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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澳門的廖國敏，是港澳近年頗受矚目的指揮新
星。短短十幾年，他從澳門走到香港，再到美國、歐
洲，在他心裡，指揮家是一個永遠不能停下來且一直
要追求進步的工作。三十幾歲的年紀，他已受聘擔任
費城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又奪得「國際史雲諾夫斯
基指揮大賽」第二名（首獎從缺）及觀衆大獎，實力
不容小覷。
去年年尾，廖國敏再度參與香港電台第四台的「聖
誕園林音樂會」，在香港公園奧林匹克廣場與樂隊共
同帶來極具新意的貝多芬曲目，一改眾人心中貝多芬
的嚴肅形象。與2014年首次在香港指揮露天音樂會時
的新鮮感相比，這次他感受到更多的是溫馨，「在演
出開始之前，因觀眾入場的地方就是我預備上台的地
方，許多觀眾跟我打招呼並
給我加油打氣，甚至有參加
過2014年音樂會的觀眾告訴
我，很開心再度看到我。我
感覺跟觀眾的距離拉近許
多，心裡特別的溫暖，這讓
我在分享音樂中感受到大家
更有凝聚力的喜悅。」

露天音樂會的苦樂
廖國敏曾多次在美國指揮
露天音樂會，在他看來，露
天音樂會旨在更廣闊地分享
音樂給更多的人。但不同場
地、不同景色就會產生不同
效果，「像是香港公園的綠

植物配上中環城市之美的景
色，產生大自然與都市的平
衡，也是很特別。在美國的露
天音樂會，許多是舉辦在一大
片草地上，讓觀眾自由地鋪塊
方巾與家人一同野餐，享受露
天音樂會的歡樂。之前指揮費
城交響樂團的露天音樂會是在
河邊舉辦，演出完還搭配水上
煙火。每一個舉辦露天音樂會
的地方都有它迷人之處。」
在露天音樂會中最大的困難

就是無法掌控天氣因素的轉
變，廖國敏表示：
「無論是指揮還是樂手，都需要更多的心理準
備以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樂手樂器的狀
態對於天氣濕度有相當敏銳的反應，尤其是弦
樂器，在不是恒溫的室內場地，琴弦容易不準
甚至鬆掉，這對樂手來說，需要隨時注意樂器
的狀態，這是極大的考驗。」

從小夢想做指揮家
廖國敏走上音樂之路的過程沒有虎爸虎媽的

逼迫，他自述4歲時媽媽第一次帶他去聽樂團
演出，瞬間便被當時的音樂魔力所感染，那時
他就對媽媽說：「我要做台上指揮的那個
人！」他5歲開始學琴，過海到香港入讀演藝
學院，學院鍵盤系主任郭嘉特是開啟他音樂教
育全面性的老師。「除了在鋼琴技巧方面外，

郭老師開啟我對聲音不同層次的感覺，非常注重音色
變化，這樣的教育對後來指揮樂團有很大的幫助。」
開始學指揮，是他到美國讀書之後，他先在紐約茱
莉亞音樂學院取得鋼琴演奏碩士，隨後到費城著名的
柯蒂斯音樂學院深造指揮專業。他相信，要成為指揮
家得先從音樂家出發，學習指揮之前，要先對某一項
樂器由熟悉到精通，如果沒有精通一項樂器就不能完
全了解樂曲的精隨。「學習鋼琴是我成為指揮家的基
礎，並沒有想過是從鋼琴轉到指揮的想法，應該說鋼
琴從沒有離開過我，但是成為指揮家是我一直以來的
夢想。」他說。
孤身於異地求學，他坦言受到了東西文化的衝擊，

起初很不適應。他說：「我從比較制式化學習的亞洲
教育，走到了自由度極大的外國教育。一開始不習慣
外國老師給我的自由度，因為在亞洲已經習慣了接受

老師給我明確的指示，只要跟着指示達到目標即可。
但是在外國並不一樣，老師不會給我明確的指示，而
是引導我自由去發展，通過思考去為自己設定目標，
再努力達成它。我相信這是對藝術家很好的訓練，這
樣的摸索過程讓我能更強化自己的信念。」
廖國敏認為，做指揮家永不能停歇，「因為當你覺
得這已足夠好的同時，那就是退步的開始。如同學習
一首曲子，得反覆重新思考，所以要不斷地思考且保
持謙虛的態度去學習音樂。」而對於現今計劃學音樂
或已走上音樂之路的年輕人，他說：「音樂路絕不易
走，這過程中需要與很多人競爭，要以音樂為職業一
定很艱難，必然會經歷人生不順意的挫折時期，但切
莫忘記熱愛音樂的初衷，化挫折為成長的力量，用自
己的方式走出屬於自己的音樂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永不停歇的指揮新星廖國敏

查傳訥於12歲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學習國畫基
本功，20歲時跟隨同門師兄關紹彬學習工筆和大

寫意。2007年時，她與陳楚文老師結緣，初涉足塑彩及
油畫，第二年開始學習畫油畫人物。從水墨轉學油畫，
有何特別的考慮？她表示，自己從12歲開始學水墨直到
30多歲，只是想改變一下表達感情的方式，「我特別欣
賞像趙無極、林風眠這樣的大師的作品，他們受西方思
想影響，是中西合璧、多種繪畫技巧融會貫通的典範。
我認為，無論是水墨還是油畫，畫家表達感情的媒介，
對我來說，用什麼媒介都是一樣的，重要的是人本
身。」

日本個展難忘舊地
查傳訥去年曾於日本九州門司港舊門司稅關，與新井
光守先生舉辦「緣En」聯展。而此次在東京築地場內市
場舉辦的展覽，是她在日本的首個個展。展覽的地點選
在市場內的一間鰻魚店和咖啡館，查傳訥解釋，畫作是
精神食糧，在食肆內展覽，讓客人邊吃邊欣賞，是生理
和心理的雙重滿足和愉悅。展出的「築地人物」系列以
生動的筆觸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築地人物，用畫筆記錄了
日本的人文風情。
查傳訥自言第一次是以短暫停留的過客身份途經築

地，那裡的人事物令她印象深刻—每家每店都有自己的
運轉規律，各家老字號的牌匾和漢字寫在店子門前。自
江戶年代至今，築地的人們每天凌晨4時便會分配漁
獲，當中更有不少百年未遷的老字號店舖，許多傳統配
方依舊能保存下去。「我喜歡他們的微笑，欣賞他們的
勤奮和敬業。」展覽期間她重返舊地，與市場內的人溝
通交流，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作息，更在魚類拍賣會上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振奮。於是，在她筆下的人們，每一
張樸實的臉孔都刻畫了生活的印記，彷彿在用無聲的力
量訴說着自己的故事和日本的變遷。
另兩幅向歌川廣重致敬的木板畫充滿了浮世繪的風

格，其中一幅《春，櫻炎麗》記錄了日本初春時節的景

色，潮濕的綠意混合着少女的嫩粉，灰綠和淡粉的色彩
融合，增添詩意。另外一幅《要一個男人，喜歡上一個
女人》則刻畫出了關於愛情的掙扎和無奈，道出了一個
充滿歷史感的淒美故事。這批畫作今年也將在香港展
出，「場地還沒訂，但肯定要選擇有歷史感的舊地方，
會邀請全家人來看。」原來她5年前曾於視覺藝術中心
舉辦在港的首次個展，展覽畫作中有她最愛畫的人物，
有以魚的角度看世界的「魚眼」系列，除此之外還有以
酒樓養魚的發泡膠箱做成的「魚眼」系列裝置藝術。

收藏舊物尋找畫畫靈感
與呆在香港相比，查傳訥更喜歡到處飛，是旅行，是
交際，也是為了搜羅各地的「寶貝」。「我喜歡去賣舊
物的古董店、雜貨舖」，她邊說邊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張
疊得整齊的泛黃的紙，原來是築地的舊地圖，再輕輕打
開放在一邊的木箱，「還有這個油畫箱，是幾十年前日
本油畫家用過的，顏料和工具還都在裡面。」這些舊物
都被她存放在畫室裡，隨時給予她新的創作靈感。
她是個懷舊的人，最近託友人介紹從知名藏家手中收
得一批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舊照片，共有3,030
張之多，她表示自己正在逐步整理這些照片，作為日後
創作的素材。她迷戀的不只是這些承載歲月的黑白照
片、香港的英國風格建築、舊式街市等，還有裡面蘊含
着的獨特氣質韻味，「可惜香港的保育工作做得不好，
遠遠不如上海，受到保護得以留存的舊建築愈來愈
少。」她說。
上海也是她常去的地方，她在那裡找到了不少珍貴的

舊報紙雜誌，像《點石齋畫報》及一些西方翻譯小說
等，極具歷史價值。據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查傳訥在
收藏舊物件方面極具眼光，在古董店、雜貨舖一眼看中
的，往往都是店家不賣的「家傳鎮店之寶」。

畫金庸武俠故事限制創作
原來查傳訥並不是完全與文學創作絕緣，畢竟是在書

香世家的文藝環境下成長，她透露自己小時候也曾在報
章上發表文章，但年紀漸長就漸覺自己並沒有寫作天
賦。她說：「父親從小就是我的崇拜對象，作為他的女
兒，每次幫他做事我都有很大壓力。初學畫畫時我曾試
過用他筆下的武俠故事作為創作主題，畫了幾幅之後感
到被他的風格限制住了，難以有所突破。所以我就放棄
畫武俠，轉而畫自己想畫的題材，做自己時感到輕鬆無
壓力，反而進步更快。」
學藝術難免要靠家人的支持，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
在查傳訥眼中，父親的教育理念是無干涉的自由，無論
是辦畫展還是設畫室，都是她一手策劃和操辦。但細細
想來，這種無干涉或許因為她沒有做過父親心中越界的
事，父親是以她畫畫為榮的，每次開展金庸必定到場。
金庸對女兒的繪畫功力作何評價？她笑說：「老一輩人
比較含蓄，不會直接稱讚我。學畫畫當然是他支持的，
他不反對的事，就是贊成。他表面沒要求，實際心裡面
還是有一根標杆，無論做什麼都好，都要做到叻。」

■■「「築地人物築地人物」」系列油畫系列油畫。。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查傳訥展示收藏的舊油畫箱查傳訥展示收藏的舊油畫箱。。

■■查傳訥早前在築地舉行畫展查傳訥早前在築地舉行畫展。。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廖國敏曾於柯蒂斯音樂學院廖國敏曾於柯蒂斯音樂學院
深造深造。。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廖國敏廖國敏((左二左二))於第三屆史雲蘭諾夫國際指揮大賽贏得亞軍於第三屆史雲蘭諾夫國際指揮大賽贏得亞軍
((冠軍從缺冠軍從缺))。。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廖國敏擔任廖國敏擔任「「聖誕園林音樂會聖誕園林音樂會」」指揮指揮。。 香港電台提供香港電台提供

金庸之女金庸之女

有人崇尚新鮮事物
有人崇尚新鮮事物，，有人對舊時光戀戀不捨

有人對舊時光戀戀不捨，，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
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

((查良鏞查良鏞))的小女兒查傳訥即是後者

的小女兒查傳訥即是後者。。她並未繼承父親的武俠世界

她並未繼承父親的武俠世界，，而而

是從舊事舊物
是從舊事舊物、、從旅途的所見所聞中汲取靈感

從旅途的所見所聞中汲取靈感，，用畫筆描繪觸動內心
用畫筆描繪觸動內心

的瞬間的瞬間。。近日她於日本東京築地場內市場舉行主題為

近日她於日本東京築地場內市場舉行主題為「「想起築地市
想起築地市

場場」」的個人畫展
的個人畫展，，展出六幅展出六幅「「築地人物築地人物」」油畫油畫，，及及「「向歌川廣重致

向歌川廣重致

敬敬」」系列的木板油畫
系列的木板油畫，，為搬遷前的魚市場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為搬遷前的魚市場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張岳悅 攝攝：：劉國權劉國權

查查傳傳訥訥

■■查傳訥自認查傳訥自認
是 個 懷 舊 的是 個 懷 舊 的
人人。。

■■查傳訥慨嘆香港保育查傳訥慨嘆香港保育
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做得不好。。

棄文捨武俠
投畫繪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