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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回聲合唱團（下稱「回聲」）是全中國最有意思的音樂團體之一，以演

出曲目獨特見稱。4月6日，「回聲」將在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上演一場大提

琴與合唱音樂會，由年輕大提琴家史丞言擔任獨奏。大提琴與合唱團這神奇的

配搭，不單止在香港和內地，在全世界也極為「罕聽」，但其實這已經不是

「回聲」和史丞言的第一次合作。只是4月的音樂會曲目跟他們2023年12月

底的那場合作完全不一樣！留美、留德的史丞言以作各種嚴肅而有心思的藝術

嘗試見稱，一時到香港國際詩歌夜為詩人的朗誦配樂，一時又先跟藝術家陳丹

青和鋼琴家張昊辰聊蕭邦音樂的精粹，再跑到烏鎮跟多年前受矚目的紀錄片

《KJ 音樂人生》主角、香港鋼琴家黃家正演出大提琴奏鳴曲。但「回聲」的

創新，在與史丞言合作之前早已開始。筆者有幸在「回聲」於上海徐匯區的音

樂排練廳訪問合唱團的音樂總監洪川，更深入了解合唱團的藝術方向和洪川自

身的音樂理念。 ●文：路德維 圖：受訪者提供

三位香港青年豎琴演奏家楊柳依、李
藹喬、盧悅晴即將攜手新生代豎琴學
子，呈現一場別開生面的合家歡音樂
會《豎琴狂想夜2》。曲目包括十多首耳
熟能詳的歌曲，當中包括：《彩雲追
月》《美女與野獸》《龍貓》《Do Re

Mi》《迪士尼音樂串燒》
等，從韋瓦第、韓德爾等
大師的經典之作到迪士尼
與宮崎駿，豎琴展現優雅
深邃的音樂世界，無論是
古典樂迷、流行愛好者，
還是童心未泯的卡通迷，
都將樂在其中。
日期：4月8日 晚上7:30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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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潘惠森介紹香港話劇團新劇季詳情。
攝影：Ken Ho

●新作《塘西馴悍記》由
潘惠森與李鎮洲聯手創
作。 攝影：Simon C

打造世界水準的中國合唱團
雖然我之前對「回聲」的歷史已有一定的了解，但訪

問仍不免以這主題開始。讓我意料不到的是，合唱
團的名聲及歷史都離不開音樂總監洪川，但洪川竟然不
是合唱團的創始人！合唱團其實是於2009年由復旦大學
的一群學生所創立。這群創始人都是大學的校園合唱團
成員，但校園合唱團規模較大（七八十人），其曲目已
不夠滿足這群志士的興趣愛好。這群志士進校那年，剛
好是洪川離校的一年；原來他們的暑期集訓就是由洪川
負責。創團翌年，「回聲」想參加上海市的無伴奏合唱
比賽，於是便立即想起恰巧剛辭掉工作、回校讀研的洪
川，並邀請他去指導他們。
比賽有兩首參賽作品，分別是美國作曲家 Eric Whita-
cre 的《手握百合花》（With a Lily in your Hand）和指
定曲目、美國民歌《雪倫多亞》（Shenandoah）的合唱
改編版。洪川花了兩個月時間，跟合唱團從最基本的做
起：節奏、音準、跑音階、唱音程。結果「回聲」拿了
第一名，得分還遠遠領先其他參賽者！本來已打算功成
身退、回去乖乖地做社會學研究的洪川，不知怎的便留
了下來，直到現在——不知不覺，合作已有十五個寒暑
了。

沒有不搞技術的頂尖合唱團
洪川喜歡自比合唱工程師。哪怕到了現在，他訓練
的着眼點仍是基礎技術。在訪問中，他反覆強調技術
的重要性。他覺得很多人誤以為音樂家就是藝術家，
搞的就是「演繹」、音樂精神的詮釋等等。但是形成
藝術的過程「本身是技術活」，「『工程』的過程恰
恰才會帶來藝術的結果，追求表面而不扎實的『藝術
性』卻會造成混亂。」他以「以演繹感情豐富」見稱
的美國指揮家兼作曲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為例，來說明基礎技術於音樂演出的重要性：伯氏有
一次被邀請到南美指揮青年樂團，一上台綵排，二話
不說就來指導樂團跑音階。其實，哪怕是職業樂團如
上海交響樂團，早前跟前港樂音樂總監梵志登（Jaap
van Zweden）排練時，百分之九十的時間也在講音
準。「團不黏在一起，什麼都沒用。」
合唱演出則更講求技術了，因為「變量」更多。合唱的
獨特之處是「合」加「唱」；它不是齊唱，也不是獨唱。
聲樂有歌詞，即使同一聲部也會有非常多的細節。相比之
下，交響樂作品結構雖然可以非常地複雜，但交響樂作品
並不帶歌詞，沒有詞義的考慮。所以「回聲」排練時，超
過百分之三十的時間在弄音準，然後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
講語言，diction（咬字）和 intonation（發音）；當然還
有節奏。洪川認為沒有不搞技術的頂尖合唱團，哪怕是德
國的合唱團如柏林美區廣播合唱團（RIAS-Chor）和斯圖
加特室內合唱團（Stuttgarter Kammerchor）。

「主場」其實是「國際」
洪川主動提及德國的合唱團，正中我下懷。德奧的合
唱團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德語音樂就是他們與生俱來的

文化。那麼「回聲」作為中國的合唱團，「主場」則在
哪？洪川竟然跟我分享起「歷史使命」來。他生於1983
年，跟我年紀相若；他問我能否記得我們二十年前讀大
學的時候國家的情況。那時候大家都在講「增創世界一
流高校」，自認為「非集體主義信徒」的洪川也受到強
烈的感召。與此同時，奇幻史詩電影系列《指環王》
（Lord of the Rings，港譯《魔戒》）非常流行，其配樂
錄音拿了數項格林美（Grammy）音樂大獎。錄音包括劍
橋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Choir, Cambridge）的合
唱。作為大學合唱團的指揮，洪川很清楚，英國的合唱
團有着深厚的傳統，而中國的則沒有。但在「西方人有
音樂的基因、亞洲人就是天生音不準」的想法仍存在的
那個年代，洪川特別憤慨，尤其是看到來中國演出的外
國合唱團，唱中國民歌（Chinese folksongs）時也要比中
國人唱得動聽、連diction（咬字）也比中國人好。「我
們中國人腦子不笨啊！沒有傳統，可以學啊；沒有技
術，可以練啊！我們也是世界的一員啊，為什麼不能在
中國上海辦一團達世界水準的合唱團呢？我不服氣，我
就是要證明，中國人合唱也可以很棒；我們唱你們西方
的東西又怎麼樣了！」
「回聲」近年的音樂會，曲目迴異。既有很容易吸

引聽眾、跟世界有名的低男中音沈洋合作的舒伯特
《冬之旅》合唱版，也有跟大提琴家史丞言合作、不
見經傳的大提琴獨奏與合唱的作品。同時「回聲」也
有——亦應該有——中國作品的專場（如去年除夕的
黃自專題音樂會）。「回聲」的「歌唱語言」是驚人
的多：從漢語（普通話）到拉丁語、由德語到西班牙
語、由俄語到科西卡語（Corsu）。科西卡（Corsica）
是法屬的地中海小島，亦為拿破崙的出生地；4月6日
的音樂會曲目中，便有一首是科西卡語的歌曲。知道
我喜歡語言，洪川還特別問我，如何去找能夠幫助他
訓練科西卡語發音的老師，只看國際音標標註並不
夠。且不要忘記「回聲」還「只是」一個業餘合唱
團，而洪川也「只是」一位業餘指揮——他對細節的
專注和要求令我欽佩。
所以「回聲」的「主場」其實是「國際」——洪川跟合唱

團既有系統地、又如狼似虎般拚命吸收各地的文化養分！

以歷史發展脈絡去看合唱
我們最後聊到了我國的合唱發展傳統。且看音樂的「鄰
居」——美術。在中國的現代美術發展中，留法的藝術
家舉足輕重，「四大校長」中三位都是留法的（林風眠、
徐悲鴻、顏文樑）。相對之下，音樂（當然也含合唱）
的發展脈絡便沒有這般明顯。但洪川指出了我國音樂發
展史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於西方，音樂圈子於七八十年
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變革，就是本真主義的冒起。（註：
簡單來說，就是演出時參考作品年代的演出風格和作品
於音樂史中的地位。）鑑於當時的特殊國情，中國那時
跟外國的交流比較少，而我國的兩位合唱音樂奠基者，
美國派的馬革順和蘇聯派的嚴良堃，都沒有機會經歷過
那場變革，所以他們的指揮曲目都是從莫扎特年代的作
品開始、一直到現代。非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作
品，連巴哈也不唱。可是西方合唱根基——和聲和對
位——都在莫扎特之前便創立好了。現代的指揮比較幸
運，能以合唱史發展脈絡的角度去看合唱這回事。
訪問快結束時，洪川不忘跟下一代分享「工程師」大
道理：「現在在中國，很多合唱團都踴躍參加國際比
賽，但我們千萬不能急功近利、眼高手低。有系統的訓
練才會有成就。我們不能有音符、沒音樂；我們要能讀
譜、能歌唱、能如歌地唱。這就是我微小的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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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聲合唱團與大提琴家史丞言回聲合唱團與大提琴家史丞言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2424日於上海演出日於上海演出。。

●●44月月66日日，，回聲合回聲合
唱團將帶來新演出唱團將帶來新演出。。

●●去年12月14日，「回聲」跟世界知名低男中音沈洋和
女高音黃英合作演繹中國作曲家黃自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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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香港話劇團日前公布
2025-26 劇季節目，藝
術總監潘惠森（潘Sir）
分享道，新劇季將以
「花．鋒．寂」為主
題，以多元風格帶來多
齣本地經典、國際劇作
及原創新作，並將積極
推動優質劇目到國際及
內地巡迴演出。

潘Sir介紹道：「花，代表我們的主劇場，主打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鋒，是尖銳與先鋒，代表我們
的黑盒劇場；寂，大隱隱於市，默默耕耘，指的是
我們的風箏計劃和教育中心，不容易被人看到，但
是每一個行動都有足夠的含金量。」
劇季焦點節目中，有數個出自潘Sir手筆，如全新

作品《塘西馴悍記》，便由潘Sir與鬼才導演李鎮洲
繼《武松日記》和《從金鐘到莫斯科》後再度攜手
創作。作品由「塘西風月」着墨，以香港20世紀初
興旺一時的歡場塘西，亦即現在西營盤一帶為背
景，以喜劇筆法書寫男女角力的馴化遊戲。《K城
故事》則再次請來前美國加州藝術學院戲劇學院院
長及加州藝術學院新表演中心創始藝術總監崔維
斯．普斯頓（Travis Preston）執導，以潘Sir編

寫的奇幻小說《K城以外的二三事》為創作概念，
並運用多種藝術科技元素重構舞台美學。
同樣由潘Sir編劇的《都是龍袍惹的禍》將載譽歸

來再度重演。這齣「非一般」的清宮劇講述慈禧太
后身邊的紅人太監安德海借採辦龍袍之名私出紫禁
城，途經山東時被巡撫丁寶楨以大清祖訓擒獲。此
戲劇性的命運時刻，安德海命懸一線，而紫禁城中
不同勢力間的勾心鬥角，在這個權傾一時的大太監
身上投下了深深淺淺的陰影……該劇首演於2013
年，曾榮獲第二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六大獎項，包
括最佳整體演出、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最佳男
配角（悲劇/正劇）、十大最受歡迎劇目等。
飾演安德海的劉守正以「中國式的莎士比亞」來形

容《龍袍》一劇，認為其人物厚度非一般平時劇本可
見。他亦直言自從10年前在北京演出後，自己一直企
盼再次扮演安德海。「現在我年紀大了些，經歷又多
了些，有福分再重演角色，希望可以為觀眾帶來不同
的感受。」他亦分享，潘Sir的劇本往往具魔幻色彩，
平時總有人說看不懂，這部戲卻非常易懂。「大家可
能都會懷疑不是他寫的。」他笑道，「我曾經為此探
查一番，有一天和潘Sir喝咖啡，問起來，他喝口咖
啡，輕描淡寫地對我說：『哼，你以為我真的不懂寫
這些嗎？』我懂，留了一手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多
些劇是怎樣，就快些撲飛啦。」

除了本地演出外，由西九文化區委約創作、西九文
化區及香港話劇團聯合呈獻及製作的香港原創音樂劇
《大狀王》早前成功入選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傳
播交流推廣資助項目，即將於6月展開內地巡演，先
訪上海，再至北京，於8月回歸香港。為配合未來的
巡演，《大狀王》於去年4月面向全球公開招募新演
員，最後成功招募了來自本地及內地的梁仲恒、陳書
昕、袁浩楊等新一批合共18位演員加入。導演方俊
杰表示，新班底的加入為創作帶來新挑戰。「很期待
不同cast將各有各精彩，希望觀眾看完一個演員班
底，還想再看另一個，因為質地會很不同。」
其他精彩劇目還包括法國當紅編劇霍里安．齊勒

「家庭三部曲」之一，即將於香港首演的《兒子》
；黑色幽默獲獎之作《半桶水》，該劇並將於10
月開啟內地巡演；黑盒劇場《凶的空間》；及「文
本特區」作品《你好，冥王星》及《泥沙俱下》
等。 節目詳情請瀏覽：www.hkrep.com/2526

香港話劇團公布2025-26劇季節目
「花．鋒．寂」展現多元劇目

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