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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南洋望全球
融汇东西跨古今
—谈叶聪的华乐世界

杨伟杰

立足南洋望全球

成立于 1997 年的新加坡华乐团，是新加坡唯一的大型专业中

国器乐合奏团体，其前身是 1974 年组建的人民协会华乐团。自叶

聪出任音乐总监后，乐团的整体演奏实力不断提升。而在加强技

术层面的同时，掌舵近十五年的叶聪，一直不断思考乐团的发展

方向。叶聪对于建构华乐的本土身份极为重视，他认为新加坡华

乐团作为新加坡的国家乐团，必须着力发展本土化的、具有本土

身份认同的华乐作品。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有自身特色的新加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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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必先要在音乐上有其独特风格。故此他锐意创新，透过作曲

大赛、实地采风、委约创作等多项活动，致力为乐团树立一个具有

“南洋风格”的品牌。

“投石问路，一石激起千层浪，海阔天空，乐响万里。”这是“南

洋乐派”以及举办华乐作曲大赛的四部曲。2006 年的首届“新加

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可以说是叶聪在确立“南洋乐派”之道路

上踏出的重要一步。

叶聪在 2006 年倡议举办第一届“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

这次比赛中，乐团表明参赛作品必须有“南洋特色”。在此大前提下，

参赛作品数量众多，得到了广泛回响。到了 2011 年，新加坡的李

显龙总理担任了第二届华乐作曲大赛的赞助人，个人捐赠了 75 万

新币，更亲临现场担任主礼嘉宾。叶聪指出，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出

资赞助音乐比赛，在国际上是十分罕见的，“南洋乐派”的发展也

呈现了“海阔天空”之势头。

参加首届比赛的作曲家们，不少对“南洋”这两字都颇为陌生，

对南洋文化均知之甚少，更何况要以“南洋风格”作为乐曲主题了。

所以他们的作品多数以模仿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的民族音乐为主，印度尼西亚甘美兰（Gamelan）音乐的音阶

更运用了不少，而且作品内容的深度、结构的容量以及作曲技法的

高度都有许多提升的空间。到了第二届比赛，报名人数与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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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上一届大幅增加，在作曲技术、音乐内涵等方面均大有突破。

不少作曲家对“南洋风格”的华乐有了更成熟的认知，已跳出简

单模仿印、马民歌的框框，所运用的素材也扩大至聚居在东南亚

地区的华族方言社群音乐，如广东、潮州、客家、福建（闽南）、

海南等。

叶聪以“乐响万里”形容建立“南洋乐派”的第四个阶段。这

一届比赛首次有美国作曲家入围，代表了这项充满亚洲特色的音乐

比赛里有非亚裔作曲家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艺术、历史和政治意

义。而新加坡作曲家的入围作品大幅增加，也反映了近十多年来华

乐团对本地音乐人才不断培育与鼓励的积极成果。

融汇东西跨古今

学贯中西的叶聪，对于训练民族管弦乐团自有一套心得。据叶

聪来看，民族管弦乐团的总体音响仍旧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还存在“尖、杂、散、硬”等弊病。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

中包括作品中不恰当的配器、民族乐器本身的弱点、乐队演奏员对

合奏感觉的缺乏，当然最重要的是乐团艺术领导层对此问题需要有

足够的认知与有效的解决办法。

叶聪指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就是一个由民族乐器组成的交响

乐团（Symphony	Orchestra），必须要通过大量曲目来训练乐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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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意识，要努力达到“圆、纯、透、柔”的效果。我们必须在技术、

音色、音量上互相靠拢，这需要长期及有效的训练。另外像乐器、

作品配器，甚至声部位置编排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乐团的声音效果，

必须要逐一解决，才能使乐团发出最美的声音。

这种声音，源自叶聪这十多年来在新加坡华乐团的不断尝试。

他深谙现代中国器乐合奏的独特性，认为总体的音响问题成为以这

种表演方式演奏出来的声音不美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作品的配器水

平，乐器的律制、音色、音量，乐队演奏员的合奏意识，以及乐队

各声部在舞台上摆放位置等因素均造成总体音响问题。叶聪的理念

是希望让乐队的声音能够“包起来”，有一种相对和谐的效果。

指挥艺术与指挥之外

叶聪的指挥动作干净、准确、清楚，线条十分流畅，表达自

然，没有太多花巧动作。左右手配合得宜，绝不拖泥带水。他很

讲究横向旋律和纵向和声的综合处理，而且读谱十分透彻，所以

排练乐队时胸有成竹，极有效率，重点出击，不会为排而排。他

的每次排练都是具有目的性的，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他的说话简

洁，绝不浪费时间。讲求排练目的、效率、效果，这些在职业乐

团都是相当重要的。叶聪也用人唯才，他用人只看实力，不问出身，

不问私事。他曾经说过他无党无派，当年只身来到新加坡，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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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了乐团而努力。

指挥是表达音乐的艺术，也是一门沟通的艺术。叶聪善于以肢

体语言跟乐队队员、演奏家以及现场观众沟通。他广泛涉猎各种

能够有助于指挥的技能，如亚历山大技巧（Alexander	Technique）、

太极拳、少林武术、剧场设计等，学习呼吸如何与指挥相通，达

到心神合一的境界。每次出场时的标准动作也成为叶聪指挥的一

大特色。

我们知道，一位成功的指挥，并不能单靠指挥技术。如果关起

门来指，没有乐团，没有沟通，乐队团员不听指挥，只是无兵司令，

没有办法奏出音乐，更遑论奏出好音乐。总体的指挥艺术，除了指

挥技术以外，还包括个人修养、沟通能力、管理水平等。叶聪以西

方管理学的方法来领导新加坡华乐团，重视沟通，采纳意见。在指

挥台上他极其认真 ；在指挥台下他谈笑风生。叶聪博古通今，可以

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可以古典，也可以民族，又可以流行，更

可以爵士。对于世界上不同的音乐种类，他都有爱好，每样都能够

引起他的兴趣。叶聪并不会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他喜欢探索新事

物，这是他的人生哲学。

结　语

上海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孕育了叶聪的童年。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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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际大都会，他走上指挥事业的快车。在南湾这个小而美的城

镇，成就了他的交响乐指挥梦。在新加坡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弹

丸小国，叶聪用一根指挥棒，让新加坡华乐团绽放出闪亮光芒，让

狮城的华乐走向世界。“立足南洋望全球，融汇东西跨古今”，这就

是叶聪的华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