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怪物史瑞克》中的“怪物”的学名叫 !"#$，
中译为“食人魔”。这是一种传说中的族类，青
面獠牙凶悍残忍且力大无比。在当今的电子游
戏中，还时常能见到此物的踪影，当然是恐怖
魔兽角色。

%&&'年，()岁高龄的美国老爷爷斯泰格
（*+,,+-. /0$+"，%&'123'')）出版了一本名叫
《史瑞克》的儿童漫画书，虽然 45#$6这个名字
的原意是“恐怖”，主人公的行为确实很粗鲁，
但这个魔兽并没有如通常的童话中那样被杀
死，而是找到了一位更丑的公主做伴。形象仍
是绿莹莹的皮肤，但已不再有獠牙；圆圆的大
脑袋上长出两个小喇叭似的小肉耳朵，很是
滑稽。

美国电影公司“梦工厂”看上了这个形象
并把故事作了延伸，3''% 年推出旗下第一部
动画片《史瑞克》，并乘胜在 3''(年推出同名
音乐剧。这也标志着继迪士尼之后，美国音乐
剧这潭深水中又冒出了一条大鳄。

与迪士尼音乐剧的传统经典童话和当代
校园青春路线所不同的是，《史瑞克》用的是童
话体裁来解构童话的套路。“你从未读过这样
的书，但童话故事确实该更新了”（史瑞克唱
词）。公主可以变成魔兽，打嗝放屁也能传情达
意，身形巨大的母龙会对瘦小唠叨的驴子一见
钟情。要让人们相信这些，并不仅仅取决于编
创者的才能技巧，也要有社会意识形态的呼
应。上世纪 7'年代，在反战和民权运动中不再
相信童话的嬉皮士们为追求公义和理想而弄
出离家群居和大麻。而在财富膨胀精神流失的
当下，新一代开始崇尚环保低碳、众生平等和
“不结婚就是耍流氓”。人们需要新的童话。其
实，食人魔到史瑞克的演化，我们也可以在大
灰狼到灰太狼的蜕变中看到。在百度 89)上
数了一下，公然对怕老婆的灰太狼表达爱慕之
情的流行歌曲，已有 :首之多。
在解构更新的同时，音乐剧《史瑞克》也向

传统和前辈表示了敬意。不仅引用了古典作曲

家格里格的名曲《朝景》的旋律，公主与老鼠精
的那段踢踏舞显然是从百老汇经典《群舞演
员》的终场歌舞《;<$》中来的。皮诺曹、小飞侠、
女巫、三只小猪和三盲鼠等众多童话角色的戏
份，也比动画片中增加了很多。比较出彩的还
有矮子国王法夸和那条既会喷火也会飞眼儿
的母龙。在音乐上，古典、民谣、=>?、放克，乃
至更为古老的黑人福音歌等多种风格的混搭
也成了一种艺术态度的宣示。
又想起了正在网上爆红的父女版 8@《因

为爱情》。虽然老套且时常会被忘记。而一旦被
提起，我们还是愿意相信那种单纯到无需解释

的魔力，希望看到那种幸福的
模样。

! ! ! ! )月 %A日，牛牛从波士顿飞往利物浦，进
行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录音《李斯特：钢琴改
编曲》。仅两天，牛牛便完成全部曲目的录制，
B8C英国总部的专业录音团队对其赞不绝口。
录音在圣马利天使教堂，这是利物浦爱乐

乐团的大本营。第一首改编自圣桑《骷髅之
舞》，英国的钢琴调律使用的是欧洲标准音
::'DE，而不是牛牛惯用的 ::3DE，他并没有因
为调律的差别而感到不适，积极地与制作
人———B8C 古典部总裁安德鲁·科纳尔沟通F

反复尝试寻求最好的音色，将这首神秘、恐怖
的乐曲表现得淋漓尽致。
之后，舒伯特、瓦格纳、帕格尼尼等大师的

作品接踵而至。李斯特继承了克列门蒂、贝多
芬的动力性钢琴音乐传统，追求令人眩晕、炫
技性的钢琴演奏风格。辉煌的技巧、狂放的气
势以及他对歌剧与艺术歌曲的改编都令牛牛
陶醉。这张专辑录制的曲目均由 B8C总公司
精心挑选，杰出的作品及充满挑战性的技巧要
求都被牛牛超越年龄的纯熟能力完美展现，充
满个性的演绎令人赞叹不已。

原定三天的录音计划，牛牛用两天便完
成。安德鲁说整个录音过程结束后，脑海中还

是那动人心魄的音乐。他评价这是一份绝对高
水平的录音。牛牛也很开心，能在这座华丽的
大教堂，配合 B8C总部的专业录音及拍摄团
队录制新专辑。据悉，专辑的后期制作将在世

界唱片录音史上拥有顶级地位的伦敦 GHH$I

=!-J /0KJ+!进行。
牛牛于 %' 岁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牛

牛——莫扎特》，于次年在日本上市，成为日本
3''&年最高销量的古典唱片。3'%'年 A月，牛
牛的第二张专辑《肖邦练习曲》，是全球录制该
套曲目的最年轻钢琴家。

7月，牛牛在日本巡演 %)场，1月在台北
演出后，将于 3(日在汤沐海的指挥下，于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演出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
奏曲》。

:年前，%'岁的牛牛签约 B8C百代唱片公
司，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签约国际品牌专属古典
钢琴艺术家。如今，稚嫩的“天才少年钢琴家”
已出落成高瘦又白净的大男孩，与其年龄不相
符的成熟与稳重和他骨子里那份求新求变的
创新精神让人不敢相信他还只是一个 %:岁的
孩子。

!月 "#日起售票

! ! ! !孙梅庭钢琴独奏会 8月 5日 音
乐厅

上海爱乐乐团室内乐音乐会 9月
16日 大宁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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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乐会

7/10晚 东艺 雷内·伯曼与薛颖佳
大提琴、钢琴音乐会

7/12晚 东艺 英国威尔士BBC交
响乐团音乐会 指挥 蒂埃里·菲舍尔
7/12晚 城市剧院 敦煌国乐古筝比

赛颁奖音乐会
7/13晚 大宁剧院 南非纳尔逊·曼

德拉都市大学合唱团音乐会
7/14晚 贺绿汀音乐厅 少儿钢琴展

播秀决选音乐会
7/15晚 大剧院 上海国际钢琴大师

艺术周开幕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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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回国参赛 指挥台上比高低! ! ! !指挥之于乐团类似教练之于球队，日常
训练和临场调教至关重要，现场激情和瞬间
的奇思妙想都能创造奇迹。两者的成才之路
也同样艰辛。对于年轻指挥，临时救场、求拜
大师门下和参加比赛不失为出人头地的三条
捷径。若非如此，年轻指挥的出位也是难上加
难。因此，7月中旬在青岛举行的首届李德伦
全国指挥比赛格外引人瞩目。
国内指挥比赛并不多见。%&&)年文化部

在广州举行首届全国指挥比赛，名次揭晓后，
33岁的李心草获第一，3&岁的俞峰获第二，
3)岁的傅人长获第三。三位获奖者如今都名
声在外。李心草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常任指
挥和韩国釜山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俞峰是中
央歌剧院院长，傅人长在柏林和厦门的乐团
均有要职。

再早些年，没有比赛，只有选拔赛，也就
是音乐学院选送学生出国代表国家参赛。俞
峰、胡咏言和邵恩都是两次选拔赛的优胜者。

3'': 年，中国成立了指挥学会，并于
3''7年 %%月在深圳举办了全国性的指挥比
赛，也被称为“第二届全国指挥比赛”。夏小
汤、陈琳、焦阳、林大叶依次获第一到第四名。
其中林大叶和夏小汤是如今发展最为酣畅的
获奖选手。而俞峰从 %&&)年的获奖选手摇身
一变而为 3'':年的评委会主席。

今年的李德伦指挥比赛，焦阳和陈琳也都
报名参加了。焦阳现在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深造，一路闯关进入决赛，最终获第二名。第三
名由正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就读的景焕获得。
第一名空缺。另一位呼声很高的选手李昊冉目
前求学于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在决赛
中，他以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群情激昂
的第四乐章获得最为热烈的观众掌声，但最终
却被评委会“扫地出门”，仅获决赛证书。这个结

果让观众席普遍感到愤愤不平，也给“被出局”
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李昊冉的出局，想必他

自己也难以接受。公布名次后到第二天的颁奖
音乐会前，他便“人间蒸发”了，只留下那让人过
瘾的音乐。但一位评委在与笔者私下沟通时，
对李昊冉的评价是“失控，备感惋惜”。也许这是
对现场多数观众看法的一种过于冷静的解释。
面对李昊冉肖斯塔科维奇疾风骤雨般的音乐，

另两位决赛选手都选择了德彪西《牧神午后前
奏曲》，一首用音色和旋律勾勒光怪陆离童话世
界的乐队作品。这让人不由地想起 3'年前俞
峰与李心草的竞赛———俞峰的突然爆发同样
获得现场多数人的叫好，但最终却是稳重的李
心草夺魁。参加过这两次比赛的资深人士都觉
得历史的巧合不可思议。而今天，俞峰和李心草
都坐在评委席中。当然，最终人们记住的是指
挥，而忘却的是他们参加过的比赛。

! ! ! !德意志民族有着很深的哲
学渊源，作曲家贝多芬一生喜
爱哲学，尊崇自由平等博爱的
思想，年轻时还去波恩大学旁
听哲学课。演奏他的音乐，是应
该有一点德国古典哲学味道
的。贝多芬一生写了五部钢琴
协奏曲，还有一部《L大调钢琴
协奏曲》，改编自他的小提琴协
奏曲，通常不计在内。这张蓝光
碟记录的是 3''1 年德国鲁尔
钢琴节，巴伦博伊姆担任独奏
兼指挥，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
弦乐团合作，连续三个晚上演
绎《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的
盛况。演出在德国鲁尔区中部
城市波鸿举行，音乐厅的内部
装帧极具现代意识，仿佛一间
大型厂房，音响效果却极佳。巴
伦博伊姆与乐队的配合默契，
丝丝入扣，在钢琴与乐队之间
的对话中，不时碰擦出耀眼的
音乐火花，往往一曲奏毕，全场
观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真的
是好久没有看到如此精彩的演
出了。

和他的九部交响曲一样，
贝多芬的五部钢琴协奏曲也
闪耀着德国古典哲学和新兴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灿烂光
芒。铿锵有力的钢琴声中，人
们真切地感受到法国大革命
的弥漫硝烟。在乐坛闯荡了几

十年的巴伦博伊姆，在这方面的探索和
表现显得愈加老辣、功力深厚，他的演
绎大气磅礴，如史诗一般恢宏，一派纯
正的德国古典音乐风格。这是人性中的
至洁至纯。

写《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青年时代，
贝多芬也是一位“少年维特”。他写得朝
气蓬勃、诗意盎然。尤其是第二乐章：最
缓板，浪漫得像一首抒情诗。在演奏这些
优美宁静的乐句时，巴氏对触键十分讲
究，尽力使琴声更加洁净朴素、晶莹透
明，让人联想到恋人在皓月朗照、波光粼
粼的湖边携手徜徉的动人情景；肯普夫
曾说过：“世间所有钢琴协奏曲中，要数
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最美。”巴伦博
伊姆在弹这部杰作时，以十分真挚的情
感，进行异常精致的艺术处理，着力强调
其中不少乐句的歌唱性和抒情性，听来
简直是如沐春风、如闻天籁，强烈地抚
慰、净化人的心灵；至于笔者最爱的《第
五钢琴协奏曲》，巴氏的演绎自然是金戈
铁马，是巨澜狂涛，是风雷激荡，是灿烂
辉煌到了极致的金秋田野，而其中对速
度、节奏的把握又恰到好处，没有让音乐
变成“脱缰的野马”，张弛有度之中，彰显
出历史的沧桑和哲理的厚重。多看几遍
这张碟片，你会满怀欣喜地品赏到：巴氏
是怎样一边演奏钢琴，一边用自己的表
情、眼神和其他肢体语言，细致入微地，
有时疾如闪电般地，启发、暗示和严密掌
控着乐队，把贝多芬的这些经典演绎得
至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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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牛牛完成第三张录音专辑

史瑞克进入音乐剧 ! 陶 辛

" 李昊冉 " 景焕 " 焦阳

! ! ! !近读美国人奥斯卡·汤普森著《德彪西》，在
谈到俄罗斯作曲家时，德彪西特别提到了里姆
斯基2科萨科夫的《安塔尔》，称其为“纯粹的杰
作”。通常我们熟悉里姆斯基2科萨科夫的《西
班牙随想曲》《天方夜谭》，尤其后者，上演率高，
唱片也多。而《安塔尔》平时很少被提及。我正巧
有一张斯维特兰洛夫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
《安塔尔》，便取来听。

里姆斯基2科萨科夫的《安塔尔》是根据 7

世纪阿拉伯诗人安塔尔的传奇故事创作的，乐
曲描述安塔尔离开世俗世界，前往废墟帕米拉，
发誓诅咒曾背弃他的人。后来他在梦中见到帕
米拉女王、精灵娜莎，娜莎答应赐予安塔尔人生

最大的喜悦。安塔尔梦醒后，发现自己仍躺在废
墟。娜莎赐予安塔尔的，最初是复仇的喜悦，其
次是权利的喜悦，最后是爱的喜悦。最后安塔尔
怀抱这娜莎，两人相拥而死。
《安塔尔》有两个主题：安塔尔和娜莎。安塔

尔的主题为主（强），娜莎的主题为辅（弱）；更突
显的是，安塔尔的主题不仅统领全曲四个乐章，
而且丰富多变，形象鲜明，色彩绚丽。各种乐器
依次奏出安塔尔主题，旋律极为动听，显示了里
姆斯基2科萨科夫作为配器大师的卓越才华。
《安塔尔》另一大特色是巧妙地将独创性和

综合性融化于一体。我们会在其中隐约听到格林
卡、李斯特、巴拉基列夫的音调，但里姆斯基2科
萨科夫用东方音乐的元素将其“整合编制”，融而
化之，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音乐。
感谢德彪西，提醒我们不要疏忽《安塔尔》。

《安塔尔》! 任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