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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勵齡雖年輕，卻亦有想在香港推廣歌

劇藝術之心，唯認為，歌劇在香港始終屬於

小眾藝術，原因一是很難拓展觀眾，原因二

是香港可以留給年輕人的歌劇平台並不多。

為了令歌劇更加普及，鄺勵齡攜同為歌

唱家的丈夫共同教授唱歌， 「香港人愛聽西

樂，卻未培養出聽歌劇的習慣。」 是否與歌

劇對白語言有關？她指出，其實香港並不缺

乏中文對白的歌劇，如黎海寧執導的歌劇《

蕭紅》、鄧樹榮執導的《大同》等。

如何能更好地在香港推廣歌劇，鄺勵齡

給出了答案： 「意大利歌劇內容並不複雜，

很多都是內容淺顯易懂的生活喜劇，假如未

來我們也能創作一些內容淺白，而非充滿年

代情境的本地歌劇，相信會有助這門藝術的

傳播。」
「歌劇並非外國人的專屬，因它以音樂

為重，而音樂是不分國界的。」 鄺勵齡說。

記者此前曾到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走訪

展覽，而來到這當中的劇院則是首次。亞

洲協會香港中心前身為域多利軍營軍火庫

，近年來，這個原來的軍事基地在保育、

復修及活化下，逐漸蛻變成文化、藝術及

學術交流中心。由中心通往麥禮賢劇院的

走廊，沿路設有不同的活動場地，經過活

化依然可以看到建築的原有風貌。

演繹生動 互動頻繁
劇院在走廊的最末端，場地約容納百

人，演出室內樂頗為適宜。今次古蹟音樂

會按照慣例以 「古蹟活化」 為主題，演出

從選址和曲目編排中可見心思。比如孟德

爾遜的《D大調鋼琴六重奏》，作曲家曾

以音樂和維多利亞女王結下深厚淵源，屢

次作客王室宴會，並於御前演出；而始於

十九世紀中葉的域多利軍營，正是以維多

利亞女王命名。

原定來港的鋼琴家拉錫、小提琴家胡

錚和大提琴家胡索夫未能參與今次演出，

分別改為由李嘉齡、蔡君楊及潘穎芝代替

。開場曲目貝多芬《降B大調鋼琴三重奏

》，由李垂誼、蔡君楊與李嘉齡演繹。這

首樂曲第三樂章的小快板名為 「吃飽才工

作」 ，取材自懷格歌劇《海盜》中的同名

小曲，小曲在當時的維也納街知巷聞，正

因如此這首三重奏有了 「流行小調」 的別

號。三位音樂家在這一樂章的演繹尤為生

動，互動頻繁，恍如朋友間閒聊。

「水妖」奏鳴曲變幻多彩
相對於另兩位音樂家，蔡君楊的名字

對觀眾來說相對陌生。這要提到垂誼樂社

每年舉辦的 「年青音樂家招募」 ，這一項

目旨在發掘和栽培具有潛質的香港演奏家

（另有針對作曲家的 「作品徵集」 項目）

，而蔡君楊就是去年的優勝者，曾在上

屆音樂節亮相。他剛於新英倫音樂學院

（NEC）完成碩士學位，已擁有豐富的國

際演奏經驗，今年十月又受垂誼樂社邀請

在廈門愛樂樂團的演出中擔任小提琴獨

奏。

周寄樂則是今年的優勝者，他於皇家

音樂學院（RCM）獲得碩士學位，亦曾參

與英國廣播公司交響樂團及英國國家歌劇

院樂團的演出等。當晚他與李嘉齡演繹萊

恩力克著名的長笛奏鳴曲 「水妖」 ，作品

本身較強的旋律感，加上周寄樂技巧與樂

感俱佳的演奏、與李嘉齡的默契配合，不

由將人帶到這變幻多彩的音樂中。

孟德爾遜的鋼琴六重奏作為壓軸曲目

，由蔡君楊、弗拉迪米爾．孟德爾遜、劉

子正、潘穎芝、雅谷和李嘉齡演奏。作品

的終章樂段緊湊而跳脫，音樂家們的演繹

一氣呵成，為這場音樂會畫上圓滿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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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寫一個華人的拼音名，會令觀眾失去興趣？再者，如茶花女

一般的角色，外國人身形會否比亞洲人更適合？雖然可以頭戴

假髮，但倘若有得選，他們不會傾向選擇亞洲人。」
作為首個在羅馬歌劇院表演的香港女高音，除了承擔巨大

的登台壓力，甚至還要面對沒有排練時間的難題， 「與在香港

表演不同，我在羅馬歌劇院是沒有排練時間的，因為綵排時間

都會給A角和B角，所以我第一次登台便是正式演出。結果在《

波希米亞人》中有一幕戲，我在象徵四樓的建築上，樓下有兩

個演員在打來打去，因他們的動作導致支撐建築的鐵架子在晃

，由於事先沒有排練，當時完全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榮獲傑青殊榮
今年十月，鄺勵齡獲得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稱號， 「我

會將這個榮耀當作是前行的動力，相信有了大眾的肯定，勢必

會走得更遠。」 鄺勵齡道。榮譽面前，她依然戒驕戒躁，認為

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學習， 「其實，開班授徒雖是傳道受業解惑

，但亦是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 其門下學生最大的六十三歲

、最小的只有五歲。

專訪尾聲，鄺勵齡直言： 「學習歌劇雖無年齡限制，卻也

屬於吃青春飯。若三十歲前還是籍籍無名，就會很被動，因為

不少歌劇院都會選擇錄用更年輕、唱得又好的女高音。」 所以

於她而言，現時最重要的是繼續努力尋求演出機會，多多參加

比賽， 「令更多人聽到我的歌聲。」 明年三月，她還將與香港

管弦樂團及音樂總監梵志登合作演出貝多芬的《詠歎調》。

沒有太多精美的辭藻，但在其質樸的答案中，可以看到一

位香港青年音樂人的堅守和始終向上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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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面前的鄺勵

齡纖瘦溫婉，憑藉外

表很難想像她歌聲的

穿透力，但她卻在兒

時就確立了自己的人

生志向： 「九歲時，我

加入香港兒童合唱團

，大學時入讀香港中

文大學音樂系，再到今

天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香港歌

劇面貌。一路走來，歌劇乃至歌

唱已經融入我生命一部分，倘若不唱了

，我甚至不知道可以去做什麼。」 鄺勵齡如

此解讀她這 「天生好嗓子」 如何開啟歌唱之路。

有人說，在香港這座金融大都會來說，一切都是商

業先行，藝術家多是 「夾縫求生存」 ，於鄺勵齡而言，亦是

「堅持走下去，卻不去想可以走到哪裏。」 不想前路，只看

今天的每一步是否走得踏實，令鄺勵齡一路歌聲，一路繁花

似錦。

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她隻身闖歐洲，先後考進英國

皇家音樂學院、荷蘭皇家歌劇學院，以及荷蘭阿姆斯特丹音

樂學院，並在奧地利泰利亞雲尼國際聲樂比賽中取得第二名

、觀眾獎及最佳女高音獎，又曾於去年在羅馬歌劇院出演《

波希米亞人》的咪咪；亦於北京國家大劇院首度登場，飾演

歌劇《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的麗達；參演香港歌劇院劇作《

丑角》等，都贏得了業界乃至觀眾的一致肯定。

榮耀背後必有辛勤付出。縱使已逐漸揚聲海內外，鄺勵

齡卻坦言： 「除了苦練嗓子的基本功，亦要為了爭取多一些

表演機會而頻繁去面試，可以說十次中有九次都是不成功的

。有時候，不是因為是否唱得好，還要考慮自己的歌唱聲部

是否與歌劇院排演角色風格相契合。面對這些，我唯有做好

自己。觀眾所能看到的也只是舞台的剎那，但唱歌劇還需在

聲音技巧及將觀眾代入故事情境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羅馬歌劇院圓夢
為了進一步圓夢，在舞台上鍛煉自己，鄺勵齡不停尋找

演出機會，更嘗試面試歐洲意大利羅馬歌劇院， 「同批次競

爭的有差不多二百位女高音，我去面試的那一天就有三十位

。」 身為亞洲人，如何在歐洲考試中脫穎而出，她豁達一笑

道： 「只有盡力展現出最好的一面，因為我完全不知道羅馬

歌劇院未來排演的劇中角色，是否就是我這樣的風格。」
「華人多少都會有些吃虧。」 鄺勵齡

指出自己面試羅馬歌劇院的

另一大劣勢： 「羅馬歌劇院

在挑選時，也會考

慮到票房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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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高音
鄺勵齡獲選為
今年香港十大
傑出青年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波希米亞人》演出
劇照，左為鄺勵齡

▲鄺勵齡出演由香港歌劇院製作《丑角》
劇照

▲北京國家大劇院
《這裹的黎明靜悄
悄》，鄺勵齡飾演
麗達

▲鄺勵齡獲邀參演
香港兒童合唱團五
十周年音樂會

樂．憶古蹟用音樂講故事

畢業院校：香港中文大學

歌劇代表作：《波希米亞人》、《蝴蝶夫
人》、《杜蘭朵》、《魔笛》
、《蕭紅》、《大同》

獲得獎項：奧地利第十八屆泰利亞雲尼國際
聲樂比賽第二名、2014年香港藝
術發展局藝術新秀獎、2019年香
港十大傑出青年

鄺勵齡鄺勵齡
人物

小檔案

每到秋季，由著名大提琴家、垂誼樂社藝術總監
李垂誼（Trey Lee）創辦的 「樂．誼國際音樂節」 都

會如期而至，與香港觀眾見面。賽馬會 「樂．憶古蹟」 音樂會作為歷
屆的主題系列音樂會之一，今次由李垂誼攜一眾音樂家，在亞洲協會
香港中心麥禮賢劇院呈獻。音樂會以浪漫時期的室樂作品為縱軸，用
音樂講故事，透過貝多芬、萊恩力克及孟德爾遜的作品，連繫亞洲協
會香港中心建築群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也為它帶來生機。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李垂誼（右）
、蔡君楊（左）
與李嘉齡合奏
貝多芬《降B
大調鋼琴三重
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