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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香港演出當天，穿 橙色長
禮服站在舞台上的楊天媧，
眼神專注地拉 小提琴，行

雲流水般的音樂傾瀉而出，贏來全場
掌聲，安歌聲此起彼落，久久不散。
台上的她自信無比，完全不像一個二
十五歲的女生，台下的她穿 類似旗
袍的及膝長裙，輕鬆地聊 生活上的
瑣事、音樂上的點點滴滴。她會興奮
地說自己語速很快，會雀躍地說自己
喜歡去不同的地方玩，遇上不會答的
問題，也會開懷地跟你說她不知道。
沒有音樂家的距離感，沒有成名太

早的包袱，只有一個很真實、活生生
的楊天媧。

從不重複過去
音樂家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

很勤奮很努力，另一種則是有天分有
才華。楊天媧便是後者，並不是說她
不努力，而是她與生俱來的音樂天賦
讓她可以較為順利地走在這條路上，
她也說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
她有一個支持自己學音樂的家庭，

有嚴厲督促她練琴的父親，年少時遇
上對她影響很深的恩師林耀基，九年
前得到獎學金往德國求學，這一切不
但為她打下紮實的根基，也讓她有不
同於別人的沉穩性格。她很慶幸自己
拿的是德國的獎學金，如果當時去了
美國的話，今天她可能已經是另一個
人。「歐洲的環境、人們對音樂的理
解都比較適合我。」
而她的天賦也體現在她從不重複過

去的堅持上，她很少翻聽自己以往錄
過的專輯，因為她不想讓這些東西影
響自己對同一個曲子的理解，一直重
複過去的演繹方式。有時她去到朋友
家，朋友堅持放她的曲子來聽，會讓
她不禁有點懊惱，心想怎麼搞的；或
是回北京探父母，他們也會很高興地

放來聽。「我基本上不會回頭聽這
些，因為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感覺、
心情都不一樣，我不會去做一樣的東
西。」
那想當然，她也不會在樂譜上做任

何記號，如果真的寫了東西，兩年後
再拉同一個曲子，她也會去買一個新
的樂譜。「不要總是想：當時是這樣
想的、當時是這樣拉的，那一輩子就
得這樣拉。這很可惜，因為你不會永
遠穿同一件衣服、說同一句話，音樂
會跟 你每天的心情改變而有所變
化。」樂譜是記在腦海裡的，而不是
依賴紙張去想去拉。

最快樂的音樂家
自小便與音樂為伴，楊天媧的童年

確實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錯過了無
憂無慮的玩樂時光，現在即使她站得
高站得遠，回想這一切，還是覺得有
很多遺憾。「我一直覺得自己很老，
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自己二十幾歲，
現在二十五歲卻覺得自己已經三十多
歲了。」她笑說童年時跟同輩們很少
交流，因為大家做的事情她都沒做
過，大家高高興興地去玩、去郊遊，
她都缺席了，所以現在她反而喜歡在
空閒的時候去玩。
父親小時候常騙她說：「你現在不

要出去玩，要練琴，等你以後成為音
樂家了，每個禮拜都可以去新的地方
玩。」她忍不住吐槽說：「我現在每
個禮拜都去新的地方，但是我玩不
了！」雖然被爸爸騙了，但她很享受
這種生活，每次去到一個地方，總會
自己找樂子，出去走走看看風景。
音樂家常常會有孤獨感，受不了熱

鬧過後的寂靜，站在台上得到如雷貫
耳的掌聲，一個小時後人去樓空，那
種空虛寂寞瞬間侵蝕自己，很多人接
受不了這種巨大的反差。但對楊天媧

來說，做音樂家其實很有樂趣，「做
這一行就像演員一樣，按一下開關，
在台上就可以給觀眾百分之百的音樂
和激情，一個多小時之後情緒要馬上
降下來。其實運動員也是這樣，那麼
多的訓練就是為了跑的那幾秒或幾分
鐘，所以要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感覺。」
經常到不同的地方演出，認識一些

新朋友之後卻要離開，一兩年內也沒
法再見面，在她眼中，音樂家最大的
犧牲也不過如此。人看得開，便很容
易滿足。童年缺少的快樂，成長後無
法好好維繫的一段段關係，雖然會令
她感到可惜，但她也從天秤的另一邊
收穫更多的美好。即然只能短暫停
留，那就盡情享受當下生活的每一
刻。

用腦子來拉琴
能夠一直有機會在舞台上演出並不

容易，尤其一旦成名了，別人對自己
的期望便愈來愈高，但人無完美，練
得再多、做得再好也會有失誤或遇到
挫折的時候，如何排解這種壓力？楊
天媧很認真地想了想，「不知道」，說
完自己也忍不住大笑。
確實，與其去想如何減壓，倒不如

理智地去反思自己為甚麼拉得不好。
「知道自己因為甚麼原因而出錯比較重
要，比如說我今天感覺狀態不好，為
甚麼會這樣？是因為昨天沒有調整好
（心情），還是最近沒有讀書、思考，
只是死板地去工作？」
她的恩師林耀基在她很小的時候便

教她「用腦子來拉琴」，她在離開內
地，在歐洲學習的時候才明白這句話
的含義。「小時候在練基本功，每天
都很苦，甚麼用腦子去拉琴，最後還
不是要去練手？拉不到，用腦子拉也
是沒有用的。」林老師當年的話今天
她開竅了，腦子如果不管用，糊糊塗

塗的，跟很清醒、很fresh時拉出來的
東西差很遠。第三者聽起來可能聽不
出差別，「但對我而言當中是有差別
的」。
她在錄唱片的時候便曾經試驗過這

句話的底蘊。「當時有一個曲子是寫
給兩個小提琴的，最後決定由我一個
人來拉，先錄完第一聲部，再戴上耳
機錄第二聲部，那時候我才發現所謂
的『用腦子去拉琴』是甚麼意思。」
耳機戴上以後那種封閉性，讓她腦袋
一片空白，完全不會拉。自己也不敢
想像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好歹已經
拉了十幾年琴，怎麼可能會突然不會
拉。「因為腦子沒在嘛，不知道跑哪
裡去了，那時才發現腦子不在，手是
不會動的。」
林老師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預示

了她以後去到最高境界所面臨的瓶
頸，雖然她還有很多路要走，但確實
如她所言自己是幸運的人──時機剛剛
好，而且遇到了對她影響深遠的老
師。
每年演出這麼多，為了不讓自己成

為一個拉琴機器，楊天媧一直嘗試去
詮釋不同的曲目，透過不斷的變化來
讓自己不過度沉溺在安穩的環境中，
讓自己對音樂保有新鮮感，避免墮進
慣性的循環中。
而她也很樂於為自己的生活奏起圓

舞曲。

甚麼是好的設計？我們的生活又為甚
麼需要設計？「2012亞洲最具影響力設
計大獎」舉辦之際，我們與設計界名人
共同探討這個問題。香港設計中心董事
會副主席劉小康是著名設計師、藝術
家，從事設計近30年，除設計外，他的
公共藝術作品和雕塑創作也被世界各地
博物館珍藏。身為本地設計界前輩的
他，認為一位成功的設計師，首先便要
學會愛上一件設計之外的事物。
劉小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路見

證香港設計業界的諸多轉變，他發現整
個產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開始注
重文化內涵之時起，便從品牌與商業掛
轉變得愈加專業化。他說：「當年我

讀書時，覺得設計就好像是做藝術品，
但現在的設計，卻不只是設計師個人的
藝術表演，而是要經過許多調查、定
位，才開始談所謂個人的投入與概念。」

設計，說到底，就是令一件產品更加
突出，更加不一樣。因而不是設計師主
觀想怎樣就怎樣。如今香港業界愈來愈
成熟，與內地的接軌日漸頻密，市場擴
大得很快，設計師的香港經驗也更需要
貼近大中華的脈搏。

設計是為了改善生活
劉小康認為，他這一代的設計師身處

在一個比較幸運的年代——能從一個相
對簡單的起點一路走上國際舞台，但同
時他也看到，正因為這個地區改變得這
麼快，需要思考的問題才更多。甚麼是
好的設計？用家方面需要的又是甚麼？
政府應該推動怎樣的設計？「其實這些
問題，在整個亞洲地區都很模糊，除了
一兩個地區有推廣設計的清晰政策，其
他的大多都隨 市場走。」
其實真正好的設計，是帶來改變，所

謂最具影響力不是最靚最凸顯藝術性，
而是能夠促進和改變人的生活。
作為設計界前輩，他認為新一代設計

師的機遇比他們那代人更多，可能性也
更大，只不過也相對要花更多時間去理
解大環境。首先是要明白設計師在世界
上的位置以及所擔當的責任，其次便是
在大中華地區、亞洲中，香港設計師可
以發揮怎樣的作用，「他們要想清楚自
己的位置，是只想在香港做服務做品
牌，還是想投入整個地區？」

讓設計變得更美好
那麼，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成功設計

師？客觀來看，是做出的作品對社會有
影響作用——無論是令商品有進步，抑
或令社會有改變，再或是文化上有所提
升。而從個人來講，則是自己做得開
心。

設計講求創新，但劉小康
相信，創新首先要學習。而
如果你問他該怎麼做一個成
功的設計師，他會說：「要
愛上一樣不是設計的東
西。」可以是音樂、文學，
任何一樣東西，然後想辦法用設計去將
那件事變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單純讓設
計本身變得更美好。
今屆的「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

中，也有一些設計令劉小康頗為讚賞。
譬如內地四間大學一起合作的一個改善
山西窯洞的項目，因為窯洞條件本身比
較簡陋，他們就借鑒北方四合院的概
念，擺進窯洞設計中，令原本農夫居住
的簡陋窯洞環境，變成淨化的家庭環
境。另一個本土例子，則是亞洲文化協
會將一個舊歷史建築物改為他們的新會
址，最好的部分反而不在室內，而是室

外。「他們沒破壞外邊的山坡，不單止
保護了山上的樹，更重要是保護了一大
群蝙蝠的居住地。」
作為一位有地道經驗的設計師，劉小

康相信，香港設計的獨一無二，從上世
紀七十年代便已開始，那時有很多外國
人在香港做設計，加上從國外讀書回來
的，以及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才，背景與
訓練完全不同的設計師們，嘗試做中西
融合的創作品。香港，應當延續這種優
勢，做更多事，而香港的設計師，也可
以身體力行，帶來改變，或許這就是設
計師的成功之道。

設計的影響力從哪裡來？（一）

成功的設計師，是帶來改變
文：賈選凝　攝：劉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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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歲的楊天媧是華人音樂界的小

提琴奇才，年紀輕輕便已登上國際舞

台，曾在柏林愛樂音樂廳、萊比錫布業

大廳、倫敦域摩堂等著名音樂廳演出。

十六年的內地成長經驗讓她擁有中國人

含蓄包容的特質，而九年的歐洲求學生

涯也讓她的眼界開闊；音樂造詣達到另

一個高峰，因而她的思維比一般女孩子

豐富，詮繹出來的音樂也比一般音樂家

細膩。早前，她在香港大會堂與香港小

交響樂團上演了一場動人的音樂會，將

孟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演繹得細緻脫

俗，異常清麗。

四歲開始學習小提琴，十多歲已經囊

括各大比賽的冠軍，並與各大樂團同台

演出，楊天媧年紀雖輕，但音樂路上所

經歷的卻不比任何人少，而她心底裡對

音樂又有甚麼看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

攝（部分）：彭子文

「提琴」譜奏圓舞曲
天媧

■雖然常說自己老，但楊天媧愛玩的個性仍

然給人小女孩的感覺。

■楊天媧將聯同香港小交響樂

團於9月28日至10月8日在紐

約、溫哥華、多倫多、卡爾加

里及蒙特利爾五地演出。

■劉小康認為一位

成功的設計師，首

先便要學會愛上一

件設計之外的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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