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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問友答

問：  區校友自小對音樂已產生興趣，
最終卻選修中文而不是音樂系，
為什麼？選擇逸夫有特別原因
嗎？有什麼難忘的人和事？

答：  爸爸喜歡古典音樂及歐西流行曲，

時常在家中播歌，小學開始對音

樂產生興趣，跟隨老師學習鋼琴

和唱歌。入讀中大沒有選修音樂，

因為我對中文興趣更大，記得小

一已參加朗誦比賽，後來參加演

講及辯論，對語文有濃厚興趣，

區藹芝（97逸夫中文）是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及基金創辦董事，從事藝術文化製
作及行政工作超過 25年，籌辦過大大小小的藝術活動，不過要數印象最深刻的，必

定是擔任慶祝中文大學60周年校慶馬友友訪問活動工作組顧問，「花了一年半時間去籌備，
肯定是我籌備活動時間最長的一次，到最後真的確認成事，感覺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也是所有參與者及中大的福氣。」能夠這麼近距離見到一位藝術家，區藹芝認為馬友友帶
來的不只是音樂，「回到中大與學生對談，他談人生、談發展、談世界，用音樂去講做人
的道理，我相信在座的學生能從中得益。」

覺得了解語文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自己又掌握到語文及當中的思

考方法，所以選擇中文系。至於

選書院，純粹是因為逸夫當時是

新書院，反正家住沙田，一定沒

有宿舍，所以書院提供多少宿位

並不在考慮之列。我跟書院的連

繫是週會，大講堂其實是很吸引

的地方，因為有表演台設計，中

學肯定沒有這種規模的演講廳，

很珍惜每次能聽到不同專家演講

作出分享。書院以外，中大令我
▲

  區藹芝在 2011年及 2015年先後成立維也納兒童合唱
團音樂學院及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音樂學院慈善基金，

將其音樂教育體系及文化傳統引入香港。

「中大 60周年呈獻：馬友友與港樂」
幕後推手區藹芝關愛本地音樂教育

最難忘的是通識，可以修讀主科

以外的科目，並結識到其他不同

學系的同學；當然中大辯論隊也

是難忘回憶，完全突破了原有的

知識及思考，對我來說很有啟發

性，加上師兄師姐回來教我們怎

樣進行辯論，他們會分享在各自

行業的經驗，回想起來，某程度

是我參與的首個「師友計劃」。

問：  畢業後區校友從事藝術行政工作，
是怎樣與維也納兒童合唱團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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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7年獲頒「奧地利共和國金級榮
譽勛章」，表揚她（左）推廣奧地利音

樂及文化的貢獻。

答：  臨近畢業五月打開報紙，看到有

京劇文化組織招聘就去應徵，當

時要做《白蛇傳》作為回歸表演，

來自國內四個城市的二百多位藝

術家來港演出，作為新人要面對

二百多位藝術家，去火車站迎接

及帶他們入住酒店，忽然間成為

他們的聯絡人，開始了藝術行政

工作，至今沒有離開過這個行業。

我向來喜歡籌辦活動，很高興首

份工作就與中國文化有關，記得

演出時負責控制字幕，演員用方

言演唱，本來我是聽不懂的，幸

好還有點音樂感，於是把握綵排

時間去聽他們的分句，總算順利

完成。後來轉到其他工作，又輾

轉成立公司接洽活動統籌工作，

2001年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來港巡

迴演出，要物色本地公司做節目

策劃，結果我的公司中標，與維

也納兒童合唱團結緣。

問：  起初只是安排維也納兒童合唱團
來港演出，後來如何演變成在香
港成立音樂學院？

答：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並非只是合唱

團，他們本身是一間學校，有很

健全的教育體系，如何用音樂去

發展學生各個方面的潛能，包括

待人接物及組織能力，是對於全

人教育的理念最

徹底不過的實踐。

尤其是維也納被

稱為音樂之都，如

果在香港的學生

有機會可以接觸

或者參與實在是

太值得。於是便寫

信給總監，問他們

下次來港時能否舉辦工作坊，結

果他們應允來舉辦兩星期的工作

坊，不足半天報名已爆滿。後來

每隔一段時間就邀請他們的老師

來港，然後有一天問他們要不要

在香港設立比較固定的訓練場景，

所以就有了音樂學院那個概念，

也是這間五百年歷史的學校首個

海外駐點，由他們派老師來港培

訓香港的老師團隊，去不同學校

和機構，以維也納音樂學校課程

為藍本，為本地學生提供訓練。

問：  依你所見，音樂教育對小朋友的
成長有什麼幫助？

答：  我經常說，音樂應該是一個人學

習首要或者最基本的原則。我相

信只要將現在音樂界分散了的資

源組織起來是可以很有突破性的。

所以我近年創立 KALOS 音樂文

創平台，賦能年輕音樂家，協助

他們與同輩、前輩、海外業界連

結。其實音樂訓練本身是極具創

意的領域，如果加入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的訓練，真的

能釋放他們的潛能，發揮很大功

用。

問：  2017年區校友已加入逸夫書院校
友會，是什麼推動你去回饋母校？
中大 60周年校慶，你擔任馬友友
訪問活動工作組顧問，可否分享
整個過程？

答：  校友會是我最喜愛的地方，這裡

是我的家，開心認識了一班校友，

大家擁有共同的書院回憶，一起

籌辦活動那份感情和團結是很感

動的，眼見大家都忙，但又在校

友會做了很多工作，自然想出一

分力。最初是校友事務處聯絡我

的，也感激他們主動找我，讓我

們知道有服務母校的機會。60周

年校慶時，校友組織要負責一些

節目，作為逸夫校友會會長當然

要去開會，大家知道我熟悉音樂

產業，決定將音樂會的工作交予

給我。最初決定邀請馬友友時，

我重新翻閱了家中《我的兒子馬

友友》這本書，再從資料搜集過

程中知道他是創校校長李卓敏的

外甥，中大 30周年校慶更獲頒榮

譽文學博士學位，開始考量他與

中大的淵源能否成為加分原因，

我幾乎肯定他不會來單獨表演，

我們可以提供最大的場景是與香

港管弦樂團合作，樂團剛巧也慶

祝 50周年，因此雙方對音樂會也

有莫大期望。直至馬友友確認於

香港文化中心表演，最難得是邀

請到他回中大一趟，讓他來校園

近距離與學生互動；到最後真的

成事，我興高采烈與馬友友團隊

協調，校友事務處就忙於在學校

做總綵排，學生事務處找到學生

代表，再由教授訓練學生對答，

學校上下一心去完成整件事，作

為校友是特別感動的。

▲  為中大 60周年校慶馬友友訪問中大，與學生對談，取得
美滿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