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報告書 
 

一、活動或藝術節基本資料：（將公開上網資料） 

1.活動或藝術節名稱（中文）：第二十六屆澳門藝術節 

               （英文）：26th Macao Arts Festival 

2.主辦單位（中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英文）：INS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3.活動或藝術節時間（年、月、日）： 演出時間/2015年 5月 9日 

4.活動或藝術節地點： 演出地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5.活動簡介(或藝術節起源及現況)（約 400字）： 

一九八八年，首屆澳門藝術節正式誕生，為澳門本地藝術工作者建構了展示創 

作成果的平台。 

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澳門藝術節不斷與時俱進、精益求精，從而奠定 

了“推動本地藝術發展，傳播世界優秀作品，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辦節宗旨， 

近幾年亦受到歐亞地區的高度重視，為亞洲地區重要的藝術節之一。 

6.節目、藝術家或團體的遴選方式：主辦單位遴選 

7.本屆及歷年來參與之台灣藝術家或團體名單：本屆/林文中舞團 

8.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853-28366899 

    webmaster@icm.gov.tw 

9.其他相關訊息： 

XXVI Macao Arts Festival: www.icm.gov.mo/fam/26/ 

二、主辦單位對膳宿及交通的安排方式（請勾選後，簡單敘述）： 

    1.食的部份   A.非常滿意  B.尚可  C.不滿意  D.無安排 

請簡要說明：自理 

    2.住的部份   A.非常滿意  B.尚可  C.不滿意 D.無安排 

請簡要說明： 主辦單位安排 

    3.當地交通安排   A.非常滿意  B.尚可  C.不滿意  D.無安排 

請簡要說明：主辦單位安排 

http://www.icm.gov.mo/fam/26/


三、主辦單位負擔條件為何？（請勾選後，詳細說明） 

    ■  1.演出費                                                  

    □  2.運費                                                    

    ■  3.交通費  當地交通                                       

    □  4.日計生活費                                              

    □  5.文宣廣告費                                              

    □  6.保險費                                                  

    ■  7.住宿費   當地住宿                                       

    □  8.安排當地拜訪或參觀行程                                  

    □  9.安排與計畫有關之活動（包括成果發表）                    

    □  10.其他                                                   

四、活動場地相關資料：（將公開上網資料）     

1.場地名稱： 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2. 參觀或參與人數/觀眾席座位數：855/1076 

    3.活動場地簡介（檢附場地室內外照片，或演出場地、舞台、劇場/音樂廳內外

及觀眾席等之照片）： 

   綜合劇院的設計具古典劇場風格，配備專業舞台設備及燈光系統，是舉

辦歌劇、舞蹈、戲劇、粵劇、交響樂或室內樂演奏會、研討會及綜合性演出

等大型節目的首選場地。 

  

劇院配備優質反音板、反聲天花及頂棚，能配合音樂會演出的專業要

求，加上利用聲學原理將音樂更集中於觀眾席方向，使完美音質的散播更加

均勻，並可根據活動性質設置舞台反音板，配合不同場合的技術需求。 

  

劇院內的設置亦具高度靈活性，舞台前排的四行觀眾席為可拆除式座

位，可降低成為容納約 90人的管弦樂池，用以配合演出現場伴奏，此外，

亦可將之升高作為舞台的延伸部份。再加上反音板、舞台吊桿及台口調教功

能，能配合節目演出創造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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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照片（視覺藝術類另檢附每件創作或展出作品照片、圖說 4張）： 

 

 

 

 



 

 

 

 



五、請附下列相關附件： 

1.主辦單位簡介 
澳門文化學會(現文化局)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由第 43/82/M號法令設立，性質為公務法人，其

目的在於藉展開中葡文化間的交流活動及在該區推廣葡國語言文化以協助制定和執行本地區文化

及學術研究政策。 

一九八九年，澳門文化學會改組，其中文名稱改為“澳門文化司署”(葡文名稱未變)，其組織章

程由九月二十五日第 63/89/M 號法令及五月十四日第 20/90/M號法令作出修改，以適應新的環境

和發展。 

經重組的澳門文化司署(現文化局)繼續擔負三重職能，即在所屬領域進行規範、文藝培訓及文化

推廣活動。 

除歷史檔案館和中央圖書館（原名澳門國立圖書館）外，又增設兩個從屬機構﹕演藝學院和視覺

藝術學校（該校於一九九三年歸入澳門理工學院）。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63/94/M號法令再次調整澳門文化司署(現文化局)之組織和行政架

構，賦予該司署得以在文化領域發揮更大能量及運作能力的條件，并符合行政現代化和逐步公務

員本地化的目標，從而更確切地適應過渡期的需求。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經第 31/98/M號法令，將澳門博物館納入澳門文化司署(現文化局)組織

架構內。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第 5/2010號行政法規，文化局設立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輔助及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一九八八年，首屆澳門藝術節正式誕生，為澳門本地藝術工作者建構了展示創作成果的平台。經

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澳門藝術節不斷與時俱進、精益求精，從而奠定了“推動本地藝術發

展，傳播世界優秀作品，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辦節宗旨，近幾年亦受到歐亞地區的高度重視，

為亞洲地區重要的藝術節之一。 

http://bo.io.gov.mo/bo/i/82/36/declei43.asp
http://bo.io.gov.mo/bo/i/89/39/declei63_cn.asp
http://bo.io.gov.mo/bo/i/90/20/declei20_cn.asp
http://bo.io.gov.mo/bo/i/94/51/declei63_cn.asp
http://bo.io.gov.mo/bo/i/98/29/declei31_cn.asp
http://bo.io.gov.mo/bo/i/2010/13/regadm05_cn.asp


2.當地媒體相關報導剪報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評論 

 

 

 



文︰靜怡 | 上載日期︰2015年 5月 19日 | 文章類別︰藝術節即時評論 

不一定要充滿戲劇性的表演才算是精彩的演出。倘若編舞家能掌握光線與空間的關連，即使是簡

單的物料，透過不同的燈光與影像配合，觀者在簡約的舞台設計下，集中看見舞者的心思與空間

發展上的創意，演出同樣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影的流動轉換，舞者往返於「繁」與「簡」、「快」與「慢」之間。音樂是時間的藝術，燈光

是空間的藝術，舞者將兩者結合，於舞台上時而緩靜如煙霧微塵、時而恣意乘風拖曳翱翔，身體

隨音樂自由流動，以環抱、旋繞、推拉等身體動作，與不同的組合排列，體驗空氣粒子與粒子之

間的流動。值得留意的是編者對時間與空間的敏感度尤其高。若然有細心聆聽當日演出的配樂，

除了用不少重複音（repeated notes） 和一些高頻率電子聲效外，有時會藉音樂作為一個切面，

將舞蹈分段，讓羣舞產生不同的變化，例子如通過大量五聲音階推動緩速的舞者前進，而音樂的

節奏、速度與舞者的動作，作為一個能量替換，加上錄像讓空間變得更真實立體。 

編舞及藝術總監林文中能善用舞者的身體做空間性練習。簡約的舞台設計，開首部份以錄像點明

題旨，絢麗的舞動剪影仿如電影般先是介紹編舞及藝術總監、錄像及燈光設計等等，而一系列飛

行設計電腦圖更極富現代感地打開觀者的視覺想像。《空氣動力學》的創作靈感源自航空科學的

空氣動力學原理，編舞林文中嘗試在作品尋找一種由內而外、具客觀、向量式與去中軸線的身體

位移方式。每位舞者皆十分熟知自己身體的每節肌理動作，「身體」作為主體連繫思維和意念，

動作越慢，所需的意志與能量越集中。編舞借用接觸即興的方式，通過肢體的扭動、疊合、推拉、

翻滾、舞者與舞者間的缷力、接力和換力，形成一連串川流不息的羣舞，而他們以半樽的身體，

重心往下壓之餘，四肢不停地彼此扭動，不同舞者的手與腳卡在另一位舞者身上，他們一個卡着

另一個，體驗身體與身體之間的有機靈性與空間的可塑性。 

在舞台上要成就一個成功的作品，「台、燈、聲」的設計、參與和介入是重要的元素，不論是走

華麗路線還是簡約策略，舞台、燈光與錄像設計無疑有助提升整場演出效果。是次演出燈光主要

以冷色為主，一系列的藍色及灰銀，相信和配合主題有關，簡單的一條透白色「膠布」藉燈光與

映象，塑造出千變萬化的舞台效果。當光影以高速流動時，舞者以漫遊太空的速度極慢的姿態行

走﹔當錄像將舞者的動作以慢版放大投射於布幕上時，舞者卻以高速的身體律動展示舞台上，空

間的虛與實和時值的距離，就在舞者與映像之間的錯摸、互換被見證出來。筆者尤其喜愛以俯視

角度，放大拍攝舞者動作的那段錄像，映像的色彩飽和度甚高，而且以慢速處理，畫面變得極其

抽象，且充滿藝術性。此次舞台設計簡約卻不失效果，在最後一幕，燈光聚焦在透白輕盈的膠布

隨風緩緩降下，極具詩意地體驗空氣的流動，筆者對於編舞及藝術總監林文中的下一個作品充滿

期待。 

 

http://www.iatc.com.hk/?a=group&id=reviews_online&cat_id=67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 Macao Theatre Culture 評論 

 

物理法則下的生命力量──評《空氣動力學》 

作者： 糊塗 ｜文章刊出日期：2015年 05月 14日（週四） 

有人說：「生命就是一個和地心吸引力對抗的過程」。宏大的，有從古至今的人類飛行夢到太空

漫遊；個人的，如購買高昂的保養品、積極做運動，不讓引力偷偷在身體上留痕，這些都是對抗

地心吸引力這套物理法則，從牛頓被蘋果砸中腦袋那一天開始，人類文明就開始了關於力的對抗。

由林文中舞團在「第二十六屆澳門藝術節」帶來的《空氣動力學》，十二位舞者詮釋了在物理法

則下體現生命的故事。 

  

挑戰物理的藝術 

演出甫一開場，舞者群舞中有一套整齊的揮拳動作，律動一致，而舞台前半透明幕上，投射了一

系列飛機模型的草圖，由上世紀的到當今的飛機款式一一展示。舞者揮拳和飛機模型影像互相呼

應著，訴說這一個關於飛行的夢。就如試圖擺脫引力的飛行夢，舞蹈是一種對引力和空氣對抗的

表演藝術，舞者的每個跳躍、轉動和伸展，都是物理性質的挑戰，在這個前提下演出展開，舞者

如何「飛」成了觀眾的期待。 

當晚演出後的分享會上，一位小女孩問：「（舞者）你們是怎樣飛的？」這或許是對這個演出最

好的讚賞。這個演出讓一位小觀眾認為舞者真的在飛，說明他們的輕盈感、肢體動作的流暢感，

均經過了將有形化成無形的紮實訓練。筆者曾看過編舞家林文中上個作品《長河》，處理的是水

的流動，舞者演繹的是對「長河」的順勢；今次《空氣動力學》處理是更加無形的「空氣」，也

覺得在處理上更加細膩和精密。 

如果《長河》是「順」的流動，今次《空氣動力學》可以說是「逆」的流動。當一條一條塑料白

色紐帶從舞台慢慢懸下來，整個演出分開了層次，演員舞蹈的節奏時而快速，時而緩慢；而懸掛

在空中的白色紐帶時而飄動，時而靜止，這種「快」、「慢」、「動」、「靜」組合出不同的演

出節奏，呈現對立相反的逆效果，也形象化了人和空氣環境中的不同狀態。 

  

一場生命的葬禮 

在舞台環境和舞者的關係中，還有一組對立就是「大」和「小」，當舞者穿梭在巨型垂直白色紐

帶之間，在視覺效果上，他們變得渺小。這不禁讓人思考《空氣動力學》的主題，這部六七十分

鐘的演出究竟要打動觀眾的甚麼？是對人類在浩瀚科學之渺小嗎？有觀眾在演後分享說，在演出

中她看到的是一種儀式，林文中親自解畫說這像一個「葬禮」。可見，舞台設計的獨具匠心，那

些白色紐帶除了是一種空氣流動的意象，舞台的黑和紐帶的白，儼然建構成一個葬禮情景。 

http://reviews.macautheatre.org.mo/author/bob/


那麼《空氣動力學》可以解構的層面又更廣闊：如果這是一場葬禮，那麼悼念的是甚麼？生命與

力的對抗之中，死亡是擺脫引力的唯一方法嗎？這個問題可要留給每位觀眾的解讀。之於筆者來

說，《空氣動力學》卻體現了生命的力量，無論是群舞、雙人舞或是三人一組的舞蹈均有其流暢

的節奏，那是每個個體演繹出來的生命質感，運用實在的身體張力將演出一氣呵成地表達出來，

舞者掙扎扯下白色紐帶的一幕，更是將那種從上而下的力度表現，讓人印象深刻。 

演出末段，舞者們揮拳的動作再次出現，如一套整齊的古典樂章又回到開頭的曲式。如果生命最

終都是殊途同歸，如果人永不可擺脫物理法則，那麼只有實在地生存、奮鬥和對抗才不枉此生。 

第二十六屆澳門藝術節－特約藝評人莫兆忠及時短評《空氣動力學》 

 



剪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