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 最近在忙的事情，是在香港成立
一個新的室樂團，為甚麼會有這個想法
呢？她自己的解釋是：「我在教育方面
已經做了十年了。我看到很多來我的學
校尋職位做老師的，是從音樂學院畢業
或者從國外讀完音樂學院剛回來有
qualification的學生，那我就覺得很奇
怪，為甚麼他們都找不到工作？」姚
自己的學校也不可能提供太多職位，目
前已經全部滿額，所以她為這些年輕的
人才感到可惜。
她坦言：「我以前在演藝學院做校

董，我知道政府每年有很多獨立的資助
給他們，但他們出來以後卻沒有很多演
奏機會。所以後來他們很多人去了小學
教課外活動課程，我覺得有些浪費。」
於是，姚 就想，如果可以的話，她希
望能夠給這些畢業生一個平台，讓他們
繼續學習、做得更好，甚至以後能考進
專業樂團。她認為，這樣香港的音樂環
境就可以循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這批人好像沒人管他們，為了生存做
一些不是他們最喜歡的事。」
所以她最近籌備這個計劃，六月份開

始在全港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計劃的
特點是，讓這些年輕人學會怎樣和樂團
合作。由於姚 早年在國外學習，因而
她很多同學現在都在世界最一流的樂團
演奏、都很有經驗。「那麼我就希望請
他們回來，教新人們怎樣在樂團演奏。
因為我們在學校學到的往往都是
technique，但是到底怎麼演奏、怎麼去
做，其實教得很少，我希望這些朋友給
年輕人更多training，讓他們知道專業
的樂團需要怎樣的水平，怎麼去達到這
種標準，並希望他們最終能夠考上專業
樂團。」
缺少經驗是這批優秀畢業生最大的局

限，因為在樂團演奏和在學校所學的，
畢竟有很大分別，而姚 恰恰希望為他
們補足這一部分的知識和經驗。
剛從內地回來、和北京愛樂合作演奏

譚盾最新作品的姚 ，認為自己作為演
奏家的職責，就是更多去promote自己
國家的東西，她個人認為中國音樂很有
潛力，只是很多人沒有去把它體現出
來，所以她去年演出了陳鋼的《紅樓
夢》，而她也曾和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奏
陳鋼的《梁祝》。她說：「今年，我自
己對自己的要求，是把更多中國的東西
介紹給世界。」

想做就去做

姚 下一階段的目標，其中一個是培
養新人，譬如她想做室樂團項目，讓更
多年輕演奏家能夠實現夢想，能夠堅持
下去。而對她自己來說，更重要的是思
考怎麼在教育這方面做得更好。「因為
我自己是上海政協委員，我在內地時，
可能這些工作做得不夠多，但我還是希
望為自己的城市多做一些事情。香港的
教育做得很好，我想把這些經驗帶回上
海。香港政府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東
西，我希望上海也可以做起來，讓更多
觀眾走入音樂廳。」內地舉辦的音樂會
並不少，但觀眾似乎總有點問題，最直
接就是觀眾的進場人次沒那麼多，或者
觀眾買票的沒那麼多，所以在姚 看
來，培養觀眾和培養音樂人才同樣重
要。

回到自己的演奏目標上，她其實比較
喜歡做以前沒做過的事情。以往，她曾
和張學友、容祖兒等香港歌手合作過。
她說：「我這個人是很感性的，我想做
的東西，我就會去追求，我希望有機會
跟很多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合作。譬如說
舞蹈的類型，因為我總覺得現代舞和古
典音樂很匹配。」或許是出於女性獨特
的細膩氣質，她認為藝術是相通的，如
果能把不同範圍的藝術，都運用在自己
的音樂上，演奏就會變得更豐富。
音樂這條路走了這麼多年，對她來說

最愉快的是不久前為父親慶祝他63年演
奏生涯的時刻。「我這次回去，是作為
嘉賓參與他的音樂會。當我看到一個83
歲的老太太來看他的音樂會，我就非常
感動，我覺得雖然他已經79歲了，但他
的粉絲還記得他。」還有一個粉絲，在
微博上留言給姚 ，告訴她20年前，聽
過她和她父親合作的《梁祝》，印象很
深，很高興見到他們又再同台合作。
姚 的榮幸與開心，是她可以帶給那

些聽眾快樂。「我希望把音樂會的情感
和快樂帶給別人，讓人有個回憶可以印
在那邊，這樣也會讓我覺得我做到了我
要做的事情。」

父親引導人生觀

父親對於姚 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呢？她稱之為：「人生中引導我人生觀
的人。」
「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觀很重要，是

他指導了我的方向，才會讓我省了很多
時間去摸索，我照 方向前進就可
以。」儘管姚 小時候和很多練琴的孩
子一樣，因為調皮而剪斷琴弦，但進入
中學，掌握了小提琴的技術也開始懂得
情感之後，她發現自己可以用小提琴去
表達她的情感。「十一、二歲的時候，
覺得練琴很枯燥，又不曉得在拉甚麼東
西，根本就不理解。但找到情感的表達
方式之後，覺得有個東西能夠表達自己
的情感很重要。」
在某種程度來說，她的專業之路沒有

太多掙扎、彷徨。「我從小就知道我要
做專業音樂家，爸爸給我指的路就是做
專業，我也很聽他的話，沒有顧慮地一
直往前衝，當然其中吃了不少苦，但從
小我就沒有任何掙扎說不做專業，從小
我就知道自己要去國際比賽得獎，我也
知道要做獨奏家，我不想拉樂團。這些
事我很明確很清楚。」姚 直言不諱：
「我一生都很明確我要做的是甚麼。」
而她也認為這一點很重要。
「要做甚麼真的要很明確，不然你會

在中間晃，晃到最後，時間晃掉了。」
大女兒雖然學琴，但不會走專業之路，
這一點身為母親的她很清楚。「因為她
15歲還沒拉出東西，肯定做不了專業，
但如果她想在藝術方面發展，我絕對不
會說藝術賺不到錢，你去做會計師吧等
等。」
別人眼裡的她很辛苦，從早到晚忙個

不停，但她自己卻樂此不疲，正是因為
她有熱情。「我沒覺得辛苦，如果我將
之當成工作來做的話，花的時間和收穫
肯定不成比例，但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生
活的一部分，我反而覺得如果我不做那
就不對了。」所以，姚 一直跟女兒
講，你要熱愛你的工作，那你就不會覺

得它是你的工作，也不會
覺得只賺這麼一點點錢。
不久前，她朋友的女兒考到
美國最好的設計學校，但是
朋友卻有顧慮，覺得出來賺不
了錢，姚 說：「如果是我的
女兒，我一定讓她去讀，如果
剛開始錢賺不到，媽媽支持你，
因為你熱愛的話，以後一定會賺
到錢。」

做人要做自己

平衡事業與家庭，對於一位出色的
女演奏家來說，到底難不難？其實姚
並不認為很難，秘訣無非是：「做

人要做你自己，做你愛做的事情，你開
心了你旁邊的人都會開心。」不過這並
不意味 她不會complain，她的大女兒
15歲，和她平日相處就像朋友一樣，她
不開心時會跟女兒談，女兒也會安慰
她。
「做媽媽，不要覺得自己是最棒的，

要誠實，特別是對家人，因為大家都在
犯錯，需要解釋和溝通。」所以，她一
直能從女兒身上學到東西。
上海、美國、香港，三座城市，三份

深情。
上海的好，在於它在姚 很小的時

候，便給了她discipline。姚 11歲就入
讀寄宿學校，一直生活在集體住讀的環
境中，必須很嚴格地遵守時間表。這段
經歷讓她從小就知道時間的重要性，
「所以我到現在，可以做這麼多不同類
型的事情，其實都是從那個小地方、小
概念上養成的習慣，我知道怎麼把時間
用到最不會浪費。」
而16歲前往美國之後，國外的學習經

歷讓她看到的世界有很多種顏色，這讓
她更自由地思考，更具有想像力，也更
加看重創新的思維。
至於香港，這是她的家，她在這裡結

婚，從30幾歲到現在也一直在此居住。
她的形容是：「這十幾年，香港讓我成
熟了，讓我成長了，把我的框框打開
了。」她說自己以前只會音樂，別的東
西都不懂。「但香港給我很多機會，可
以在不同的區塊裡體驗和成長，讓我的
知識更加豐富、讓我更加有想法。這是
增加我人生經驗的一個地方，當然它也
給了我很多很多機會——不光在音樂方
面，而是在不同範圍中讓我成長。」如
今的姚 ，是因為香港，而懂得人生究
竟應該是怎麼回事。因為香港，她更加
清醒於自己該做甚麼，也對所做的事情
更有信心。
就像她很清楚「姚 天才兒童音樂學

校」的目標，一方面是培養更多音樂人
才，另一方面也是培養更多的觀眾。
「100多個學生不可能每個都去做音樂
家，我希望通過這學校，培養更多聽音
樂的觀眾，因為沒有觀眾，就沒有音樂
家，所以這一點很重要。」在她的第一
批學生中，許多已經去國外繼續深造。
儘管還沒畢業，但十年對於小提琴家來
說其實很短，一般要十幾年以後才能培
育出人才。當姚 看到她的學生們往專
業方面發展時，她也為他們開心。
她說：「我希望在他們之中，有更多

人學成歸來，為香港的音樂做點事情，
這樣香港的音樂才會更豐富。」

著名小提琴家姚 的最新專輯在香港發行，這是一張二十年前她和中央樂團合作

的柴可夫斯基與孟德爾松小提琴協奏曲，由譚利華（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

指揮。專輯中的演奏曲目非常有紀念價值，而專輯本身是重新用DSD（direct stream

digital）製作而成的，姚 那曾獲英國權威古典音樂雜誌《The Strad》所讚揚的純熟技

巧，在這張專輯中得到了極大的彰顯。

許多港人知道姚 ，是因為她是前港澳辦主任魯平的兒媳婦，但其實姚 的成長階段

主要在美國度過，近十幾年才將生活重心放在香港。她所創辦的「姚 天才兒童音樂學

校」，不但培養好的音樂人才，更希望培養好的觀眾。她始終希望能有更多人，從更多層面

去感受古典音樂的魅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梁祖彝

A 22 ■責任編輯：伍麗微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文匯副刊

人物小檔案
姚 是上海人，父親是中國著名音樂家、上海電影樂團指揮姚笛。她7歲開始作公開演

奏，有「音樂神童」之美譽。之後父親移居香港，在香港居住。當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後期，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其時年僅十多歲的姚 亦有在一些團體舉辦的音樂活動中亮

相。她除了會拉小提琴以外，亦彈得一手好鋼琴。據她父親透露，姚 小時候很不喜歡

拉琴，曾經故意把琴弦剪斷、把練琴的時鐘撥快。直到入讀上海音樂學院的附屬中學之

後，姚 才開始真正喜歡上小提琴。

姚 先後在上海音樂學院、美國三藩市音樂學院及紐約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16歲時

在中國全國第一屆小提琴比賽中獲獎。之後她在三藩市音樂學院參加學校舉辦的比賽，

憑一曲帕格尼尼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獲得第一名，之後又獲美國第一屆「軒

尼詩」小提琴比賽冠軍。

2002年，姚 成立「香港兒童室內樂團」，並帶領樂團參加上海兒童藝術節，後來他又

創辦「姚 天才兒童音樂學校」，2004年，她更被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姚 說，古典音樂可以給人帶來很多樂趣，還可以淨化心靈，在人情緒低落時給人安

慰。但不少人對古典音樂有誤解，覺得它太深奧。她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古典音樂，同時

希望那些認為流行音樂沒有價值的人也能改變看法，看到流行與古典各自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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