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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與鄭慧過往曾於多地多次合作，據呂思
清介紹，過往兩人的音樂會形式較“混

搭”，既有大的奏鳴曲，也有小的作品，今次原本
想要做一場呈現專業性的奏鳴曲音樂會，但在商量
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新的靈感。於是，在節目設計方
面，上半場是兩首西洋經典奏鳴曲——《德伏扎克
小提琴奏鳴曲（Dvorak: Sonatina op.100）》及
《法朗克小提琴奏鳴曲（Cesar Franck: Sonata for
Violin and Piano in A Major）》，他說：“Dvorak
的小奏鳴曲是寫給他的小孩的，旋律優美，蘊含真
摯的感情，也許技巧沒有帕格尼尼那麼高超，但卻
是父愛和傳承的一種很好的表現，這點在音樂上很
重要，這幾年我也很喜歡用這首曲子為音樂會開
場。而Franck也是很經典的一首小提琴和鋼琴的奏
鳴曲，浪漫而激情。”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陳鋼作曲的小提

琴協奏曲《梁祝》首次公演。今年恰逢《梁祝》誕
辰60周年，在音樂會的下半場，呂思清選擇演奏
《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是中國的小提
琴曲目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是與交響樂團合
作演奏，今次藉60周年之際，我想與鋼琴合作一曲
音樂會版的全版《梁祝》。這樣整場音樂會便既有
復古又有中西合璧的感覺，充滿愛與浪漫，表達出
豐富的情感。”

音樂隨人生而豐富
呂思清歷經近百場《梁祝》現場演出，並作了

極為深刻的詮釋，富有中國韻味，配合西方琴藝，
樂韻翩然似彩蝶，委婉抒情，絲絲入扣，就連《梁
祝》的原作曲家陳鋼、何占豪也不禁為之熱淚盈
眶。演奏《梁祝》多年，呂思清又有怎樣的感悟？
他引用了去年何占豪對自己的評價“作曲家想到的
所有東西，他都演奏出來了；作曲家沒想到的，他
也能演奏出來”，並補充道：“我們的演奏是對音
樂的二度創作，需要深入挖掘音樂素材的內在情
感，不僅要如實反映作曲家注入樂曲的思想和情
感，更重要的是融入自己對樂曲的理解，也包括個

人的情感傾訴和人生感悟，使作品得到昇華。只有
這樣，才能使觀眾感到新意。”
他笑稱，有觀眾說他演奏《梁祝》是一種由

“清純”到“豐富”的過程，演奏家總是在思索，
隨着人生經歷的豐富，必定會把個人感受融入到音
樂之中。音樂，總是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音樂
是一種激情的理智，是用一種哲學而富有邏輯的方
式將你的原始情感表達出來，再引領觀眾進入其
中，自由飛翔。”

一千個觀眾心裡有一千種《梁祝》，呂思清只
是希望以音樂感染觀眾，引領他們走入古典音樂的
大門，再去自由聯想和感受。他認為，音樂好似美
食和紅酒，愈喜愛，愈深入研究，從中得到的快樂
便愈多，自然也會追求更高的品質。“而對於初次
踏入音樂廳的觀眾來說，也無需非要弄清楚演奏家
和樂曲的背景資料，只要輕鬆愉快地度過眼下的兩
個小時便足夠了，只要培養出興趣，日後自然會主
動去深入了解。”

享受家庭時光
從前，呂思清所考慮的，是需要永無止境努力

的演奏家的事業，而2000年之後，他經歷了父親的
去世和小孩的誕生，他意識到，原來自己需要考慮
的東西遠遠不只有事業。於是，他開始放慢步伐，
近年多只是在全國巡演，想要距離孩子更近一些。
“或許在事業上可以做得更好，但選擇不去這樣
做。”他每年會給自己放兩個月的長假，享受家庭
時光，“人生不只要奔跑，還要停下來看看周邊的
風景，長時間疲憊地奔跑或許會使你錯失很多東
西。努力和自律當然要有，但平衡也是非常重
要。”
“平衡”不僅是生活，也是音樂。他認為，對

一名音樂家最大的讚譽，不是誇獎他的技巧或者作
品好，而是已經說不出他具體哪裡好，但卻整體散
發出一種迷人的光輝。“最好的音樂會使你忘卻技
巧的存在，技巧和樂感的完美結合，也是一種平
衡。”

作為第一位奪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之
一——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的東方
人，呂思清無疑是當今樂壇最活躍的傑出中國小提
琴家之一。他那美妙動聽、激動人心的琴聲早已遍
佈世界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著名演出場所，被西
方媒體盛讚為“一位傑出的天才小提琴家”。因其
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呂思清還獲得
美國國會眾議院榮譽證書、美國新澤西州“傑出亞
裔藝術成就獎”、美國加州參議院榮譽證書、四次
獲得美國加州眾議院執委會榮譽證書、萬寶龍卓越
藝術大獎、《中國青年》雜誌“影響21世紀中國的
100個青年人物”之一、《北京青年報》形象大使
等。美國加州Millbrae市將2006年9月16日定為
“呂思清日”。

對呂思清來說，學琴沒有秘訣，唯有不斷練
習。他相信“一萬小時定律”的力量，天大的才能
也需要行動來支持，這樣才不會辜負上天賦予你的
天賦禮物。再者，是需要科學地練習，學習正確的
理論和技巧基礎，再多接觸高水平的音樂，耳濡目
染下自然會渴求學習音樂，樹立好的學習榜樣，即
使平日枯燥的重複練習也會變得有趣。
而他身為兩子之父，提及如何教導小朋友學習

音樂卻頗為“自責”，認為鞭策得還不夠：“他們
其實很有樂感，從小也有學小提琴和鋼琴，我卻不
想讓他們太辛苦，沒有狠下心來向專業的方向逼迫
他們。其實小孩學音樂總有惰性，逼迫才能發掘潛
力。”無論小朋友日後是否會走專業演奏方向，人
生有音樂相伴，總是一件終身受益的美好事情。

小提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梁祝》》誕生至今六十年誕生至今六十年，，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的經典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的經典，，東方音樂的驕傲東方音樂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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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中國江南情懷的小提琴家郁中國江南情懷的小提琴家。。日前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一場名為日前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的一場名為““琴韻化蝶琴韻化蝶””的小提琴的小提琴

和鋼琴二重奏音樂會中和鋼琴二重奏音樂會中，，呂思清將聯袂呂思清將聯袂““鋼琴女詩人鋼琴女詩人””鄭慧再現經典鄭慧再現經典。。呂思清的呂思清的《《梁祝梁祝》，》，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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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很看好內地的古典音樂發展，無論是觀眾
素質，還是整體氛圍都愈來愈好。近年內地新建劇院
音樂廳硬件優秀，好的平台成為好的節目的基礎，也
只有好的節目才能吸引更多的觀眾入場欣賞，好的欣
賞體驗才能使觀眾被吸引、被感動。他發現，內地觀
眾的欣賞水平提升很多，三、四線城市觀眾對音樂的
了解和反應更是出乎意料。當然，這也與學音樂風氣
盛行有關，家長重視音樂培養，琴童多，自然音樂會
的觀眾多，簽名會同樣反應熱烈。

古典音樂氛圍
愈來愈好

《梁祝》六十年琴韻化蝶

找到人生平衡找到人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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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希望自己的音樂能
夠感染和影響更多人。

■呂思清曾歷經過近百場《梁祝》現場演出。圖
為在福州海峽文化藝術中心的演出。 新華社

放慢腳步放慢腳步

“變的是時代，不變的是豆腐心。”西灣河成
安街一帶八街九陌，一大早，大街上已熱鬧非凡。
面對附近的老店一間一間地倒閉，生於豆品世家的
陳子富懷着不變的豆腐心，秉承祖傳製法堅持豆腐
製作。作為第三代傳人，他歷盡香港豆品業的興衰
更見證當區的重建及發展，他感嘆，要守住老店實
屬不易。
時至今日，西灣河已從傳統舊區逐漸轉型，街

上盡是冰室、菜檔魚檔、雜貨檔……街道兩旁新式
店肆林立，薄暮的夕陽餘暉淡淡地普灑在這間逾五
十年的老店上，給眼前這一片繁盛的街景增添了幾
分朦朧和詩意。第三代傳人老店主陳子富的祖父在
廣州建業做豆品起家，至上世紀30年代，其父來到
香港逐步開拓生意。起初以小販形式於後巷開店，
後來才發展成為店舖門面生意，全盛時期曾在灣
仔、大坑、北角等區開設多間分店。陳子富憶述豆
腐花店經歷了兩大逆境危機，面對分店逐一結業，
最後只剩西灣河這一間。“‘六七暴動’時期人心
惶惶，市道相當不好，爸爸與家人商量後最終決定
只留西灣河店；直至上世紀80年代末，政府推行清
拆及重建計劃，附近寮屋區七條村萬多人被迫要遷

徙，同期附近的麵包舖及車房都堅守不住相繼搬
遷，而我們皆因有老業主減租才渡過難關。”

傳統與創新
老店主向我們介紹道，現時做豆品的方法主要

為北方地區的鹽滷與南方地區的石膏兩派，後者密
度更高，前者口感更為滑嫩。而他們一家一直堅持
使用祖傳的石膏製法，每天凌晨兩點開始製作豆腐
花，無論選材亦或製作過程等都力求保持純滑質感
與營養價值。老店主特別強調手工藝的獨特性，認
為這是任何機器都仿造不出來的人性的味道，“相
比商家大批生產用機器，會破壞其營養又流失蛋白
質，我們是為數不多的用傳統石磨。”他說。

陳老先生思考未來的豆腐發展思如泉湧，他希
望能把豆腐提升到更高的層次，香港能如日本及台
灣對豆腐的尊重一樣，讓豆腐變得不平凡，讓豆腐
不只單單是家常小菜。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曾與
素食店合作，甚至製作西式素食pizza：用香菜與
“中國芝士”——腐乳結合；又嘗試創製木瓜豆漿
等新穎美食。他說：“我相信各區對於豆品的口味
都截然不同，作為老店傳承多年，我們不是死堅守

傳統，而是學會靈活變通，極力把優良
傳統與新時代創新融合。”

舖頭賣的豆品種類甚為多元化，單是
豆腐花就有如薑汁豆腐花、奶露豆腐花、特
式豆腐花等，味道清淡滑溜。面對百物騰貴，新
式連鎖店興起，陳子富的老店也面對着經營的困難，感
嘆全靠街坊支持，養活了他那一家子。“上世紀60年
代一碗豆腐花，只不過賣一毫子（港元，下同），升至
現在十一元一碗。對比街口的其他店舖，我們賣得最貴
卻都門庭若市，全因我們重手藝、重質量，又與附近街
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店主說。
採訪期間，不時有街坊向我們走過來說道，年

少與老闆相識，以前放學後都會來店舖吃碗豆腐
花，現在退休了習慣依舊不變；老闆很會照顧客
人，見到街坊生病便推薦薑汁豆腐花，相處模式像
極老友。

四代傳承
“施比受更有福”，這句話雖很老套，但要明白

其真正意義乃至於化作實際行動卻難上加難，陳子富
直言店舖以前每年都有一天定作慈善日，把當天的營

業額全數捐出。他相信對比其他行家，自己是獨樹一
幟，不求別人行善事，只求做好自己。“施比受更有
福，全當做少一天生意而已。”陳子富說道。

老先生兒子於多倫多畢業後回港選擇繼承父
業，作為老店第四代傳人，他堅信好的東西自然不
會受到時代洗禮的衝擊，更言“傳承”二字過於沉
重，自己一直想在傳統基礎上創新，無奈環境所
限，要大改造先需要自掏腰包，現階段或未必承受
到。被問到選擇繼承家業後是否會失去自由，他直
言不能以“困身”來形容。“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有
其辛苦、其難言之隱，而自己選擇這條路除了是家
人的支持外，更是三思而行的選擇。”

文、攝：石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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