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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詠詩叫人很難忘，愈深入了解她，便愈發現其
實我們是在認識小交響樂團，或許應該說指揮家與
樂團是不可切割的，每個樂師都可以脫離樂團作獨
立演出，惟有指揮家與樂團不可分離，難怪她總是
三句不離「樂團」，難怪她事事都以樂團優先。作
為少數的女性指揮家，藏在樂團背後的葉詠詩到底
在想甚麼？

從小提琴到指揮
葉詠詩喜歡音樂與其家庭背景不無關係，她的父

親是知名音樂家兼指揮家葉惠康，從小她便看㠥父
親站在台上指揮，耳濡目染之下，對指揮有了不一
樣的情感。

她透過小提琴演奏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修讀學
位時有一個課程是在樂團裡面受訓練，那時她便覺
得當指揮真的不簡單，學習的東西、接觸的樂曲都
比一般演奏家多，她心想：「能帶領七八十人在台
上演奏，應該會很有滿足感。」十多歲的她沒有想
太多，很快便決定要去學指揮。「學習指揮最困難
之處是不能好像其他演奏家一樣，每天可以在家中
練習。在準備排演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會聽㠥錄音
練習，反而去讀樂譜上每一個音符，去了解每種樂
器的演奏方式。」從最初一個星期一兩節課，到攻
讀指揮碩士學位，她慢慢累積經驗。

「每一個讀指揮的學生在畢業後，都有自己的理
想，都希望與世界上最好的樂團合作，但機會不是
想便會有，要看畢業後哪個機會先出現，也要看自
己的意向，有些人讀完之後希望留在學校教書更勝
於成為樂團指揮。」而她卻選擇回到香港，在這個
文化藝術發展不太蓬勃的地方實現她的音樂理想，
不得不說，她真的很有勇氣。

有機會便要爭取
葉詠詩在臨近畢業之時，得知香港管弦樂團聘請

駐團指揮，當時的樂團經理問她有沒有興趣嘗試一
下，她心想：「當然要試，這也是一個機會。」後
來考上樂團指揮後，便順理成章一直留在香港。

「我比其他同班同學幸運，很多人等了兩三年都沒
有工作機會，有些到最後轉行了，所以有機會真的
要盡量爭取，尤其是指揮家，如果沒有一個專業的
樂團讓你一邊做一邊學習的話，很難去累積經
驗。」學校教的東西始終有限，很多東西必須靠帶
領樂團才知道。「就像學游泳一樣，只看書是沒用
的，一定要下去泳池或海裡才知道學到的東西是否
能夠應用出來。」

「我本身拉小提琴，對弦樂會比較熟悉，而管樂
部分則需要多看一些書，多問一
下同學。」進了一個專業的樂
團，每個都是專業的演奏家，他
們都很成熟，更要從他們身上學習。她表示，樂師
的經驗、對每首樂曲的理解、演奏方式的應用，這
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我頭幾年進入樂團，就像
一塊海綿一樣不斷地吸收。」

那時，葉詠詩很年輕，面對
七八十個頂尖的樂師，她
坦言經常被人質疑。「他
們很多已經工作了二三
十年，他們看到的、接
觸 到 的 藝 術 家 都 比 我
多，必須很有技巧地處理
大家的關係。正面去想的

話，所有樂師都是我學習的對象，好的便去學，不
好的就不要沾。」她看似在指揮一個樂團，事實上
她也是各個樂師之間的橋樑，是樂團對外的「發言
人」。別人向她提意見，她要以開放的態度去接納
他們的建議，而她的性格也必須比其他人更開明。

「這是一個年輕指揮家需要面對的問題。」難怪她
說，在加入香港小交響樂團之前，在香港管弦樂團
擔任指揮讓她嘗試了很多，以至於加入小交響樂團
之後，能夠迅速推動樂團發展。

指揮棒引起的小意外
站在舞台上二十多年，能否揮灑自如，其實一切

都要視乎當時的情況，視乎面對甚麼樂團、演奏甚
麼樂曲、樂曲是否熟悉、與樂團的關係是否良好
等。「像小交響樂團，我差不多認識每一位樂師，
和他們一起演奏會比較安心，但做其他樂團的客席
指揮時，則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互相磨合。」

她總是背對觀眾，手中只持一根指揮棒，也許壓
力沒有其他樂師那麼大，但並不代表她不會出狀
況。「那次不是在香港表演，我指揮棒一揮出去，
不小心跌到觀眾那裡，觀眾嚇了一跳，幸好沒有打
到人，指揮棒也沒有斷掉。」

葉詠詩
不論是古典音樂的樂迷還是對音樂毫無認識的人，相信都會認識她──香港指揮家葉

詠詩。今年是她加入香港小交響樂團第十年，正確來說，快邁進第十一年了。這十年，

葉詠詩的名字與小交響樂團形影不離，是樂團的靈魂人物。

站在舞台上的她，英姿颯爽，雖然背對觀眾，但舉手投足充滿自信，指揮棒在空中躍

動，音樂中彷彿帶有她獨特的意緒。她的身影與音樂合而為一，不只指揮眼前的樂師，

也如標杆一樣，指揮觀眾進入古典音樂神秘而幽深的領域。

她心繫樂團，問她十年來的變化，她開口便說：「樂團不斷進步，水平一直提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潘達文

以「樂團不斷進步，水平一
直提升」來概括小交響樂團十
年來的轉變似乎有點籠統，但
自葉詠詩加入以來，樂團的音
樂會場數從最初六十多場大大
提升至如今近一百場，入座率
達93%，當中的年輕聽眾佔了
六至七成。

他們多次作海外演出，灌錄
了幾張唱片，更重要的是將古
典音樂拓展至不同的領域。樂團與不同界別的藝術
家合作，如笑匠詹瑞文、駐團藝術家伍宇烈等，除
了正規音樂會之外，還創作一些新穎的作品，刺激
觀眾的感官之餘，也讓隊員得到更多靈感。

樂團看似橫跨不同的領域，但葉詠詩對音樂的要
求從來都沒有改變，她說：「絕對不會犧牲音樂的
質素去將就觀眾，只不過表達的方式會有所變動。」
也因為她對音樂的堅持，樂師從最初大力反對古典
音樂普及化到如今默默地接受這種表演方式。

譬如樂團間中會和流行歌手合作，但葉詠詩直
言：「經常有歌手邀請我們替他伴奏，但我們會選

人，他們不需要對古典音樂
有認識，但必須唱得好。如
果唱歌走音、只賣弄樣貌的
話，我們完全沒有興趣與他
們合作。」除此以外，歌手
要願意在音樂會裡加多一點
樂團的元素，要懂得欣賞樂
團的聲音，「否則你為甚麼
要一個樂團幫你伴奏？」

而樂團與笑匠詹瑞文的合
作也是一個突破，畢竟樂師在音樂學院學習的都是
最經典的作品，他們畢業後加入樂團，一定希望可
以演奏馬勒交響曲、柴可夫斯基交響曲等。「有隊
員覺得他在搞笑，認為是對古典音樂的冒犯，但經
過溝通、解釋後，他們會理解，他們在台上也會
笑。如果詹瑞文在搞爛gag，樂師不理睬的話，表
演會失色不少。」

葉詠詩現在也積極開拓更多可能性，樂團近兩年
舉辦了多場「BB音樂會」，近期開始做一些室樂系
列，在大會堂、藝術中心有午間音樂會，也在大專
院校舉辦室樂演奏會。

葉詠詩與小交響樂團

「有時比較忘我的時候，指
揮棒不小心碰到譜架，容易滑
出去。那些樂師很專業，一邊
拉琴，一邊找機會撿起來，悄
悄地放在我的譜架上。」葉詠
詩笑說。對於這些突如其來的
小意外，她早已見怪不怪，但
她知道有些指揮家預計自己會
跌指揮棒，他們會在譜架上多
放一支後備的指揮棒。「但我
沒有試過這樣做。」她不忘補
充一句。

或許大家覺得指揮棒是指揮
家的「武器」，是不可欠缺的工具，但葉詠詩
表示，指揮棒並不是那麼重要，它只是在樂團
的陣容很大，有些人坐得遠的時候，讓他們可
以看得比較清楚而已。「我覺得不用指揮棒，
雙手反而可以更expressive，沒有那麼累。雖然
指揮棒不重，但以同一個姿勢拿㠥它兩小時，
一緊張、一用力，手腕也會被拉緊。」

讓音樂更普及
「作為一個表演者，除了演奏以外，我們還

有其他的作用。」
若真的要細數葉詠詩加入小交響樂團這十年

來做得最多的事，一定是普及古典音樂，從音
樂、舞蹈、戲劇到棟篤笑，都可找到樂團的蹤
影。樂團與世界有名的演奏家合作是很尋常的
事，幫不同的舞團伴奏也不算新奇，但近幾年
樂團開始將觸角伸向不同的領域，我們開始分
不清觀眾買票進場，是為了聽李克勤唱歌還是
為了聽古典音樂，是為了看詹瑞文的棟篤笑還

是為了小交響樂團。而這樣的合作的確擴闊了
古典音樂的觀眾群，更多年輕人願意接觸古典
音樂。

進場聽古典音樂的人雖然多了，但在葉詠詩
眼中，香港的音樂教育並不成功。對比起二三
十年前，現在學習樂器的人多了，但出發點卻
有問題，不是為了欣賞音樂或培養一個人的審
美眼光。「這都不要緊，起碼你去學，不過能
否持續則是一個疑問。很多人考完八級便停
了，以後都不再碰樂器，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
事。學音樂變成一種工具去達到某種目的，真
正需要被教育的是父母。」

葉詠詩認為，很多人還是喜歡音樂的，他們
未必懂得演奏，但會買票去聽音樂會，只是如
果孩子從小學習音樂，長大後也不放棄樂器的
話，他們在音樂上的得㠥遠比扮演聽眾角色的
人來得豐富。

她有一個匪夷所思的幻想，如果學習音樂或
玩樂器可以成為普通人的一個興趣，就像打波
一樣，那不知有多好。「譬如四個人湊在一起
不打麻將，反而夾四重奏，那不是很好嗎？起
碼發出的聲音會比較美妙！」她笑說，歐洲十
八、十九世紀的時候，玩chamber music（室
樂）、夾band都是一些消磨時間的活動，如果香
港人也將學習音樂變成一種興趣的話，是一件
難能可貴的事。但她也知道這些事情急不了，
必須好好沉澱。「不急，慢慢來吧！」

有時不禁會想，葉詠詩也是一個尋常的女孩
子，但她站在台上散發出來的魄力，堅挺的背
影，不時揮動手臂，依然能讓人感受到她柔韌
內心釋放出來的澎湃感情。

音樂確實因你，顯得更動人。

葉詠詩簡歷
1960 廣州出生
1964 學習鋼琴
1968 參加兒童合唱訓練
1970 學習小提琴
1978 獲香港皇家賽馬會音樂基金獎學

金，赴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深造，
主攻小提琴及鋼琴

1983 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小提琴
和指揮雙碩士學位

1985 在法國貝桑松第35屆國際青年指
揮大賽中贏得冠軍及「金豎琴」
獎

1986 擔任香港管弦樂團的駐團指揮
（至2000年）

1990 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1991 獲邀為中央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
1996 出任廣州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至

2003年）
2002 擔任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至現在）
2007 獲法國文化部頒發「藝術及文學

騎士勳章」
2010 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頒授院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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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詠詩受邀成為香港大學「藝術家計

劃」的主講人之一，向大學生講解她的

音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