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比起往年，今年上海的音乐
会舞台上似乎铜管乐出奇地集
中。仅最近一个月内，便有“小号
帕格尼尼”之称的纳卡里亚科夫，
法国长笛家路易克·布朗以及闻
名欧洲的莱比锡铜管乐团相继在
本市音乐会上献技。紧接着，又有
三位小号演奏家将出现在东方交
响乐团 !"月 #$日的“金色小号”
音乐会上。

三位小号演奏家是意大利著
名小号演奏家、贝里尼歌剧院小
号首席 %&'())*&+' %&,-&(+'、意大
利国家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小号首
席 .+/01( 2'+(-/'以及我国青年
小号演奏家姚天浩。而他们演奏
的作品是两首著名的小号协奏
曲：胡梅尔《降 3大调小号协奏
曲》、维瓦尔第《4 大调双小号协
奏曲》。

小号在铜管乐器中具有非凡
的表现力，常负责旋律部分或高
亢节奏的演奏，也是铜管乐器家
族中音域最高的声部，高音嘹亮
抒情。加上弱音器则音色神秘悠
远。在巴洛克时期以及古典主义
时期，许多作曲家为小号写了不
少优秀作品。

胡梅尔是与海顿、莫扎特同
时期的奥地利作曲家5同时也是出
色的钢琴演奏家、指挥家以及音
乐教授，其《降 3大调小号协奏
曲》与大名鼎鼎的海顿小号协奏
曲相比毫不逊色，充满着古典主
义时期特有的明朗、幽默以及优
美气质。

在维瓦尔第的作品中，即使
纯器乐作品也与宗教有着潜移默
化的联系，这首协奏曲便带有明
显的宗教意境。在《4大调双小号

协奏曲》中，维瓦尔第不仅将小号
的金色声音示人，还让小号以充
满自由的演奏展示出令人神迷的
激情。

下半场曲目是享誉世界的中
国作曲家陈其钢（见图）代表作
《蝶恋花》。陈其钢刚刚经历了丧
子之痛，但在接到许忠的邀请后
还是决定来上海。作为 #"世纪法
国作曲大师梅西安的弟子，陈其
钢在其作品中能将中国的传统元
素融合于西方现代作曲之中，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是当今少
数几个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极为活
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蝶恋花》
曾获格莱美“最佳古典现代作品
奖”，梅西安对《蝶恋花》的评价
是：“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创造和极
高的才能，是中国音乐家的思维
方式与欧洲音乐构思的完美融
合。”此次《蝶恋花》演出的班底是
陈其钢的原套班底，从女高音、青
衣到筝、琵琶的演奏都是国内的
知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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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举办过音响展的
场馆，以上海展览中心最
为人津津乐道。这里的展
厅都是规整的四边形，很
高，良好的声学条件有利
于音响器材的充分发挥。
然而自本世纪初起，上海
历史最久的音响展转移到
浦东后，上海展览中心就
再也没有举办过音响展。
不在展览中心举办的音响
展，在老观众心目中总是
少了些滋味。

由中国图书进出口上
海公司主办的 #"!# 上海
国际音响大展今年将回到
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市
及华东地区的音乐音响爱
好者们又可以在熟悉的地
方聆听来自全世界的高级
音响器材了。

中图上海公司承办的
这个音响展今年已经是第
四届了，虽然国内外经济
形式依然严峻，但本届音
响展的参展商数量比前三
届仍有所增加。香港大昌
行、乐燊贸易、上海煜朗、
珠海丽磁等都是首度参
展。

大昌行是香港老牌的
音响贸易商，代理的十几
个家用音响品牌中最著名
的就数 6.7789（天朗）、
.44:;<.=3 （金嗓子）、
3=863>?4（第一极品）、
4<.>?8（卓丽），号称“四
大天王”。笔者曾在今年香

港高级视听展上看到过天
朗旗舰 @&+/'A >'B(-的最
新概念版产品，不知上海
的发烧友此次是否有幸一
睹尊容。另外，大昌行代理
的 C'+DE10（魔声）耳机在近
两年几乎带起了全世界的
随身音响热潮，这次陌生
的耳机新品肯定也会在展
览会上出现。

同样来自香港的乐燊
贸易在内地的产品推广比
较低调，但 @01--（奇力），F>
6(+D0'E'0 （盘王），(,/&'!
G*BD&)（飞星），=,+H&01（骄
阳）这样的实力品牌却是
遐迩闻名。其中最能令内
地发烧友大开眼界的当数
德国盘王的高级 I;唱盘。
盘王的唱盘不仅外观霸
气，其妙想天开的技术创
造还被不少著名的发烧级
唱盘公司所借鉴，可见其
技术实力非同一般。
这次展览中携模拟 I;

唱盘参展的公司不仅只是
乐燊一家，主办单位为了
能让音乐爱好者有充分的
机会欣赏到这些平时难得
一见的高级唱盘，特地安
排了专门的 I;演示专场，
并邀请本地著名音乐人进
行现场交流。届时发烧友
也可以带上自己心爱的 I;

唱片，亲身到现场体会一
下自己熟悉的作品在高级
器材上重播究竟有何不
同。

! ! ! !在爵士乐中，低音贝
斯这件乐器看似不惹眼，
但却时时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一方面它在低音声
部里稳定着节奏，另一方
面它以独特低沉的拨弦或
拉奏，在较为安静的段落
里扮演着宁静低语者的角
色。在爵士乐历史上，说到
贝斯手，两个人是无法忽
略的，那就是查尔斯·明戈
斯（4*(0-1D C&+J,D）与雷·
布朗（>(B 20'K+）。

当雷·布朗用那温暖
质朴、跃动感十足、甚至有
些慵懒随意的拨弦打动了
一代又一代爵士迷的时
候，查尔斯·明戈斯仿佛把
贝斯改造成手底下的一样
独奏乐器，它不再是什么
提供节奏的配角，而一跃
成为咄咄逼人、音色洪亮
苍劲的主角。
可是，朗恩·卡特（>'+

4(0E10）与这两位都不一
样。这位美国大个子天生
具备与众不同的细腻感和优雅。如
果您有幸听过他的现场演奏，一定
会惊讶于他的“安静”———所谓的安
静并非是一言不发，而是对每一缕
细小声音的精雕细琢，比如在贝斯
独奏乐曲《L&--'K K11G H'0 A1》中，
实在地讲，只有当听众保持彻底的
安静，同时心如止水的时候，才可以
充分地领略他指下精妙多变的低音
旋律。而朗恩·卡特此刻的面部表
情，则闭目凝息，几乎与贝斯融为一
体，那股虔诚劲儿直让人联想到教
堂做弥撒时向天主感恩的信徒。
在泰德·吉奥亚所著的《爵士乐

的历史》一书中，在讲述小号大师迈
尔斯·戴维斯时，特地为这位作配角
的贝斯手留出大段篇幅，讲述了他
七岁时因为肤色关系从大提琴演奏
转行到爵士低音贝斯上的经历。而
专题论述波普音乐的《波普和它的
乐手们》（托马斯·奥文斯著）更是在
全书中多次提到了朗恩·卡特的名
字。其中我们能见到这样的赞誉：
“早在卡特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
候，他就没有效仿大部分爵士贝斯
手在大提琴上的演奏习惯———不是
四根弦 3M.NON%，而是按照标准大
提琴的 4NON%N.演奏，卡特征服
观众的本领恰恰是他那深厚的古典
乐器基础，尽管融合爵士流行之后
卡特也玩过一段时间电贝斯。”

朗恩·卡特最具代表性的唱片
应该是与赫比·汉考克合作的
《6*&0/ ;-(+1》（8F4）。他在这里展现
出了贝斯拨弦艺术之炉火纯青的顶
峰———滑音、颤音、双音（包括平行
八度）、泛音、极低极低的深沉和弦，
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最低一根 3

弦绵绵不绝的震动感———仿佛周围
的空气也随之一起颤抖。朗恩·卡特
惊人的手指技艺可见一斑。

! ! ! !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
之祭》在巴黎首演时曾发生骚乱，
这是时下很多乐迷都知道的乐坛
掌故。这场发生在 !P!Q年 R月的
爆炸性事件为这部名作增添了传
奇色彩：当时，香榭丽舍剧院内噪
音四起，观众斗殴，警察入场，致使
斯氏不得不逃出剧院。

但真实的原因是，骚乱的起因
并不是《春之祭》的音乐，而是它的
舞蹈。当时享有盛名的舞蹈演员尼
金斯基设计的舞蹈，是一种类似今
天的顿足爵士舞。演员身披粗麻
袋，步履蹒跚地登场，对于习惯于
欣赏《天鹅湖》，迷恋于舞蹈演员的
短裙缓缓地一起一伏的巴黎观众
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

对于斯氏本人，这无疑是“城
楼失火，殃及池鱼”，自己的职业生
涯眼看几近终结。一年后的 !P!S

年 S月，斯氏终于时来运转。法国
指挥家皮埃尔·蒙特在一场音乐会
上首演了《春之祭》———舞台上没
有舞蹈只有音乐的《春之祭》结果
大获成功，蒙特称那晚是“斯特拉
文斯基之夜”。《春之祭》作为音乐
会作品，摆脱了芭蕾舞剧的负面影
响，斯氏当然高兴异常。他称这部
作品是抽象的，纯真的，有结构但
不是叙事性的。

!P#P年，斯氏的提携者———俄

罗斯舞蹈团主持人佳吉列夫称《伦
敦时报》有一篇匿名的评论文章写
道：“《春之祭》在 #"世纪音乐界的
地位等同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在 !P世纪的地位。”音乐学家研究
后发现，《伦敦时报》的匿名评论文
章发表于“蒙特音乐会”的次日，原
意是：《春之祭》绝对是一部芭蕾舞
剧，我们确信它在 #"世纪将发挥
重大的影响，就像贝多芬的《合唱
交响曲》在 !P世纪的影响一样。显
然佳吉列夫对原话的理解有误。也

有评论家认为佳吉列夫是故意将
错就错，以一种道听途说的表达方
式来推崇《春之祭》。

但是一场“春”和“贝九”的比
较由此被闹得沸沸扬扬。首先，两
部杰作都有口实：《春之祭》曾引发
了音乐史上少见的骚乱；而“贝九”
呢，由于太成功了，后世作曲家高
山仰止，感慨不可逾越，心理阴影
挥之不去。斯氏晚年有一位助手叫
罗伯特·克拉夫特的认为两部作品
都是划时代的不朽之作，但他又认

为《春之祭》似应略胜一筹，因为它
的长度仅为“贝九”的一半，足见其
能量之大。

也有人认为两部作品无法相
提并论，《春之祭》根本不具备“欢
乐颂”中体现的人类皆兄弟的精
神。你能想象伯恩斯坦 !P$P年在
“柏林墙”倒塌之际演奏“春”吗？
同样，挺“春”的人会反唇相讥：
“纳粋”党徒 !PS# 年庆祝希特勒
的生日，富特文格勒也不至于演
“春”吧！

今天的观众对两部作品的喜
爱程度，是对这场争论最好的总
结。#""T年秋天在意大利都灵，斯
卡拉歌剧院乐队和合唱团在冬季
奥运会的冰球场演出“贝九”，万
余观众端坐纹丝不动，乐曲结束
时长时间地向乐队和歌唱家欢
呼，直至深夜。#"!"年 R月 $日，
迪图瓦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
“春”，庆祝上海世博会开幕，全场
观众忘情地欢呼，沉浸在欣赏音
乐的快乐中。

今天，纪念《春之祭》问世 !""

周年的活动已拉开序幕，今年 P

月，“纽约爱乐”、“洛杉矶爱乐”都
将举行纪念演出，而明年 R 月，
“春”将回归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演
出，纪念音乐史上这次重大事件的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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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小号吹奏巴洛克名作

!"月 #日起售票

鲍里斯!贝尔曼钢琴独奏会 11月22日
安东!克迪钢琴独奏会 11月16日
陈宏宽钢琴独奏会 11月15日
彼得!弗朗克尔钢琴独奏会 11月14日
奥克萨娜!雅布隆斯卡娅钢琴独奏会 11月13日
地点：贺绿汀音乐厅
订票热线"$%&'((

! 吴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