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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融合藝術系列

科技融合藝術近年大行其道，Art Tech（藝術科技）成為創作新
趨勢，與文化融合更是城中熱話。科技可以幫助東西方文化上成功
活化傳統？融合之路是否令行如流？本系列將會探討科技與藝術融
合實踐上的優點與困難。

機械人首踏台板機械人首踏台板 帶年輕觀眾入場帶年輕觀眾入場《《開心穿粵開心穿粵》》

「「人工智能羅家英人工智能羅家英」」演粵劇你怎看演粵劇你怎看？？

科技進步使機械人「入屋」，談及機械人，容易令人聯
想起「吸塵機械人」、「送餐機械人」等等，是次粵

劇節目最特別之處是業界首次運用了仿真機械人參與演出，
模仿粵劇大老倌羅家英出演時的面部表情、聲線及姿態。
《開心穿粵》導演鍾珍珍指，這機械人有別於以往我們常

見的機械人，「這個機械人有表情、動作，製作的難度也提
高了。」她直言，與機械人排練的過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難，
以往在粵劇的排練中，演員若有動作做得不對，導師會「執
手」直接糾正演員的動作，但要機械人糾正不對的動作，不
是隨口一說便成，當中涉及複雜的編程，「例如我們希望機
械人的眼皮動一下，要倚靠編程人員的調校，當中也花上了
不少的時間，可說是挑戰我們的耐性。」
這次演出的機械人與真人的大小比例為一比一，鍾珍珍指，

此乃難得機會讓粵劇融入科技、與智能機械人共同演出。

科技只是襯托粵劇演出
現今人們「機不離手」，生活中早已習慣與科技共存。鍾

珍珍坦言，機械人、高科技等的元素，在粵劇演出上，只是
個工具，利用這些接近市民生活的科技元素作招徠，引起市
民興趣，留意粵劇，「利用科技元素作工具使市民不要抗拒
粵劇，吸引他們欣賞，入場認識我們的本土寶藏。」她強
調，科技只是用於襯托粵劇演出，「粵劇演出才是主體，即
使有多麼厲害的科技，也是用來融合和配襯粵劇，使整個粵
劇演出更有看頭。」
科技和藝術文化結合，看似容易、無違和，惟當科技遇上

中國傳統藝術文化，新與舊碰撞，要兩者顯得融洽不生硬，
得花上心機。為此，團隊在機械人出演粵劇上花了不少心
血，目的正如鍾珍珍所言：「我不要科技還科技，粵劇還粵
劇，兩者若不能融合，就不能以科技為演出帶來最大效
益。」

融入科技成本高 或難成大勢
問及粵劇融入科技是否大勢所趨？鍾珍珍表示製作成本是

他們的考量之一，她指，《開心穿粵》因有各方的幫助，有
機構的支持、科技公司的協助使製作成本降到最低，「除非
科技的製作成本下降，令粵劇劇團能負擔，否則因成本的考
量，融入科技元素難以成大勢所趨。」
羅家英直言，粵劇能夠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流傳至今，

唯一的生存之道是「死慳死抵」，「若每次演出的成本太
高，就難有下一次演出的機會，因此我們必須要知慳識
儉。」他強調，在加入科技元素的同時也要有經濟成本的考
量，「即使不能賺錢，也不要蝕入肉。」
《開心穿粵》由今年8月起演出至明年3月，「我們希望

有些粵劇節目能夠在茶館劇場內作長期演出，讓觀眾隨時都
有機會欣賞粵劇這們『香港之寶』，演出場次多在資源成本
上的攤分也比較經濟。」
粵劇非必需與「老土」一詞掛鈎，是次演出中則有一幕夫

妻的鬥嘴戲碼，二人在互動中帶出曖昧氛圍，台詞和演繹都
生動有趣，觀眾們也看得投入。
「老土」是市民對粵劇的固有印象，鍾珍珍指，需要把市

民對粵劇的固有印象打破，「只要入來看一次粵劇就明白它
也可以很貼地。」
她續說：「我們借茶館戲場作培訓，給予粵劇新血更多的

演出機會，希望大家可以用90分鐘到茶館欣賞粵劇節目，
到他日觀眾想更深入了解粵劇時，就可以到四樓大劇院欣賞
較長演出時間的粵劇節目。」

冀後輩努力讓粵劇媲美西洋藝術
在訪問中，羅家英表示現在香港政府比以往更注重粵劇的

發展，內地也很注重古典文學，「香港和內地也很積極推廣
粵劇，希望更多市民能加以發揚我們先人傳下來的文化和知
識。」他強調，香港作為粵語方言之地，應保留粵語的優良
傳統，「粵劇又是用廣東話唱出，因此很能夠能代表香港本
土文化，我們也應當發揚這傳統。」
羅家英坦言現今香港的粵劇發展上仍面對着很多困難，精

簡粵劇節目演出時間、構思新穎的粵劇故事等是近年使香港
粵劇發展更貼地的新形式，「從演出方式、內容至粵劇製作
班底均有轉變。」羅家英憶述以往曾出現粵劇演員、編劇不
足的情況，「於是我們便發掘有潛質的年輕人，培養他們成
為專業演員、編劇，也可以傳承粵劇文化，接我們班，在我
們的栽培和要求下，使他們的『唱、做、唸、打』功力不斷
進步，能夠走出香港和他人競爭，粵劇文化的進步也可使其
與西洋文化互相媲美。」

製作團隊是次與科技公司合作，
借出了兩個機械人演出，其一會在
演出時亮相，另一則在節目落幕後
供觀眾打卡，《開心穿粵》導演鍾
珍珍表示，機械人本身價值數千
萬，加以3D打印和掃描技術製作
出羅家英的外貌，「先要3D掃描
家英哥全身，其後製作模型，再套
在機械人身上。」至於機械人的表
情，則以數個鏡頭多角度拍攝羅家

英演出時讀對白的神情，然後使用
編程技術輸入到機械人，「最困難
是編程，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微調
機械人的表情。」鍾珍珍說。

問及機械人是否達到預期中效
果？鍾珍珍指，原本期望機械人可
有更多戲份、演出時的動作更仔
細，惟製作爭分奪秒，首次與機械
人「合作」，製作團隊也下了很大
的精力。

故事情節發生在現代，主角是一名海外回來香港、玩西洋樂
器的年輕人，因為疫情緣故，回來香港需要接受家居隔離檢疫
措施，因此居住在大宅的閣樓，閣樓中有很多長輩留下來的珍
貴舊物品，劇本中加入了「祖先精靈」，由精靈帶領主角認識
本土粵劇的寶藏，劇目以折子戲、牌子曲及音樂演奏等「穿梭
時空」串連而成，當中加插了兩場折子戲：《穆桂英大破洪
州》、《江湖恩怨俠鴛鴦》。而機械人的角色是主角的太爺
（曾祖父），機械人在演出時會站在劇場二樓，在聚光燈的照
射下做動作、說台詞。

香港西九文化區首個大型藝術科技節香港西九文化區首個大型藝術科技節「「藝創明天藝創明天」」日前揭幕日前揭幕，，當中粵劇當中粵劇《《開心穿開心穿

粵粵》》於整個表演藝術季作恒常演出於整個表演藝術季作恒常演出，，創新的粵劇內容引入了全港首個人工智能程式創新的粵劇內容引入了全港首個人工智能程式

操作的機械人參與演出操作的機械人參與演出，，仿照粵劇大老倌羅家英的面部表情仿照粵劇大老倌羅家英的面部表情、、聲線及姿態製作的機械人在聲線及姿態製作的機械人在

台上亮相台上亮相，，趣味性倍增趣味性倍增。。

《《開心穿粵開心穿粵》》導演羅家英導演羅家英、、鍾珍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鍾珍珍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期望粵劇中加期望粵劇中加

入科技元素能為觀眾帶來新鮮感入科技元素能為觀眾帶來新鮮感，，惟他們強調惟他們強調，，機械人代替不了真人機械人代替不了真人，，機械人只是吸引市機械人只是吸引市

民入場欣賞粵劇的手法民入場欣賞粵劇的手法，，冀藉此打破市民認為粵劇是冀藉此打破市民認為粵劇是「「老土玩意老土玩意」」的固有思想的固有思想，，以機械以機械

人帶領他們走入粵劇世界人帶領他們走入粵劇世界，，了解這門香港之寶了解這門香港之寶。。

◆採：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開心穿粵》故事簡介

3D掃描羅家英外貌
微調機械人表情

新方式呈現粵劇
增設打卡環節

據了解，為了讓初接觸粵劇的人士可更容易接受粵劇演出，製作團
隊特意更改演出內容和方式，以提高節目吸引力。

以往戲曲中心茶館劇場的粵
劇節目常設主持人在粵曲每一
幕中作開場，《開心穿粵》則
反其道而行，由演員代替主持
人，用故事形式帶出粵曲，令
整個演出更流暢，也帶給觀眾
新鮮感。

故事形式呈現
《開心穿粵》整個演出時長

90分鐘，有別於昔日傳統粵
劇至少4小時的演出時間。
戲曲中心4樓大劇院演出時

長約3個半鐘，而坊間其他演
出單位的粵劇節目約4小時，
若是棚戲一場演出至少5小
時。

縮短演出時間

為吸引未曾欣賞過粵劇的
市民入場，其演出場次配合
了市民的放工時間，《開心
穿粵》現逢周五、六、日，
三日出演四場至明年3月31
日，晚場7:30開始；午場2:
30開始。

配合放工時間製作團隊特意打造了兩個
「羅家英機械人」，其一是節
目演出時於茶館劇場2樓的機
械人；另是節目演出落幕後，
放置於台上的機械人。
兩個機械人衣着上並不一

樣，觀眾可以在演出落幕後到
台上和機械人合照。

與機械人打卡

◆◆《《開心穿粵開心穿粵》》導演羅導演羅
家英與人工智能程式操家英與人工智能程式操
作的機械人合照作的機械人合照。。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

◆《開心穿粵》
導演羅家英、鍾珍珍。

◆◆《《開心穿粵開心穿粵》》劇照劇照

◆參與演出的機械人站立於茶館劇
場二樓。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供圖

◆舞台上使用了影像投射技術。

◆演員在演出時介紹粵樂的背
景。

亮點亮點

◆故事中主角以西洋樂器拉
奏中國民族樂曲《漁歌晚
唱》。

掃碼看片

▲

機械人演的角
色是劇中主角的
太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