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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迪的行程，一如既往地忙碌，才
錄完專輯《貝多芬》不久，便要趕來香
港為港樂的新樂季演奏。揭幕作品本身
對他來說，並沒有過多的難度。既是因
為和香港管弦樂團早已合作多次，彼此
熟悉，也是因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比較
大眾化，他唯一只希望將一個優美的作
品與大家分享，完成一場輕鬆愉快的音
樂會，自然地去呈現音樂之美。
「也是第一次在香港演奏這個作品。」

李雲迪說：「之前和捷杰耶夫（俄羅斯
指揮大師）的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合作
過，但那是四年前，現在再演繹，感覺
更輕鬆自如。」而現在的香港聽眾，也
比十年前李雲迪最初接觸時更為專業、
素質更高、欣賞能力更強，這對古典音
樂家來說當然是好事，因為大家有能力
欣賞與理解，演奏家在演奏過程中才能
有更多的互動。
今年五月重新簽約環球之後，李雲迪

推出了新唱片《貝多芬》，裡面收錄了三
首貝多芬浪漫主義極端作品：《悲愴》、
《月光》、《熱情》，這實際上也是貝多芬
最有代表性的幾首奏鳴曲，連貫來看，
更是見證貝多芬進入浪漫派時期的一個
標誌性過程。「因為《貝多芬》是傳承
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比較完美的一個結
合過程，既有古典時期的嚴謹，也有浪
漫派時期特有的戲劇性和感情的表達方
式，這一點上來講，我覺得能夠全面展
現一個成熟的音樂面貌。」李雲迪認
為，無論從結構、音樂的安排及佈置，
乃至創作的過程來講，幾首作品的情感
都非常豐富嚴謹。「這一點也是貝多芬
的偉大之處。」

超越在於「內心」
演奏家在經典作品中被賦予的，是個

人的詮釋與領悟。李雲迪首先希望在專
輯中展示自己對幾首作品的感受。「這
些作品很多人演奏過，以前在學習過程
中也聆聽過很多大師和音樂家的表演，
然後現在當我自己在演繹時，也有了自
己對這些音樂的新看法。」隨㠥年齡增
長，隨㠥時代的變遷，他渴望用這個時
代的角度去詮釋經典。
在李雲迪心目中，貝多芬特有的特質

是「超越」。
他認為貝多芬是個精神至上、完全追

求精神境界和精神力量的人。「所以說
他一切的音樂都在追求超越自我、超脫
命運的束縛，他永遠都在超越。」這也
是貝多芬音樂撼動人心的緣由。一位偉
大的創作者，必須脫離命運困鎖對抗耳
聾，面對毀滅性的打擊，他唯有不斷挑
戰自己、擺脫命運對他的不公。因而貝
多芬帶給後人的，始終是充滿積極性、
啟發性的向上動力。
而李雲迪說，這恰恰符合他這個年齡

階段對「超越自己」的要求，同時這種
超越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由心而發的。
按他的話說：「不是超越其他人，而是
超越自己的一個狀態，喚醒自己內在更
強的意識去感受。」
對李雲迪而言，「超越」就是每個時

期都有自己想突破的作品，「快樂」就
是每一年、每一個階段都去演繹自己所
熱愛的音樂。從蕭邦到李斯特再到現在
的貝多芬，每一個時期，他詮釋的都是
自己那個階段最愛的音樂家，並試圖通
過自己的努力，將前人的作品傳遞給下
一代。

給自己私人空間
作為一個在本土接受音樂教育終而享

譽國際的音樂家，李雲迪近來也很積極
地在學校推廣鋼琴教育。他認為教育是
很有意思的事情，每次和學生交流的過
程，也是他自我學習的過程，「不單是
教，因為教的過程中也聽到很多人彈
奏，甚至能啟發自己新的感受。」
每個人都有自己在音樂方面的靈感與

天性，這種天性是上天所賜，也是「人」
演奏音樂時所具有的獨特生命力，正所
謂畫龍點睛——所以即使彈奏同一首作
品，同一個老師教出來，每個人的演奏
效果都不一樣。李雲迪正是在這樣的揣
摩過程中感受到巨大的樂趣。「這就是
為甚麼要去感受，因為當你聽一個學生
演出時，還是會有一些新鮮的、感動的
地方帶給你，或者說是驚訝和新意。」
他也相信國內的鋼琴普及趨勢將愈來

愈健康。學音樂的根本目的，應該是從
音樂中獲得快樂，同時也給自己一個私
人空間，用音樂抒發自己的感情。他
說：「目前來講，很多家長對小孩的學
習已慢慢恢復理性的狀態，明白音樂是

培養興趣，而不一定非得要成為職業演
奏家。」專業的道路，已是另外一個話
題，能否吃音樂這碗飯，牽涉很多自身
的原因，譬如首先小孩子是否真正熱愛
音樂，同時又是否具有音樂天賦等。
「那是漫長的過程，但這個過程之外，去
學習音樂，應該是件很愉快、很正面、
培養素質和身心的事情。」

事業是我的愛好
李雲迪不用「成功」去界定自己現在

的狀態，相反，他並不認為一個演奏家
取得成績就是「成功」，因為每天都還有
很多音樂作品需要演繹，所以音樂不存
在成功與否，唯有自己那份「熱愛」還
在不在。
「今天我還在這個舞台上演繹，是因

為我還熱愛㠥音樂，至少目前，熱愛還
沒有消減。」他的坦誠會讓你感到驚
訝：「如果哪天我不熱愛這個事情了，
我可能也就不一定再去演奏，我會去做
自己喜歡的任何一件事情。因為只有熱
愛㠥，你才會把全身心的精力和感情投
入進去。」
而對於自己的事業前途，其實他也並

沒有外界以為的那樣雄心勃勃、充滿計
劃。「當我在投入一個作品時，基本上
沒有那麼快去想下一個。也許哪天靈感
來了，突然想到下一個要演甚麼，作品
就出來了，但我真的很少去計劃。」因
為對李雲迪而言，他從未把音樂當作是
一個完整的「純事業」。「這個事業是我

的一個愛好。我不想把它變成一個純粹
的計劃，就像我計劃今年要這樣、明年
要那樣，但如果感情上有變化而計劃又
不能變時，就只能去承擔後果。」他不
做計劃，是因為不想給自己反覆無常或
是感到後悔的機會。
如果提前做好計劃，事到臨頭發現自

己已不再愛那件要做的事，才是不負責
任吧。如今一切都變得太快，你現在的
想法，或許和三個月後的截然不同。這
就是李雲迪不愛計劃的原因，他笑稱這
是個人性格所致——除非真的有巨大的
衝動，他才會決定自己接下來要做甚
麼。
到目前為止，李雲迪也並沒有哪位

「最喜歡」的演奏家——他喜歡每個演奏
家擁有自己的個人風格，同時欣賞他們
所演繹的作品。欣賞是一種很純粹的東
西，並不會用在自己的演奏上。「因為
從人生經歷來看，我不需要模仿任何
人，我需要按照我自己的感受去走，甚
至我不需要用自己過去的經歷去影響自
己。」
李雲迪說：「人生是不可以模仿的。」

最多可以借鑒，每個人演奏的每部作
品，都帶有自己的個性，所以未來他也
只會繼續將重心放在演繹自己所感興趣
的作品上。至於目前，他坦言現階段自
己感興趣的是獨奏，盡量減少與樂隊、
指揮合作的可能性。
喜歡獨來獨往嗎？李雲迪說：「我更

喜歡自己一個人在舞台上的表演。」

空間設計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我
們知道平面設計、產品設計，卻不了解空間設計對
城市發展、文明體現的重要性。「實際上人就是活
在一個空間裡，無論是室內空間或戶外空間，作為
動物也好、作為一個存在也好，這都是你的舞
台。」中國設計大展策展人之一、著名空間設計師
龐偉如是說。

設計隨時代而改變
空間設計又稱為景觀設計，其重要性在於能夠解

決生活上的問題，尤其能幫助普通人和弱勢社群，
為他們提供一個好的公共空間。很多人有一個誤
解，以為設計就是為高端商業或為宏觀目標而服
務，認為為城市打造一個標誌物或象徵才算是好的
設計，但在龐偉眼中，這都是炫耀式的設計體現，
「我們主張為一個具體的、需要幫助的人服務」。

過去的設計，不論是拿破崙時代的凱旋門、中國
古代的紫禁城，還是埃及古代的金字塔，都是服務
統治者的，但是今天的設計，如美國的高架公園，
把一個廢棄的高架公路改建為一個讓人曬太陽、散

步的步行道，「這就是一個時代精神」。設計的視
點早已隨㠥時代而轉移，如何促進社會的繁榮活力
是設計師當下面臨的難題。
那空間設計怎麼服務大眾？「只要聚在一起，我

們就需要一個大的演藝廳；因為宗教原因，我們需
要一個教堂；人們要有公共生活，需要廣場；人們
要休憩，我們需要公園；走到大自然的時候，我們
需要一個郊野公園，空間太重要了。」空間與人的
關係太密切，因此各方面的空間設計素質反映了社
會文明的基本狀態。

漂亮地解決問題
龐偉眼中好的設計其實很簡單──可以解決問

題。早年，他在中山把一個造船廠改建成一個公
園，將那些廢棄的船屋、舊機器改成一個非常有創
造力的公園；也曾經在深圳把一個街頭改建成一個
生動、有感染力的公園。「一般人認為街頭太小
了，但好的城市不只是有那種標誌性的景觀，更重
要的是一個小公園、一條散步路，其優美構成了城
市的基本優美，這都是靠設計師用心去完成的工

作。」
他指出香港的經驗也很值

得參考，在這個高密度、空
間小的城市裡，如何讓人不
感到壓迫、如何合理地處理
空間是一件很具挑戰性的工
作。「在擁擠的空間裡，人
的智慧得以被展現出來，然
後騰出很多生態用地；香港
人很驕傲，因為七成的地留
給大自然，多好！擁擠一
點，有效率一點，但可以留
下一個很好的環境。」
設計說到底就是服務人，人們老說設計師是藝術

家，過㠥跟美有關的生活，但設計的精神離不開人
文的關懷，設計師就是透過自己的職業來營造一個
好的環境。「美不美，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處
理問題的過程。」四川的都江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都江堰很美，最重要的是它解決了問題，千
百年來那個地方受益於水利工程，風調雨順，灌溉

了川西平原，在地震中也經得起考
驗，這個秦朝時期的工程多了不
起。」

責任感大於靈感
看似偉大的工作，看似需要靈感

的職業，但龐偉倒覺得靈感不是最
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漂亮地解
決問題。中國內地有些城市夏天會
被雨水淹沒，冬天又十分乾旱，這
就牽涉到設計的問題。「在西方，
有一個叫雨洪公園的地方，這個公

園漂不漂亮是其次，首先它解決了問題，它建在低
窪的地方，可以滲透雨水，將之變成地下水。」比
如日本，地震很多，所以設計師在設計傢具的時候
考慮到這方面，傢具前面的腳會略高一點，地震時
可以往牆壁那邊靠，那麼小孩子就不會被砸到。
「這是靈感嗎？這是來自於一種高度的責任感。」

設計可以成為當代的英雄，解決各種大大小小的
問題，而這也是文明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設計的影響力從哪裡來？（四） 文：伍麗微

空間設計　平凡中的不平凡

鋼琴王子

■音樂會尾聲全場掌聲如雷，樂迷紛紛

向指揮辛奈斯基、鋼琴家李雲迪及港樂

報以熱烈喝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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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設計大展空間設

計策展人之一龐偉。

最近的李雲迪是忙碌的，他不但日前再臨香港，以柴可夫斯基的經典作品——第一鋼琴協奏曲，

為香港管弦樂團的新樂季揭開序幕，也推出了自己回歸「環球音樂」後的首張唱片《貝多芬》（YUNDI：

Beethoven）。這位年少成名的鋼琴王子在人生步入「而立」之際，以他以往被人們所熟知的「浪漫蕭邦」風格，

呈現貝多芬音樂中超越命運的強大精神力量。或許對李雲迪來說，不只是在演奏技巧上已經到了可以把握貝多芬

作品的階段，在心靈層面，他對「超越自我」的追求，也恰恰與貝多芬不斷挑戰自身的精神相得益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圖片由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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