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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與音樂發燒友 
 香港作曲家聯會名譽會長   林樂培 

 
 

如果特區政府聽取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黃應士主席的建議冷

凍香港電台，相信全港愛好和學習古典音樂的市民都會感到很失望；香

港電台第四台是目前本港每天廣播古典音樂和國際文化資訊的唯一渠

道。 
 
筆者多年來從事音樂創作，若不是四十年來獲得香港電台的支持

和合作，今天絕對不可能在 Grove’s 音樂百科全書上看到我的名字。一

九六四年我學成歸國，香港電台訪問我，隨後不時轉播和介紹我的創

作，又讓我運用港台的錄音器材，開發全港第一首廣獲好評的電子音

樂。我的代表作，如「太平山下」、「謝灶君」、「天籟」等，都是港

台委約的管弦樂創作，這些作品先後在國際四十多個城市發表。 
 

 我與一眾新派古典音樂的創作人，作品都是學術性和藝術性較

強、重獨立思考而缺少娛樂成份，這些當代音樂文化的共通語言，商業

成份不高，也就難在商營廣播機構獲得播放的機會。 
 

二十多年來，港台一直負起把本地的新音樂創作，帶到巴黎的國

際作曲家論壇 -- The International Rostrum of Composers -- 的使命，又從

中帶回十首最優秀的當代作品回港，讓本地音樂界可以和國際行家接

軌。這個論壇是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中一個環節，通常在巴黎的聯合國

教科文教大樓召開；曾代表香港出席的作家，包括吳大江、陳明志和筆

者；透過這些活動，國際間的音樂友人才有機會認識香港的音樂文化。 
 
這些交流活動，對促進香港音樂發展至為重要，今天，香港已經

在「亞洲青年作曲大賽」中先後四次獲得冠軍，兩次得到「入野義郎國

際作曲大獎」，連以歐洲為基地的「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ontemporary Music）的主席，也是港台的前英文台長曾葉發

博士。香港作曲家如果沒有香港電台這個長期合作伙伴，能夠達到這個

成績嗎？須知道，我們每次主辦國際交流和研討會，港台都一定是我們

的最佳拍檔。一九八二年，把「亞洲作曲家大會」的論文編輯成的電台

節目，還得到國際廣播協會的大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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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港台的電視部：早就培育了許鞍華、方育平、張婉婷…等領

盡風騷的一代香港導演。節目中如《傑出華人系列》、《鏗鏘集》等固

然獲獎無數，就是《城市論壇》、《警訊》和教育節目都很吸引和佔到

高收視率。不久前曾特首也引用《獅子山下》的主題曲去勉勵市民。這

不是在利用市民的「集體回憶」嗎！ 
 
黃應士身為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主席，理應對港台的貢獻

瞭如指掌，這次居然擺出一副不知不覺的態度去宣告香港電台不適合做

公營的廣播事業，是多麼令人費解？那麼港台近八十年營造的國際關係

網，搜羅保存的數十萬首古今中外的珍貴唱片樂曲，難道不是和天星碼

頭那麼觸動香港人的感情嗎？ 
 
黃應士做得很對的地方，就是羅列了「堅守編輯自主，服務社會

大眾」為公營廣播機構的指標，這些徐四民等最不喜歡聽到的東西，正

是港台行之有年而且甚得人心的「抱負、使命和信念」。那又有什麼理

由確定另起爐灶會更有成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