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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著名小提琴家姚珏帶領其所創辦的香港弦樂團，相

繼登上了重慶國泰文化中心雲瑚音樂廳、涪陵大劇院及西安

高新千人會堂，為其「一帶一路」節點城市巡演又添新站。

除了展現樂團中西結合的獨特樂音，精彩演繹《四季》節

選、《C大調弦樂小夜曲》等經典曲目外，在涪陵大劇院的

演出中，樂團還和涪陵的弦樂愛好者們一起合奏了《我愛你

中國》和《我和我的祖國》，以賀新中國成立70年大喜！

這並非香港弦樂團第一次踏上內地的舞台，自成立以來，

姚珏就帶着這班香港年輕樂手走南闖北，既磨礪年輕人的藝

術修為，亦讓他們真切體驗祖國的風土人情與飛速發展。對

她而言，這塊遼闊的土地早已為渴求發展的香港年輕人準備

好了寬廣的舞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受訪者提供

賀國慶 一曲《梁祝》獻香江
早前，姚珏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的舞台上，再一
次拉起《梁祝》。今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香
港回歸22周年，亦是《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首演60
周年，姚珏選擇了這首曲子送給香港，送給祖國，
亦剖陳自己內心經年沉澱後愈發醇厚的感情。
「《梁祝》和我與香港非常有淵源，我第一次在
香港的演出就是拉《梁祝》，也是在香港大會堂，
當時是和我的父親合作。」7歲就公開演出，16歲
赴美學習，追逐音樂夢想滿世界跑的姚珏最後與丈
夫定居於香港。她說，香港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城
市。那這次再度給香港觀眾演奏《梁祝》，豈不就
如一封情書？「我自己成熟了很多，而香港也給了
我很多靈感。」她笑說。
不止是在香港，現在姚珏到世界各地演出，也總
想多給觀眾拉拉《梁祝》，在西方音樂的舞台上發
出「中國聲音」。「這真是讓我能夠把中華文化介
紹給世界各地的深刻曲目，我想告訴世界各地的音
樂愛好者，其實我們中國有很多好的作品。現在中
華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歡迎，我一直覺得作為一
個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我們的責任不光是將自己的
技術提高，更重要的是把更多中國的東西帶到世界
各地。」
更何況，對於小提琴家來說，《梁祝》就像是一
本讀不完的書，一道解不透的謎題。句法如何解
構？華音怎麼收放？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段會交出
截然不同的答卷。
「對藝術家來說，人生有多少深度，就會解釋作

品有多深。」放到姚珏身上，35歲大概就是那個分
水嶺。年輕時的她，卯着一股勁，想的就是把琴拉
好、拉準；結婚生子後，她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新角
色。跨進從未嘗試過的領域，愈發多的困惑和挫敗
撲面而來。想不通就再想，失敗就從頭再來。如此
一番磨礪摔打，她面對人生和音樂卻愈發通透起
來。
「和不同界別的精英相處交流，讓我吸收的不光

是音樂。後來我才感覺到，藝術和生活是分不開
的。如果你光是想音樂，你是想不通的，你要想更
加廣泛的東西，想人生的悟覺、人生觀、人生的哲
學，想通後音樂就通了。」她說，35歲後的自己成
長得飛速，不光想在拉琴的方面做得更好，更對
人生在世的社會價值有了更深體會。「一個人活
在世界上到底怎麼回事？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應該
要做什麼事情？我都有了新的體驗。」

積極巡演在祖國土壤成長
2001年，姚珏創辦姚珏天才音樂學院以及成

立香港兒童室樂團，2013年成立香港弦樂團，
進一步培育本土音樂家。如果說作為獨奏家如同
是單槍匹馬征戰音樂沙場，做教育和樂團則更應
了姚珏口中對於藝術家的社會責任的描述。
和一般的專業樂團不同，香港弦樂團的活動
中，深入社區的教育項目和專業的巡演音樂會兩
線並行，目標就是培養本地音樂精英，並同時把

音樂的歡樂帶到香港的每個角落。姚珏曾在不同場
合反覆說過，香港年輕音樂家的出路很狹窄，她希
望藉助這個平台，讓香港年輕人未來能站在更廣闊
的舞台上。
近年來，這個平均年齡僅28歲的樂團，足跡已經
遍佈多個城市。2018年出訪廈門、廣州、濟南、德
州、哈爾濱、上海等；2019年初造訪珠海、深圳、
東莞、惠州四個大灣區城市，6月則到訪福州、煙
台、長沙、武漢、常州、上海六座城市，舉辦慶祝
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22周年的內地巡演。而從9月
中旬開始，樂團獲得「國家文化旅遊部的中演院
線」和「絲綢之路國際劇院聯盟」邀請，繼續前往
西安、重慶等古今絲綢之路重鎮進行演出。
「我們的樂手其實非常了解祖國的發展。」姚珏

說，「他們不光去一線城市，也去二三線城市。對
中華文化、對內地的音樂發展，他們的感受是非常
強烈的，完全感覺到機遇在內地，『背靠祖國』這
種說法是非常準確的。因為香港畢竟小，作為藝術
家難以生存，一定要擴展，要鍛煉，而我們的國
家、我們內地給他們提供了特別好的平台。」
真正走過祖國的大江南北，親身體驗不同地方的

風土人情，對於香港年輕樂手來說，也是開拓自身
藝術理解的絕佳養分。姚珏分享了一個有趣例子。
幾年前的一次巡演，樂團要拉《二泉映月》，最後
一站就要在阿炳的家鄉無錫表演。「他們怎麼都拉
不來，因為他們都是西方學習回來的，不會拉。你
知道的，《二泉映月》的音樂不是按着拍子拉就行
的。我就給他們講阿炳的故事，可還是不行。」可
是自從到了無錫後，這首《二泉映月》卻突然
「活」了過來。「他們感受到了。」姚珏笑說，藝
術家一定要敏感，更要接地氣，就像食物和藝術就
有着微妙的聯結。「吃辣的地方，出來的音樂是這
樣，到了《茉莉花》，江南的東西，又是不同。所
以要去不同的地方，吃一下當地的東西，這風土人
情的體驗非常重要。我們的年輕藝術家們經過這幾
年的巡演，對中國文化的感受可以說是完全不同
了。」
這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大概是新奇的體驗，畢

竟大部分本地年輕人，對祖國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書
頁上的簡單描述。然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不真正去穿州過省、吃各地小吃、和來來往往的人

聊聊，又怎麼會有真切的了解？「就像拉西方音
樂，也要到那邊去看看，不去拉不好的。你只有吃
過了它的butter，以後就知道（音色）原來還有那麼
滑的。」

在大灣區推廣音樂教育有優勢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的公佈，姚珏看到樂團的機遇，「我覺得
它（大灣區）就是香港的一個延伸的家園。」大灣
區的規劃不僅為香港藝術家帶來地理相近的更多表
演舞台，也為他們帶來輸出自己強項的平台。今年
初香港弦樂團緊鑼密鼓地巡演大灣區四個城市，就
讓樂手們真切地體會到「機會來了」。
「我們的優勢是不僅可以為大灣區的觀眾帶來優

質的弦樂音樂會，還能帶去系統化的音樂教育項
目。」深耕音樂教育四年有餘，樂團已經有一套系
統化的材料，輕鬆有趣地向小觀眾輸出古典樂。巡
演中，樂團除了會開設大師班和針對小朋友的工作
坊，最後還會有合作曲目，與當地的小朋友合作演
出。這些教育項目受到家長們的極大歡迎，樂團早
前在長沙等地舉辦的兒童節音樂會，就叫好叫座。
「小孩子愛我們愛得不得了。一般專業的樂團不會
這樣做，但我們比較貼地氣，比較靈活。專業不是
高高在上的，貼地氣，會有更多的市場。也有劇場
和我們談，希望我們去幫他們開設音樂課程。」姚
珏說，「所以我覺得在大灣區，香港的藝術工作者
不但可以帶去高質素的音樂會，同時也可以把我們
在這邊積累了的經驗帶過去。」

港年輕藝術家內地觀眾讚很棒
在內地巡演，樂團收穫最多的評語是「沒想到香

港的年輕藝術家這麼棒！」這讓姚珏覺得，向外
走，不僅是對本地年輕音樂人的鍛煉，也是在展示
香港的藝術軟實力。去年，香港弦樂團啟程「一帶
一路」巡演，走過了斯里蘭卡、泰國和新加坡，不
斷展示香港名片之餘，也以藝術搭建友誼的橋樑。
「在『一帶一路』的交流中，文化上就是『心連
心』，藝術就是橋樑。」姚珏對斯里蘭卡之旅印象
特別深刻，樂團不僅去演出，還去了當地的學校，
真正與當地人交流。「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懂得香
港，愛上這個城市。」

姚珏說，香港藝團去「一帶一路」演出的
還比較少。「每個樂團都喜歡搞專業性，但
是交心不能只說專業性，交心要落地。很多
地方你去了，可能就聯繫上了，機會也就來
了，這些機會對於年輕藝術家來說尤為重
要。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有些地方很窮，也沒
有很專業的音樂廳，去了幹嘛？我總覺得，
很多人沒有把專業和人生連在一起。拉琴不
是只在音樂廳中拉，那個地方的人的微笑、
吹過的風，都會給我靈感，我會拉得更好。
人生的成長很重要。我們要看寬一點，不能
只看眼前。沒有好的舞台就不去了？其實沒
有好的舞台，你去過，去經歷過，成長後就
能把更多的帶給觀眾。」

體驗各地風土人情吸養分

姚珏冀年輕人姚珏冀年輕人：：
放寬眼界放寬眼界祖國大地任馳騁祖國大地任馳騁

姚珏為人颯爽，快人快語。說
起拉琴，她大笑說「不通靈不
行」，「最終要靠人生的經驗去
詮釋音樂。」她說自己小時候學
琴並不開心，「小時候想要開心
玩，讓我練琴肯定不喜歡的。」
但是從中得到樂趣後就執拗地想
拉好，音準、節奏，每個細節都
要完美。到後來，人生遭遇很多
曲折，想不通的東西越來越多，
直到跨過這個坎，了悟了人生哲
學，人生和藝術才又到了新的程
度。「我以前覺得，人生哲學，
什麼東西啊，去學這個幹嗎？浪
費時間！現在覺得越來越有用
了，只有想通人生，才能想通音
樂。」
她喜愛譚盾的音樂，那一首小

提琴協奏曲《愛》，寫青年之
愛、中年之愛、老年之愛。她以
前覺得表達「中年」最得心應
手，直到母親離世，經歷過生死
離別，才開始能細味「老年」中

生命走向終結的情狀。「所以音樂不只是一個節奏
和音準，而是一個講話的感覺，是人生的表達。沒
有真正的體驗的話，就是死的；如果有體驗，就拉
活它了。怎麼去講這句話，而不是每個音都一樣？
年輕的時候不懂，就是把每個音都拉方正，但真正
拉得好的話不是這樣的，每個音都不同的，是在講
話嘛。」人生與藝術是相通的，「以前我也總是說
練琴，現在則鼓勵大家多看點書，多問why。」
近年帶着年輕人四處巡演，姚珏也聽到不少外地

觀眾驚訝於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可見這個標籤
有多深入人心。「我不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香
港，特別是政府給年輕人很多的機會。」姚珏寄語
年輕人，不要只看眼前，要往遠看。「給你很多機
會，卻只顧着看眼前的話，永遠不會懂得怎麼把這
些機會轉化成你的benefit。現在要刻苦，以後才有
收穫；總想着現在有收穫，以後也不會有收穫。我
年輕的時候從沒有想過賺錢，就是把琴拉好。出來
後也沒想過賺錢，而是不停比賽。之後賺錢也不需
要有很多，只要給我機會拉琴，就去拉，慢慢地自
然就會賺錢了。所有賺大錢的人，一定是很熱誠，
只是想着賺錢的話，永遠（賺的）是小錢。只有找
到自己的熱愛，往這方面努力，其他東西自然就來
了。年輕人這個觀念一定要改變。」
唯熱愛可抵歲月漫長。共勉之。

■■《《國慶七十年暨慶回歸音樂會──永恒的梁祝國慶七十年暨慶回歸音樂會──永恒的梁祝》》音樂會上音樂會上，，姚珏再次姚珏再次
為香港觀眾送上為香港觀眾送上《《梁祝梁祝》。》。

■■香港弦樂團在深圳保利劇院演出香港弦樂團在深圳保利劇院演出。。

■■姚珏姚珏

■■姚珏與香港弦樂團姚珏與香港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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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弦樂團的樂手與深圳的小樂手們交流香港弦樂團的樂手與深圳的小樂手們交流。。

■■姚珏與香港弦樂團在涪陵與當地的小樂手們合奏姚珏與香港弦樂團在涪陵與當地的小樂手們合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