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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頌茹

引言

「跨」1 從足部，舉步移動或越過的意思；「界」2 從田部，不同事物的分界，

亦指按職業、工作、性別或其他事物所劃分的特定範圍。因此顧名思義就是跨

越界線的意思。跨界的英文字「interdisciplinary」意則為「涉及兩個或多個

不同的學科或知識領域」。3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表演藝術

的定義論述：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的範圍，從聲樂和器樂，舞蹈與

戲劇到默劇，以至唱頌詩歌等等。它們包括許多反映人類創造力的文化表現形

式，並且在某程度上，也存在於許多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領域。 4 

「跨界表演藝術」在定義上來說是比較模糊，並無一個標準答案，這歸根於沒

有規定必須要跨越何種界別，才能稱之為跨界表演，亦即沒有設特定的條件與

限制。故此，目前可以理解為：兩種或以上的表演藝術形式，跨越其（形式）

本身的範疇，在同一個節目中進行演出。在2018年，香港舞蹈團5 和桃花源粵

劇工作舍6 共同製作一齣舞蹈劇場與簡約粵劇作品——《紫玉成煙》，並獲得

不少迴響。自楊雲濤在2013年起擔任香港舞蹈團的藝術總監後，舞團一直不

乏跨界合作作品，例如舞蹈與漫畫跨界的《中華英雄》，因此對香港舞蹈團來

說，跨界作品常有製作，但與粵劇跨界著實不多；而粵劇這門傳統表演藝術，

也鮮有團隊製作跨界作品，桃花源粵劇工作舍可說是其業界中之小眾。《紫玉

成煙》 （以下簡稱《紫玉》） 的出現或許是一次傳統藝術節目上的突破。

作為本研究個案，訪問了與《紫玉》相關的重要人物：香港舞蹈團（以下簡稱

HKDC）藝術總監／導演／編舞楊雲濤（以下簡稱「楊」）； HKDC行政總監

舞蹈與粵劇的跨界—— 以香港舞蹈團
《紫玉成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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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煒（以下簡稱「崔」）；HKDC首席舞蹈員潘翎娟（以下簡稱「潘」）； 桃

花源粵劇工作舍（以下簡稱「桃花源」）營運及創作總監、《紫玉》的聯合導

演／文本吳國亮（以下簡稱「吳」）；桃花源舞台技術統籌、《紫玉》的概念

策劃／錄像設計黎宇文（以下簡稱「黎」）；以及《紫玉》音樂總監／作曲李

哲藝（以下簡稱「李」）。基於本研究個案是《紫玉成煙》，因此只蒐集了前

述六位與個案相關的受訪者對研究題目的個人想法，這包括對舞蹈與粵劇跨界

合作的見解；對觀眾的觀察、回應、拓展和教育的意見，而往後的分析亦基於

他們的回應作出探討。六位受訪者在《紫玉》中分別擔任不同崗位，本研究期

望以多元角度切入，進行跨界舞蹈演出的探究與分析。

跨界，表演藝術的進化論

假設舞蹈表演形式被定性為「純粹肢體動作，不附帶音樂、語言文字、投影、

劇本等的一種呈現」，也就是一種非混雜（non-hybrid）、單一性的演出形

式，依此而言，觀乎自古至今的舞蹈作品，混雜形式的演出為數相對地佔大多

數，又以當代表演藝術為甚，這可說是表演藝術在形式上的進化（evolution)，

科技的發達與應用，也成就了進化，令表演藝術發展多元（diverse）的情況高

速前行。不管這是一個演出製作上的需求與習慣，還是為了滿足人（觀眾）的

慾望：表演內容需注入多元形式，刺激不同感官之餘亦帶來物超所值的感覺；

甚或是有部分藝術家認為身體動作的演出，就是需要有其他藝術形式作為配

套，而這樣的作法能把作品概念、創意、力量更見發揮與效益，所以跨界演出

的正當性成立，並無不妥。

而黎在受訪時，對於為甚麼在香港鮮有粵劇團隊或粵劇演員製作、演出跨界作

品，他個人認為無論是年青還是老一輩的，其實是有點「不知怎樣做」跨界的

情況。「老一輩可能還好一點，他們見識較多，跨界時沒那麼多負擔。如果他

們答應你，即是他們大概心裡有數；年青的反而是有不少問題，例如不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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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或融合，或者相較前輩更有負擔，因為可能覺得傳統不是這樣做的，如果

這樣做會不會被罵？他們害怕錯、怕被老師傅說這是錯的，因為這一行有些老

前輩很喜歡指點別人。」另一方面，吳認為粵劇甚少跨界的原因，其前提是粵

劇的發展停滯已久。何謂停滯呢？吳回應粵劇的上一個「大躍進」發展時期，

已經是業界常說的「任白」7 與唐滌生8  的合作，也就是1956至1959這幾年的

合作，把粵劇提升至大躍進的層次，但自此之後就停了下來。時至今日，其發

展並沒有再超越上述的時期，而業界好像也沒有人再進深地去解讀、去繼續發

展前人的東西。因為這樣的停滯，導致吳有了「做實驗」的想法：嘗試與舞蹈

進行跨界演出，尋找、探索粵劇的發展可能性，並在2016年時主動向楊提出，

以粵劇《紫釵記》為文本，共同製作一個舞蹈與粵劇的跨界演出，期望藉此機

遇，推動停滯已久的粵劇新發展。

與此同時，黎也有提及《紫玉》的創作在剛開始時並非從舞蹈形式出發：

「我們在想《紫釵記》能否製作成一個跨界演出，特別是舞蹈。我們這一次

製作是從一種相對傳統的藝術（形式）出發——以粵劇出發。」綜上，除了因

為在2018年只有《紫玉》是唯一一個舞蹈與粵劇的跨界演出外，就黎和吳對於

粵劇的傳統性、演員習性、停滯發展久遠等因素，《紫玉》對粵劇演出來說實

在是一大突破；再加上HKDC的舞者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內地，對於香港的傳統

粵劇文化確實不太了解，例如粵劇歷史、曲、詞、故事背景等皆陌生。在上述

各種前設之下，要進行《紫玉》的跨界合作，明顯地對雙方的藝術家（舞蹈、

粵劇）都是一大挑戰和考驗，背後亦藏著對傳統藝術未來發展的使命感。從另

一角度看，這樣的跨界演出對於藝術家甚或是觀眾卻相當新鮮和具一定吸引

力，《紫玉》亦因此存有探討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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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跨界一詞，在訪問的過程中發現六位受訪者皆有一個相仿的回應：「跨

界」演出的基本盤，就是集兩種或以上風格迥異的表演藝術類型／形式／領域

的作品，在同一個空間進行演出。不過他們也有附加個人的解讀，在下文將逐

一引述。

當黎提及回看《紫玉》的製作和自己的工作崗位，認為現在的舞蹈或話劇演

出，橫跨兩種或以上的傳統定義表演藝術形式已是常事：「導演、編舞、文

本、燈光設計、錄像設計、音樂設計，這個對當代劇場來說都已經算是基本

盤，這個跨界組合，許多演出也是這樣。」另一方面，作為《紫玉》女主角的

潘，對於跨界有進一步闡釋：「跨界好像兩個不同個體，每個人從1變成0.5，

然後0.5加0.5變成了1，也就是在本來已完整的自己要切除掉一半，讓另一半

跟你併在一起，我覺得我們創作中都有經過這一個艱難的部分。」各自切除

0.5，與另一個0.5結合，沒有任何一方佔上風或處下風，相信這是最理想的跨

界合作模式，不過在切除之前和結合之後，互相了解在整個過程中是不能被忽

略的重要一環；但凡從單一性進入演變、進化，相關的人與事皆需要很大程度

的付出與包容，才能做出成果。例如潘曾在訪問中提及，排練《紫玉》以前，

他們需要先看戲曲電影《紫釵記》，要了解其內容、粵劇演員是怎樣演唱與表

演，戲曲的身體元素和形態都是借鏡，甚至要學習唱粵曲，在跳舞時有助發

揮。作為一名舞者「怎樣才能把自己的優勢在這跨界當中發揮得更好」，甚至

作出一種新的呈現方式， 她認為這些都是在跨界中需要更多地互相聆聽，了解

角色和各演員的心路歷程，才能做到一個較好的銜接，雖然是很不容易，但卻

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來自台灣的李，也作出深層次的剖析：「事實上所謂跨界這件事，在所有的藝

術領域裡，它等於是在一個演變的過程中，這件事一直在發生的。在我的經驗

裡成功的例子是，在跨界的思考裡，你要把自己變成從零開始，我們應該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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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領域的東西混和在一起思考，沒有誰重要、誰不重要，沒有誰是主角、誰

是配角，而是重新去思考兩個領域同時出現，它的觀點是甚麼？這才有辦法發

展出一個真正能夠達到平衡或是有效的跨界。」資深文化評論人鄧小樺在觀看

《紫玉》後撰文提及：「整體來說，《紫玉成煙》的舞蹈劇場與粵劇成份並不

高下懸殊，反而算是很平衡、是平等尊重的對話。」9  由此可見，《紫玉》在

平衡兩者（舞蹈與粵劇）上，確實花了不少時間和功夫。

吳作為《紫玉》聯合導演／文本，對於跨界和為何要跨就更加不設限：「甚麼

是跨界？我覺得不應該有太多前設，例如『那兩個界別放在一起就是跨界了』，我

覺得（跨界）應該是很闊的。對我來說，跨界就是一個實驗，而實驗和創新是

兩回事，所以不能聽到實驗就等於是創作。」《紫玉》在吳的眼中，他表示確

是一場實驗，又或者是因這跨界而帶來這次實驗的好機會。楊亦有與吳相類似

的說法：「我認為有時候不一定需要在自己擅長的那個範疇（舞蹈）做，因為

有時創作是意味著你要去一個你未知的領域去探索。我們作為表演藝術的人很

怕重複，因為一旦重複就變成好像一份工作，很『穩陣』（穩定）似的。但我

們骨子裡是想冒險、『試啲新嘢』（嘗試做新的東西）。」所謂實驗，是指為

了學習某件事，或嘗試發掘某事物的可行性或真實性而進行的測試。在進行實

驗的過程中，難免不斷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撞擊和失敗。如何能邁向成功，

跨界演出自然而不突兀，某程度上與有否足夠的資源配合相關，例如充足的排

練時間、金錢、人力資源等等；藝術家與演出者於演前的磨合期是否足夠，並

充分地了解對方的思維、概念、表演藝術歷史、形式、風格，做好心理準備面

對不可預知的撞擊、挑戰，並且願意接受在過程中可能出現「實驗失敗」，需

要從頭開始等。這宛如一間藥廠要生產治病藥品，如果在進行實驗時，對病症

沒有充分了解，研發時間又倉促，最後研發出來的藥物顯然會未盡人意，甚至

效力不佳而宣告研製失敗。失敗並非是壞事，如何從失敗中賺取可導致成功的

要點，這樣的失敗才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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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玉》這實驗，主要是把兩種（如果加上現場演奏的中國音樂，就不只兩

種）傳統的表演藝術：中國舞及粵劇化為一整體，進行演出。跨界為傳統或單

一性的表演藝術形式帶來進化，但這一進化不會因為「跨」而獲得必然的成

功，反觀具有實驗精神對於藝術的進化是相當重要，而在進化的過程中，藝術

家與團隊要如何處理、應對、互相了解與配合，這才是最真實、最需要直視的

一面。

跨界的實驗精神與氛圍營造

在藝術總監和聯合導演的帶領下，無論是製作團隊、舞者、演員、行政，都是

《紫玉》這個實驗的研發部人員，帶著實驗精神擔綱不同的角色進行研發。黎

在訪問時提及，舞蹈本身已經是「跨得很厲害」的藝術，甚至他認為那種跨界

已經是變成了一種傳統，但跨界舞蹈演出的形式要如何做，這反倒是可以再三

思考的問題。這樣似乎又回歸到實驗和實驗精神的本質：針對研究事物，不斷

反覆思考、發掘、測試、驗證。《紫玉》作為一個跨界實驗，經歷反覆的測試

後，觀眾又是否認同這實驗而走進劇場欣賞演出？

黎接續回應跨界舞蹈作品在香港市場上的需求之前，提到一個值得關注的點：

「其實由第一次找 （楊） 雲濤談對粵劇和舞蹈合在一起演出是否可行，到正

式演出，歷時超過兩年，而排練也是在較早時期開始，大約在演出前九個月已

與舞者進行第一次排練和試驗。」由此可見，無論是概念構思、進行排練和

實驗的時間上，可說頗為充足，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對於導演、編舞、演員、

舞者來說，就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互相磨合、雕琢作品、建立信任和關係。在

香港，由於各種資源問題，能用上兩年時間來籌備一個跨界演出的例子為數不

多，具體來說只有九大藝團擁有如此資源來配合。但不同界別的合作演出，實

在是需要磨合、實驗，時間是否充足，資源能否配合，某程度上可說是演出成

功的關鍵之一。除了九大藝團，政府是否願意給予更多的機會、資源支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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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團隊的跨界製作？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者又是否能理解，如要製作一個有

成果的跨界演出，究竟需要具備甚麼條件？

黎接續回應：「我們常羨慕外地有些很精彩的演出，一些『跨到暈』 （跨很

大） 的舞蹈演出，他們來香港，大家就去『撲飛』（搶購門票），去買去看，

但我們從來不多給香港去發展，讓一個類似這樣（外國）的跨界劇目，推到全

世界巡演。為甚麼你想要看一個很不傳統的演出？當然其不傳統令很多不同界

別的人都會來看看是甚麼一回事，而這正是跨界的魅力所在：讓很多人沒太大

負擔（心理上）地窺探一種他未必熟悉的表演藝術。我們在發展整個舞劇（《

紫玉》）時，有把觀眾、宣傳如何拿捏放在心上，但不會是一個負擔，因為大

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實驗。」

當細心詳閱《紫玉》的海報、宣傳單張，以及觀看廣告片時，不難發現舞者的

服飾和化妝並不「很粵劇」的感覺：沒有頭戴鳳冠，沒有身穿粵劇戲服，更加

沒有誇張的眼妝；舞者只有一身素衣，配上艷紅眼影和唇色，但隱約還是察覺

到這並非舞蹈演出常用妝容。可見在宣傳品上，《紫玉》並不想帶出過於濃烈

的粵劇味道，也就是一般觀眾都知道的傳統粵劇衣飾化妝，但又不希望只有舞

蹈的成分，畢竟這是一個跨界實驗，因此明顯地在宣傳文字上下了點功夫，例

如：「唐滌生誕辰101跨界出發」、「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命運當

前，不由自己」等等，10向觀眾說明這不止是舞蹈。從封面舞者的妝容和特別

設計的文字描述，自可看見《紫釵記》粵劇的影子，這樣既不構成觀眾對於看

跨界的心理負擔，亦可滿足他們窺探究竟的好奇心，營造投入實驗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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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作為HKDC行政總監，規劃舞團節目宣傳、觀眾與品牌建立、推動觀眾教育

等等，責無旁貸。除了「藝術家所做的是編織新的感官組織，從觀感之中揪出

印象，從情感之中揪出情動力」，11 讓觀眾在看跨界演出時有更豐富多元的觀

感刺激外，演出場地和行政規劃上的氛圍營造，對觀眾又起了甚麼樣的作用？

崔為此提出個人見解。「對舞團來說，要達到藝術理想是需要被看見的。至於

說到跨界在我們團本身的分量，除了切合觀眾群需要，因為有跨界的可能性，

我們才有新的發展，或者是新的思維。對於行銷、行政方面來說，要是做《紫

玉》，除了利用我們有限的資源，達到公司的使命，12 為願景提供一些可能性

外，沒有理由說『不想要更多觀眾』吧！而我猜還沒看《紫玉》以前，即使那

些觀眾是戲曲、戲劇或是舞蹈演出常客，他們都沒想象過『個場』（演出的舞

台）是這樣的。因為那些裝置設計、投影、像走秀的台，對很多人來說都是

很特別、很創新；加上樓上樓下皆有觀眾（樓上觀眾可自由走動看演出，樓下

設觀眾席），他們上、下半場輪流地看，那個經驗是很多人都沒有想象過。此

《紫玉成煙》宣傳單張｜圖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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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當你走進一個好像時裝秀的場地、佈置時，坐在觀眾席就看到舞者的腳在

你眼睛前方，跟我們的視平線處於相同位置的那一刻……這樣看舞蹈演出，近

到我一伸手過去便可以碰到舞者的腳，沒有大型舞台與觀眾之間的距離，但又

不至於是一個平面，也就是我跟你都在一個地平線上。這樣的演出環境，對觀

眾來說的啟迪是：原來一個作品、一個表演藝術演出真的可以有很多元素包含

在內的。」

《紫玉》的舞台設計透視圖（實驗劇場佈景設計）其實也有在宣傳單張上顯

示，並且特別在圖下方附帶說明「坐位：置身舞台如當局者的視角」，以及「企

位：俯瞰舞台如旁觀者解讀」，因此舞團在行銷策略上是有意圖地把舞台最獨

特之處提前公開，向觀眾介紹、說明這演出將帶給進劇場者不一樣的官能刺

激，期望吸引更多觀眾注意，同時亦引導他們除了過去習以為常的「坐著」看

演出，也可以「站著」看風景，甚至可以走動、停留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角

度俯瞰觀賞這場演出，由被動者變為主動者角色。13 

《紫玉成煙》宣傳單張｜圖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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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者紀蔚然，在《別預期爆炸——洪席耶論美學》一書中闡釋洪席耶的美

學理論時提到：「在實驗者眼裡，劇場的真諦在於，將消極的觀眾改造成主

動、積極的身體，從而將劇院變成一個具有社群感的場所。」14 環境營造氛

圍，從觀眾眼前的宣傳單張，再進入劇場看到真實的舞台佈置，繼而眼前的舞

者是如此接近，連他們的微小肌肉抽搐、呼吸的聲音都能看到聽到，那種看演

出的悸動經驗，具有高度的感官刺激，也就是「觀感都是經過理性思維及道德

判斷的產物，但藝術的可貴之處在於它提供了臨場震撼，一種未經過濾、篩選

的原始悸動。」15 所以崔接續說到，《紫玉》是從楊擔任藝術總監以來，最多

觀眾填寫問卷的節目。不管意見內容是正面還是反面，對於藝術家和行政人員

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回饋，令這場實驗變得更具價值，有助日後研發其他的

跨界舞蹈作品，以及成為觀眾建立與教育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跨界與觀眾的親近

親近（proximity）指在空間或時間上接近的狀態，與closeness意思相近。如

何令跨界實驗與人（觀眾）之間的感覺更加親近而不致過於疏離，這很視乎演

出時的劇場氛圍、作品內容、演員，以致行銷規劃上，有否喚起觀眾一些似

曾相識的身體感（embodiment）16 ：愉悅、憤恨、無奈、焦慮不安、孤寂，

甚至是難於啟齒的羞辱、悲痛。也就是說一種美感經驗17 和記憶的召喚，並與

日常生活，包括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連接緊扣。這些經驗、因素對於觀眾市

場建立、觀眾教育推廣起了化學作用，導致觀眾開始思考這場演出、這類型的

表演藝術，為何會讓自己產生這些感覺，或憶及過往事物。有思考，有感覺，

就有機會打開藝術與人相互溝通的大門，觀眾建立與教育的可能性也進一步提

高。

「要建立觀眾或藝術教育，其實就是要告訴大家，這是屬於我們香港獨有的藝

術表現形式，我們從我們自己香港的、一個傳統的藝術跟素材，去發展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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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香港獨有的表演。如果今天這個作品做得好，你讓觀眾覺得『我好驕傲！我

是香港人，香港有這樣的表演藝術文化。』也就是讓在地的表演藝術讓在地人

以這個作品為榮。」在跟李討論《紫玉》的觀眾建立問題時，他相當精準地道

出如果想要用跨界作品來建立、教育觀眾，想要拉近大家之間的距離，讓觀眾

領略到這是一場藝術教育的洗禮，上述回應正是其中一個核心觀點。可是，香

港的表演藝術團隊長久以來有一個文化現象：有關觀眾的問卷調查回應（包括

數據及文字意見），甚少在各個團隊的官方網站、年報上披露，而年報也只是

看見演出的入場觀眾數字。當然這現象可能是基於私隱條例等原因，也不限於

是香港常態，鄰近地區也有相類似情況。但根據上文，崔提及《紫玉》是從楊

擔任藝術總監以來，最多觀眾填寫問卷的節目，HKDC作為香港政府的年度資

助大型團隊，某程度上是有責任提高透明度，讓市民大眾對團隊有更多不同面

向的了解，同時也可以此為依據，展示作品在觀眾建立上的成效。因此在這前

提之下，要怎樣判斷《紫玉》是一個讓香港觀眾認為是值得驕傲的作品，就只

能從團隊口中得知。建議HKDC考慮在年報及官方網站展示更多與演出相關的

問卷調查結果，有助提高透明度與可信度。

《紫玉》的文本取材自經典粵劇《紫釵記》，吳在《紫玉》場刊中的「聯合導

演的話」寫道：「『在情場總帶三分險。』兩女一男情場賭局交手，『同是過

路同做個夢』，同是悲劇人物。」18 《紫玉》並非大團圓結局的演出，當中亦

帶有不少悲痛哀怨、焦慮不安的成分。楊對於觀眾看《紫玉》後的個人觀察：

「整件事（《紫玉》）看得懂、看不懂；看得舒服、看得不舒服，不是一個看

表演的目的，我常常這樣說。作為一個觀眾來說去看演出，千萬不要將這件事

當成唯一。看得非常不舒服的，是一種很好的經驗，可以讓你思考『我為甚麼

不舒服？哦，原來是這樣不舒服，是那裡不舒服。』作為觀眾，你這樣便有所

得著了。」美感經驗和記憶的召喚；日常生活、似曾相識的身體感，這些元素

都是有助拉近跨界與觀眾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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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玉》的構成，是從人性出發，進而探討人與社會的問題。雖然作品好像

是在論述過去，但當代人何嘗不是仍需面對人性與社會的事？正如賈克‧樂寇

（Jacques Lecoq）在《詩意的身體》提到：「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忘記，

表演的出發點永遠是真實世界。」19  因此，如要與觀眾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藉以推動觀眾建立與藝術教育，除了作品的質素、跨界實驗精神，上述提及的

身體感官、記憶與美感經驗等，是不可或缺的。潘對於《紫玉》如何打破與觀

眾之間的距離，亦有另一體驗及見解：「因為這個跨界演出，觀眾離我們（演

出者）這麼近，我的腳旁邊就是觀眾的頭，讓傳統的『演員台上，觀眾台下』

這件事情被打破，《紫玉》已經在空間上做了所謂的跨界。因為觀眾看得太清

楚，離我太近，我就在想『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調整身體語彙上的一些能量』，包

括速度、與觀眾之間產生的關係，讓他們更容易接受這件事（跨界）？而且我

自己覺得，不是希望所有觀眾能夠接受到這件事，我們想給個機會自己，也給

個機會觀眾，現在你（觀眾）不接受可以先嘗試消化，日後可能這件事發生多

了，或者你看多了，慢慢就接受了。」

文化評論人鄧小樺在觀賞《紫玉》後撰文提到，因為《紫玉》是跨界作品，

不免會遇到少數對於混雜形式不熟悉的觀眾，例如對現代舞不熟悉、覺得看不

懂，又或對於古文曲詞難以理解而未能投入等情況出現。但她認為「那難道要

大家都安坐劃地為王／牢，一天到晚只做原來會做的事麼。我既喜歡看古作今

詮，又喜歡看跨界的作品，我原最珍惜人們跨出自己原來的領地，在疑惑未明

中開拓自己的感官與認知，那開放的狀態。」20 透過不同的互動方式，讓觀眾

實質體驗，更重要的是有回饋與反思的空間，以及消化的時間，令他們感到參

與其中，是一種趣味，是一種感官、涵養與知識的提升。這就有賴於「在整個

客戶路徑中，公司和品牌應增強創造力並改善與客戶之互動。從客戶的角度來

看，存在著三個層次：享受，經驗和參與。」21 回顧《紫玉》在宣傳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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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製作、觀眾欣賞角度和感官接收等思考上，皆有作出不同的嘗試，嘗試跳

出舒適區，讓演出者和觀賞者有更多參與實驗的機會，並製造享受過程的經

驗。

總結

跨界舞蹈作品是一場實驗，經年累月的雕琢與磨練，最終能成為獨有的經典作

品，不因時代而褪色的傳頌之作。這就如同台灣無垢舞蹈劇場的《花神祭》22 ： 

祭祀與舞蹈的合一；雲門舞集的《水月》23 ：太極與舞蹈的跨界糅合。無論

《紫玉》在觀眾眼裡心中孰優孰劣，其實驗精神與氛圍營造是可取的，值得借

鑑。而「實驗」、「氛圍」正是觀眾培育的主要元素，有助拉近跨界與觀眾之

間的距離，建立親近性，跨界舞蹈作品才能更有效地進行觀眾拓展，製造藝術

教育的機會，這亦是實驗賴以持續進行的藥方。

如何讓跨界舞蹈作品從實驗進展成為人的日常生活經驗？這早已是老生常談的

問題。正如六位受訪者所言，跨界其實是不需要設限制，並可讓觀眾在劇場內

經驗生活，連結社會和文化，獲得官能刺激、趣味與知識。當一代又一代的

觀眾隨年日而建立、流失、再建立和教育時，表演藝術團隊在策劃觀眾教育、

建立市場，首要思考的問題並非純為推銷實驗這個「產品」，反之是實驗與觀

眾之間的親近性該如何與時並進地建立。當然也不能忽視問卷調查的回應，這

是最直接接收觀眾意見、感受、有助觀眾建立的來源之一。期待香港未來有更

多獨特的跨界舞蹈實驗，但更期待觀眾為此而「撲飛」，以及政府的無限量支

持，使本土表演藝術發展得以更有效地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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