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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榮神父樂譜首發賀者衆 

【本報消息】由嚶鳴合唱團出版、該團指揮伍星洪主編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之司馬榮神

父《降 B 大調彌撒曲》昨首發。團長林平良稱，嚶鳴藉慶祝建團十五周年，發行失而復

得的司馬榮神父創作的大型作品，極富意義，澳門從此又多一部藝術質量甚高、令澳人

引以自豪的大型合唱作品。司馬神父高足、生於本澳的國際著名音樂家林樂培對該團的

努力給予高度評價，冀當局多挖掘此類文化資源，做好文化傳承。 

司馬神父桃李滿門 

曲譜首發式昨日下午六時半假文化廣場展覽廳舉行，文化局長吳衛鳴、澳門基金會行政

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日報社長李鵬翥，嚶鳴合唱團團長林平良、指揮伍星洪出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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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期間，民署代表關施敏、聖若瑟修院院長代表周安智、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副院長

劉炎新、理工學院圖書館代表陳慧紅、提供彌撒曲謄本者鄒志全、澳大圖書館代表潘雅

茵、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等獲贈曲譜。林樂培、蔡崇力、查偉革、戴定澄、湯梅笑、陳

雨潤等到賀。 

林平良致詞說，○五年起，嚶鳴就本土合唱作品進行有系統整理。本土合唱作品中，因

歷史原因，天主教禮儀音樂最源遠流長及最豐富，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已傳入澳門。這

類音樂既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果，亦是澳門在周邊地區中所獨有的文化。天主教區因

應音樂傳統需要，至上世紀中葉，皆聘請歐洲音樂家來澳傳授音樂。最近期受聘的奧地

利音樂家司馬榮神父，於一九三九年應高若瑟主教聘請到聖若瑟修院主理一切音樂事

務，至一九六六年返鄉休養。在澳廿七年，司馬神父桃李滿門，弟子遍及各地，較傑出

如區師達及林樂培等。 

尚有三大作未發現 

司馬神父在修院工作外，亦在警察樂隊擔任指揮十二年，餘閒創作大量聖樂作品，大量

手稿現存聖若瑟修院。林平良指，近年本澳音樂表演活動頻繁，鮮見出版樂譜，而樂譜

的出版不僅能增加作品被演奏的機會，亦讓人深入了解作品內涵。該團奧地利之行得知

司馬神父撰寫過一份在澳創作的清單，其中有三部大型作品尚未發現，一部是一九四七

年五月十八日在上海佘山舉行的佘山聖母像加冕和慶祝二戰結束的禮儀所寫的和平之後

彌撒曲，其二是為澳門所寫的男聲四部聖母聖心莊嚴彌撒曲，其三是為悼念一九五一年

去世的慈幼會總會長李嘉堂神父而寫的男聲四部安魂曲，此曲當年在主教座堂首唱。還

望有關人士支持和協助，使三部大型合唱作品重見天日。而是次曲譜能付梓出版，有賴

鄒志全慷慨提供許天德神父抄錄的彌撒曲謄本，獲文化局和澳門基金會資助，亦獲陳雨

潤等協助。 

同場，伍星洪向澳博館捐贈獲奧地利方面回贈的羅保博士黑膠唱片，吳衛鳴、陳迎憲代

表接收並致送感謝狀。林平良則向出席嘉賓贈送曲譜及嚶鳴合唱團“二十世紀至今的澳

門本土合唱作品選”唱碟。嚶鳴同人即席選唱彌撒曲其中的歡呼曲及讚美曲，令首發儀

式更富意義。 

林樂培讚賞稱，音樂與教會的關係分不開，香港方面設專責部門發挖本土有價值文化，

望澳門當局仿傚。陳迎憲直言該館長期致力澳門史研究，與本澳音樂界皆希望將澳門音

樂作品呈現出來，更好保留具價值的音樂作品，會於適切時候於大堂公開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