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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几年，《富春山居图》这一题
材很热，除了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
及其 !"" 多年戏剧性的历程外，
#"$$ 年两岸举办的前后两段画卷
的“合璧”展出，不仅把两岸同胞的
文化情结连接起来，亦成为催化这
一题材文艺创作的强劲动力。今年
“上海舞蹈青年编导实验剧场”委约
的几位年轻编导即从同名话剧中汲
取灵感，为这幅传世名画编织出一
台现代舞剧。
作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力

于用肢体语言描摹出 《富春山居
图》的创作意境。编导的表现手法
颇具新意：开场时，代表元朝山水
画大师黄公望的舞者端坐舞台中
央，缓缓抬起手臂向空中划动，他
身后的特效投影屏上，身体及手臂
的运动轨迹被放大约 %倍，呈现出
绘画所独有的晕染效果，随着音乐
的变化，舞者开始起身腾挪，仿佛
化身为“笔”，运“笔”间隐隐展露“气
韵生动，超逸不凡”的画风，由“静”
向“动”的转化也暗合了《富春山居
图》疏密有致，极富变化的意境。

“画师”隐入幕后，十余位身着裸
色紧身服的舞者依序上台，别致的
是，每人腰间系一根黑色绸带，长
度拖曳至身后 &米左右。当这些黑
色绸带随着舞者姿态以各种轨迹运
行时，确实营造出一种挥毫泼墨跃
然纸上的诗意风采，裸色与黑色的
组合简洁大气，也与秀润淡雅的用
墨相得益彰。
画成人去后，接下来的一段也

比较特别，每位舞者手持一块目测
$!'米的长方形面板上场，其中一
面为纯白色，另一面则为镜面。编导
似乎想借此隐喻世人对待画作的态
度———无论为之痴迷也好，凭此自
居也罢，已然偏离了作品本身的艺
术价值，异化为权势和身份的象征，
成为经手画作各色人物的一幅幅镜

像。不得不说构思很有想法，然而从
表现效果上看，由于道具的面积较
大，限制了舞者动作的流畅性，且舞
者的身份特征比较模糊，编排上也
缺少些章法，因此没能充分、明确地
表达出编导的意图。
下篇由写意转入写实，为了表

现画作流传过程中的曲折经历，舞
蹈和多媒体相结合，突出了叙事功
能。有一个场景令我印象较深：为表
现历史上因画作纷争引发的无数赝
品，编导在达官显贵及文人骚客争
夺画作的段落中，安排了上百个卷
轴同时从舞台上方落下，那一瞬颇
有震撼力，令人惊愕的同时也为艺
术被物化而叹息。相比之下，通过多
媒体手法展示的画作遭遇焚烧的场
面及最后在多媒体画卷中呈现出的

画作片段，反而弱化了舞蹈本身的
效果，让多媒体喧宾夺主了。
话剧《富春山居图》的编剧汪浩

在介绍创作动机时曾表示：“在我眼
前呈现出两幅画卷：一幅是黄公望
的《富春山居图》山水画卷，一幅则
是这幅山水画背后的历史人物画
卷。如果将这两幅画卷同时呈现在

观众眼前，将是一幅承载着中华文
化的历史长卷。”我没看过话剧，但
如果就这一深度来评判眼前的这出
舞剧，其文化意蕴无疑还是浅了点，
力度也小了些，但就“实验剧场”推
新人新作的意图来看，还是达到了
一定目的，并且有进一步打磨和完
善的空间。

———舞剧《富春山居图》观后
画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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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次认识木岛，她才 $'岁。和许多日本
孩子不一样，她特别的没大没小。会跑到我们老
师们面前肆无忌惮地挑衅：什么今天看起来比
昨天精神些哦，怎么领带这么难看啊之类的。几
天后，她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小提琴奏鸣曲。我
们都震惊了。她那么小，演奏里就有一种不可思
议的老成和深沉。好比她虽然是个孩子，但是她
在音乐里的灵魂，却是个老人。
“很欣慰，许多年后又一次在斯特恩大赛里

听到了她，完全达到了我对她的期待。她已经
是个成熟的演奏家了。无论技术，风格的掌握
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更令我欣慰的是，她小
时候的那种神韵，那种深入人心的深刻，丝毫
没有流逝。在当今这个看脸娱乐，肤浅至极的
世界里，这些可能不重要，但是，艺术的真

谛，是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流传下去的。”
这是斯特恩小提琴比赛评委之一、大提琴家王健在谈

到小提琴家木岛真优时，亲笔写下的一段话。在去年的首
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来自日本的木岛真优以精彩
表现一举夺得这一全球奖金最高的小提琴比赛冠军，也让
中国的乐迷记住了木岛真优这个名字。
其实，在木岛真优获得斯特恩比赛金奖之前，已经是

年轻一代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年仅 $(岁的她，便被罗
斯特罗波维奇钦点参加巡演，法兰克福汇报对此的评论
是：“罗斯托波维奇将木岛真优推向世界古典舞台，正如
当年卡拉扬捧红了安妮)苏菲·穆特，马泽尔捧红了希拉
里·哈恩。”罗斯托波维奇本人更是把木岛称为“当下最优
秀的年轻小提琴家”。
此后，木岛又和斯皮瓦科夫、娜塔莉亚·古特曼、阿什肯

纳齐、巴什梅特、诺林顿、因巴尔、谭盾等众多音乐大师合
作，演奏事业蒸蒸日上。近年来，木岛还是瑞士卢加诺的玛
塔·阿格里奇音乐节的常客，并与阿格里奇等大师合作室内
乐，'*+&年她在音乐节的现场演奏录音，被收入《阿格里奇
和朋友们》专辑，由华纳唱片出版发行。

&月 $,日，木岛真优将重返上海，携手钢琴家薛颖佳
于上海大剧院举行她在中国的首场独奏音乐会，他们将献
上格里格第三奏鸣曲、维塔利“恰空”、肖松“诗曲”，以及勃
拉姆斯、法雅、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届时观众还能欣赏到
木岛手中那把著名的 +-** 年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01/21 304562754289）小提琴的绝美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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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届上海之春艺术教育展演节
目，法国著名大提琴家马克·库贝独奏音
乐会无疑是这次音乐节中的闪亮点，此
场音乐会也是中法文化之春的盛宴。

马克·库贝是当今乐坛上大提琴家
中的佼佼者，他的天赋首先被梅纽因发
现。那是 +,((年，他在莱比锡巴赫比赛
中一举同时赢得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奖
项———第一名以及巴赫作品最佳诠释特
别奖。其时他 +(岁。
库贝随即与梅纽因及波斯特尼柯娃

合作，亮相于莫斯科与巴黎;演奏柴可夫
斯基的三重奏。这场大师携手新星的精
彩合作，当场被录进一部梅纽因重返俄
罗斯的纪录片之中。

$,(,年受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
奇之邀，参加依云<=725/>音乐节，这是令
他独奏生涯快速发展的一个起点。
作为独奏家，库贝定期同一些著名

乐团和杰出指挥家合作。经常亮相于欧、
美、亚洲有声望的音乐场馆。他也是斯特
拉斯堡、贝桑松、蒙特卡罗、莱比锡巴赫
节等著名音乐节的常客。
他热衷于室内乐，中国乐迷熟悉的，

可称库贝长辈的人物：钢琴家玛利亚?

胡奥·皮尔斯、普瑞斯勒，小提琴家奥古
斯丁·杜梅、维多利亚·穆洛娃，大提琴家
亚诺什·斯塔克等大师，都是他经常合
作、开拓曲目的伙伴。
曲目的大幅度跨时代是这位才气横

溢演奏家的特征，他的保留曲目从巴赫
《大无》直至二十世纪现代音乐。本场音
乐会库贝正是作了一次跨越时代的音乐
之旅，从德国的勃拉姆斯; 经法国的福
雷，跨到俄罗斯的肖斯塔科维奇。
库贝的开场曲是勃拉姆斯的《第二

大提琴奏鸣曲》。作曲家身处浪漫，却
固守着古典。+((!年勃拉姆斯在他常
去的避暑胜地瑞士的顿恩 （@A8/） 创
作了此曲。度假期间他与擅长唱德国艺
术歌曲的女歌唱家赫密妮·史毕斯
（BC4D2/C 3E2C9） 有过恋爱般的交往。
作曲家采用明朗悠闲的 F 大调，乐曲
中洋溢着激昂的热情、奋进的力度以及
戏剧性的起伏与张力。
一开始钢琴与大提琴分别出现的颤

音将听者带入兴奋状态。随即，库贝与钢
琴家孙晓丹交织着反差的旋律，大提琴
的深沉舒展“对位”着钢琴的热情跳动。
我特别喜欢第三乐章，大提琴用高难度
技巧激烈表现的动机模进变化，对比出
男性化的优雅如歌旋律。

库贝擅长在把握整体结构的前提
下，增添上不夸张的色彩与歌唱性，这正
符合勃拉姆斯的风格。他对勃拉姆斯精
到传神的的演绎，正得益于那次与梅纽
因合作期间近身聆听大师排练勃拉姆斯
《第一小提琴奏鸣曲》。

上半场中间稍事休息，库贝来了个
转弯，一反勃拉姆斯那种讲究结构布
局、动机发展的古典模式，推出了福
雷，他的旋律纯净柔美，简洁如诗，
《挽歌》等三首乐曲，将听众带入或悲
恸怀念，或自由幻想的境界。

音乐会以勃拉姆斯之“小喜”开场，
却以肖斯塔科维奇之“大悲”压轴。
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首《大提琴奏鸣

曲》落笔于深刻、沉思的 6小调。乐曲
极具鲜明个性，融合了古典和浪漫的传
统、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气质，乃至 '*

世纪近代手法的创新。
作品创作于 $,%:年的八九月间，当

时他的妻子与他疏远并最后离开了他。
奏鸣曲反映了他痛苦的婚姻悲剧。

$,%:年，又是前苏联国内外的动
荡之年。$,%'年肖氏写了背离古典传
统的前卫作品《梅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
人》。尽管作品在列宁格勒首演后五个
月内连演 %!场，对他的大批判即将压
顶而来的预感显然流露于作品之中;在
妻子离异的悲叹之外竟然还有葬礼的音
符。
整部乐曲大提琴常常发出深渊中凄

楚的叹息，钢琴则不时用笨重的顿音作
背景，犹如可怕的跺脚声。连带有舞蹈
性的谐谑曲乐章，主人公也像是在不安
呆板地强颜作乐。那尖锐怪诞的大提琴
上的滑音则是一种自我解嘲。
乐曲在慌乱紧张滑稽可笑声中无奈

结束了。返场的中国乐曲《牧歌》总算
驱散了愁闷的气氛。

题外的欣喜与遗憾：
库贝多次谢幕了，舞台的灯光渐暗，

听众陆续离场了。忽然间一群活泼的少
年儿童手携大提琴登台，原来他们来自
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这是上海之
春艺术教育展演节目。小小大提琴手们
为大家演奏了圣?桑的《天鹅》。小朋友
一下场，库贝再次亮相，悠扬的《天鹅》
声又一次陶醉了全场。人们自然要为大
提琴的小接班人的出现以及库贝带来的
中法友谊欣喜。然而正是这群可爱小孩
以及不常听音乐会的家长出席音乐会使
剧场秩序受到影响，两乐章间，甚至一
个乐章间鼓掌不时发生。库贝也流露出
无奈的情绪，怪不得我总感到老肖奏鸣
曲中的忧郁悲痛拉得没有到位。

! ! ! !莫扎特很少感慨，他似乎很明白以
下这个道理：

何必要去感慨春华秋实，岁月蹉
跎，也何必要去感慨东来西往，聚首离
别。欣喜或愁绪都夹在风中云上，随处
都安，无需多虑。人世间冷暖自知，忧
喜自遣。
阳光和开朗，愉快与轻盈，天真和

活泼历来是莫扎特音乐的主线，他的音
乐就如同天上的仙乐一般，不但能感动
历经沧桑的心灵、还能温暖走遍万水千
山的游子、更是能愉悦饱受痛苦煎熬的
灵魂。
除了歌唱欢乐，莫扎特也偶尔会唱

出自己的忧愁，就像他在第八号钢琴奏

鸣曲慢板乐章中唱的那样。他轻轻地，
恍恍地，悠悠地唱出心中的寂寞与孤
独，忧愁与无助。
如苦痛的轻烟暴露在阳光之下，旋

旋飘逸，走而不散。
如告别的轻慰迷失在光阴之中，久

久不语，离而不淡。
没有撕心裂肺的泪的奔溃，而只有

轻轻的灵魂的叹息。

这不是苦难的倾述，而只是流一滴
微笑的泪水。
虽然痛苦与悲伤在莫扎特音乐中被

遗忘是一种常态。
但情有喜怒哀乐，人有悲欢离合。

我愿意相信第八号钢琴奏鸣曲忧郁伤感
的慢板乐章中的莫扎特是更真实的莫扎
特的更真实的一面。因为在莫扎特的世
界里，欢乐只在美与真之中存得永远。

天上仙音心下事
———听莫扎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 ! 蔡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