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即時發佈) 

 

融匯中西 融洽無間 

絕佳展現環保革胡及低音革胡的美學藝術 

 

革胡與低音革胡乃二十世紀中葉為大型中樂合奏而生的樂器，名字中帶有「改革」之意。榮獲「國

家第四屆文化部創新獎」、「環保創意卓越獎」及連續兩年榮獲 U Green Awards「傑出綠色貢獻大獎

－文化與藝術」的環保胡琴系列，乃香港中樂團研究及發展部研究員、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窮

多年心血的力作，建立自身的一套弦樂系統：「環保胡琴系列是樂團為發展民族管弦樂新型的整體

音響而創製的改革樂器。設計的概念貫穿環保、承傳和創新三方面，其核心的工程包括：篩選出多

種可再生的 PET 聚脂纖維膜取代蟒蛇皮，以實踐環保之目標，以科學的計算法重新設計共鳴箱，

大幅提昇樂器的物理功能。」 

 

環保革胡和環保低音革胡的改革，是從樂團的整體音響結構出發，創造適合現代民族管弦樂團使用

的民族拉弦低音樂器。在研發過程當中，除了不斷的大型樂隊實踐，探索室內樂的演奏可能與空間

也是香港中樂團低音弦樂聲部近年努力的方向。12 月 16-17 日晚上在香港中樂團演奏廳舉行的「融

III─革胡與低音革胡重奏音樂會」中，將加入彈撥及敲擊的陣容，不僅帶來低音弦樂「融匯中西」

的美學藝術，更展現「融洽無間」的絕佳合作默契！ 

 

樂團環保革胡首席董曉露將再次擔任節目统籌，亦會世界首演香港作曲家陳錦標為革胡與中樂隊創

作的小協奏曲《春雨夏風》。這首樂曲的寫作靈感源自作者對父母故鄉 1970 年代的感覺和緬懷，

故事有血有肉，用環保革胡來演奏，與別不同的音色令人悠然神往。董曉露也將聯同低音革胡首席

齊洪瑋演奏羅西尼的《D 大調大提琴與低音大提琴二重奏》第二和第三樂章以及瞿春泉改編自聖桑

的《聯奏第四號》。 

 

多首重奏曲也是這兩場音樂會必不可少的元素。中國作曲家張大龍為導演吳天明執導的電影《百鳥

朝鳳》擔任作曲時到黃河邊上採風，受到啟發為革胡及低音革胡八重奏而寫的《黃河邊上的敘事》；

駐團指揮周熙杰以自身學習音樂之經歷而寫的革胡八重奏《回想》；陳錦標以山西民歌為素材改編

的革胡五重奏《小妹河邊把頭抬》都是載譽重演，讓觀眾感受到低音弦樂重奏的綿密織體與厚重感。

魏拉羅伯斯膾炙人口的《第五號巴西風巴哈組曲》第一樂章、皮亞佐拉的《探戈》也將分別以革胡

和低音革胡五重奏的方式演繹；倫斯威克揉合了華爾滋、進行曲和波爾卡的低音革胡四重奏《受冷

遇的史特勞斯》也會上演。 

 

「融 III－革胡與低音革胡重奏音樂會」將於 12 月 16 及 17 日 (五、六)晚上 8 時假香港中樂團演奏

廳(上環文娛中心 7 樓)舉行，門票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票價劃一$210。全日制學生、

60 歲或以上長者、殘疾人士及綜援受惠人可享門票半價優惠。香港中樂團摯友會會員可享正價門

票 75 折優惠。 

 

 



傳媒查詢： 

黃卓思 Tracy Huang (市務及拓展主管)    電話：(852) 3185 1608 電郵：thuang@hkco.org 

蘇志威 Gary So (市務及拓展主任)    電話：(852) 3185 1679 電郵：gary@hkco.org 

傳真：(852) 2815 5615 網址：www.hkco.org     

 

香港中樂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香港中樂團爲香港文化中心場地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