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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值郎朗 !"周岁之际，其首张肖邦作品独奏
专辑问世。
肖邦的作品，因其美感与表现力而为世人钟

爱，也一直是郎朗生活中的长久动力。“肖邦用世
界都能理解的音乐与外界沟通”，郎朗说：“我坚
信他是古典音乐杰出作曲家中的真正代表，他的
音乐能吸引每一个人”。

肖邦的作品陪伴郎朗经历了他音乐事业的
每一个阶段。他最初学习的曲目之一便是《辉煌
大圆舞曲：降 #大调第 $号》。$%%&年德国埃特

林根比赛及 '%%( 年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
中，郎朗凭借演奏肖邦夺魁。郎朗 '&岁时在北
京音乐厅独奏的肖邦叙事曲，更成为他日后赴
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加里·格拉夫曼的重
要因素。

郎朗的肖邦专辑录音曲目包括：')首练习
曲（*+,)(）、夜曲三首（降 #大调第 )号、-大调
第 '号和升 .小调第 '/号）、辉煌大圆舞曲（降
#大调第 '号）、纯朴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
（*+,))号）、圆舞曲（降 0大调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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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被疾病困扰很长时间的詹姆斯·列文计划
于明年 (月 '%日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
团在卡内基大厅演出。此外，在新演出季中，列
文还将在大都会歌剧院推出 !部歌剧。/%岁的

列文对于预期中的重返舞台喜形于色，称“这是
我的一个奇迹”。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历来被视为
歌剧界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列文在大都会任这
一职务长达 &1年，致使他几与林肯中心的喷泉
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前的石狮比美，成为纽约文
化界的一道风景线。去年 (月 '&日列文抱病指
挥瓦格纳《女武神》，夏天不慎摔倒后，脊骨严重
受伤，不得不谢绝原定的所有演出。明年 (月 '%

日的演出将是他阔别舞台两年后的首次亮相，
自然备受瞩目。
大都会给列文开出的节目单颇有分量：%场

新编制的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场威尔第
的歌剧《法斯塔夫》，(场贝尔格的《沃伊采克》和
第二轮回的《女人心》。除了歌剧，列文将在卡内
基大厅指挥三场音乐会。(月 '%日的“重返首
演”也在其内。

在接受采访时，列文谈到了自己的健康情

况。他说自己患“良性帕金森氏症”，最明显的
症状就是手部颤抖。他的脊骨受伤后导致无法
行走，所以这次复出他将坐轮椅指挥乐队。大
都会的技术员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可以升降
的指挥台供他在卡内基和大都会歌剧院演出。
列文说他极不情愿公开自己的帕金森氏症，担
心这种可怕的疾病会在公众心目中留下负面
的影响。但他显然是以坦诚来面对期盼他复出
的观众。

大都会歌剧院管理层在征得列文的同意
后，公布了长期为列文治疗的医生证词。医生认
为，经过康复治疗，列文上半身已恢复活力，他
的帕金森氏症的预后良好。今年 %月起，列文已
开始进大都会参加会议并对歌剧演员进行辅
导。他准备在今年的剩余时间内排演明年要上
演的三部歌剧。他称自己身负两项重任：身体康
复和履行大都会之职，而最终这将合并为一项
重任。

列文将重返大都会歌剧院
! 周炳揆

! ! ! !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而它的开幕大戏则是先声夺人，
形式新颖。一台音乐会，由四位重量级钢琴家演
奏四部协奏曲，他们是：奥克萨娜·雅布隆斯卡
娅、伊蒂儿·比芮、彼得·弗朗克尔和陈宏宽。

奥克萨娜·雅布隆斯卡娅是俄罗斯学派硕
果仅存的代表之一，以手型小、技巧准、气势足
著称，她首先上场演奏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
曲》，旋律流畅而富有歌唱性，第一乐章的华彩
段尤其精彩，随心所欲，精雕细琢。也许是刚开
场，乐队还没有进入状态，与雅布隆斯卡娅不是
最合拍，第二乐章特别明显，而这恰恰是最讲究
独奏与乐队配合的篇章。雅布隆斯卡娅凭借丰

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几乎是独挽狂澜地“挽
救”了第二乐章，并乘势进入第三乐章。

伊蒂儿·比芮是土耳其国宝级钢琴家，录制
过大量唱片，是拿索斯的台柱之一。七十多岁的
老太，气度不凡，气势十足，几乎以男性的风格，
大刀阔斧演奏拉赫玛尼洛夫的《帕格尼尼主题
狂想曲》，有时用劲太猛，技术稍微显得有些粗
糙，但整体的音乐感染力还是充满魅力的，这使
我联想起鲁宾斯坦的风格。

英国钢琴家彼得·弗朗克尔一派绅士风度，
看似不温不火，但内在修养丰厚，他演奏李斯特
《第二钢琴协奏曲》，洋溢着浪漫的诗意，琴声温
暖滋润，委婉动人，又不乏遒劲的张力。)"'"年

他曾以 2(岁的高龄，首次在上海举办独奏音乐
会，即赢得众口赞誉。此番再度亮相，琴声依然
如故，备感亲切。

压轴戏是陈宏宽演奏巴托克《第二钢琴
协奏曲》，陈宏宽在上海乐迷圈内已是常客，
几乎每年都要在上海开一场独奏音乐会。他
的曲目量宽泛：古典、浪漫、现代，现代中尤其
精通巴托克，他演奏的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
曲》，节奏、色调多变，狂放处激烈奔放，细腻
时窃窃私语，充满独到的戏剧性张力。乐队的
打击乐和铜管乐在曲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不知是乐队部分“色块”太厚，还是独奏者
的原因，感觉陈宏宽在与乐队抗衡时，琴声有
时显得不够明亮。

四位钢琴家同台献艺，既各展风采，又具竞
赛的氛围，真是一顿兴味盎然的钢琴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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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看到汉弗里格（34!
56789 :87;<=>76）的节目单
时，我就决定去现场聆听。
他以德彪西《意象集》第二
集开场，然后弹舒伯特《?
大调奏鸣曲》（0,@%&，这个
顺序后来被颠倒），下半场
是贝多芬的“槌子键琴”。
排出这种曲目，演奏者不
是实力派，就是天真到不
明白它们的分量。
舒伯特这首奏鸣曲可

说是：无明显高潮，无明显
技巧，无明显戏剧效果的
“三无杰作”；篇幅很长，约
&"分钟，需要有相当的集
中力，实在是不讨巧的作
品。然而，正是该作给我留
下最难忘的印象。

0,@%& 将舒伯特独有
的敏锐与幻想因素表现得
淋漓尽致，却并无任何炫技
的闪光点。因此公开演奏它
需要很大的勇气。它体现出
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的典型
困难，演奏家无论是维持那
种长气息的歌唱线条，还是把握原作
非常复杂而又内在的情感变化，都是
难上之难。0,@%&又是舒伯特进入最
后三首奏鸣曲（0,%(@———%/"）前的
关口，此时他对建立大型结构已得心
应手，虽然没有“最后三首”中的那种
流畅，而是“散”在其中，演奏者要磨
练到“形散神不散”的境界，绝对是给
自己出大难题。

汉弗里格的演奏显然很有想
法。第一乐章的开头通常被塑造为
梦幻般的意境，作曲家要求轻柔演
奏（在此里赫特或内田光子的演奏
都是音色控制的杰作）。而汉弗里格
却选择了相当庄严的音响，音色仿
佛钢琴本身一般玄黑，使得带有青
春伤感的第一主题被赋予一种深刻
的悲剧意味。音乐形象虽然庄严，钢
琴家的速度控制却是生动的，旋律
的展开始终自然，演奏者把握长线
条的功力层层叠叠地透发出来。他
的音色控制是一流的，在第二主题
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听者被引向敏
感与温馨的境界。
这个乐章的演奏证明了汉弗里

格的音乐修养。当两个主题多次重
复出现时，如果刻意去“做”什么来
保持新鲜感，或许就降低了品位。单
纯平铺直叙的演奏又变成无趣的
“絮絮叨叨”。钢琴家在主题每一次
重现时都弹出恰当的内容，从不刻
意求工，却让我感到这一“巨大难
点”已被漂亮地征服。我情不自禁地
享受他的胜利。“修养”绝非虚幻的
东西，它决定了钢琴家能否“活着”
走出这个乐章。
行板乐章中，不同段落的音乐

性格对比与转换很不错，钢琴家把
握左右手的精妙平衡也令我着迷，
左手有时若隐若现，却始终稳稳地
在那里。第三乐章中，汉弗里格弹首
尾两段真是得心应手，有气魄，有风
度，那种自由度来自深入的理解；对
美妙的中段多声部歌唱，他处理得
很简洁。舒伯特瞬息变化的情感在
末乐章体现最为充分，速度偏快，主
题的演奏特别有生气，两个插段亦
各得其所。更可贵的是他弹出了真
正的流畅：速度快，却不落细节，迷
宫式的情感变化被编织成完美的整
体。也正是在那样的流畅中，他将作
品尾声仿佛不愿意结束的情境刻画
得十分精湛。
欣赏这样的演奏真是享受。

! ! ! !说到《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爱乐者首先
想到的是德彪西的歌剧。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法国作家莫里斯·梅德林克（A8B6=C7 A87D76!

<=4CE）的原作剧本竟然催生了另三部器乐佳作。
它们分别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和芬兰作曲家西贝
柳斯的同名作品《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组曲》以
及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阿诺德·勋伯格的交
响音诗《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在纪念德彪西
诞辰 '("周年之际，笔者关注到这三部同名佳
作呈现的截然不同气质，或开阔无垠，或缠绵悱
恻，为音乐史上“同名异作”的典范。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剧情并不复杂，

讲的是王子葛洛进入山林，把一位生长于斯的
美丽姑娘梅丽桑德带进皇宫，可是梅丽桑德却
爱上了葛洛的异父兄弟佩利亚斯。在嫉妒与愤
怒之下，葛洛杀死了这对情侣，梅丽桑德却在临
终时产下了一个女儿。剧情戛然而止，留出许多
猜想空间。

德彪西的歌剧并没有强调整个剧情的连贯
性，而是将一个个场景剥离了出来，形成一个个
唯美的静态画面，这是对歌剧表现方式的一个
突破。而同为法国作曲家，弗雷的“组曲”更为短
小，以原作中的四个场景形成四个乐章：序曲、
纺织姑娘、西西里岛和梅丽桑德之死。其中序曲
的史诗色彩和终曲哀歌的浪漫主义元素尤为突
出，“纺织姑娘”中对于梅丽桑德在纺车旁劳作
的想象也很有趣。客观地说，弗雷的作曲技法与
结构相对松散、强调音响流动性与和声丰富色
彩的印象主义有着不小的差距，其旋律秉承古
典和浪漫风格，充满了诗人气质，与舒曼和舒伯

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对而言，勋伯格的音诗更接近马勒与理

查·施特劳斯的风格。作品也是四个乐章，按时
间顺序描绘了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命运。
但勋伯格在配器上注重管乐，如独奏单簧管和
长笛，乐曲中很多忧郁的主题都由它们带出。
而圆号等铜管乐器则成为了激烈场景的烘托。
有趣的是勋伯格和弗雷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
个圆号动机作为王子戈劳特进入山林前的预

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体而言，勋伯格所使
用的语汇更加现代，丝毫不介意用模糊、突兀
甚至诡异的音效表现原作中有着血腥味的谋
杀场景。作曲家回忆起 '%&%年的首演还心有
余悸：“当时观众和舆论界都因它爆发出了极
大的骚动”。

到了西贝柳斯手中，“佩利亚斯与梅丽桑
德”的主题就成为另外一番面貌。当第一声弦
乐合奏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芬
兰颂》及第二、第三交响曲。因为它们都具备了
开阔的音场和深邃的回响。在大提琴浑厚如男
低音的深情吟唱中，我们丝毫听不到德彪西及
弗雷作品中的精巧雅致，反而会感到这是一个
发生在冰天雪地的芬兰故事。九段乐曲都来自
剧中场景，具备了超出原作的戏剧感和强弱对
比，尤其是其中英国管醇厚柔和的音色勾勒梅
丽桑德的内向性格，独树一帜。后来西贝柳斯
将全曲改写成钢琴独奏版本，删去了第三段
“海岸边”。

F74D8GH47出品的汉斯·冯克指挥圣路易交
响乐团版 .0，囊括了弗雷与勋伯格的作品，提
供了让我们进行对比的机会。而西贝柳斯的《佩
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组曲》，有芬兰本土指挥家贝
尔格伦德率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的演绎，被收
录在 )I"2年 #AJ的小双张中。

计划明年 (月起上演 !部至少 )&场歌剧以及 !场音乐会

德彪西之外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 詹 湛

! 吴 同

索尼音乐为郎朗推出首张肖邦专辑

四位钢琴家 一台音乐会 ! 任海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