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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觀 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隔周見報，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烏黑如瀑布般傾斜而下的長髮是Sophia的標誌，圓
圓的臉龐透 少女獨有的羞澀。台下的Sophia活潑開
朗，偶爾還喜歡對小夥伴惡作劇；而台上的Sophia沉

、冷靜，每一個音符都要拉得準確無誤。翻開她
的演出履歷表，驚訝於其演出足跡早已遍及北美、
南美、亞洲等地，合作過的音樂家包括鋼琴家郎
朗、原柏林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家Leon Spierer及國
際知名指揮顏箐等古典音樂界的大人物。2013年1
月，Sophia還獲得第三屆香港國際小提琴大賽第一
名。

今年5月底，Sophia來京參加世界級演奏大師「薩
克斯王子」安德魯．楊的「世界經典金曲音樂會」
北京站演出，同台演奏後「薩克斯王子」安德魯．
楊對這位「人小才大」的神童表示了肯定，稱她潛
力無窮。

其實在奔赴演出現場的路上，Sophia始終捧 她的

iPad，利用近兩小時的路程抓緊時間補習功課。
Sophia的母親說：「她是香港演藝學院連續三年獲得
獎學金年紀最小的學生。除此之外，她還能說一口
流利的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在Sophia看來，對
樂曲內涵的理解比演奏技巧更重要，她不想做一個

「有技無腦」的音樂工匠。

無心插柳遇伯樂

能夠成為世界著名小提琴家、美國柯蒂斯音樂學
院小提琴教授Shumel Ashkenasi的閉門弟子是無數小
提琴樂手的夢想。就在有人為爭取一個拜師學藝的
名額而擠破頭時，上天則格外眷顧Sophia。母親回憶
道，有一次，Sophia參加一場大型音樂會，台上與
Sophia合作的是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而觀眾席上亦
不乏音樂界的大師。Sophia在舞台上沒有一丁點的怯
場，順暢、自如地完成了演出。她每一個演奏技

巧，每一次舒展胳膊拉動琴弦的模
樣，每一次隨 樂曲擺動身體的陶
醉，深深吸引了來自美國柯蒂斯音樂
學院的小提琴教授Shumel Ashkenasi。
演 出 結 束 後 ， S h u m e l 主 動 找 到
Sophia，對她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來的
過人天賦表示讚揚。Shumel說，這個
小女孩才十幾歲，對音樂就有如此強
的理解力，真是不可多得。於是破格
收Sophia為閉門弟子。從此，Sophia
的小提琴之路多了一道通往國際古典
樂壇的捷徑，Sophia也成為了「小空
中飛人」，往返於香港、美國、北京

等地繼續學琴、演
出。母親續道：

「這一切都來得太
突然，太意外了，
沒想到孩子的業餘
愛好會慢慢變成她
的專業。」

公益演出一定去

今年「六一」兒童節前，Sophia專程從香港趕到北
京參加由中央電視台舉辦的「星星的孩子」關愛自
閉症和智障兒童的公益活動。該活動在北京郊區舉
辦，演出舞台搭建在一個體育館內，比起大型音樂
會的場地、設備，這次公益活動可以用「簡陋」來
形容。即使是這樣的演出條件，Sophia和她的母親仍
驅車近兩個小時參加演出，為台下幾十名智障兒童
演奏。Sophia說：「有一些活動可以不參加，但像這
種公益活動，只要我有時間就一定要參加。」

中央電視台著名兒童節目主持人鞠萍對記者表
示，Sophia跟央視已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這幾年
Sophia拉琴的技法日臻成熟，幾乎每年的央視「六一」
活動，Sophia都會來北京，給內地的小朋友演奏。

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曾評價Sophia是
一個音樂天使，他說：「我相信Sophia能夠憑借精湛
的技巧與過人的音樂表現力，把古典音樂傳播到世
界的每一個角落。」 而在Sophia自創的一首小詩
裡，我們尋覓到落在她琴弦上的夢，詩中說道：我
記起，我的夢，從抽象到具體，夢在琴弦上發聲，
美妙的，像樹葉間斑駁的太陽，目眩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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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5、6月是音樂的初夏。
3月28日，張懸在滂沱大雨中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校園

騷「哈囉未來」，唱出〈關於我愛你〉、〈玫瑰色的
你〉、〈沒有煙抽的日子〉等撼動人心的歌曲。「張懸
＋校園騷」的微妙化學作用，和所盛載的文藝青年氣
息，一直吸引 大中華世界的歌迷，結果5月29日的張
懸《潮水箴言香港巡演》幾乎是以「全港文青大召集」
的姿態，歌迷在周三晚上擠爆九龍灣國際會議展覽中
心STAR HALL。圍觀者、向隅者一夜之間在臉書洗
板，儼然是香港文青人口的一次檢閱和認證儀式。

我不肯定當代所謂的「文藝青年」究竟是褒還是
貶。文青女神張懸卻公開說過「藉由自己的知識和生
活經驗，產生自己的價值觀的，才是真正的知識青年
或文藝青年。沒有實踐，文青只是個貶義詞。」不管
文青與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張懸的演出由形式
選歌到言論，都貫穿 獨特的台灣創作女歌手氣質。
張懸的STAR HALL演出全是站票位，一開始已毫不
忸怩白衣白褲輕裝上陣；〈城市〉、〈喜歡〉、〈日
子〉、〈關於我愛你〉、〈玫瑰色的你〉、〈豔火〉、

〈兩者〉、〈無狀態〉、〈島嶼雲煙〉等等，也一如所
料地一一登場。比較有趣的是，張懸除了是大部分歌
曲的曲詞創作人，同時也是投影片段的製作人之一。
略帶高木正勝風格的投影如或黃或紫的潑墨或水彩流
瀉，間或出現張懸的模糊身影。

張懸一直半開玩笑地說這是個「概念演唱會」。實
情是，這可能是2013年當下「最張懸」的一瞬──蘇
打綠的青峰扮演「張懸的生日禮物」，在〈無與倫比
的美麗〉中突然現身，替張懸擦眼淚兼笑談識於微時
的相濡以沫。張懸在獨白時段對觀眾說：「我不要討
好你，你也不要討好我，我們是因為音樂才走在一
起。」還有ENCORE時抽 煙上台笑說以為表演已
經結束，所以習慣抽根煙鬆一鬆。當然，更多人期待
的成名作〈寶貝〉，自自然然也絕跡於張懸當晚的演
出；壓軸的歌又竟然是〈如果你冷〉和〈沒有煙抽的
日子〉。朋友嘗言，看騷看靈魂，除了聽賞的愉悅，
更多時候演出是演出者個人價值觀的折射。在這個意
義上，張震嶽的《豔陽天演唱會》，可能是另一個自

我告白的派對。
在縱貫線時代，很多樂迷對於張震嶽的加入大惑不

解，總被人覺得非常「台」和「麻甩」的阿嶽，與羅
大佑李宗盛周華健的風格格格不入。這或者有一點點
道理，張震嶽的確很「台」，但這種「台」並非台灣
口語中的所謂「台客」的嘲笑意味，而是打從出道以
來，張震嶽貫徹以相對邊緣的身份唱作台灣，包括九
十年代末一系列叛逆小混混的歌曲〈把妹〉、〈狗男
女〉、〈喝酒〉、〈放屁〉、〈愛之初體驗〉、〈乾妹
妹〉；和《OK》大碟的〈小星星〉、〈再見〉等把原
住民童謠山歌等都圓融到作品中的音樂面貌。張震嶽
似乎從沒串演過一種非常合乎都市主流的歌手形象。
6月9日的張震嶽《豔陽天演唱會》，作為世界巡迴的
首站，不僅回顧阿嶽在音樂上的成長歷程，也展示出

「豔陽天」背後隱伏 的兩個關鍵詞：東海岸和原住
民。

自言喜歡唱小場地的阿嶽，再度登陸香港紅館。開
場的第一曲便是出道時的第一首HIT歌〈就是喜歡你〉

（即古巨基〈藍天白雲〉台灣版），阿嶽前所未有的色
彩繽紛，鮮黃色西裝外套標誌 的青春，伴隨 一系
列由青春照片剪輯而成的動畫登場。青春相認後，

〈海〉、〈長大是件麻煩的事〉的部分，阿嶽被升上模
擬衝浪板的舞台，背後投影 台灣東海岸的大海和浪
花，驟眼看去，便如阿嶽在衝浪中唱歌！這也開啟接
下來在不同歌曲中，阿嶽或爬山或環島單車遊的場
景，夾雜 東海岸的自然風光，傳達 台灣人「保衛
東海岸」、「抗議美麗灣發展計劃」等信息──台灣
東海岸就是如此與天地合一，自然狀態才是名副其實
的美麗灣。

〈思念是一種病〉部分，瞥見台上花東縱般谷的日
換星移景象，月亮升沉星星閃爍，阿嶽與女和聲隔河
相望：「當你在穿山越嶺的另一邊，我在孤獨的路上
沒有盡頭⋯⋯」山歌對唱中台上漸漸把觀眾帶進阿美
族的世界。阿嶽是台灣原住民，來自阿美族。幾年前
阿嶽發起《山地之夜》音樂會，邀請台灣演藝界的原
住民歌手獻唱，藉此喚起原住民對族群的認同。於
是，張震嶽《豔陽天演唱會》的末段，儼然便是一次
阿美族在紅館舉行的部落豐年祭。

台上首先裝置了部落火堆，然後阿嶽壓軸的一套阿
美族服裝，以族長的模樣介紹了六位阿美族女歌者，
她們同樣以部落服裝出現。據說，阿美族有南北部落
之分，近台東的偏藍色，近花蓮的愛紅色，阿嶽帶
阿美族原住民的生命力，將部落有趣的音樂和節奏編
到歌曲中。唱 〈小星星〉的「ihahai~」，原住民的
感覺、價值觀和與天地共融的慢活態度，也就是最鮮
明的張震嶽音樂特色之一。而ENCORE的〈愛我別
走〉之前，竟然是談貧富懸殊、戰爭與和平的全新作
品〈坦克與跑車〉。

當大家盼 還有第二次ENCORE時，神來之筆竟
然是在大屏幕播出已在YOUTUBE上熱傳的「葛民輝
與張震嶽對談」片段《張震嶽聽葛語能？》肉眼所
見 ， 現 場 有 近 一 半 觀 眾 留 下 來 「 在 紅 館 睇
YOUTUBE」，從小時候談到當兵、退伍後組樂團創
作歌曲、最後在高雄六合夜市看到一齣日本A片片
名，決定把創作歌曲叫做〈愛之初體驗〉⋯⋯大家在
哄笑中走進了阿嶽和台灣的生命歷程，再「初體驗」
了一回。

音樂的告白和派對中，香港炎夏，吹來台灣的清風。

獲得2013香港舞蹈年獎「最值得表揚獨立舞蹈製
作」的「新約舞流」最近又有新作推出，舞團將於
七月十二至十三日，在藝穗會上演《長情．長程》。
這次將由四位編舞家，獨立編製四支舞，探討「朋
友」這個永恆的主題。特別的是，四位編舞的其中
三位，將「下海」與十位年輕舞者齊齊跳，對於主
題的詮釋，會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四支舞，四個角度，帶出朋友之間的關係與距
離。郭曉靈以感性的手法，道出人渴望與朋友接
觸，在人海中尋找知己；李偉能藉舞蹈表達朋友互
相倚賴、依靠的關係；周佩韻則注重概念性的表
達，宏觀地呈現朋友的各種可能性。

舞團藝術總監、編舞之一的周佩韻說，這次的舞
蹈教育意味比較強，希望透過舞蹈，讓大家了解藝
術，而不只是停留在技術的表現上。這也是新約舞
流的理念之一，透過培養年輕舞者及獨立創作，進
行藝術教育。所以在挑選舞者時，周佩韻亦特別強
調其創意。「很多時候，學舞蹈是學技巧、風格，
但這次的作品舞者除了要發揮創意之餘，我也會從
中引導他們，去認識藝術。」 文：伍麗微

長情長程
舞蹈中見友情

唱遊大世界
─張懸《潮水箴言香港巡演》

張震嶽《豔陽天演唱會》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4歲學習小提琴、9歲在古典樂壇嶄露頭角、10歲與著名鋼琴家郎朗同台演出、13歲師從世界小提琴泰斗Shumel

Ashken
asi和香港演藝學院弦樂系系主任馬忠為，這個來自香港的「小提琴神童」才華橫溢，天賦過人。她的足跡

遍佈世界各地，她的琴聲令許多古典音樂界大師讚不絕口，她是陳慶麗（Sophia）
。每當Sophia拿

起她那把古董琴

時，音符透過琴身緩緩流溢出來，她用琴聲頌揚 人間的真善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本 內容：副刊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