，谭兆民精辟概括：
“植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希望上海的观众能够喜欢我们带来的节目，

并由此对西九产生更多兴趣与好奇。我们更期待
通过这次演出，能吸引更多观众未来亲临香港，体
验西九独特的文化氛围。”谭兆民认为表演艺术始
终是连接沪港两座城市的重要纽带：”艺术文化交
流让沪港紧密相连，我们期待这次西九表演艺术展
演能进一步深化两地关系，为未来创造更多合作机
会。”

晨报记者 邱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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