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识乾坤造化心
———听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 ! ! !当格伦·古尔德循着先贤的足迹，
探索在哥德堡的世界。当他和他的前
辈一样小心翼翼地拂去乐稿上 !"" 来
年的灰尘的时候，我相信，黑暗之中
一定会放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我相信，
寂静的天空里一定会响起非常清澈的
声音。

如今这首伟大的曲子早已成为巴
赫键盘作品中最为流行的曲目之一，
被公认为是音乐史上巴赫最为恢宏，最
深刻的变奏曲。与两卷平均律比起来，
哥德堡的规模要小得多，但它高深莫测
的走向，多变深刻的音乐情绪，使它和
平均律一样成为巴赫的盛世大作。

咏叹调：如歌的生命。充满了美

好的憧憬，对未来的莫测未卜毫无担
忧。简单的旋律蕴含着无限可能。

第一变奏：幸福的触摸。生命最
初的触摸是那么幸福，最初的呼吸是
那么甜蜜。

第十五变奏：三十段变奏的中间
部，是结束也是开始。也是新的开始
的蕴机。平静的旋律来自内心的感悟。
沧桑已有，前途未卜。也许这就是巴
赫的沧桑感悟吧，不管你曾经是如何
的欢悦轻狂，但在这一刻，无力与无
望。拥有与失去，只一步之遥。曾经
失去，心沉沉的，在山的深渊，河的
底处，万劫不复。现在就让我们卸下
年少的轻狂，用智慧和沉着来对未来

作一番思考吧。
第二十五变奏：三十段变奏的重

中之重，生命的悲歌。人生是如此悲
凉，呐喊止于无声。梦想止于破灭，
不知光明会何时显现，生命已在最黑
暗之中，我们的人生在这样黑暗悲凉
的时刻，该有怎样的应对呢？我们该
如何应对才可以撑住这生命中最重的
时刻？

最后的咏叹调：生命又重回最初
的形态，一样的旋律但已是不一样的
的歌唱，因为这一次的内容已完全不
同，因为时间已有的流逝，因为情感
已有的累积。但此时此刻，我们真的
能唱出了生命的美丽吗？

! ! ! !今年 !月 #日，是前苏联大提琴
大师丹尼尔·沙夫兰逝世 !"周年的
忌日。年初，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写篇
文字祭奠一下。等再次想起，竟已过
了两天了。翻了翻微博，出乎意料，竟
没有一篇纪念他的文字。再搜了下微
信公众号，居然也没有。这巨大的沉
默，不禁让我感到悲凉。从书架上找
出四十余张他的唱片，一张一张放一
遍，也算是一种个人式的追悼。生前
默默无名，身后萧瑟冷落，配以他举
世无双的铿锵激越的琴声，形成一种
极为荒谬的反差。这反差令我不得不
坐下来，写几句微不足道的话，给这
位伟大的灵魂献上一份菲薄的祭奠。
沙夫兰、杜普蕾、卡萨尔斯，在我

心目中，一直是大提琴大师里的前三
甲（从人类发明录音技术算来）。在这
些顶级大腕里，沙夫兰可能是最没名
气的。听古典的，没有不知道罗斯特
罗波维奇的，但沙夫兰知者寥寥。我
知道他的名字，也是这六七年的事。
是我比较喜欢大提琴的缘故，无论遇
到什么陌生的大提琴大师的名字，我
都会设法找来他们的唱片听听看。沙
夫兰也是如此，一听就放不下。几年
来，我买下了所有见到过的他拉的

$%。和动辄几十张、上百张的罗老、傅尼埃相比，沙夫兰是寂寞
的。算上两个“大包”，总共也不超过五十张。

沙夫兰 &'!(年生于列宁格勒，他年少成名，&)岁时
就获得了全苏大提琴大赛冠军。!"岁时去莫斯科发展，
得过一些东欧大提琴大赛冠军，后来一直和罗斯特罗波
维奇并列，成为前苏联大提琴界首屈一指的“双子星座”。
倒是有个有趣的现象，前苏联的音乐界一直盛产“双子星
座”：钢琴界有李赫特、吉列尔斯这两大巨人，小提琴有大
卫·奥伊斯特拉赫和柯岗两大“琴王”，大提琴界亦是如此。双雄
并立，难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老在世界各地频繁亮相的
罗老，从来不提沙夫兰。据沙的继女回忆，每到罗老生日，沙夫
兰都会给罗老打个祝贺电报，而沙老生日却从没收到过罗的任
何祝福。沙老去世，罗老连一个唁电也没发……二十世纪风云
变幻，罗老去国、归国曲折离奇，都写下来，估计一本书都放不
下，暂且不表。沙夫兰一生蛰伏苏俄境内，只有过几次出国演出
机会，唱片基本都在前苏联旋律公司录制（身后韩国、加拿大等
也有一些小公司转制发行），其名所传不远，也是必然。

来说说音乐吧。黑泽明拍电影《罗生门》时，有段密林中强
盗多襄丸强吻武士妻子真砂的戏，黑泽明要求真砂的眼睛里，
必须有那种“光”。拉大提琴的人太多了，可是，有这种“光”的人
却没几个。沙夫兰算是一个。

黄宾虹说：“古人论画谓‘造化入画，画夺造化’，‘夺’字最
难……造化有神有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画者能夺其神
韵，才是真画。”几百年前的古人写下乐曲，印上纸张，已成死
物，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沙夫兰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能化
死为活，“夺”乐曲之神韵。听了他拉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
曲》，我想，巴赫也要感谢他，因为巴赫在他的手下真正复活了。
黄公望论画，最忌邪、甜、俗、赖。大提琴“好汉榜”上前十名，若
论单打独斗，都是一条好汉。但放在一起比，我想，罗斯特罗波
维奇其病在“甜”，太过花哨，顾盼流连，想法太多；马友友病在
“俗”，弄得像“轻音乐”，他的巴赫“大无”，像是给巴赫穿了一条
美国式的牛仔裤；傅尼埃么，自己不感动，怎么感动别人？而沙
夫兰像是刻碑，“龙门四品”，以刀代笔，厚重，深邃，一笔一划，
都是合着血和泪。
冬夜，我边散步，边听着手机里六个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

曲》的名版。有几个版本是大学时代就听熟的，现在我把它们胡
乱放在一起随手点着“盲听”，倒是别有意思。比来比去，听到喜
欢的，再去看谁拉的，竟然还是杜普蕾和沙夫兰。其他几位拉的
是“音符”，这两人在“音符”之外，似乎还有点别的东西。杜普蕾
是豪放峥嵘的极致，沙夫兰是阴柔婉约的极致，女的豪放，男的
阴柔，倒极有意思。

沙夫兰拉琴时，常闭目，凝神，像忍受着无边的苦痛。他所在
的二十世纪，实在让人轻松不起来。我倒想到钱锺书先生在《谈艺
录》自序中的两句：“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这大概也是沙夫兰的
心境吧？“国家不幸诗家幸”，好在他留下了这不朽的琴声。

! ! ! !乔伊斯 《尤利西斯》第九章开头
处，出现了一句半认真的调侃：“关于
一部艺术作品首要的问题是，它究竟
是从怎样深邃的生命中涌现的。”读到
时，我真觉得它好像就是在说拉赫玛
尼诺夫的这曲 《彻夜晚祷》（*+,-+.,，
/-0(#）。

作品 &'&1年 !月里的两周之内即
告完成，献给了将作曲家引入宗教音
乐之门的施莫伦茨基。其实这已不是
拉氏第一次涉足圣咏体裁，但从未如
此完美地糅合民歌的饱满和声、素歌
的织体与成熟的复调手法。东正教仪
轨中的“彻夜晚祷”（也译为《通宵守
夜》）是指晚祷和晨祷互为前后的通宵
仪式，周而往复几个小时、仿佛抵达
某种冥想状态的吟唱是最显著的特征。
拉氏作品里的引子过后，前半部分属
晚祷，后半段则为晨祷。素材运用方
面，本作曾被作曲家解释为“下意识
的仿造仪式”，指借用了其他民族，如
希腊，基辅罗斯（'世纪至 &!世纪古
国）或包含拜占庭和古俄罗斯元素的
圣咏 （如第九乐章）。据说他本人最
钟爱宁静的第五乐章 《上帝，请您让
您的仆人安息吧！》。

全曲皆是无伴奏人声，共十五个
乐章，构建出无与伦比的宽广音场。
屈伸自如的弹性来自声部的巧妙搭配，
譬如第二、九、十二乐章都由女低音
开场，第六乐章是女高音声部启首，
第七是这两声部的结合，第八多声部，
第十则是男高音与男低音的呼应，合
唱织体就这样在拉氏的“合唱配器法”
（即通过明确标注的分声部或强弱记
号）要求下，做到了乐队配器般的精
准错落。&'&1年 (月，甚是不易的作

品在达尼林的指挥下首演，可现实出
了个更大的难题：由于一战正在进行，
莫斯科市内难以找到足够男声———“难
度堪比在圣诞节里寻找芦笋”，报纸评
论如此酸涩地调侃，因为芦笋浓汤可
是圣诞晚餐的必备呢。

我想推荐的第一版，来自有过不
少杰出俄罗斯合唱 （包括民歌）录音
的指挥家斯韦什尼科夫 （23+4567+.

89+,:6;</9），这版 =+3/7;>5 是他 &'?1

年带领苏维埃国家学院合唱团录下的。
斯氏 !)岁时就亲临了《彻夜晚祷》的
首演，所以对第一手资料有着足够的、
起码是记忆上的发言权。不过他的这
版，曾被批评与首演时的莫斯科教会
合唱团风格有异，在每一分句的开头
注入了悍然的“重口吻”，而将精致均
衡弃之不顾。在斯韦什尼科夫对低音
声部的强调前，自开声的那一刻你便
能见识一种北方的血性，或恰恰相反：
瞬间的释然与感动。

若想觅求新录音，科尔尼耶夫率
领圣彼得堡室内合唱团的版本 （&''(
年，@:;3;-,版）可以一试。他与斯韦
什尼科夫走了相仿的路线，而音效更
胜，有如增配了从极弱至极强的力度
调色板。假如你不适应俄式合唱，旋
律线之颠簸会不亚于一条惊颤的湍流。
当女中音奥尔加!鲍罗丁娜 （A3B5

C/.;7;65）带着一抹沙哑领唱出第二段
“赞颂主吧，噢，我的灵魂”时，身后
合唱团的纵深，又将作品容色之端凝
推至极点。

除了上面两种，希利尔指挥爱沙
尼亚爱乐室内合唱团，或是克拉瓦指
挥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也都挺经典的。
后者保持着跨度很大的张力，他第二

乐章算是极慢的一个；!""'年版企鹅
唱片评鉴手册，则夸奖剑桥国王学院
合唱团的发音温暖，调性把握牢固，
青年化的阵容又多了份清新感。

关于这首佳作的呈现“标准”，例
如关键的低音比例应调和至几许，向
来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俄系之外
的合唱团虽说发音圆润，但色泽偏于
明丽，多少牺牲了应有的凝重悲壮与
第一时间的冲击 （比如第九乐章的多
声部卡农，特殊节奏下那恰如其分的
恐怖不如说是块试金石）。一直未发现
过俄系指挥家库塞维茨基的录音，让
我有些失望。早有听闻，伯恩斯坦指
挥的那版 《费德里奥》曾被誉作“伟
大，但抛却了人为紧张”，对深邃细节
的处理手法据说是就从库氏那里学来
的，可惜库氏指挥合唱的例子不多见。

排斥使用器乐伴奏，这让他们对
人声的开掘进化到了极致。即便有过
少数质疑，时至今日，俄罗斯人仍可
毫无愧色地断言， 《彻夜晚祷》是乐
史上最完美的晚祷作品之一，其价值
足能与数百年前蒙特威尔第的 《圣母
晚祷》并驾齐驱。而在我听来，它在
旋律上更接近老柴的《圣约翰·克里索
斯托的礼拜仪式》，厚重的民歌意味却
挥之不去。

按照学者沃尔科的归纳， 《彻夜
晚祷》的成型并非是孤立化的。战争
等一系列时代前提，无疑为那一代作
曲家营造了悲怆的心境。这股潮流间，
斯坦贝格或格雷查尼诺夫都写过风格
近似的合唱作品，可最终保持稳固地
位的，终究只有这曲纵横着情感的沟
壑、布满着不知名掩泣与长叹的 《彻
夜晚祷》。

! ! ! !肖斯塔科维奇!"第五#八#九交响曲$

演奏!波士顿交响乐团 指挥!安德里斯!尼尔森斯

编号!!"# $%&' "()#

在刚揭晓的第 1'届格莱美奖中，由当今乐坛炙手可热的指挥家安德
里斯·尼尔森斯执棒波士顿交响乐团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五、八、九
交响曲》获颁“最佳管弦乐专辑”奖，这也是两者继去年以肖斯塔科维

奇《第十交响曲》问鼎同一奖项后的再度蝉联。尼尔森斯对这三部交响曲的解读兼具充沛的
情感和宽广的幅度，同时又以细腻且深入的手法着力刻画出肖氏作品所特有的阴郁色调。可
见如今的他正向着我们时代肖氏作品权威演绎者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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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几版拉赫玛尼诺夫的《彻夜晚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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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格莱美奖“最佳声乐独唱专辑”奖花落两家，除本栏在唱片出版后第一时间已作推
荐的女高音多萝西娅!萝斯曼的《舒曼与贝尔格艺术歌曲集》之外，这张由博斯特里奇与帕
帕诺共同演绎的《莎士比亚之歌》便是其中之一。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与音乐艺术间始终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激发出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专辑中，两位艺术家从强森、莫雷、拜
尔德、海顿、舒伯特、斯特拉文斯基、芬济、蒂皮特等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曲家们据莎
翁诗句创作的艺术歌曲中精选出 !'首佳作，并以极具个人气质的演绎赋予它们独特的艺术
感染力，籍此向这位四百年前逝去的文学巨匠致敬。 ! ! ! %严焕&

! 蔡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