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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囊括柏林、康城和威尼斯三大影展影后的
珍摩露（Jeanne Moreau），是法國新浪潮電
影的閃亮明星，香港人熟悉她，來自杜魯福
（Francois Truffaut） 導演的《祖與占》
（Jules et Jim）。片中珍摩露周旋於兩男之
間，他們對她如癡如狂；就像銀幕下的影迷，
對她神魂顛倒。
珍摩露於月前離世，西方媒體悼念她的文章

排山倒海，《紐約時報》訃聞形容珍摩露是電
影史上的「女神」。文章說，珍摩露的美貌，
並非懾人心魄的那種艷麗；但她擁有充滿磁性
的低沉聲線，像情人在耳邊細訴。她的臉孔獨
特，表情變化多端；她的舉手投足，傳達一種
反叛和性解放的訊息。難怪《大國民》（Citi-

zen Kane）美國大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讚
揚珍摩露是「世上最偉大的女演員。」
珍摩露1928年出生於巴黎，父親是巴黎一咖啡店的

老闆，母親是來自英國的舞蹈員。珍摩露15歲時看了
第一齣話劇便迷上了，決心要當演員。她將心意告訴父
親，卻惹來兩大巴掌；父親罵她「娼妓」，母親則默默
支持她。到18歲，珍摩露考進巴黎國家戲劇藝術學
院，成績卓越，兩年後獲法國喜劇院賞識，成為院內最
年輕全職演員。1958年法國著名新浪潮導演路易斯馬
勒（Louis Malle）看中她，邀她演出《從電梯到死刑
台》（Elevator To The Gallows），到1962年拍了杜魯
福的《祖與占》，從此紅遍國際。
銀幕上珍摩露風情萬種，傾倒眾生；銀幕下一樣浪漫

多情。她的情人多不勝數，杜魯福和馬勒屬人所共知，
還有意大利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登和荷里活明星李馬
榮……她結過三次婚，育有一孩，最後一任丈夫是《驅
魔人》（The Exorcist）大導演威廉佛烈金（William
Friedkin）。
80多歲的珍摩露依然有拍電影，她曾說：「許多女

人擔心年華已逝，人老珠黃。其實，她們若不擔心，反
而會顯得更年輕。因女人除了外貌，還有氣質、性感和
挑逗。」每逢人們提起法國新浪潮電影，就想到《祖與
占》。故事描述一戰期間，珍摩露飾演的少婦嘉芙蓮與
兩名學生陷於三角戀，片中她的優雅身段和嫵媚眼
神……她是知識女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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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曲與二胡的相遇，正是「二胡王子」王憓的新嘗
試。過往，他為了讓二胡音樂與現代生活接軌，

他結合古典與流行，發揮二胡的多元性和表現力，創作
出很多讓人耳目一新的音樂；或者與西樂合奏，也曾與
流行歌手音樂人合作，包括黃凱芹、關淑怡、黃品
源、李克勤等。

前無古人的新嘗試
延續他對二胡音樂不間斷的新探索和追求，這次他和
中大逸夫書院「芳艷芬藝術傳承計劃」合作，9月15日
將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當二胡遇上粵曲》的特色音樂
會，讓二胡跳出粵曲中伴奏的角色成為主音音樂，與以
粵曲行腔方式演唱的小曲互相輝映，各有特色而又和合

共融，彼此昇華。
「以前粵劇也有中樂伴奏，但都是大鑼大鼓。只用二

胡作主力去演奏粵曲是第一次，二胡柔潤、淳厚的音
色，與粵曲特別吻合，別有一番韻味。」王憓點出這次
音樂會的新突破。粵曲與中樂，原是兩個不同的音樂體
系，兩者的結合很考驗音樂家的功力。「因此這次的二
胡音樂做得非常細緻，以演奏而非伴奏的感覺緊貼粵曲
千變萬化的唱腔，有聲有力地把音樂和唱腔的的味道同
時呈現給聽衆，並推動粵曲與國樂共融。」

有靈魂的音樂表演
就像王憓其他的音樂會，除了作為藝術的追求外，他

也希望用音樂分享生命、述說人生無常、永恒，與聽眾

一起領悟生命，熱愛生活，追求生命的真實無悔、無
憾、無求。
他舉了一個音樂作為語言與世界溝通的例子：小朋友

未必會很專心聽別人說話，但他卻能專注地聆聽音樂的
聲音，因此與音樂有了對話交流，並開始豐富自己的想
像力，世界變得更大。他說：「作為21世紀的演奏
家，只是從事演奏是不足夠的，還應具備創作指揮、統
籌、行政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創造性。把音樂演奏到生
活的每一部分、每一個細節。」
而二胡極富有歌唱性的特色，使它最適合表現有旋律性

的音樂作品。當大家一致認為二胡只能演奏哀怨、淒楚的
情感，王憓卻認為二胡的表現力更為多元化，因此創作了
結合古典、流行、現代等多媒體的樂章，將東西方情感相

聯繫，用現代的音樂語言展現生命的喜怒哀樂，使更多人
愛上二胡音樂，感受二胡人性化的靈魂音色。
王憓在音樂會負責演奏二胡，而演唱的重任就落到陳
志輝教授及李佩珊身上。陳志輝是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
的教授，是逸夫書院院長，他與王憓認識多年，兩人一
拍即合。他接觸粵曲，原來是因為在外國留學時泛起鄉
愁，而當時唐人街經常播放的粵曲就成了他畢生的興
趣。回港工作後，他更跟隨丁一老師（黃少俠）學粵
曲。雖然平時工作繁忙，但他仍不忘抽空練習粵曲，更
經常在中大校園獻唱。陳志輝教授表示，他特別欣賞王
憓的一點在於他不只是作為一個音樂家，更將音樂轉化
為一種語言，讓音樂糅合現代社會，極具創造性，就像
一個有探險精神的創業家。這次，陳志輝將主唱《雙星
恨》及《禪院鐘聲》，悅耳的歌聲將在大會堂迴盪。

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助陣
不過二胡與粵曲的結合，其實是建基於王憓父親、國

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以及王憓本人多年對廣東音樂的研
究。讓兩者碰撞出激烈的光與火，對兩人來說其實輕而
易舉。王國潼教授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時候，曾用二
胡演奏廣東音樂，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在上世紀60年
代初他更將隨廣東音樂前輩劉天一、朱海學習的數十首
名曲整理成冊，而王憓也將90年代隨廣東音樂名家甘
尚時、余其偉教授學習的多首名曲加以整理，父子兩人
共同合作於 2000 年編訂出版了《廣東音樂二胡曲
集》，近一年來又繼續對此書修訂，不久將出版《二胡
經典名曲—廣東音樂篇》新書。換言之，父子兩人長
期摸索用二胡演奏廣東音樂的經驗，充分發揮二胡柔
潤、淳厚的音色，為此次音樂會奠下基礎。
王國潼屆時也會一展大師功架，拉奏他代表性的《觀

音頌》。《觀音頌》本來是獨奏，為了今次演出新編成
二重奏。王國潼明年就80歲，但依然老當益壯，是少
數能在這麼大年紀繼續在台上表演的音樂家，而他的音
樂也像一瓶愈陳愈香的美酒。
王國潼亦從音樂專業角度分析了廣東音樂（包括粵

曲）與不同樂器之間的合流，證明兩者的結合絕非毫無
根據的突發奇想：「隨着廣東音樂的發展，從上世紀30
年代以來，不斷出現新創作的廣東音樂作品，種種原因
使得廣東音樂在原有的傳統律制基礎上，吸收了中國音
樂常用的某些律制，形成廣東音樂與其他音樂的撮合。
所以，不要空談廣東音樂的律制，更不要將其神秘化，
以此抵制廣東音樂與其他中國樂器（二胡或中樂團）的
合作，那樣只會使這個兼容性很強的樂種故步自封、停
滯不前。」
從旋律優雅、色調精美的二胡演奏，到層次細膩、情
感豐富的粵曲演唱，你會驚喜於兩者天衣無縫，卻又各
自出彩的結合。《當二胡遇上粵曲》，約定你！

王憓王憓與與陳志輝陳志輝教授作推手教授作推手

■(左起)陳志輝教授、王國潼和王憓。

■■陳志輝教授陳志輝教授((右右))
負責唱粵曲負責唱粵曲，，王憓王憓
((左左))則拉二胡則拉二胡。。

讓二胡讓二胡 粵曲粵曲逅逅邂邂
二胡高手演奏著名調子時，往往能使聽眾不期然進入一個夢一般的藝術意境。相同的調子

很多時也會在粵曲裡出現，這些譜寫了文字的調子，由演唱者用心靈之歌帶出整個故事。如

果小曲《雙星恨》經由粵曲的演繹再加上二胡演奏，聲與樂雙線進行，演奏伴隨唱腔，更為

有力地表達曲中情感，兩者碰撞下會產生怎樣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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