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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問
創意對談，激發年輕正能量

記：記者

陳：陳奐仁

記：何時發覺自己對音樂有興趣？
陳：我由小學開始加入合唱團，當時老師

在我的成績表上寫 「陳奐仁很喜歡唱
歌，但是聲線很難聽」 。雖然如此，
我仍很喜歡唱歌，中學時開始接觸無

伴奏合唱，感覺十分奇妙，便開始學

習。

由陳奐仁創作及監製的音樂作品超過 500首，
「歌神」 張學友、陳奕迅也唱他的歌，但這個來
自新加坡的音樂鬼才，原來兒時被評 「聲線很難
聽」 ，但憑著對音樂的熱愛，他珍惜合唱團老師
安排的課堂，認真學習聲樂，為今日的音樂事業
奠下穩固基礎。自小接觸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的他，不僅以聲線感動別人，今年應
邀為青協及馬會合作的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
節」 當大使的他，更希望效法恩師開辦 「大師
班」 ，為喜愛音樂的年輕人 「指點迷津」 。

陳奐仁

堅持理想 為音樂播種

大相：P01、P02
配相：P03
配相：P04

我要非常多謝高中的合唱團導師

Rebecca，她不但邀請名師到新加坡

教授，當我們在國外表演或比賽的時

候，她都會找當地的音樂家朋友，為

我們上 「大師班」 。對我來說是好難
得的機會，因以我家庭的經濟能力絕

對負擔不起，當時我就像海綿一樣，

非常認真學習，不斷吸收聲樂方面的

知識，打好聲樂底子對我幫助很大。

記：你的音樂之途看似一帆風順，面對最
大困難是什麼？

陳：某些角度看好像很順利，但某些角度

看也有挫折。於我而言，有挫折而

「未死得」 ，其實已經很好。首先，
我的父母不是很富有，也很保守，不

喜歡我以音樂為職業，直至我奪得金

像獎（最佳新演員），他們才高興得

尖叫出來！不過我知道骨子裡最喜歡

的是音樂，雖然自己不是全世界 「最
叻」 ，但知道陳奐仁可做得幾好。

工作上也有碰到挫折，譬如蝕錢、得

罪別人、受人欺負，最怕就是惹人誤

會。但這些人事上的挫折，其實每個

人、每個行業都有遇到，我不會因此

覺得自己特別苦。

記：遇到不如意，有何信念或座右銘鼓勵
自己？

陳：我會盡量告訴自己，人生在世自己的

存在連螞蟻也不如，何必要過分執著

於喜怒哀樂呢！例如我不開心是因為

有慾望，我的慾望是與大家分享音

樂，任何阻撓都可以帶來苦惱，雖然

要做到不執著很難，但我會盡量找方

法妥協。人長大了漸漸會知道自己有

否 「過龍」 ，身體健康出問題就是一
個警號，每個人的身體好像一種獨特

的樂器，對它不尊重就要承受後果，

可能最後會 「用不著」 。

記：你經常笑面迎人，如何維持快樂人
生？

陳：我天生喜歡笑，也是一個貪玩的人，

我寧願開心做人。不過做音樂時就會

被情緒帶動，以往每到黃昏不知怎的

有一種沮喪及傷感，或許就是這種敏

感的性格，令我適合做演藝及音樂。

記：聽說你曾投入欖球來對抗抑鬱，馬會
都非常認同體育可以帶出正面價值與
希望，所以宣布未來幾年會重點支
持，可否分享運動如何為你生命帶來
正面影響？

陳：我在高中時對日文十分著迷，曾到另

一名校打算爭取日文獎學金，後來發

現所讀的課程與語言關係很少，便返

回母校，可惜當時同學認為我是叛

徒，用語言欺凌我，當時 「唔識諗」
患上抑鬱症，令我感到與整個學校割

裂。那時我想找回一個屬於自己的地

方，除以藥物治療抑鬱症症狀外，嘗

試加入母校的欖球隊，很努力練習、

比賽，重新建立一班兄弟及戰友。體

育有助紓緩情緒，尤其球類等技術運

動，讓大家投入其中，脫離現實生活

壓力。

記：是次與你合作演出的青少年，部分來
自 「賽馬會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 ，
作為大使，你認為馬會這次的贊助，
誰人最能受惠？

陳：無伴奏合唱運用編曲技巧模仿樂隊，

用有限的人聲編出一首樂曲，讓喜歡

音樂的青少年可更深入了解編曲、混

音及音準。無伴奏合唱是家長可放心

讓子女參與的活動，青少年不但可結

識朋友、學到音樂技巧，並學懂謙

虛，因技術訓練會令人明白一山還有

一山高，而且合唱團要互相遷就才會

好聽，他們會學到尊重團體精神。

馬會贊助這個活動已經五年，倘沒有

馬會支持，就沒有今時今日對無伴奏

合唱活動的好氣氛，我在新加坡也未

見過這般熱情、反應熱烈的音樂會，

是一次很難得機會。相信兩晚約

5,000位觀眾獲益良多，無伴奏音樂

界要多謝馬會。

記：在香港從事音樂的路較難行，你怎樣
鼓勵年輕人追夢？

陳：子女從事音樂，父母難免擔心他們的

前途，這個觀念較難改變，我會建議

年輕人不要駁嘴（笑）。若真的想投

身音樂事業，不要放棄，並多問自己

幾個問題：會否願意為投入音樂工作

而不眠不休？可以堅持多久不睡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便去做吧！關鍵

是時間、心血、練習。

其實我想開 「大師班」 ，希望為年輕
人解決難題，助他們開竅，特別是希

望開班教授關於綵排的技巧，但要盡

量控制自己，逐少分享，以免弄巧反

拙，令學生太大壓力。

陳奐仁

陳奐仁擔任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
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大使，與青少
年交流a cappella技巧。

訪問現場片段，

請瀏覽：
陳奐仁經常笑臉迎人，全因他天生喜歡笑，也
懂得放下執著的心態。

馬會連續五年捐助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
節」 ，邀請海外及本地著名的a cappella
樂隊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