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樂團早於2006年時已推出「香江
華采」計劃，特別委約20多位本地作

曲家以音符描繪他們心中的十八區，並以璀
璨維港為舞台一連三日舉辦戶外音樂會，讓
市民與遊客乘着音符共賞香港的魅力與風
采。而今年的「香江華采2.0」計劃除內容同

樣包括內地采風活動、委約著名作曲家創作
新作品及專場音樂會外，還特別舉辦了為期
三個月的公開徵曲計劃，邀請本地作曲家提
交5至7分鐘的原創中樂作品，助年輕作曲
家的作品有機會登上專業舞台，賦予音樂創
作無限可能。

他以水為喻，願香港擁有如水般的旺盛生命力；她從戲曲中汲取靈感，以明快

的節奏表現出影偶在「亮子」上栩栩如生的動作；他採用傳統民歌《茉莉花》作

主題貫穿樂段，冀觀眾無論身在何方皆能在回憶中輕輕唱和……香港中樂團今年

再攜手香港作曲家聯會舉辦「香江華采2.0」項目，三位本地年輕作曲家沈耀

忠、錢璟及黃子維的作品在以「說好中國故事」為主題的公開徵曲中脫穎而出，

將於明日（29日）舉辦的專場音樂會中與三位著名作曲家的特約新作同台作世

界首演，展現民族管弦樂的多彩風貌，亦呈現年輕一代在音樂路上融匯中西的多

元探索成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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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華采2.0」共譜新章說好中國故事

皮影戲作為我國最早的戲曲劇種之
一，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當中所
用到的影窗亦稱「亮子」。亮子主要由
白紙、白布或白絹製成，並將之繫緊在
一個長方形框架上，它的大小規格視乎
影偶類型而定。而在錢璟的新作《掛亮
子》中，樂曲正以明快的節奏，通過鑼
鼓和燈光效果表現出影偶在亮子上栩栩
如生、虛實交錯的動作，同時以不同樂
器的音效塑造戲中角色，構建出一幅詼
諧幽默、饒有風趣的畫面。「希望觀眾
聽完後可以感受到五彩繽紛、熱鬧歡慶
的氣氛，也感受多一些不同樂器展示出
來的不同音色。」
錢璟與皮影戲的緣分要追溯到幼時，
當她偶然間看到張藝謀導演的電影
《活着》，瞬間便被其中的皮影戲所
吸引，「當時覺得好得意，之後也會
多留意關於皮影戲的信息。皮影戲目
前在香港並不算普及，希望藉這首樂
曲令更多人關注這項民間傳統藝
術。」

冀創作更多中樂予學生演奏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中樂系及作曲系

的錢璟，是近年較活躍的青年古箏演奏
家之一。她曾參與多位著名作曲家之大
師班，也常出訪日本、韓國、美國、奧
地利、比利時、荷蘭、英國等地，與多
位著名作曲家、指揮家同台演出。正是
由於從小學習古箏，她深切感受到目前
的古箏作品其實不多，亟需更多新作
品，由此走上了創作之路。「我的第一

首作品是古箏獨奏曲，寫完之後發現自己對這方面
都有興趣，於是決定繼續嘗試。《掛亮子》是我寫
的第一首大型中樂合奏曲，雖然已經對樂團的聲音
比較熟悉，還是要仔細考慮如何分配不同樂器的部
分。」
如今錢璟正於音樂事務處從事教育相關的工作，
她矢志創作更多適合青年學生演奏的樂曲，「如今
中樂市場很多作品都是給樂團演奏的，對學生而言
新作品不多，我想創作多一些。」

古老的鐘聲從四
面八方迴盪，訴說
着一代又一代輝煌
的歷史故事；萬丈
高樓高聳入雲，印
證着昔日的小漁村
崛起為東西文化交
融匯聚的國際大都
會；朦朧月色隨着
浪花輕舞搖曳，今
夜星光燦爛；觀眾
無論來自何方，皆
能在回憶中吟唱那家喻戶曉的動人旋律……黃
子維新作《繁花春華》全曲採用傳統民歌《茉
莉花》作主題貫穿樂段，再巧妙融合西樂七聲
音階與中樂五聲音階，帶領聽眾穿梭古今。
談起樂曲的創作初衷，黃子維說：「我發
現很多學中樂的同學其實在用西式的方法學
習大調、小調，他們對於中樂的背景、文化
以及傳統民歌的概念並不清晰，演奏傳統作
品時也不太理解當中的含義。於是我決定藉
這次徵稿的機會，以享負盛名的民歌《茉莉
花》作主題，創作一首適合大眾的、融合傳
統和現代的樂曲。」

受俄羅斯作曲家風格影響
黃子維自6歲起接觸中樂，中學時期曾任

喇沙書院中樂團副團長及彈撥聲部首席。疫
情期間，學校樂團排練驟停，對他而言卻多
了欣賞各式中西音樂的時間。「柴可夫斯
基、拉卡瑪尼諾夫等俄羅斯作曲家的作品對

我有很深的影響，
他們在如何將民族
色彩和現代音樂相
融合方面，對我有
很大的啟發。」初
試作曲，他嘗試將
一些原本給樂團演
奏的作品，重新編
曲供樂隊演奏，方
便了同學們在疫情
期間的小規模排
練，「現在我也在

不斷創作、學習其他作品，畢業後也常幫學
校樂團編曲。」
「我的想法通常比較天馬行空。」黃子維

笑說，《繁花春華》大幅度用民歌作主題，
而自己有些作品則只是使用民歌作為一小段
樂句的動機，「經過演變之後，觀眾或許不
能第一時間分辨到是哪首民歌，但都會有很
熟悉的感覺。」而未來，他亦會在民歌融合
現代的方向不斷精進自己的作曲技巧，以更
多新作品反映年輕一代的精神和面貌。

三位年輕作曲家皆對此次入選
公開徵曲深感幸運，亦感慨無論

政府還是民間都會舉辦作曲比賽和徵曲計
劃，年輕作曲家的機會愈來愈多，音樂教育
配套方面也愈來愈好。當機遇與挑戰並存，
如何才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三人紛紛
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有很多人覺得世界不公平，沒機會給
你，但如果明天突然有人給你機會，你又準
備好未？」沈耀忠表示，無論任何時候都要
做足準備，「我已經儲備了很多首曲子，平

時有靈感也會立刻記錄下來，如果突然見到
徵曲或者音樂會，可以隨時交出根據主題修
改好的曲子。」

錢璟建議大家要不停創作不同風格的樂
曲，「不能寫了一首就開始等運到，要在持
續創作中找到自己擅長的領域，再持續發
展，令更多人認識自己的作品。」

「無論作曲還是玩音樂，都不要怕自己還
不夠好，要敢於向更多人展示作品。」黃子
維稱自己常將某些樂段發給同學聽，再根據
反饋不斷改善，最終找到了自己的風格。

水，能變化為各種形態，即使遇到火燒艱
險，亦能轉化為蒸汽昇華後再次凝結；水，
如李小龍名言「Be Water」般不受條框所
限，既柔且剛。而香港從一個小小的漁港，
發展成為世界重要的轉口港，在不斷變革和
轉型的過程中，始終保持着蓬勃的生命活
力。「願香港擁有如水般的旺盛生命力，永
不衰竭。」在沈耀忠所作的《昇華水影》
中，似乎總有些旋律和音樂素材重複使用，
卻每次都有不同的配器和變化，呼應水的各
式形態。「正如維港是香港的代表之一，樂
曲中有好似海浪的聲音，有時洶湧，有時安
靜，都是很美麗的畫面。」
沈耀忠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作曲及電子音
樂系，現為愛沙尼亞音樂及劇院學院作曲碩
士生。他多才多藝，持小提琴、大提琴、樂
理、電結他及搖滾鼓八級證書，亦懂演奏革
胡、三弦琴、大阮等，還曾修讀中樂及西樂
指揮課程。正是這豐富多彩的音樂歷程，使
他在創作時既不忘傳統文化知識，又勇於開
放思維靈活革新，將傳統與現代作曲技法巧
妙融合。「我用傳統中國五聲音階宮、商、
角、徵、羽去做和弦，而配器和和聲進行都
很現代。現代音樂已經無分中西，大家共同
都在創新。我還在樂曲中加入了一些中樂扮
鴨子和海鷗聲音的元素，這是過往創作時不
曾試過的。」
時刻關注本港音樂動態的沈耀忠對首屆
「香江華采」盛事仍記憶猶新，「那套碟
我也買了，差不多集齊了香港所有的知名
作曲前輩和老師，那時我便想如果有一日
我也有份就好了。」如今夢想成真，他笑

言自己似乎已經在作曲路上取得了小小的成就。

切身體驗當地文化 浸潤音樂創作
沈耀忠2018年曾以交換生的身份赴北京中央音樂學
院學習音樂劇創作及流行曲演唱，2019年暑期曾到北
京大學修讀中國傳統文化史、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導賞
等課程，這段經歷使他有機會切身體驗內地的文化和
藝術，為他此次創作中樂樂曲奠定了堅實基礎。「如
今互聯網時代，學習音樂知識很容易，但如果想深入
學習中樂，最好還是親身去內地生活和體驗。」
他興奮地表示，自己在愛沙尼亞音樂及劇院學院學習
期間，受歐盟委員會「Erasmus+計劃」資助可在意大利
羅馬聖塞西莉亞國立音樂學院和德國曼海姆音樂與表演
藝術大學作交換生，「當然無論在哪間學校學作曲，都
有很多國際知名的作曲家作品要學習，而去當地生活，
感受地道的文化，會使我對大師的作品理解得更加
好。」未來，他將嘗試融合中樂和電子音樂，並結合視

覺效果和電子媒體，拓闊中樂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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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維
傳統民歌貫穿樂段引共鳴

時刻做好準備 才能抓緊機會

《《香江華采香江華采22..00》》專場音樂會專場音樂會
日期日期：：20252025年年33月月2929日日（（六六））

時間時間：：下午下午55::0000
地點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多年演奏古箏的經驗使錢璟在作曲時更得心應
手。 受訪者供圖

●沈耀忠藉創作《昇華水影》願香港擁有如水般的
無盡生命力。

●錢璟創作的《掛亮子》靈感來自於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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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維曾任喇沙書院中樂團副團長及彈撥
聲部首席。 受訪者供圖

●（左起）沈耀忠、錢璟、黃子維以三首風格迥異的作品入選「香江華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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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樂團曾於香港中樂團曾於20102010年舉辦年舉辦「「香江華采香江華采」」
大型戶外音樂會大型戶外音樂會。。 香港中樂團供圖香港中樂團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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