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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乐会

!月 "#日起售票

! ! ! !玛珰琪弦乐四重奏 7月1日 东艺
大提琴$钢琴二重奏音乐会 7月10

日 东艺
玛丽安吉拉!瓦卡泰洛音乐会 7月

27日 东艺
订票热线"%&'())

! ! ! ! !月 "#日听张昊辰的独奏音乐会。记得当
年听他在凡·克莱本比赛的录音，无论弹什么作
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落指极其干净”。许多
人认为这是他近年最重要的演奏特性之一。这
个特性也同样表现在这场音乐会中。

他选择了两首斯卡拉蒂的奏鸣曲（$%&'
和 $(!)）作为开场。要在音乐会上把斯氏的奏
鸣曲弹到精益求精绝非易事，难点主要在于对
音色清晰度的把控。面对这个超过千人的大剧
场，张昊辰毫不畏惧，出来的声音绝无折扣，律
动的变化适中。$*&+中的几句音阶证实了他
娴熟的手指功夫，触键的力量分配均衡，他坚
持采用断奏，让每个音符都更独立、鲜明。

同样在节奏较快、跳跃性更强的 $,!)中，
那份美好的琴音继续被保留。当然，与许多钢

琴家相同，张昊辰在弹这部作品时
也难免玩弄“小聪明”，主
要在勾画出的重音线
条，这无所谓对错，就

看“玩”得高明与否。不过话说回来，能在现场听
到如此质量的斯卡拉蒂，已经很是幸运了。

肖邦的三首《玛祖卡》，张昊辰未加入过多的
个人色彩，演奏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尤其在节
奏，是绝对精确的玛祖卡式。钢琴家在弹玛祖卡
时，作品中的节奏往往会因为右手旋律线条的弹
性速度而产生矛盾，然而整个节奏的时值是相同
而精准的，这就像是数学中一道二次方程式习
题，上下两个不同的公式，却指向同一个等号。

通常判断一个绝妙的肖邦《玛祖卡》演绎
时，会注重如何处理弹性速度与节奏上的分歧，
如何形成互补。在这里互补的多少是一门学问，
在不打破规范的严谨下，能达到高品位的自由
才算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张昊辰的演奏明显是
在往这个方向靠拢。但他毕竟年轻，还未完全摆
脱规范的囚笼，其中那些自由的变化、音色上的
斟酌以及踏板的层次等，在大局上都毫无挑剔
之处，但让人听到的终究是一个刻苦学习的结
果。而我更期待的是各种结果之上的成果，这

或许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相对而言，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就成熟了许

多。乐句线条未被弹得过了劲，没有“发冲”感，倒
是有一种庄严的气场在里头。很难得。每个声部、
脉络的条条框框都布局精细，甚至连休止符也仿
佛是一声声导演排练多次的停顿与叹息。这样的
语气多处存在，有一处印象极深，是在第一乐章
末尾作冲刺前的宁静的四小节。在经过一长串凝
神屏气的十六分音符后，他没有按常规将紧接着
的几个音符做弱音处理，而是延续了之前的音
量，缓慢渐弱，以使这个具有暗示性的小片段更
加余音缭绕。这样的处理已属老辣。

但在拥有美妙乐感的同时，年轻气盛的
张昊辰仍然在乎自己的演奏技巧。
“热情”第三乐章结尾的 -./012（急板），突

如其来的加速令人一惊，这样的处理堪比里
赫特 ()3+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传奇演绎。在
如此快的速度下，要保持应有的力度和张力，
其实极为困难。里赫特能够做到，很大原因在
于其手指的先天优势。如果仅从效果论，张昊
辰则稍见逊色。但是足够精湛的技巧依然确
保了万无一失。更重要的是，如此激情的演
奏，使得观众的注意力马上得到提升。同样的
情况也出现在下半场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
美》以及加演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七钢琴奏鸣
曲》末乐章，所有人的情绪都被带动了！
我甚至认不出那是“普七”的第三乐章，因为

活生生被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作品来演奏，甚至
像是练习曲。幸好那是一个加演！我们无法拒绝
一位年轻钢琴家去炫技，谁都想趁年轻在舞台
上做些疯狂的事情，就像当年的凡·克莱本！这
当然没错。关键在于张昊辰不像那些得了奖却
依然乐感麻木而茫然的年轻人，他有明确的音
乐方向以及准确的大局感。现在他需要的是更
多的自我思考，深层次地引导自己的天赋价值！

! ! ! ! 4++& 年我在上海音乐
厅首次聆听了张昊辰的独奏
音乐会，记得曲目中有舒伯
特《第 4(钢琴奏鸣曲》、斯特
拉文斯基《彼得鲁什卡》等。
当年这位 (5岁少年才俊的
乐思缜密、触键精巧以及冷
峻的诗人气质，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周三，阔别家乡舞台
数年后，张昊辰终于在上海
大剧院登台亮相。

带有些腼腆的神态、彬
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上台下台以及向观众
鞠躬致意的姿态，依然如故，甚至用布巾擦
拭琴键的习惯，也依然如故，然而，张昊辰
的琴声，让我耳朵一亮。上半场最后一首是
贝多芬《“热情”奏鸣曲》，张昊辰的发挥非
常出色，三个乐章结构紧密、抑扬顿挫、气
势恢弘、一气呵成！这是个毫不逊色前辈大
师的精彩演奏，尤其是乐曲内在连绵的韵
律与外在的力度控制上，张昊辰掌控得浑
然一气而又张力十足。
下半场的李斯特《6小调叙事曲》，平

时很少听到，它的光芒大概被另一首《6小
调奏鸣曲》盖住了。听张昊辰演奏此曲，令
人期待有朝一日能听他的《6 小调奏鸣
曲》。我最欣赏的是德彪西的四首《前奏曲》
（选自第一集中的第 7、!、3、,'首），为了表
达独特的效果，张昊辰在演奏时将顺序作
了调整。他在落指前凝神静息了数秒钟，才
悄然弹出《雪上足印》的第一个音，那种静
谧的音色，效果极佳，显示了深思熟虑后的
羽化登仙。这四首《前奏曲》证明，张昊辰在
印象派的领域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三首
返场曲中，最动人心弦的是肖邦的《夜曲》，
真是此情绵绵无绝期。
整场音乐会，从巴洛克到古典，从印象

派到浪漫派，还有俄罗斯的民族乐派，张昊
辰弹来从容有致，虽不是曲曲精品，但显示
了他把握钢琴语言的综合实力。他的演奏
比以前更加老到和扎实，细腻、冷峻、内涵
而又具爆发力和穿透力，融技巧于音乐性
中，精妙的触键尤其值得称道。
成为一名有影响的职业钢琴家，对张

昊辰来说，也许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他所
具备的潜质和素质，应该可以向更高的境
界跃进。张昊辰，值得寄予厚望。

! ! !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喜欢听马勒
的艺术歌曲和交响曲，时常品尝到其中或隐
或显的深深忧愁。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本体的
原始忧愁，一种相关宇宙终极的普遍悲哀：
“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古往今来，
多少哲学家终其毕生苦苦求索，却永远得不

到满意的答案。
,)'3年夏，73岁的马勒一扫以前创作中

的阴霾密布，终于迎来艺术生命中唯一的一
次凤凰涅槃。他仅用八个星期，就完成恢弘博
大、气势磅礴的《降 8大调第八交响曲》的创
作。无疑这是音乐史上空前的宏篇巨制，需要
一个编制大为扩充的交响乐队、5 位独唱演
员、一个童声合唱团和两个大型合唱团、一架
管风琴，人数超过一千，人称“千人交响曲”。

是年 &月 ,&日，马勒兴奋地写信给朋友
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庞大作品，其
内容和形式是那么独具特色，使我无法用文
字来描述。你不妨设想一下：整个宇宙都开始

震动和回响吧！这已经不再是人声的歌唱，而
是星球和太阳在运行。”

,),'年 ,4月 ,4日，《第八交响曲》在慕
尼黑成功首演，马勒亲自指挥，盛况空前，从
此这部杰作广受听众欢迎。

很奇怪，马勒没有按照四个乐章的规矩
来写这部交响曲，他把这部巨作分成一问一
答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歌词来自德国古代
拉丁圣诗，很显然，马勒想通过对造物主虔诚
的祈祷，来获得自己新的生命活力、创造的灵
感和心灵的升华。第二部分歌词选自席勒的
《浮士德》第二部的后半部分。我们知道，席勒
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位饱学之士，为了得到知

识、魔力和青春永驻，就向魔鬼梅菲斯特出卖
自己的灵魂。在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和顽强
奋斗之后，浮士德最终还是遭遇失败并死去，
灵魂在天使们的簇拥护卫下进入天国，功德
圆满，成为永恒。于是在这炫目瑰丽、喷薄欢
腾，宛如节日焰火一般辉煌的音乐中，马勒和
他笔下的浮士德一起，进入了一个至臻完美
的人生境界。

真想在音乐会现场聆听一次马勒“第
八”，可惜这样的机会太无可能。那么退而求
其次，家里装备好大屏幕高清电视和蓝光碟
机，通过无损压缩 9:;<=9 5>(声道的音响
系统欣赏，也是很不错的享受了。

手头这张蓝光碟是 4+((年 !月，指挥大
师里卡尔多·夏利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交响
乐团的实况录像，同时还有 &位欧洲顶尖的
歌唱家担纲其中的独唱和重唱。碟片结尾，看
到音乐厅内观众长时间掌声雷动、如癫似狂、
如痴如醉，你就会知道，这真是欧洲古典乐坛
少有的一次特别精彩的演出。

! 赵建人

凤凰涅槃 千人交响
———我听马勒《第八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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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张昊辰钢琴独奏音乐会
! 林 达

! ! ! !案头放着一张崭新的唱片专辑，但唱片
里不是音乐。

专辑的主唱是著名京剧老生关栋天，但
不是唱京剧。

广东瑞鸣唱片公司最近为关栋天发行的
这张唱片，题名《短歌行》。熟悉古典文学的都
能猜到，这是曹操的诗。除了《短歌行》，专辑
里还有其他，如江城子、破阵子、沁园春、钗头

凤……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词牌，或有人
问：莫非是关栋天的古诗朗诵？
关栋天不是朗诵，而是吟诗。
诗词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并不仅仅

是文字。文字是它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就是
吟（也是唱）。古书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
词”的记载，就说明当时的词在老百姓当中是
用来唱（即吟）的。因为没有谱，因此文字得以
流传下来，吟唱的调却没能留下。以致我们今
天只能用普通话来读唐诗宋词。这是中国传
统文化承袭的空白。

因此，关栋天的这张个人专辑，是一张
“吟”的专辑，而非“唱”的专辑。

古人怎么吟，当然已无从得知。因此对于
关栋天来说，这就需要他费神琢磨。他请作曲
家孟庆华为这些诗词配乐，自己设计“吟腔”。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尝试。做得好与不好，完全
没有先例，也无标准，但必须符合诗作的情绪

则是必然的。关栋天似乎天生喜欢尝鲜。他主
演的很多京剧都是新戏，还演电视剧，还经
商。即便演戏，他的逐步成名也多出自新戏。
而这对许多戏剧演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对孟庆华，这也不是一个好干的活。以吉

林京剧院的作曲家身份，他几乎写遍了当今
音乐领域的各种形式，在戏曲、曲艺、歌舞、
影视音乐甚至歌词写作和乐队指挥方面皆有
建树。但这次面临关栋天请他写的，却既不能
是戏，也不能是歌。
他俩的合作其实也始于瑞鸣。4++&年瑞

鸣出品的《伶歌》，邀集各方戏剧名家，各选历
代精彩诗作，由孟庆华配乐。完成录音以后，
制作人被关栋天的吟唱深深吸引，决定改变
原定编目排序，将其列为主打。那一次，关栋
天唱的是李白名篇《将进酒》。两年后《伶歌》
再出续集，依然邀请各方名家，而关栋天依旧
打头，唱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名的

“大江东去……”。这两次录音，让关栋天萌生
了为自己做一个专辑的念头。

不难想象，激情饱满，酣畅淋漓，极富艺
术感染力的关栋天，在“吟”这些千古名诗时，
该是如何的豪放激越。“对酒当歌，人生几
何”，已经是豪迈纸上跃，铿锵口中吐。而“了
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
生”则一唱三叹，难言之隐尽在其中。

仅一个“吟”字，或许会让人误以为是故
作呻吟之“吟”，浅吟低唱之“吟”。但当你把这
张专辑放进音响，开声，倾听，就会顿悟：这是
半歌半啸，响遏行云的“吟”。

当然也不全是黄钟大吕之声。专辑一共
辑录 (+首，其中陆游的《钗头凤》，是流传千
古的情诗。毛阿敏应邀参与制作，与关栋天相
和。在竹笛与筝的烘托下，一个唱“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一个和：“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虽是浅吟低唱，听来更觉余音绕梁。

6/3晚 上海音乐厅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会指挥：斯台芳·德奈夫

6/3晚 东艺 菲利普·雷昂吉爵士钢琴
独奏会
6/3晚 东艺 久石让作品钢琴音乐会
6/3晚 贺绿汀音乐厅 哥伦比亚洛斯安

第斯合唱团音乐会
6/5-6晚 大剧院 舞台剧《我歌我哥》

主演：田浩江
6/6晚 大剧院 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

指挥：迪图瓦
6/8晚 东艺 上海爱乐乐团音乐会 钢

琴：鲍恺昂 指挥：曹鹏
6/8晚 文化广场 荷兰绝对探戈五重奏

音乐会
6/9晚 东艺 东方交响乐团音乐会 指

挥：许忠
6/10上午 上海音乐厅 华东师范大学

交响乐团音乐会
6/10晚 贺绿汀音乐厅 石帅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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