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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 即將由著名指揮家張國勇指揮的二胡與長笛
音樂會，中樂團「香港2011指揮家節」拉開帷幕之
際，也是指揮家人才之重要性，被人們愈加了解與重
視之時。因而中樂團便在這個指揮名家星光雲集的季
節，舉辦了全球首屆「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旨在
發掘優秀指揮人才、推動大型民族管弦樂發展、繁榮
現代中國音樂文化。比賽的報名階段便已呈現踴躍態
勢，55名參賽者分別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東
南亞、美國等，而近日結束的初賽也令我們看到了新
生代指揮人才誕生的曙光。

音樂名家擔綱初審
作為中樂界首次以高標準選拔、審慎發掘新人才之

專業賽事，初審評審陣容便已體現出了權威風範。已
告結束的初賽評審團，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

指揮閻惠昌擔綱主席，更齊聚兩岸三地
民樂大師——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
朴東生、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夏飛雲、台
灣著名指揮家陳澄雄、國際現代音樂協
會（ISCM）首位華人會長曾葉發等。這
樣一份分量十足的評審名單，是否已足
夠令參賽者多了一分期待與緊張。

而經過初賽評審團嚴謹的評審工作，共選出來自各
地的17位華人參賽者入圍複賽，入圍選手們有 不同
的年齡背景，卻都體現出了較高音樂學養和專業素
質。初賽評審團一致表示，作為首屆以發掘民樂人才
為旨的指揮大賽，參賽者之水準令人鼓舞。入選參賽
者還將參加複賽、準決賽及決賽音樂會等多個環節，
屆時又將會有另一番龍爭虎鬥。而大賽的決賽音樂
會，將於7月舉行，與同期舉行的香港指揮家節相映生

輝。

17位選手將抵港複賽
進入決賽的17位選手，很快便將

抵港投入緊張的複賽進程。複賽者
需指揮樂團演奏《秋決》及《古槐
尋根》兩首經典中樂作品。創作這

兩首作品的作曲家林樂培及趙季平大師，屆時也將加
入評審，而獎項除了有冠亞季軍外，還將頒發香港優
秀青年指揮獎及香港作品《星河潑墨》最佳演繹獎，
觀眾也可參與即場投票選舉最受觀眾喜愛指揮。

談到這次比賽對中樂創作的深遠意義，閻惠昌表
示：「指揮為樂團呈現藝術能量之靈魂人物，猶如一
支軍隊的領袖。縱觀20世紀中國大型民族樂團的發
展、創作、演奏、樂器製作等領域皆有豐碩成果。然

而，優秀的中樂指揮卻嚴重缺乏，有礙21世紀民樂的
發展。」中樂團希望通過舉辦這場國際性指揮大賽，
聯動指揮大師音樂會、國際高峰論壇、大師班及一連
串藝術教育活動，推進中樂指揮藝術的提升，提高人
們對中樂藝術的認識。音樂的發展靠作品積累來延
伸，而作品的演繹則建立於指揮的詮釋。作為與「香
港2011指揮家節」同步舉行的發掘新生代指揮人才盛
事，更多對指揮富有熱情與出色技藝的後輩們，亦可
以藉此良機，走上屬於自己的樂團「指揮」之路。

文：賈選凝

國際頂級指揮家相聚香港
擔綱這次「指揮家節」的4位指揮家中，閻惠昌作為本

土的香港中樂團首席指揮，我們早已不陌生，而另外三
位頂級華人指揮家也會在這場音樂盛事中呈現各自的風
采。著名樂評家周光蓁已在人們前往欣賞前，為大家簡
明勾勒出了幾位指揮的最引人入勝之處。

「第一位即將與我們見面的張國勇，是首個在莫斯科
音樂學院獲得指揮專業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張國勇畢
業之際，他的導師、俄羅斯樂界泰斗級大師羅傑斯特汶
斯基（Rozhdestvensky）曾高度評價他的專業功力：「他
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樂團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精準
而充滿氣勢見長的張氏，掌握各聲部間糅合的水平極
高，尤其善於駕馭大型作品。

壓軸「指揮家節」的湯沐海則是張氏同門師兄，兩人
都曾師從中國元老級指揮家黃曉同。享譽國際的湯沐
海，另一個不可不提的重要身份，則是身為卡拉揚

（Karajan）唯一一位華人弟子。周光蓁表示：「湯沐海曾
與包括柏林愛樂在內的歐洲多個知名樂團合作，因而吸
收到許多德奧派大師的精華。他指揮時的動作幅度不
大，但卻能得到樂隊成員效果最好的回應。」

與湯氏指揮風姿相異，北京國家大劇院音樂藝術總監
陳佐湟的指揮特點，則是高效率。獲美國密歇根大學首
個樂隊指揮音樂藝術博士學位的他，雖然外表看去書卷
氣較濃，揮舞起指揮棒時卻講求明確效率。據周光蓁介
紹：「陳佐湟的指揮風格是非常典型的學院派，與日裔
指揮家小澤征爾（Seiji Ozawa）相近。」

儘管三位大師都以指揮西洋樂團為主，但通過他們多
年指揮國內外西洋樂團的經驗，所積累對音樂交響性的
把握，及在指揮大型作品時與各個管弦聲部的交叉碰
撞，也許可以令中樂團這樣一個以演奏中國傳統樂器為
主的樂團，在幾場音樂會中生發新的演奏效果。

但「指揮家節」聚攬四海名家風采的蓬勃態勢，卻並
不代表本土的指揮土壤已臻成熟。在周光蓁看來，香港
社會對「名牌效應」過於看重，致使尚未在國際獲大獎
揚名和未有機會師從國際大師的本土新銳指揮，較難在
現階段脫穎而出。

「香港的職業樂團不多，但學校樂團、合唱隊等音樂
團體還是很多，許多新人也能得到參與指揮的機會。我
們需要考慮的是，怎樣能在香港孕育出本土的專業指
揮？」學校內部樂團的觀眾寥寥，與職業樂團演出的滿
座率反差鮮明。周光蓁認為，「名牌效應」對於培養本
土指揮家非常不利。「聲名不應是判斷一個指揮是否優
秀的唯一標準，一定要給予新人機會。」倘若在眾多香
港職業樂團走向成功之同時，卻忽略了年輕一代的成

長，便將成為無益於長遠發展的惡性循環。

「指揮」離不開區域藝術欣賞氛圍
不了解指揮工作的人們，大多會對這一稱謂充滿欣

羡，以為指揮代表了獨領風騷、榮享鮮花掌聲，但與這
一頭銜結緣長達30年的指揮家張國勇卻向我們坦言，指
揮是樂團中最為殘酷的工作——高淘汰率導致成品率
低，在對音樂綜合素能極高要求之外，好的指揮還要有
獨到的領導才能、善於和人打交道。「30年前初擔任指
揮時，並不覺得難，但過了50歲知天命之後，因 對自
己所從事藝術更為豁然開朗，反而體會到了指揮要由簡
入繁、再入簡的真諦。」

指揮經年累月和樂團打交道，最難做到的是「舉重若
輕」。一個樂團中，80個性格、教育背景及文化皆不同的
人在一起演奏，就像是80件「活的」樂器，指揮不只需
要廣泛全面的音樂專業知識，更需要豐沛的個人魅力，
以調動每位樂者才能，方能令樂器間奏出和諧之音。但
張國勇形容這難如令航天飛機上天，「面對活生生的樂
隊，大量的不可知，需要指揮憑藉多年儲備的經驗去應
對。」

優秀的指揮家與一個區域內部的整體音樂欣賞氛圍也

絕難分開。西方交響樂近年來在內地日趨普及，但這並
不等於音樂欣賞的整體環境有大幅提升。張國勇認為，
中國各地區如今不乏新興建的劇院場館，但這些硬件設
施背後，一些城市雖有了聽古典樂的地方，卻並沒有自
己的交響樂團，硬件與文化軟實力間存有落差。特別是

「娛樂至上」、「娛樂至死」的消費主義流行文化正在和
古典樂這種高雅文化激烈爭奪觀眾市場。

「如果用文化標準去衡量一座國際化大都市，那麼城
中一定要有交響樂團，但交響樂團並不一定賺錢。」他
表示，只有這個整體的文化藝術氛圍能真正被形構出
來，才會有更多人投入到古典音樂這一事業中。「指揮
家的成長，需要整個古典音樂環境作為提供養分的土
壤，否則年輕人的理想很快便被消磨。」面對「娛樂至
上」的速食文化衝擊，內地的古典樂發展仍有很長的路
要走。

在張國勇看來，香港不論是音樂環境，抑或高雅文化
藝術的整體氛圍，都在令人日益刮目相看。「過去內地
人們意識中總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是現在我們應當
好好總結，香港是如何從沙漠進化為綠洲。」藝術節的
歌劇《崔斯坦與依索爾德》（Tristan und Isolde）早在3個
月前票已售罄，他認為這恰恰已折射包括香港藝術節在

內的各種藝術活動，多年不懈推動城市藝術品位的收
效。

「香港有中樂團這麼多年來注重培養自己聽眾的樂
團，聽眾是音樂的根基。但這種對聽眾質素的培養，不
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是要一代代耐得住寂寞地堅持
下去。」前人為後人栽樹是創建藝術欣賞氛圍的正確觀
念，因為音樂本身的欣賞與否，仁者見仁，但令城中人
們接觸、認識音樂本身，是最為基本的文化普及意識。
任何高雅藝術的推廣都需要先潛移默化、加深民眾與文
化節目間的認知紐帶，再通過代代傳承，提升區域的整
體欣賞質素。

古典音樂需要出色樂評推動
同中樂團多次合作過的指揮家陳佐湟，也認為外在環

境對指揮的音樂生命其實非常重要。樂團指揮看似是發
揮個人之力，卻成就於背後的整體。「指揮的職能就是構
築起一個整體的童話，指揮家要對一場音樂會有全局控
制力，更要能集合所有樂者的智慧與熱情。」沒有哪個指揮
家可以關在房間裡實現個人成長，指揮是樂團的靈魂，
而樂團與聽眾亦是指揮創作所依托的靈魂。但音樂家若
想以聽眾為知音，更要有賴於聽眾對藝術認知水準。

陳佐湟表示，當下古典音樂的發展，不只建基於城市
文化綜合質素提升，更需要優質樂評去推動。「好的音
樂評論，要在藝術上有深度和見地，而不是普通的泛泛
而談，真正有獨到見解的樂評，對於身為表演者的樂團
和指揮家個人，都有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到位的鑒賞
與批評，可以使整個樂團實現成長。」

他認為在目前音樂評論界仍缺乏具有真知灼見的評
論。樂評人作為「聽眾意見的製造者」，本身就應具備
藝術家的素養，更要成為觀眾與專業樂者間的橋樑，用
最簡潔生動的筆觸，帶領觀眾欣賞音樂的多重層次。用
陳佐湟的話說，即是「既不刻意賣弄樂理知識、糾纏於
樂團的細微瑕疵，又能客觀評價音樂會的藝術價值與得
失。」這便需要大批擁有極高修養的樂評人實現。但現
今華人世界對古典音樂的普遍認知，相比西方而言仍舊
薄弱。

「交響樂的發展與整個地區的教育水準成正比，在全
世界範圍內，對交響樂有真正欣賞需求的聽眾，相比其
他音樂形式，總是少數。但這個少數的比例，非常重
要。」中國的古典音樂環境較之於十年前，已有巨大進
步，但仍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而出色的樂團指揮，首
先正是需要好的聽眾、好的音樂氛圍為後盾及能動力。
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指揮家節」僅僅是加深聽眾對
指揮家的認受與了解的開始，在華人世界演繹出備受普
羅聽眾青睞的古典音樂，仍有一段長路。

發掘新生代指揮人才

香港指揮家看華人古典音樂環境
中樂團「香港2011指揮家節」即將以中國音樂

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交響樂團國家一級指揮張國

勇音樂會，奏響華彩篇章，幾位蜚聲國際音樂界

的指揮家將帶領觀眾，聚焦指揮家的才華與魅

力。對於樂團指揮，很多人可能只是以為他們在

舞動指揮棒，帶領樂團演奏發聲，從未想過要了

解指揮家在樂團中發揮的凝聚力。這次便讓我們

與張國勇、陳佐湟兩位華人音樂界頂尖指揮家，

以及本地著名樂評家周光蓁一起，深度解析指揮

對於樂團不可取代的意義，並從中引伸探索，指

揮家創作環境與華人古典音樂整體環境間密不可

分的聯動關係。作為樂團的靈魂，每一位指揮，

都是融合激情與理性的音樂掌舵者，他們的個人

風格將直接作用於樂團的整體風采。令更多聽眾

理解這一點，或許便是「指揮家節」的最重要意

義。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香港中樂團提供

「香港2011指揮家節」張國勇音樂會
時間：4月8日至9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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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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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閻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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