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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曲家林丰，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此前在英國修習音樂，生活
了長達17年。他屬於年少就顯露才華的幸運者，很年輕時候作品已拿過
BBC獎項。而今年他更回到香港，擔任港樂這個樂季的駐團作曲家，更
在港樂的音樂會上發表了自己新的作曲作品。
駐團作曲家的職位是香港管弦樂團自2000年以來第一次設立，而林丰
回到香港這個家鄉從事音樂工作的心情又是怎樣呢？今次我們走近這位年
輕的作曲家，理解他此前的經歷與新作中試圖傳達的音樂構想。

擔任港樂這個樂季的駐團作曲家，有怎樣的期許？
林：我很榮幸被邀請成為香港管弦樂團的駐團作曲家，尤其是因為這是他
們自2000年以來第一次設立這個職位。其實在這之前我已經和港樂
合作過兩次了：2010年《融》在上海世博會的首演和2011年《解》
在香港的亞洲首演，所以這是我第三次與他們合作，我非常高興被委
約為他們的四十周年音樂會創作新作《蘊》誌喜。

可否介紹一下你新的作曲作品？
林：此曲命名為《蘊》，名字有雙重意思。首先顧名思義，是「蘊藏」
之意。而另一較深層的意思，可說是直接影響了我這次的創作，則是
佛學中的「五蘊」：色、受、想、行、識，代表所有有情眾生，不

論以什麼形式或形態存
在，都共同擁有的基本
元素。我特地用上這個
充滿潛力和生命力的概
念來創作，以慶祝港樂
四十周年。《蘊》由一
連串短小而對比強烈的
分段組成。雖然表面上
不盡相同，但其實它們
是由一組獨特的核心音
樂元素構成，其中最重
要和最有意思的是一個
鋸齒形的旋律線，標誌
我們朝目標進發的征途。

回到香港工作的心情是怎樣的？
林：我在英國生活了17年，去年秋天才因某些原因回港，對我來說是一
個很大的轉變，因為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環境都和倫敦有很大的差
別，不易適應，然而我很高興能回到這裡，因為香港是我家，我期待

未來會有更多的機會能夠為香港的文化作出貢獻。

音樂與你個人生命的關係是怎樣的？
林：音樂毫無疑問在我人生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角色，通過音樂，我了解
自己和世界多了，亦多了一個可以讓我表達情感的途徑，不過最重要
的一點就是音樂給我帶來了許多寶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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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駐團作曲家林丰

身材依舊頎長而富有力度的王仁曼穿一
件ISSEY MIYAKE落座，歲月在這位被
譽為芭蕾權威的女性身上，並沒留下太多
痕跡。她臉上的線條有很硬朗的一面，一
如她對堅持芭蕾教育的那顆恒心，骨子裡
是非常強悍的堅持。王仁曼本是上海人，
舉止裡都透露出一種與這個速食時代相悖
的、更謹慎也更回歸傳統的品味。就像任
何一件名牌都要靠時光長河去淬煉而得，
一間名校的聲譽也是在半個世紀的光陰裡
被不知不覺沉澱出來。
王仁曼是為芭蕾舞這門藝術本身感到驕
傲的。她說：「芭蕾舞是擁有400多年歷
史的藝術，早在17世紀時，意大利貴族已經在宮廷裡面跳芭蕾，之後再慢
慢傳入法國，傳入俄羅斯。那時皇帝在宮中請客時都會參加跳舞，是一種
貴族社交活動。等傳到了法國，路易十四本身很喜歡跳舞，自己粉墨登場
也去跳，直到他後來胖到實在跳不了，就設立了一間舞蹈學校。所以現在
芭蕾舞的名稱都以法文為主。這麼多年流傳下來，這是一門有歷史價值的
藝術。」
而如今香港的趨勢是，不只女孩子的家長會送她們來學芭蕾舞，男生家
長也慢慢接受了這項活動。王仁曼認為，主要是香港地狹人稠，可供小朋
友活動的空間不多，不像內地和台灣那樣，室外空間夠大可以玩的東西也
更多。「但香港高樓簇擁，沒有太多位置可以讓孩子們踩單車，所以來到
芭蕾舞學校學跳舞，也是解放活力的一種方式。」
專業的芭蕾訓練，實際上也是透過一種很有規律的方式，給予孩子們足
夠時間與空間進行活動。王仁曼說：「一般學校體育課一周最多兩堂，個
半鐘頭的運動量是不夠的，小朋友在香港很少有機會專門去做運動，除非
被家長送去游泳打球，但芭蕾舞卻是一種很有層次也有規律的訓練。」
而和上世紀60年代芭蕾舞學校剛在香港建立那時相比，如今的孩子們明
顯多了更多表演機會，多數學芭蕾舞的學生，都享有機會表演。王仁曼
說，家長也希望小朋友有機會去參加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的考試，相信那
張證書可以幫到孩子在之後的激烈入學競爭中脫穎而出。「所以跳舞就第
一可以滿足小朋友們的上台表演慾，第二有個證書家長又覺得很好。」但
當然從教育者的角度出發，眼光會更長遠些。王仁曼認為，受過芭蕾舞訓
練的人，站姿儀態都會讓人覺得更有氣質，做事的專注力也更強。

芭蕾之美源於毅力
芭蕾與王仁曼之間，是整整一世的緣分。她說：「其實我媽媽是個很愛
好表演藝術的人，小時候她整天帶我去看京劇看話劇電影，影響我變得喜
歡看那些表演藝術。所以除了跳舞，其實我最開始學的是鋼琴，然後是畫
畫，然後才學跳舞。也就是當時同時在接觸很多不同藝術，不只是芭
蕾。」
而芭蕾何以成為最偏愛？又改變了她的人生多少？「去英國特別受訓又

回來開學校，這段生涯的歷史很長。是芭蕾舞令我做事專一，不怕辛苦。
因為跳舞時你的整個人力量是放在腳尖上，沒有毅力是跳不到的，會很痛
很辛苦。」但由於她是真心喜愛這門藝術，所以這麼多年下來，倒也不會
覺得特別辛苦。
而對女兒陳靜儀，王仁曼並沒特別苛求過她一定要走芭蕾之路，一切都
是順其自然。
陳靜儀回憶自己小時候學芭蕾，是受到母親影響，但漸漸也就成為了生
活的一部分。「可能因為小時候就有很多時間在學校度過，放學之後媽媽
在學校做事，要去等她，或者自己都會有時間在學校……所以可能也沒有
特別薰陶我學芭蕾，但自己就是喜歡了，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活動。」她認
為更重要的是一起跳舞時認識的那班人，後來都會變成要好的朋友。
讀完建築設計後回到香港，終於還是決定女承母業。曾經走過這條舞蹈

學習之路的陳靜儀很有同理心去鼓勵如今學校的學員們。她說：「跳到高

班是比較辛苦，動作技巧要求會特別多，但我會鼓勵學生們。當然可能現
在小朋友比較寶貝些，但還是要告訴每一個學芭蕾的孩子，跳舞就是要經
過這條路。」
將一間專業舞蹈學校打理得更加專業與時俱進，對管理者自然提出了更

高要求。陳靜儀的感受是，母親一手辦起來的這個芭蕾舞品牌，經過這麼
多年運作，成為一間大型學校，很多人都是因聲譽慕名而來。「甚至已
經有第二代學員來，就是當初媽媽在這裡學過，現在送女兒再來學……」
要求會比當年更嚴格嗎？王仁曼認為那倒大可不必，她從來不會給學校

裏的學員壓力。「小朋友始終是小朋友，要從兒童心理學出發去教他
們。」而始終從這間學校走出去成為專業芭蕾舞演員的學生比例，並沒有
我們想像中高。因為走專業道路涉及太多其他因素：身形、個人的志向、
家人的背後支持，缺一不可。陳靜儀也談到有的情況可能是小朋友自己很
喜歡跳舞，但家長還是覺得不要走專業了，還是做會計師律師更好些。
「很多這種case，始終中國人比較傾向於培養孩子成為專業人士。當然如
果我們遇到很有天分的學生這樣，就覺得可惜，因為條件好的人才很少
有，可以做到，但沒去做，是可惜的。」
而對王仁曼母女來說，辦學的過程中也牽繫一份時間中建立起的感

情。很多學生是很久以前，已經舉家移民國外，但每次回港一定會到芭蕾
舞學校來看看，這種感情一路保持，是令人十分珍重的關係。陳靜儀說：
「因為我們教不同小學、幼稚園的孩子，幼稚園三年升班就升到第二間，
小學升到中學又分班，就是大家可能在不同學校讀書，但因為大家有個興
趣是一起的，所以在這裏認識一班人，情感反而keep很久，甚至長達八九
年，而且很多東西會一起做，像是暑假排舞，變成一個很長久的友誼。不
在一起讀書，但在一起跳舞，在一起長大。」

堅持，讓不喜歡變為喜歡
最初來學芭蕾舞的男孩少過女孩很多，但近年由於漸漸被家長接受，也

覺得男孩來學是好的。有個眼前的例子，男孩Arnold，讀屯門的哈羅國際

學校，平日住讀，最近開始長高大了，就突然想不跳了，
還對王仁曼說「I hate ballet」。王仁曼就和他講，因為最
近很快就要表演，還是希望他能參與。「後來他家中的三
個長輩就和他聊，說你會跳芭蕾，這是個很特殊很特別的
天分，你繼續跳，以後會和別人不同的。他就繼續跳，現
在變成自己也很喜歡跳。」

看起來有少少靦腆的Arnold在談到芭蕾對自己的改變時，輕聲說：「以
前有些粗魯，但是學了芭蕾之後斯文多了。雖然一起跳的男生朋友不多，
但自己也很enjoy。」問他堅持一樣自己本來已經認為是痛恨的事物感受如
何？他的回答是：「有時候即使你不喜歡一樣東西都要堅持下去，然後一
旦你開始堅持，實際上會發現自己是喜歡它的。」
芭蕾舞學習讓這個13歲男孩，懂得了這份堅持，懂得了自己的喜歡，也

因堅持有了這奇妙發現。
而在學校的事務工作上，母女共事感受又是如何？女兒同母親相比，更

有時代感。王仁曼說女兒讀過MBA，各方面學識都多過自己。「我還是側
重芭蕾舞理論教學方面，她管行政，我管教學。」而陳靜儀則認為這間學
校已有很多年歷史，有的東西已是傳統，所以她會思考加更多改良看法在
原有傳統之上。「譬如海報設計方面，以及試一些新的不同方法。比如我
們有個精英班有獎學金，搞了很多年，有一年我就想為什么精英班沒有一
個特別的表演呢，學了都要給人看下這班的水準怎樣啊——就是類似這
些，本來就有的東西，只不過我再move forward些。」
王仁曼則將更多精力放在培育學校的老師身上。「我自己教只可以教這

麼多，但如果我教老師，他們就可以教更多學生。」但學生表演她一定會
去看，也認為這一代孩子在技巧方面比上一代會有進步。
母女二人的最大期望是培育多些對芭蕾舞有興趣的人，更要教育家長，
有些家長讓孩子來學跳舞，但本身對芭蕾舞不太認識，她們就鼓勵家長自
己先去了解去看dvd去擴闊認識。而十個學芭蕾的孩子中，可能最後一個
專業演員也不會有，但重點一如王仁曼所說：「學習芭蕾並非不需要你成
為芭蕾舞演員，而是用芭蕾舞的精神放在生活其他方面，你也會取得成
功。芭蕾能教會人毅力和堅持。」
因而其實學芭蕾舞的得益，原來與專業道路並沒多少關係。但它的魔力

在於，一個學過芭蕾舞的人，會知道自己身上具有一種專注的力量，一種
精神上的堅持。王仁曼認為，這才是芭蕾舞給每個學生最寶貴的東西。
「芭蕾讓人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但凡學過芭蕾舞或是對芭蕾有一知半解認識的人，都不會

對王仁曼這名字陌生。她早在1960年創辦的王仁曼芭蕾舞學

校是香港最早的芭蕾舞培訓學校，如今更已是本港首屈一指

的名校，引領無數擁有芭蕾夢想的學生步入這個優雅殿堂。

而接續傳承一門藝術，靠的不只是傳統資源，更有教育者經

年累月投入其中的心與精神。事實上當你見到王仁曼的那一

刻，芭蕾之美便會從她舉手投足的每個細節中流淌出來，令

你感受到這種不落痕跡的高貴與優美。而如果一定要王仁曼

去為芭蕾精神下個定義，她會選用的形容詞是：專注、堅

持、不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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