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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顆音符落下，長達數分鐘的掌聲響徹國家大

劇院音樂廳。舞台上，著名指揮余隆一一與香港管弦

樂團（下稱「港樂」）的首席們握手致意，坐在我前

排的女士轉過頭對朋友嘆道：「太感動了！」走出音

樂廳，轉角站着兩個年輕觀眾，其中一人大聲唱起了

《獅子山下》；熱潮蔓延到小紅書，有觀眾發帖說自

己為演出拍紅了手掌……

5月中，香港管弦樂團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內地巡演

在北京完美落幕，此次巡演途經無錫、上海、武漢、長

沙、哈爾濱、瀋陽與北京，除了上海與北京外其他城市

都是首次造訪。美輪美奐的音樂廳，迥異的城市文化，

熱情的觀眾，深入的業內交流……此次巡演，不僅是港

樂繼早前歐洲巡演後又一次向香港外的觀眾展現自己的

音樂魅力，亦標誌着這一香港旗艦樂團與內地之間交流

的日漸深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休息室內，與樂團攜手此次巡演的著名指
揮家余隆愜意地坐在沙發上，在排練和

演出間偷得幾分空閒。這位獲《紐約時報》譽
為「中國古典樂壇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的指揮
家，現擔任北京中國愛樂樂團藝術總監和上海
交響樂團音樂總監，同時亦已身兼香港管弦樂
團首席客席指揮6年有餘。若要說對內地樂團
及港樂都有深入了解的第一人，不作他想。
「港樂是全世界最好的樂團之一，這毫無疑
問。」余隆對記者篤定道。這次巡演的每個城
市都有自己的樂團和音樂廳，余隆笑說藝術家
們都很「難搞」，誰也不服誰，但港樂一路奏
來，不論是業界還是觀眾，「口碑如此一致，
你上小紅書看看，對港樂都是fully respect。」

盛讚港樂高度職業化
不論是在與各地音樂學院師生的交流，還是在
訪問中，余隆皆強調並盛讚港樂的高度職業化。
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的排練結束後，他特意請出
港樂一眾行政人員，讓樂團為這些幕後功臣們獻
上掌聲，幾個在工作中雷厲風行的幕後人員難得
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們大部分的人只看到舞
台前面的表演，不知道整個系統的重要性，不知
道整個背後團隊支援的重要性。」他說，「樂團
的管理是非常系統化的，如軍隊一般，不能有任
何瑕疵和任何灰色地帶，必須是紀律。樂團的演
奏也一樣，速度快慢、演奏弓法，都是紀律。很
多人錯以為樂團就像戲班一樣，找來人聚起來就
演，其實樂團是要高度標準化和職業化，這也是
為什麼港樂是最好的亞洲樂團，是最好的世界樂
團之一。」
那港樂是否自帶着某種香港特色呢？余隆認
為不必強賦文化符號，而要落到行業標準中來
看問題——管弦樂團尤其有其國際標準。「來
自香港就是港樂的特色，」他說，「香港就是
一個世界級的城市，一個國際化的窗口。透過
這個窗口，我們要把文化傳遞本身做到極致。
在這個城市，有這麼一個代表着香港、又有着
國際標準和聲望的藝術團體，港樂是獨一無

二。不論是把西方音樂帶進來，還是把中國音
樂帶到世界，這都是一個國際化的載體，並且
是一個令全世界人信服的載體。」

曲目體現「世界性的語言」
今年是港樂50周年，內地7城巡演是本樂季
華彩之一。「我不能代表港樂發言，但我認
為，有意識有情懷地來做這樣一個巡演，是香
港回歸以後很重要的一次交流。」
在巡演曲目的設計上，除了小提琴家蘇千尋
的《梁祝》、著名大提琴家王健的柴可夫斯基
《洛可可主題變奏曲》、德伏扎克的第九交響
曲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譚》外，
大部分音樂會都以鮑元愷《炎黃風情》的精彩
選段〈小河淌水〉、〈走西口〉和〈對花〉作
為開場曲目。「這就是我所說的『世界性的語
言』。」余隆說，「德伏扎克第九交響曲源自
捷克民歌，《天方夜譚》有着俄羅斯民歌的旋
律，這都是把民歌變成世界性的語言去展示，
鮑元愷也是。音樂是世界性的語言，只有音樂
才能沁人心肺地透過藝術，帶給大家對文化的
理解。這次我強調巡演一定要有中國的曲目，
這也體現了港樂對中國元素的認同，鮑元愷的
曲子，他們演得非常棒。」

與內地交流不斷深化
近年來，港樂與內地的交流日趨深入。粵港
澳大灣區（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中有港樂身
影；2024年的中國音樂家協會交響樂團聯盟
年度會議暨第十屆中國樂團藝術管理論壇亦將
在香港舉行，由港樂為主席機構。
「音樂家不管在哪裏，紐約柏林東京，私底
下的互相來往都是很多的。」余隆分享，這
次巡演到不同城市，品嘗地方美食，體驗不
同的音樂廳，認識新樂團新朋友，港樂的樂
師們都很高興，「像長沙，大家覺得這城市
這麼有煙火氣；哈爾濱，這麼美的北方城
市，感受良多。對南北人文的差別，也了解
了很多，和各地的樂團一起也交了很多朋

友。」交流沒有壁壘。
他認為未來的交流在每個方面都能再深化細

化。「其實我們內地樂團在很多方面受港樂影
響很大的，包括中國愛樂建團時，都沿用了港
樂的一些合約制的方式在進行，早在20年前
就是如此。我們也從港樂借鑒了很多經驗，例
如他們考試的模式等。我覺得港樂是內地職業
樂團很好的參照物。」
「但我不喜歡把香港和內地的交流變成一個

『事件』來理解，」他話鋒一轉，「因為本
來就是很自然的事，幹嘛要把它變成一個
了不得的『事件』。就像現在香港人去深
圳過周末一樣，我覺得很正常啊，就像北
京人去順義。不要把這個變成一個事件，
本來就是包容的社會，大家應該雙向理解、
互相照顧幫助。很多事情香港在幫內地樂團，
反過來也是。音樂家之間的交流太多了，不必
把它誇張化。現在總說香港與內地的合作，其
實早就在合作了，經常在交流，一點問題都沒
有。像這次巡演怎麼和每個
劇院對接，港樂行政團隊
也說學到了很多。」

此次內地巡演，首次造訪多個城市，對港樂行政總裁霍
品達來說是令人難忘的旅程。「熱情的觀眾和音樂廳的質
素都讓我們印象深刻。相比起歐洲的觀眾，中國觀眾很年
輕，而且他們是在很認真聽音樂，不是把音樂會只當做是
某種社交場合。這對我們來說實在有太正面的意義。」他
分享道，長沙的音樂會後，不少年輕觀眾等在門口期待樂
師簽名，「感覺非常好。」他也表示，巡演過後也希望港
樂可以保持和各個城市、音樂機構和音樂廳的聯繫，「不
單是為了以後更多場的演出，而是可以辦更多的大師班，
和同學們有更多的互動。」
此次在不同城市，港樂都在密集的音樂會間插入了大師
班、工作坊、講座等活動。在哈爾濱，港樂到訪哈爾濱音
樂學院舉辦大師分享會外，亦攜手哈爾濱交響樂團舉行了
「side by side」聯排。當天，在余隆的細緻指導下，兩個
樂團的音樂家們合作無間地排練了德伏扎克第九交響曲第
二樂章，現場觀摩的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哈爾濱是世界
六大音樂之城之一，有香港樂團來實在是太好了！」現場
的音樂愛好者何小姐對記者說道。港樂的聯合首席大提琴
方曉牧則忍不住慨嘆哈爾濱真是令人感動的城市。「這裏

的人非常好，城市非常美，很有音樂氛圍。」她分享與哈
爾濱交響樂團的聯排，非常絲滑，「一點沒有覺得來了新
人和我們沒有貼在一起的感覺，特別貼。這說明他們非常
敏感，也很有經驗，一來就可以和我們融在一起。音樂廳
音效也好，設計非常漂亮和現代。」

北京觀眾劉小姐是陳百強歌迷，數年前曾到尖沙咀星光大
道參加紀念巨星的活動，「結果一發不可收拾」，現在已經
變成香港文化活動常客，數次帶着女兒來香港，逛書展、聽
音樂會。「我之前對香港沒有太多的印象，大多的想像來自
影視，但其實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的文化很別致。」
在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外，劉小姐對記者說，絕不認為香港是
文化沙漠，「它的文化和內地不同，很有特色。傳統的很傳
統，西方的又融合得很好，現代的很現代。」
她分享道，早前在bilibili（B站）上看過港樂83年的「白

金巨星音樂盛會」，從而認識了樂團，今年4月還專門飛
到香港，去紅館聽「 港樂50．友弦樂聚」音樂會。「但
我們從北方去不容易，成本巨大，所以樂團這次來北京，
我一直關注它的公號，早早買好票。」
劉小姐覺得這晚樂團的演出很好，「樂師是全球招聘，不是單一的，這讓它很
不一樣。我在北京也經常聽音樂會，感受很不同。這種澎湃和激情，這種水準，
細微處感覺很不一樣。音樂是一種靈魂深處的東西，可意會不可言傳。」這晚的
音樂會劉小姐也帶上女兒一起觀賞，她笑說女兒對樂器不感興趣，但自己想讓她
熏陶一下，「會聽，靈魂就有去處了。」

這次巡演，大部分城市港樂是首次造訪，除
了體驗南北人文地理的大不同外，最讓音樂家
們「眼饞」的，是各地，哪怕是二三線城市，
都擁有一流的音樂廳。哈爾濱音樂廳的設計如
水中明珠，在乾燥的北方城市中，通透的玻璃
設計及環繞的水景如同綠洲。內部採用天然光，
聲音非常「脆」。瀋陽盛京大劇院美輪美奐，
整個建築內部空間巨大，要坐電梯上到第7層
才到達音樂廳門口。廳內以木質設計為主，聲
音暖而聚合，是一流音樂廳。最讓樂團欣喜的，
是此次巡演遇到的觀眾皆非常熱情及文明，可
見古典音樂文化普及之功。
「實在太委屈了，港樂這樣一個樂團，居然

沒有自己的家。」余隆笑道，「來內地後，他
們發現幾乎所有內地樂團都有自己的駐團音樂
廳。」這簡直戳中包括港樂在內大多香港藝團
的痛處。演出場地的匱乏一直是香港飽受詬病
之處，特別是近年來，與內地相比，本地演出
場地的建造速度及場地質素都被遠遠拋離，早
前就有內地舞劇主創對記者說過，沒想到香港
現在的演出場地還和20年前差不多——當時的

時髦放到現在，已成落後。
如何解決場地難題，讓藝

團擁有駐團場地，
是 長 遠 持
續發展本
地藝術需
要思考之
處。

代表香港面向世界

在哈爾濱音樂廳，港樂樂師們好奇查看音樂會宣傳板。 攝影：
尉瑋

與當地學生及樂團交流
北京觀眾：香港的文化很別致

樂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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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沒
有
家
？！

◆港樂與哈爾濱交響樂團舉行聯排。
攝影：Desmond Chan/港樂

◆觀眾劉小姐表示對
港樂演出印象深刻。

攝影：尉瑋

著名指揮家余隆：

◆◆著名指揮余隆攜手港樂登上國家大劇著名指揮余隆攜手港樂登上國家大劇
院舞台院舞台。。 攝影攝影：：Desmond Chan/Desmond Chan/港樂港樂

港樂完成內地港樂完成內地77城巡演城巡演

港樂獨一無二

◆港樂首次造訪哈爾
濱，樂師身後是現代摩
登的哈爾濱音樂廳。
攝影：Desmond Chan/

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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