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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新年音乐会展开“三国演义”
! 刘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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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音乐会 1月27日 上海音乐厅
黄蒙拉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3月 3

日 上海音乐厅
订票热线!"#$%&&

! ! ! !岁末年初，本地乐迷从电视上连续欣赏
到三台世界级“新年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乐
团、柏林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
有意思的是，三支乐团由于在曲目安排上的
不同特色，令众多乐迷互相比评，竟成为辞旧
迎新之际的一道音乐大餐。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作为最早打入国内市

场的贺岁节目，虽然至今保持以施特劳斯家
族舞曲为主打的传统，但在进入 !"世纪后，
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开始出现在新年音乐会的
曲目单上———勃拉姆斯、海顿、伦拜、李斯特、
柴可夫斯基、瓦格纳、威尔第等多张“新面孔”
登陆金色大厅。当然，施特劳斯家族的主导地
位并未因上述“客人”的到来而有所动摇，以
进行曲、舞曲为主的大政方针也坚定不移。但
部分喜新厌旧的乐迷难免会别情转移，转向
“没有固定套路”的柏林新年音乐会，认为那
里“更有看头”。

但从去年开始，西蒙·拉特决定为一直
“没有固定套路”的乐团新年音乐会明确一个
主题———交响舞曲，并每年邀请一位独奏
（唱）名家登台。!#""年是俄罗斯钢琴家基

辛，!#"!年是意大利歌唱家芭托丽。
从没有固定套路到明确舞曲主题，拉特

与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个决定包含两层用意：
一方面，在辞旧迎新之际，多数听众希望轻
松、欢快的音乐，而舞曲恰恰符合这个要求，
属于“群众喜闻乐见”之类；另一方面，明确的
主题和形式，让乐迷拥有一个可供遐想、议论
的期待空间。拉特和柏林爱乐乐团所看重的
这两点，恰恰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宝贵经
验，即便每年都有抱怨和批评，但媒体和乐迷
对其关注度却始终不减；柏林同行显然希望
从中加以借鉴，从而在新年音乐会的餐桌上
分一杯羹。但据行家分析，促使柏林爱乐下决
心对新年音乐会进行变革的动力并非来自维
也纳，而是德累斯顿，时间是 !#"#年 "!月
$"日的音乐会。

!#"#年除夕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森
珀歌剧院首度执棒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他
为这一年的贺岁演出安排了莱哈尔的《风流
寡妇》，并决意将“音乐会版轻歌剧”确立为这
台演出的固定形式和主题，德国电视二台现
场直播了这场演出。而几乎在同时，德国电视

一台也直播了由杜达梅尔指挥的柏林爱乐乐
团的新年音乐会。根据事后的收视率调查，德
累斯顿的收视观众有 "%&万，而柏林的收视
观众是 ""'万。由于两场音乐会的时间段基
本重叠，受欢迎程度立见高下。

继莱哈尔之旅大败柏林之后，这次蒂勒
曼又锁定另一位轻歌剧大师卡尔曼，节目则
包括歌剧序曲、独唱、重唱和舞曲等。“声情
并茂”显然是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最鲜明的
特点，歌唱家、合唱团与交响乐团紧密合作、
交相辉映，加上森珀歌剧院的豪华内饰与耀
眼的灯光，整台演出给人以视觉、听觉的双
重享受。

三台新年音乐会各具特色，但他们又
都拥有各自的固定返场压轴曲———维也纳
的《蓝色多瑙河》和《拉德茨基进行曲》早已
妇孺皆知，而柏林则选择了勃拉姆斯的《匈
牙利舞曲第一号》，德累斯顿在小约翰·施
特劳斯浩如烟海的舞曲中选择了一首适合
自己的《易北河畔圆舞曲》。易北河从德累
斯顿穿城而过，是世代德累斯顿人赖以生
存的河流。

! ! ! !想起一部十几年前看过的老电
影《红色小提琴》（()* +*, -./0.1），
主角之一是在修道院里拉小提琴的
神童，当年扮演这个角色的金发小
演员克里斯多夫·昆茨（2)3.45/6)

7/189）只有 "#岁，如今已是一名成
熟的小提琴家。在 !#"!年扬颂斯指
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 岁的
昆茨已是维也纳爱乐的第二小提琴
首席，出现在金色大厅的舞台上。

昆茨幼年便显示音乐天赋，:岁启
蒙学琴，六岁起随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
术大学的教授学习。银幕上的成功，并
没有改变他对音乐的初衷，而是一步一
个脚印继续向前走。"!岁时，昆茨和迪
图瓦棒下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有过合
作，后进入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和
格拉茨艺术大学。昆茨与圣马丁乐团和
欧盟室内乐团曾到北美，澳洲和亚洲等
地演出，还组建了“昆茨三重奏”并获得
欧洲青年音乐大奖。与此同时，他抓紧
时机地向巴伦波伊姆请教室内乐，跟哈
丁学习指挥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修养。
!##;年他考入维也纳爱乐，三年后成
为二提首席，乐团提供他一把意大利制
琴家伽里亚诺（<.=4*66* <>?0.>1/）
"&%!年制作的小提琴。

大卫·嘉雷特（@>A., <>33*55，上
图）有着不同的艺术人生。他 &岁登台，"!岁成
为小提琴大师依达·亨德尔（B,> C>*1,*0）的高
足，十三岁就在阿巴多指挥下录制了莫扎特的
小提琴协奏曲，还和众多的著名乐团和指挥
大师合作，是 @<公司最年轻的签约艺术家。
德国总统特许将一把斯特拉迪瓦利名琴无偿
借与他使用。然而，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不久，就因严重旷课被院方除名。嘉雷特曾以
惊人速度演奏“野蜂飞舞”打破吉尼斯世界纪
录，而后摇身一变成为模特，现身在阿玛尼的
秀场上。三年前这位小提琴型男卷土重来，把
流行，摇滚和古典融为一体奏响“摇滚交响
曲”，这个专辑在美国推出的第一天就登上亚
马逊销量榜首位。音乐经纪公司把他包装成
桀骜不驯的跨界乐手，童年时那清秀无垢的
形象，早已荡然无存。他的演奏也转了向，形式
多于内涵。如今又投身影视圈，在即将推出的影
片《鬼才琴师》（()* @*A.0D4 -./0.1.45）中饰演帕
加尼尼。"&岁时就录制过“!:首随想曲”，无论
气度还是琴技，嘉雷特与饰演的角色之间确有
不少相似之处。

两位德奥神童都是 ;#后，前者虽从娱乐
圈出道，仍坚守古典音乐阵地；后者有深厚传统
基础，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时尚和跨界。生命之
精彩，在于无限的可能，也使人眼花缭乱。
如何看待他俩的人生轨迹？有些爱乐朋

友直言不讳地说，对以外貌和姿态来博取眼
球的音乐家不抱好感，再说知道嘉雷特的人
未必是乐迷，更不了解他正统派的根底。不过
再想想，把音乐作为职业肯定是一条非常狭窄
的路。即使是神童，长大后会蜕变成什么样，又
有谁知道？原先是学校、老师和家长眼里的乖
巧天才，一夜之间的叛逆，要走流行，摇滚和退
学的路子；这样的事，也时有所闻。孩童们在成
长过程中都面临自我重新定位，表面上看向何
处发展是个人的选择，然而最终走什么样的
路，都不是偶然的结果。窃以为，如以艺术为标
准，认同前者；如以个人价值为目标，倾向后
者。爱乐的朋友，你更认同谁呢？

! ! ! !由《音乐爱好者》杂志和 7EFGGB7HI音
乐资讯中心联合主办的上海 !#""J"!古典音
乐演出季评选于昨日揭晓。这一自 !##%年举
办至今的评选活动旨在甄选过去一个演出季
中在上海发生的最具亮点和传世的古典音乐
类演出、事件或活动，今年是第六届。
五位乐评人从 !#""K"!演出季在本市各

主要演出场所举行的 $;#场有案可查并公开
售票的演出中选出 "#场（套）令人难忘的音
乐会（歌剧）演出，列为“十大音乐会”。据向评
委了解，上选的标准仅限于艺术家临场表现，
与他们的名气毫无关系，十场音乐会均来自
海外。据评委介绍，本土演出团体无论在曲目
选择、演出质量还是推广力度上都与海外来

团差距颇大，不免落选“十大音乐会”。在候选
名单中，首次在外滩老码头举办的夏季城市
音乐周采用免费索票方式入场，与隔岸相望
的上海交响乐团 IBGF夏季音乐周形成擂台
局面。但两者本次均未有所斩获，或与国际乐
坛大牌抢滩上海演出市场不无关系。
除“十大音乐会”外，本届评选还以六个荣

誉性称号对在创意、形式和影响力方面有所表
现的节目给以嘉奖。在辰山植物园举行的草地
交响音乐会获“特别演出”称号；上海大剧院首
度推出的高清歌剧转播系列获“创新活动”称
号；东艺“未来大师”坚守五年，以性价比瞩目，
本季尤以钢琴家孙梅庭用四个星期的八场音
乐会完成了 $!首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展
现出惊人的毅力和艺术追求，以此获“年度音
乐会”称号；索尔蒂指挥大赛桂冠加身的年轻
指挥家林大叶以他的“东艺”首秀夺得“年度青
年指挥家”称号；年过八旬的长笛演奏家格拉
夫与上海爱乐乐团的合作中既演奏又指挥，挑
战极限，被评委委以“年度感人音乐会”。
五位评委在商讨本届评选名单时，对音

乐家和演出团体借助社交网络所做的新招迭
出的推广和分享印象深刻。经过商议，他们拟
将在下届评选中，对音乐家或演出在微博上
的各种奇思妙想予和大胆创新以充分关注和
必要认可。

$'()*"*+ 上海大剧院 松本音乐节斋藤纪念乐团 指挥皮埃尔"瓦莱#巴托克!

$蓝胡子公爵的城堡%

$'!!*!'*$+ 东艺 斯图加特国际巴赫学院&指挥赫尔穆特"里霖&巴赫专场

$'!!*!!*% 东艺 瑞士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指挥大卫"津曼

$'!!*!!*!% 上海大剧院 柏林爱乐乐团&指挥西蒙"拉特尔

$'!!*!!*$, 音乐厅 皮埃尔*劳伦"艾玛尔钢琴独奏音乐会

$')$*$*$" 音乐厅 博比"麦克费林

$')$*%*-., 上海大剧院 伦敦交响乐团&指挥 瓦莱里"捷杰耶夫

$')$*%*& 东艺 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丹尼尔"哈丁指挥

$')$*%*" 上海音乐厅 德国弗莱堡巴洛克管弦乐团巴赫专场

$')$*/*)$ 上海音乐厅 女中音伊丽莎白"库尔曼与艾玛科德韦恩四重奏

第六届古典音乐乐季评选揭晓
! 吴 同

波兰纪念两位音乐家百年诞辰
! 詹 湛

! ! ! !进入 !#"$年，正当全球音乐界都在纷纷
纪念瓦格纳和威尔第 !##周年诞辰的时候，
波兰音乐界对两位已故音乐家的百年诞辰展
开了纪念活动。或许他俩的名字并不被我国
乐迷所熟知，但其造诣和贡献都已获得国际
乐坛的认可，在音乐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波兰
印记”。
一位是 "'"$年 "月 !L日出生的波兰作

曲家卢托斯瓦夫斯基（M.5/0, E=5/40>N4O.，右
图），他在 !#世纪的欧洲音乐界可谓宗师级
人物，尤其在人生的最后 $#年间在波兰获得
极高的声望。卢托斯瓦夫斯基的作品包括四
部交响曲、一部弦乐四重奏、几部器乐协奏曲
和一些交响组歌。
年轻时卢托斯瓦夫斯基在华沙学习钢琴

和作曲，他的早期作品浸润着波兰民间音乐
的独特韵味。上世纪 L#年代后期，卢托斯瓦夫
斯基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化语汇，通过许许
多多小的音程组组建出了一种宏观的和声效
果，同时，他也会采用任意音乐中的一些要素，
将音乐中的几个重要元素如节奏、力度随机
组合。二战期间，卢托斯瓦夫斯基逃离德军的
控制，在华沙的酒吧弹钢琴谋生，在纳粹禁止
波兰作曲家作品（包括肖邦）的时期仍然坚持
演奏波兰本土音乐。战后受苏联控制的波兰
政府以形式主义名义禁演他的《第一交响
曲》，而作曲家认为不公正，坚持自己的艺术
追求。卢托斯瓦夫斯基的第二交响曲和献给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他赢得国
际声誉的开端。到上世纪 ;#年代，他支持“团
结工会运动”，目的是抵抗苏联的控制。卢托斯
瓦夫斯基的晚期风格从中期的高度复杂化，转
变得更为简约清晰，回归了传统的协调感，这
在他的第四交响曲和室内乐作品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卢托斯瓦夫斯

基被授予了象征波兰最高荣誉的白鹰勋章。
第二位波兰音乐家是和卢托斯瓦夫斯基

几乎同龄的莱伯维茨（+*1! E*.P/N.59，左
图），但生命轨迹完全不同。他虽然出生在华
沙，双亲其实都是法国人。在上世纪 $#年代，
莱伯维茨曾在巴黎学习作曲，是拉威尔的学
生，并第一次接触到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于
是追随勋伯格的弟子韦伯恩。"':&年，莱伯
维茨在巴黎建立的国际室内音乐节就是新维
也纳乐派被法国接纳的第一个平台。二战后，

莱伯维茨在巴黎担任音乐教师，出版了关于
勋伯格的不少研究著作，就此成为全世界专
业研究十二音技法的最早专家之一。作为一
位指挥家，莱伯维茨在巴黎曾是皮埃尔·蒙都
的助手，留下了最早的、依照原始节拍记号而
演奏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等一系列录音，所
受影响主要来自著名小提琴家科利什。莱伯
维茨一生留下了近百部作品，其中弦乐四重
奏和室内乐奏鸣曲占据了主要地位，可惜今
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它们了。

$'))*$')$演出季入围'十大音乐会(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