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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
節每年吸引多名世界級
樂手在香港獻技，帶來
一系列高水平的室內樂
音樂會。今年，出生於
台灣的著名華裔小提琴
家林昭亮再次擔任音樂
節的藝術總監。今年55
歲的華裔小提琴家林昭
亮，和馬友友、小澤征
爾一起被國際樂壇認為
是最有名望的三位東方
音樂家之一。今次我們
便與他分享音樂人生的點滴感悟。

文＝香港文匯報 林＝林昭亮
文：您擔任總監的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今年節目

上有何特色？
林：我是覺得每一年都有新的創作，今年的音樂家跟

去年差別很大，有很多新的音樂家第一次到香港
演奏。當然每年請來的音樂家都是世界一流的我
最尊敬的音樂家。演奏者對樂曲深度的看法是最
重要的，所以這些音樂家都非常有經驗、能跟大
家短時間磨合出最好的效果，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條件。
曲目上，想給香港觀眾帶來一些最受歡迎的作
曲家，像莫扎特、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
但我也希望帶來一些新的大家不熟悉的曲子，帶
給聽眾新的享受。

文：香港每年音樂節很多，那您覺得室內樂音樂節與
別不同的特色是甚麼？

林：室內樂能做得最好的標準是每個人都有默契，這
個很重要。所以我知道怎樣把音樂家湊在一起配
在一起，能創造最好的結果——這也是我個人累
積下的經驗才能做到，所謂Personal chemistry其
實很重要。
今年開幕是比較保守的莫扎特、貝多芬、勃拉

姆斯，這三位也是維也納出來的三位最偉大的作

曲家，但是從第二天開始就往其他方向轉，給觀
眾新的口味，觀眾每一場來聽的話，會覺得像是
不斷去新地方旅遊的感覺。六場每一場感受都不
同，就像每次都到一個新的國家，去感受民族風
味、景色特色和食物特色。

文：回顧您的音樂生涯，會認為這是一場值得的人生
旅程嗎？

林：重新活一次的話我不會改變我的成長和職業性發
展。作為音樂家給我很大的樂趣，我一生除了家
人之外，音樂是我生命最重要的東西。走音樂的
路一定要先非常熱愛音樂，然後將音樂當職業性
演出時，你不能失去原來天真的熱愛感。一個小
朋友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書或者電影，會終生難
忘，而我五歲第一次拉小提琴的時候那種樂
趣——那種讓我多興奮的感覺啊，我現在還記得
一清二楚。我五歲的時候做的其他事情都完全記
不得了，但就記得拿着一把小提琴的那個感覺。

文：很多小孩子會覺得練琴蠻枯燥的？
林：任何啓蒙的音樂學生一開始拉琴都是難聽的。人

家說林昭亮你小時候拉琴的感覺是像殺雞殺鴨的
聲音，我說是啊很難聽啊，所以我們那時候鄰居
都蠻體貼的讓我繼續練。但好處就是小時候我就
感覺到如果你認真拉琴的話，會越來越進步，越
來越上軌道。努力的話會有一個好結果，會有一
個給大家交代的成就。做家長的現在都了解如果
你帶一個小孩子長大，必須要叫他努力讀書或者
其他方向發展，但我從小就不需要這個，我知道
我開始練琴之後，就有這個經驗，練得多了，我
就會有好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小朋友願意學一個樂器的話，

會是一個心理上的鼓勵，因為你如果從小什麽都
不願意做的話，那不管從事什麽事業都有失敗的
可能，但如果你學一個樂器，即使不走音樂的
路，學了幾年琴發覺有成就，以後處理其他事業
的發展也會知道怎麼做。

文：學小提琴的人很多，但能成為頂尖音樂家的人不
多，您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林：音樂圈子中競爭非常強，有點像做那個職業網球

手或者職業高爾夫球員一樣，一般人可以在不同
level上有所成就，但最後做到最頂尖是最難的。
所以我覺得，當然幸運很重要，但需要有才能和
自己非常努力的心情。所以你要分析一個音樂家
的成就，成功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每個人個性
非常不同，有點像演戲，每個人感受都不太一
樣，當一個明星演各種不同角色，可能每一種都
不一樣，但都有他的特色時，你才知道這個演員
是多棒。但另一個演員可能就沒有那個特色。但
如果要做觀眾或者是樂評、讓其他音樂家來聽，
我必須要能打動他們的心才行。所以很多學音樂
的學生都能得到相當高成就——但再上一層樓，
真正打動觀者的心的那一剎那的轉捩點，很多人
都做不到。

文：您身上什麽特質正好和小提琴match？
林：我想小提琴是最像人的聲音的樂器，大家都喜歡

聽好的人聲的歌唱，小提琴就是最接近的。能把
小提琴的音色和演奏唱出來最重要。像我現在做
老師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sing，我一直鼓勵我的
學生，這個樂句一定要唱出來。可能和我從小就
有音樂性有關係，我喜歡從琴上去表達我的感
受，因為如此，我才有音樂的前途。

文：職業生涯中個人努力和天分之間的關係是？
林：能夠心愛音樂是第一個條件，但能把心愛的音樂

轉成自己做出來的聲音是另外一種學問。我覺得
最重要還是才能，因為我小時候每個老師都說，
你應該是百分之十的才能加百分之九十的努力，
但老實說現在我知道，不是的，我是覺得應該是
百分之九十的才能加百分之十的努力。你要是沒
有才能的話，根本就不用做了。沒有才能是沒有
希望的。
同時我發覺，你要有決心去做音樂上的發展，

就要犧牲很多時間和其他方面發展的餘地。如果
一個樂器要學得好的話，必須要很早就有專業性
訓練，像體育一樣，網球明星都是六七歲就開始
拿着一個球拍打球了，如果你到十二三歲才開始
學小提琴的話，太晚了，沒辦法，必須很早的時
間要做一個commitment，這對家長和孩子來說都

是個很大的決定。有時候會犧牲很多愉快的成長
時光。因為如果一個小孩子要出國深造，爸爸媽
媽就分開來——媽媽帶孩子去紐約、倫敦或者其
他大城市去學琴，這個對很多家庭是很大的困
難，以及收入、獎學金等等夠不夠支持孩子的發
展都是很令人需要謹慎考慮的，做爸媽的責任非
常重要。

文：您的音樂生涯中有經歷過很重大挫折嗎？
林：我生命上的第一個挫折就是我十一歲我爸就過世

了，他是我家中最熱愛音樂的人。第二年我就離
開台灣出國了，那時候年紀比較小，覺得出國是
件令我興奮的事情，但其實我是個獨生子，所以
那時候我爸過世我媽沒法跟我去澳大利亞陪
我——像我現在有個13歲的女兒，我那時候是12
歲漂洋過海一個人去悉尼，但現在如果要放我女
兒去倫敦上學，我三年見不到她，我受不了的。
我那時候沒想到我媽為了我的發展，犧牲了很多
她自己的快樂日子。
當然小孩子的好處是可以適應得很快。尤其是

用小提琴和音樂做你的語言，比較容易一點，但
前幾個月還是讓我相當害怕的經驗，好在澳洲人
非常友善，非常歡迎我，三年之後繼續去紐約讀
書，又和我媽分開，這段時間我母親為了我的音
樂，犧牲了很多。

音樂家小傳
林昭亮出生於台灣新竹，十五歲考入世界頂尖表演

藝術家搖籃——紐約林肯中心的朱莉亞學院，師從於
蜚聲世界的小提琴教母多羅茜．迪蕾（Dorothy
DeLay）；十七歲在西班牙蘇菲亞皇后國際小提琴比
賽中奪冠後，成為著名ICM國際藝人經紀公司旗下最
年輕的演奏家。
林昭亮的演奏以音色甜美、風格細膩優雅而聞名，

他曾兩次獲得葛萊美獎提名，是第一位獲得英國「留
聲機唱片獎」的華人演奏家。

華裔小提琴家林昭亮：
音樂家最重要的還是才能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賈選凝
攝：莫雪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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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字不重己
千字文有很多古本，一千個字要一韻到底不能重字。
可以說，選擇創作書畫千字文，是張繼「深挖傳統，與
古為徒」卻又「跳出傳統，與今為伴」「對突破自己最
艱難的挑戰」。因為，他不想重複自己也不想重複他
人。
「搞書法的都有一個苦惱，展覽長期不辦大家看不到
你的成績，但展覽辦的太多就很難出新。為此我基本上
是9年辦一次展覽。」張繼說。2006年展覽之後，張繼
便「深挖傳統，以古為徒」，從而確定了創作千字文。
「原創並非是一意孤行、自以為是、任筆為體，而是
在深刻挖掘、把握優秀傳統的過程中融入歷史的、社會
的、時代的諸多元素。」
「冥宇無際，大帝開天，洪荒終止，結繩紀年。」張
繼從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說起，到結繩記事、伏羲畫
卦、崖壁刻勒、庶民造字，以及史皇、倉頡開創書畫的
文明啟蒙成長史，說得清清楚楚，原原本本。
張繼說，每個字的選擇都是小心謹慎、反覆斟酌的。

「一千字要描述幾千年的歷史。這裡面提及的每個人物
都可能在歷史上是一個頂尖級的人物，但你不可能給他
太多的筆墨和文字，也就是幾個字的事。因此要用哪幾
個字概括他一生的成就，用哪幾個字講述他的故事生
平，都需要反覆考量。」

一絕靠四全滋養
「寧要一絕，不要四全，但沒有哪一個一絕不是四全
滋養的。」張繼是書法界公認的「全能型軍旅藝術
家」。
張繼6歲學畫，16歲學書，期間即好詩文，再以書印

而稱譽全國。
在張繼《中國書畫千字文》展覽中，他不僅用五種字
體九種書體將《中國書畫千字文》一遍遍書寫下來，更
是用300餘方印章來表現千字文的全部內容。
這些印品中，多為四字一印，也有八字或兩字一印，
甚至有單字印。在這300多方印中，張繼基本上把歷代
流傳的各種印式都給予了嘗試，既有篆隸書體入印，還
有草書印、楷書印、元押印等頗具新意。

當然，如果說書法、篆刻是他的強項，那麼
此次張繼還首次展示了他的繪畫技巧。
在展覽現場，一幅75米的繪畫長卷《圖說中

國書畫千字文》吸引了不少書畫愛好者的駐
足。
將中國書畫史以繪畫的形式進行整體表現，

迄今尚屬首例。這不僅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

更表現了張繼對民族文化的
深情守望與深刻領悟。「這
幅長卷涉及200多個具體人
物的形象、動態、服裝、道
具，背景處理更是涉及人
物、花鳥、山水、工筆等。背景書法又涉及到篆隸楷行
草諸體及篆刻。」
書法、繪畫、篆刻、寫詩，張繼可謂做到了「四

全」。張繼說，「我真的不敢說詩書畫印都有成就，這
不是謙虛，畢竟精力有限。但我在這四個方面的創作意
識還是比較強的。詩、書、畫、印之間的聯繫非常密
切，比如書法和篆刻，都應是書法門類，無非是工具、
材料變了。但並不能說把篆書完全不變刻到石頭上去就
叫篆刻。篆刻是有單獨要求的，要刻出印味，要具有古
樸、金石氣。書法與繪畫也是密切相通的，比如我的書
法很多章法形式是從國畫的構圖來的。古代的隸書章法
以有行有列的形式為主，現在，要想有所突破，只在隸
書裡面找是不行的，可以從其它門類裡面去尋找更加豐
富的形式借鑒。」
是什麼造就了張繼的「全能」呢？張繼笑着說，是創
作之外的生活，是創作之外的廣泛的知識積累。「廣博
學識於詩書畫印創作猶如土壤之於植物，沒有了土壤中
源源不斷的營養，植物之生命必將枯竭。」
也難怪，中國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歐陽中石如此評價

張繼，「他的書法成就突出是大家公認的，但沒想到他
的文學思想更深一層，將來或許能把古人的東西進一步

發揮創新。」

做好中國人寫好中國字
張繼的書法藝術及其人生經歷富有傳奇色彩：少年時

代他就對書畫鍾愛有加，30歲出任中國石油書法家協會
執行副主席兼秘書長，40歲被特招入伍到軍事科學院。
他曾在第五、六、七屆書展中連獲「全國獎」；他還在
全國首屆行草書大展中獲「精品獎」，在全國第八屆中
青年書法展中獲銀獎……近年來，張繼先後被中國文聯
授予「全國德藝雙馨藝術家」，被中國書協授予「全國
德藝雙馨書法家」稱號，並被推選為中國文聯第七屆全
國代表大會代表。
張繼近些年在軍隊大展拳腳，成為全國藝術界一顆嶄
露頭角的藝術新星，他還擔任眾多教職和評委職務，他
不只是書法精通，在當代書法界像張繼這樣的全才甚是
少見，張繼自步入軍隊以來，時刻提醒着自己心中的八
一軍魂，對部隊對戰友，張繼有着真摯樸素的情懷。
「我在部隊是從事專業創作的，我的任務就是搞書

法，作為一個專業書法工作者，我當然是主張學習書法
的人愈多愈好，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成書畫家，而是希望
我們都能『做好中國人，寫好中國字。』」張繼說，這
是他創作的初衷。

軍旅書法家軍旅書法家張繼張繼
一千字書五千年書畫史一千字書五千年書畫史

「學習前人要不像前人，學習今人不像今人，有自己獨特的面貌自己獨特的

個性，這是學習書法的一個真本事」，在書法界，軍旅書法家張繼便有這樣的

本事。

9年辦一次展覽的張繼2015年「心裁獨出」，他三年備戰，用一千個不重複

的漢字組合成二百五十句四言詩，對五千年書畫發展的歷史做了高度濃縮而又

生動精彩的藝術概括，可謂是一部用韻文寫成的千年書畫史。同時，張繼又用

諸體書寫，輔之以丹青造像、金石篆刻，達到了詩書畫印的完美統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部分）

■《圖說中國書畫千字文》長卷（局部）

■《圖說中國書畫千字文》長卷（局部）

■■張繼向書畫愛好者介紹創作千字文的初衷張繼向書畫愛好者介紹創作千字文的初衷
及過程及過程

■■正在創作中的張繼正在創作中的張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