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纵观人才辈出的俄罗斯钢琴学派，不难
发现他们中有些人成熟较早、发展较快，有时
难免也会提前凋零。不过还有一些演奏家，或
许他们需要很多年才能最终站稳脚跟，开发
出自身所固有的长处和特点，但日后的发展
却更为平稳。即将于 !月 "#日在上海音乐厅
举行独奏会的尼可莱·德米登科（$%&'()%
*+,%-+.&'）无疑属于后者。
曾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钢琴大师德米

特里·巴什基洛夫，并在 "/01年赢得柴可夫
斯基国际音乐比赛第三名的德米登科，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移居英国后，迅即以自己的
实力成为伦敦著名的威格莫音乐厅的座上
宾。起初，他在那里一连举行六场《钢琴杰
作》系列独奏会，以极富探索性和趣味性的
曲目安排，将钢琴艺术史中大量被遗忘的
佳作重又带回公众视线。紧接着他在此举
行的肖邦系列和《浪漫的旅程》系列独奏
会，同样深受好评，人们无不为这位行事低
调的钢琴家指尖所蕴藏的巨大能量赞叹不
已。那之后，他的身影也经常出现于皇家节日
大厅与巴比肯音乐厅的舞台，伦敦俨然成为
他艺术生涯的福地。
德米登科常说：“录音是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也将丰富多彩的曲目留
在唱片中。聆听他的演奏，无论是克莱门蒂、
贝多芬、舒伯特，还是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
宾、梅特涅，我们都不难发现他总能找到属于
那位作曲家和那部作品的正确的声音，同时又
拥有足够的技巧去表现出音乐中的时间与空
间感，以此赋予这些作品鲜明的风格和崭新的
生命。他指尖下的肖邦作品，刚柔相济，既有绵
长的气息、精致的分句，也保持了必要的紧张
度和节奏的推进感，只因在他看来“把一切都
做的很明晰是最重要的。”当演奏柴可夫斯基
《降 2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时，仅在第一乐章
的引子部分，不同于很多钢琴家为强调庄严雄
伟之感而刻意放慢的速度，德米登科以接近快
板的速度将之呈现，个性鲜明。他对于冷门作
品的偏爱透过这些录音也显而易见。正如他
录制的梅特涅第二和第三钢琴协奏曲，以火
一般的热情和强烈的戏剧性动人心魄。

较之很多偏爱斯坦威钢琴的同行不同，
德米登科对法奇奥里（3)4%'(%）钢琴情有独
钟。他眼中的法奇奥里是如此与众不同，“每

一秒钟它们可以提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这个过程中如
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它
的色彩丰富，充满活力，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撑力，声音极
为纯净。”如此独具慧眼的选择，也为他的演奏增色不少。在
德米登科录制的两张布索尼改编巴赫作品的专辑中，他于
法奇奥里钢琴上奏出洪亮、铿锵，有如管风琴般的音响，展
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
如今，年过六旬的德米登科仍未减缓忙碌的脚步，这似

乎也是对当年一些认为他“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预言
家”们最有力的回应。这次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奏会中，他同
样排出一套风格反差颇大的曲目。贝多芬的《降 2大调钢
琴奏鸣曲》（作品 "5#号）以其宏大的结构和繁复的乐思成
为钢琴艺术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当年作曲家本人就称
它是一部“给钢琴家们添了很多麻烦”的作品，至今它仍令
演奏者们望而生畏。舒伯特的《音乐瞬间》形式虽小，然构思
严密、精致灵巧，充分突显他的旋律天才。由钢琴大师阿尔
弗雷德·科托改编的弗朗克《6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的钢琴独奏版，更是鲜有耳闻，即便是科托本人都从未留下
录音。三部作品、三种情绪，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的钢琴家
而言，这样的搭配都不失为是一次挑战，想必它们也将从多
方面反映出德米登科的艺术特质。

! ! !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
但绝对是本年度一场十分重要的
演出，这就是在上交音乐厅上演
的蒙特威尔第歌剧《奥菲欧》。

我们一般都知道意大利歌剧
大师威尔第，但对他的伟大前辈、
意大利巴洛克音乐的代表蒙特威
尔第，可能熟知不多，殊不知这是
意大利歌剧极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他于 "#50年创作的《奥菲欧》，标
志着“由音乐构成的戏剧”这一近
代歌剧理念的脱颖而出。《奥菲欧》
无疑是意大利歌剧真正的开山之
作，从此，意大利歌剧开始成型并
逐渐走向成熟、从而影响世界乐坛。今年
是《奥菲欧》诞生 !"5周年，也是蒙特威尔
第诞生 !75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上海首
演《奥菲欧》，其意义不言而喻。

这场演出是由艺术总监里纳尔多·
亚历山德里尼指挥意大利合奏团以及十
一位歌手，以音乐会版的形式上演。乐队
由十多位古乐手组成，除了小提琴、中提
琴、大提琴，还有两台羽管键琴、两支短笛、
一台双排弦竖琴等，两把长双颈琉特琴居
然处于乐队首席的地位，如此乐队排位，新
颖独特，所产生的音效则是立体感非常强。
显然，这是一个“经济适用”型的乐队配置。
上演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有个约定俗
成：乐队可以根据演出场地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和组合。

蒙特威尔第《奥菲欧》取材于希腊神
话传说，擅长弄琴歌唱的奥菲欧，痛失爱
妻优丽狄茜。他舍身进入冥府，以动人的
音乐打动冥王，如愿领回了优丽狄茜。可
就在他领着妻子走出冥府之前，忍不住

回头看了优丽狄茜一眼，破坏了冥王先
前提出的不能回头看妻子的条件，因而
再次失去爱妻，奥菲欧痛不欲生……《奥
菲欧》的故事经常出现在西方各类艺术
中，音乐和歌剧也多有以此作为题材。

蒙特威尔第是写牧歌的高手，因此
《奥菲欧》也有此痕迹，常常是一个声部一
个角色。在这部演出不到两小时的歌剧中，
居然有约 89个角色，因此舞台上一个歌
手要饰演两三个角色，当然全场主角只有
一位：奥菲欧，由瓦莱里奥·孔塔尔多饰演。
这位个头不高的轻型抒情男高音，富有诗
人气质，恰如其分地唱出了奥菲欧的喜乐
哀伤，尤其是第三幕后奥菲欧痛失妻子优
丽狄茜后，孔塔尔多的演唱已完全融入了
角色，声情并茂，尤为感人。其他几位给人
留下比较鲜明印象是饰演音乐之神和优
丽狄茜的女高音安娜·辛博利、饰演信使、
希望之神和仙女的女高音弗兰切斯卡·卡
西纳里，特别是饰演渡口看守卡狄和冥府
幽灵的男低音萨尔沃·维塔莱，嗓音厚实低

沉，如岩石般，极富磁性。其他几
位演员总体称职，听得出都是专
唱巴洛克戏码的。在欧美歌坛，
专业分得很细，唱巴洛克歌剧
的，都是专职演员，虽一般名声
不是很响，但绝对“术有专攻”。
从履历上看，亚历山德里

尼是意大利合奏团的发起人、
羽管键琴和管风琴家，是一位
诠释巴洛克歌剧和蒙特威尔第
的专家，现场表现果然令人称
道，他边弹奏羽管键琴边指挥，
细节抓得精准，往往一个微小
的手势和眼神，乐手和歌手即

心领神会，配合默契，看得出训练有素。
他将十几人的乐队调教焕发出巨大的能
量（上半场一开始的序幕和第三幕开始
后，又增加了几位管乐手），这些乐手几
乎个个是高手，无论独奏还是合奏，精准
而具韵味，与舞台上的歌手演唱融为一
体，不“瘦”不“肥”。据悉，这个意大利合
奏团的《奥菲欧》，环欧巡演长达一年之
久，所以我们有幸欣赏到的是一台成熟
的演出。意大利合奏团在亚历山德里尼
指挥下，出版发行过不少广受好评的唱
片，多次获得业界大奖，现场感受果然名
不虚传，实至名归。

受巴洛克时期音乐风格的影响，蒙
特威尔第的《奥菲欧》是一部慢热的戏，
现场聆听的感觉犹如口含一枚青橄榄，
需细细品味，方觉味道甘美。尤其是下半
场第三幕开始，更入佳境，感人的音乐和
咏叹调就像阵阵波浪涌上心田……哦，
《奥菲欧》，西洋歌剧的初始，原来竟是这
般的动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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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平衡的!三联画"#!"#$%&!$$$

———布赫宾德表现贝多芬晚期之境界（后篇）
! 张可驹

! ! ! !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有时被认为是
“境界玄妙”的音乐。开启晚期创作之门
的钢琴奏鸣曲恰恰可将这种玄妙表现得
淋漓尽致。其中最后的三首，从《:大调第
95号奏鸣曲》;<="5/到《>小调第 98号奏
鸣曲》;<="""仿佛构成一个整体，在钢琴
奏鸣曲的文献中成为一座孤岛。哪怕很难
用言语形容，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三首
作品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某种若隐若现的
“三联画”般的构思。在一场音乐会上连续
演奏这三作成为一种惯例，可只有真正
的贝多芬专家才适合这样的安排，因为
音乐表现的难度实在太高。

晚期贝多芬确实是需要我们“多听
听”的作品。初听之下，它们可能不像巴
赫、莫扎特，或贝多芬先前的某些名作那
么易于接受。可一旦熟悉了，就会明白音
乐的玄妙绝对不在于让人听不懂。正相
反，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将许多
似乎矛盾的东西统一在了一起。音乐拥
有仿佛是无穷尽的深度，可同时它们又
流露出最亲切的情感。作品对于传统、形
式的突破让人惊骇，现代作曲家们乐于

谈论它们的启发性。但是，贝
多芬驾驭新颖的形态恰恰有
赖于他对古典传统至深的把
握。这也使他能够将最长和
最短的乐章，最宏大与最细
腻的内容结合在同一作品
中。

在 ;<="5/—"""之前，《“槌子键琴”
奏鸣曲》;<="5#也充分反映了这样的特
点。然而贝多芬统一 ;<="5#这一鸿篇巨
作，很多是借鉴了交响曲的思维，各乐章
结构与内容的安排太明显了。因此换一
个角度看，该作其实是很传统的。可到最

后三首奏鸣曲中，对于乐章的分量和比
例，音乐的内容还有它们经过不同乐章
的连续发展，贝多芬进入到一个空前的
仿佛完全自由的境界。三部作品中，音乐
意境的变化可谓上天入地，最终不仅每
一首奏鸣曲构成理想的整体，彼此之间
还有那种难以言喻的关联，确实只能用
“玄妙”来形容。

把握每一首奏鸣曲中独特的音乐世
界，不仅是严峻的考验，也是特别能够展
现不同钢琴家艺术性格的万花筒。先前
布赫宾德演奏的“槌子键琴”让我感动得
无法自拔，对于他呈现“三联画”的期待
自然倍增。不想，起首的 ;<="5/倒是略
微使我失望的演奏。作曲家在前两个乐
章表现出极大的对比，开篇音乐的形象
富有抒情性，且有一种贝多芬笔下不常
流露的强烈的幻想色彩，后一个乐章则
是异常激荡。从好的方面看，布赫宾德的
演奏给我留下“合理”且“周全”的印象。

演奏晚期贝多芬需要大手笔的自
由速度，钢琴家在此表现出典型的“大
胆”———?@A)B'弹性充足，却又不瓦解第
一乐章的凝聚感。需知，贝多芬在幻想的
外表下，恰恰是采用了最缜密的构思来
写，真正的贝多芬专家肯定不会有打乱
文法的“自由度”。同样在第二乐章，布赫
宾德也没有强化音乐的尖锐性，而是追
求音响、表情、速度变化，各方面的适度。
难点得到了解决，然而……然而……他
的演奏缺少那种让人憬然一惊的神采，
至少在我听来是如此。这样自由而合度
的处理，仿佛仅是钢琴家知道“应当如
此”，也有足够的水平这么弹。可他在
“槌子键琴”中表达的真挚的内心感受，
我在此体验得不多。

变奏曲形式的末乐章里，演奏者更
进入状态，第一变奏所揭示的深度全是
名家风范。而后来的跌宕中，布赫宾德有
些奇巧的处理，譬如开始第二变奏时刻
意的“突然”。可延续的发展并没有始终
维持前两段变奏所到达的高度。以至于
在乐章的最后部分，钢琴家出色地还原
作品“回归”的意境时，我陶醉之余，也为
先前崎岖的不平衡感觉怅然若失。

;<=""5 的演奏表现出更完整的把
握，先前的不平衡感减退了，某些遗憾却
依然存在。布赫宾德对于该作复杂结构
的呈现颇有宏观性。科瓦切维奇指出，表
现 ;<=""5 之难在于该作的主旨似乎并
不明确。布赫宾德的演奏不突出神秘性
的东西，也减弱了对比效果，第二乐章与
终曲部分都是如此。他所要做的，是简明
而有深度地带领听者去认识这部作品。
这方面，钢琴家也成功了，只是，并非在
他的最高水平取得成功而已。或多或少，
前两作中都有功亏一篑的情况，而这些
问题，末了都在 ;<="""的演奏里得到理
想的解决。此时，布赫宾德才真正弹出能
够同他的“槌子键琴”分庭抗礼的经典演
绎。第一乐章在发音和句法方面的宏伟
性，同时表现主题发展与复调结构（多线
条平行）不同层面的紧张度，演奏确实到
达剑拔弩张又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

处理这一首变奏曲!第二乐章"，布赫
宾德完全没有;<="5/中不平衡的状况。他的
表现完美无瑕，第三变奏中的琶音更是演奏
得气宇轩昂，声音异常充实，又带着奇异的透
明色彩，几乎堪称音响奇观。贝多芬在晚期
奏鸣曲和四重奏中，几乎创作每一首都像在
探讨完整的人生，而当晚布赫宾德演奏的
;<="""基本实践了这样的理想。

歌剧初始之作 上海!简装"上演
———观蒙特威尔第《奥菲欧》 ! 任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