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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個星期前，筆者發現藝穗會的Fringe
Gallery在上星期舉行一場新碟發佈兼音樂
會，而表演者就是美藉華人獨立歌手Kevin
So（蘇永斌），所以電郵給他，希望可以在
他留港時見見面，他很快用電郵回覆，他和
母親參加了旅行團，正在北京旅遊，可以直
接打電話到他的酒店房間。

再過了幾天，筆者便收到他的來電。「你
好嗎？我是Kevin，我到了香港，你知不知道
哪裡可以買到電話卡？買了後，我再傳聯絡
電話號碼給你。」

獨立樂手的自由空間
Kevin是當代著名藍調樂手Keb' Mo'的音樂

良伴，有份參與Keb最近多次巡迴音樂會的
演出，包括Carnegie Hall及Nashville's Ryman
Auditorium兩站，又曾屢次為Keb擔任單人伴
奏，多才多藝，通懂鋼琴、口琴、吉他等樂
器，更可擔任主音⋯⋯在其新碟發佈兼音樂
會前一天，筆者和Kevin見了面，看 其個人
資料時，便看到他輕鬆地走過來「相認」。

「我們去哪裡呢？到樓上的咖啡店也好，我

對咖啡是挺picky的。」
「雖然沒有簽甚麼大唱片公司，但我很明

白一點，就是獨立歌手是不是很困難，很視
乎你想得到甚麼，你是不是很想出名。相對
於其他簽了大公司的歌手，他們有更多財力
去宣傳，但好的方面去想，我可以自己管理
自己，有更大的自由度。」

「不過由於科技的進步，也令獨立歌手有
更大的發揮空間，如利用Facebook、Youtube
等 。 」 筆 者 也 是 透 過 K e v i n 的 網 頁
(www.kevinso.com)，跟他聯絡上，並在網上欣
賞了他的演出。如果大家聽過他的音樂後，
也可直接透過網絡購買及下載。

不是說笑，才30出頭的Kevin，從09年開始
至今，連同今次來港宣傳的新碟《Life Solo
Akoustic》，原來他已推出了9張大碟。

他心中有條長城
Kevin在美國波士頓出生及成長，現在就定

居於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Nashville），可說
是個活脫脫的ABC，但原來他在某程度上來
說是很中國的，其一是他其實是懂得聽及說

廣東話，但當然是很「有限」。「雖然我在
外國長大，但父母都是從香港移民到美國，
都和我說廣東話，但不會讀及寫，所以我也
聽得出其他人笑我是『竹升仔』，搭車時我
也會說『唔好騙我』。」

「其實5年前我也曾在香港的藝穗會表演
過，但這次可說是正式的唱片發佈會，但我
沒有到其他亞洲區表演過，我也想有機
會。」Kevin說，之前和母親到北京旅行，可
說是給自己一個假期，因為這麼多年來在美
國做巡迴表演及宣導，而且母親也愈來愈
老，所以希望趁有機會，便和她到北京一
遊。「這次主要是看一些景點，以及去購
物，希望下次有機會欣賞當地樂隊的表演，
當然更想是有自己的演出。」

另外，他透露可能在香港某個藝術節中推
出一套音樂劇。「這音樂劇的名稱是《Great
Wall》，主角是Victor Woo，他的妻子是
Grace，內容是有關美籍華人的奮鬥故事，我
已將proposal給有關單位看過，他們也很有興
趣，我真的希望可以成功舉行，因為我想它
可以成為Asian American的音樂劇經典。」

大家可不要以為Kevin在說笑，因為在紐約
皇后劇院（Queens Theatre）2008年亞裔文化
藝術節眾多節目中，其中一個就是由他表演
廣受好評的專輯《A Brighter Day》，以及他
在07年發表的音樂劇《Victor Woo：The
Average Asian American》，而Kevin便是憑這
套音樂劇獲得New York International Fringe
Festival的最傑出音樂及歌詞兩個獎項。

而且，筆者發現Kevin這些年來曾參加過不
少美國華人社區活動，當中最突出的一次應
是在05年時，紐約流行音樂電台Hot 97因為
播放《Tsunami Song》（海嘯之歌），被指有
辱華及嘲笑南亞海嘯災民的歌詞，收到大量
投訴後遭禁播，事件引發社會強烈反彈，甚
至有大型民眾示威。當時Kevin發表了以「和
平與固執」為主題的歌曲《Ballad of a China
Man》（中國佬的歌謠）來回應。

最後，Kevin說會跟其他人合力搞一個
brandname項目。「我現在還在構思當中，但
這個方案可能是一個網站，又或是推出自己
的產品，會包括音樂、時裝、飲食、環保等
不同方面。」 文：曾家輝

從美國唱到香港Kevin So

香港電台電視部的編導謝家豪，形容他所接觸的
司徒元傑「很不公務員」。之前為拍攝港台節目

《情迷博物館II》而跟隨司徒元傑北上杭州，探訪豐
子愷故居時，他常常能被後者的情緒所感動。「回
來剪輯時，發現館長有一個口頭禪：好難得。」司
徒元傑記得他在老先生位於白馬湖的故居內，見到
一架鋼琴時的觸景生情。「一般人只知道豐子愷在
漫畫上的創作，其實他在民國時期不遺餘力的推廣
音樂教育，後來還編了教材。那架琴就是他當年練
習或創作音樂而保留下來的原物。」

藝術家的關懷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感人的地方，我走到那裡已

經嚇了一跳。見到第一間屋是李叔同住過的，之後
一間住 朱自清等等。一幫民國時期有抱負的年輕
人或學者，走到一起暢談教育理想。我當時就像走
回到那段歷史中。」豐子愷畫作展是藝術館明年年
初的展覽項目，這個主題的選擇，也透露出司徒元
傑的個人情結。「豐子愷的特色，並不是中國傳統
的文人畫，而且他創作的畫幅都比較小。但在美學
和人性方面，卻是用藝術表現真性情。這從他對兒
童的情感和關懷中很強烈的表達出來。此外，他在
作品中還涉及到佛教對善的理解，光是這幾點，也
有足夠的東西可講了。」

同樣的，司徒元傑還記得一次為了做李可染的展
覽，去北京看真跡，以及和李老的後人聊天的情
景，了解到了許多大師背後「實實在在的東西」。

「去年我去杭州路過潘天壽教授紀念館，當時有人告
訴我說，門前那條西湖邊上的南山路，當年就幾乎
寫滿了批鬥潘教授的大字報。我走在那裡，那種感
覺又來了。」司徒元傑總在反思，為何20世紀中國偉
大的藝術家的遭遇總是如此坎坷？「但他們還有一
個共同之處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還能堅持藝術。」
每次北上探訪，回來後他和助手們便會將背後的故
事整理出來，發給館裡的導賞員，讓他們在現場給
觀眾分享。他近幾年還留意到視像媒體的作用，把
策展的過程變成影像記憶，送到學校播出。「自己
要先能投入感情進去，效果才會有很大的不同。」

難忘吳冠中
2010年6月25日，司徒元傑經歷了一場如過山車一

般的情緒波動。當日下午6點半，他在傳媒招待會
上正式宣佈，中國畫大家吳冠中先生再次向香港藝
術館贈送五幅水墨畫，這已是藝術館第四度接受他
的無償捐贈。會議結束時，司徒元傑突然想起吳老

的生日快到了，連忙叫回記者，對他們說會把新收
到的作品加入展覽中，作為給吳老的生日禮物。當
晚離開辦公室已是深夜，他還處在興奮和激動中，
萬萬沒有想到，吳老也就在同樣的深夜裡靜靜的離
去。

去北京參加吳老追悼會的時候，他了解到了更多
的細節。原來，從2010年3月開始，藝術館曾以數月
展出吳老三次捐贈的畫作，吳老曾向司徒元傑表達
想親自來香港和觀眾見面的想法，但因健康問題而
未能成行，「於是我就在展出期間，不斷收集觀眾
在意見簿上的留言，最後整理了一份報告，6月初
時，托人帶給吳老。他在病房裡翻完了這份報告，
一周後就托兒子說要捐畫給我們。交接手續完成之
後，直到他走前的最後一刻，他再也沒有說過
話。」司徒元傑在吳冠中去世後曾接受媒體訪問，
在聽到他回憶吳老的點滴時，現場記者無不潸然淚
下。在司徒元傑心中，展品的社會意義與它的市場
價值不一定總成正比，雖然他也要承受來自向政府
申請財政預算的壓力，但他更看重的是前者。

是展覽更是教育
司徒元傑自小對中國畫有濃厚興趣，上中學時，

已經臨摹了整卷的《清明上河圖》。「《富春山居圖》
我也臨摹過。」中學畢業後，赴英國修讀藝術教

育。「這一科很冷門。其實我也是想學習一種方
法，就是怎樣通過藝術去進行教育，或者怎樣用教
育去演繹藝術。」返港後在港大完成了中國藝術史
的碩士學位，正式研究自己感興趣的中國畫。

他的個人氣質，其實更接近老師這個職業。「我
是先做老師的。我曾在一間官立中學做過短短的幾
年藝術老師，所以我的角度總是從教育的角度出
發。」

「但是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責任，不能教錯或者
給演繹錯了。比如，你可以在宣傳中說，豐子愷是
黃玉郎的祖師爺，或者乾脆說是『中華英雄』的祖
師爺，一定很吸引人。但我們不能這麼說，相反，
我們要說豐子愷的漫畫和黃玉郎是完全沒有關係
的。」

除了20世紀中國文人畫大家作品展，中國傳統古
畫也是司徒元傑致力推動的重點。年底他將赴日
本，和大阪博物館商量出借其館藏的宋、元中國
畫。「別看我們是公家博物館，吃閉門羹的次數也
非常多。」「而你的感情也會自然決定你選擇藏品
的角度和意義。」

獲得捐贈只是工作中的錦上添花。「事業中遇上
吳冠中先生，簡直是三生有幸。但更多的時候，是
真正參與這個分享的過程，並讓更多人受益。藝術
品不是死物，它們同人性有關。」

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司徒元傑
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從藝術品感受人性

港台節目《情迷博物館II》
有關藝術館策劃豐子愷畫展的過程，請收看6月8日晚上7點播出的第4集《有情世界》。

■司徒元傑(右)在吳冠中家接收捐贈。

■司徒元傑在上虞白馬湖

■司徒元傑在藝術館講述他所知吳冠中的故事，希望讓更多
人感動。

■司徒元傑正與祁文傑討論其豐子愷的收藏

■司徒元傑與豐子愷幼女豐一吟在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從藝術品感受人性
司徒元傑

如果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刻叫做「無憾」，那麼國畫大師吳冠中先生

在最後的歲月，向香港藝術館無償捐贈個人水墨畫的經過，足以令主要參

與者、藝術館「虛白齋中國書畫」館長司徒元傑刻骨難忘。在這座公營博

物館內服務長達25年，司徒元傑更願意將之看成為一間知識分享、人文傳

承以及人性關照的公開學校。他很容易就不知不覺踏入歷史的情境裡，再

把他的感動融進現場的展覽中。 文、圖（部分）：梁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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