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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音响 /星期天夜光杯

! ! ! !一个英国作曲家，写一部音乐
剧，首演定在新加坡，却先来到中
国，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部音乐剧的题材发生在

中国大陆。他想了解中国大陆的民
风，也想了解大陆民谣。

我们或许不清楚英国当代有
哪些著名作曲家，但这位马丁·科
什（!"#$%& '()*）在音乐剧世界却
是鼎鼎大名：他在《舞出我天地》中
的编曲赢得剧评人奖和托尼奖；因
《妈妈咪呀》被提名托尼奖；作为
《妈妈咪呀》专辑的制作者，他与他
的同事被提名格莱美奖；在《芝加
哥》《班战斯的海盗》《男朋友》《富
丽秀》《悲惨世界》《西贡小姐》中他
是音乐总监；他编曲的音乐剧作品
还有许许多多，并在很多评选中获
得最佳音乐剧奖，如奥利弗奖、伦
敦标准晚报奖、影评人协会奖和
+*"$’, -& .$"/0奖。他的音乐制
作公司 '()*"&1 2%34%& 可以囊括
从原创作曲编曲到录音混音在内
的全方位的音乐制作。真是硕果累

累，声名远扬。
而更因为这次他写的，是之前

已经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的影片
《叶问》的同名音乐剧。既然影片《叶
问》和咏春拳已经有了那么好的基
础，那么他认为自己写音乐时更应
该慎重，毕竟音乐剧中的音乐是最
重要的，他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他来
到中国大陆，两周时间内，遍访上

海、北京的音乐界。
在上海，马丁参观了上海音乐

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了解中国民
乐创作演奏现状以及各大流派的流
行音乐等，领略中国音乐的特殊魅
力，为创作积蓄能量。在访问中他和
中国的音乐剧专家、作曲家、剧院领
导建立初步联系，互通有无。他还访
问演出团体，观赏精品演出，和中国

音乐剧人才面对面，还去了二胡演
奏家马晓晖的工作室。马晓晖演奏
的很多二胡名段让他很感兴趣。他
还对古筝非常喜欢，与演奏家交流
了一些演奏技法以及乐器来源和历
史。他说：“这次的中国之行，我希望
尽可能地百分之百用到。当然我也
不期望仅仅只通过两周的时间来完
全吸收中国文化及音乐。这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我会再来……”
马丁说：“《叶问》是以中国元素

为基调的音乐剧作品，应该有浓重
的中国风味融合其中，这也是我想
在这里尽量多感受的原因。我并不
希望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西方人的中
国作品，我更想做的是东西方音乐
的融合。但音乐剧的音乐创作应该
尽最大可能为故事服务。”
事实上在《西贡小姐》的创作过

程中5 马丁已经对亚洲的乐器有了
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但他觉得对于
《叶问》来说是不够的。他在听了马
晓晖的琴声后，觉得很新，却又完全
能够明白这音乐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上海的时候，他不断地听，不断
地思考，也不断地在内心与自己较
劲：“我希望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
原创作品，我不会去复制任何人。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部作品将会
带有中国风味，与此同时，我更需
要重视的是，尽管这是一部以中国
故事为背景的音乐剧，但是我们面
向的是全球的观众，而不仅仅只是
中国的观众。”

音乐剧《叶问》制作人王红明
对这部音乐剧充满信心，在谈到音
乐剧与电影的区别时，王红明说：
“音乐剧更加注重故事性和人物情
感。爱情元素会比较占篇幅，功夫
的比例也会占据 678左右。”为了
这 978，王红明特地邀请叶问之
子叶正作首席指导，整部作品在保
持原有故事的真实性上，会添加更
多的艺术元素，使故事更加完整，
更具可看性。

在介绍音乐剧创作的进程时，
王红明说，目前音乐剧的创作已经
完成了一部分，其余的也正在进行
当中。包括这次马丁的访问中国，其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完善接下来的
写作部分。现在电影已经上映了那
么多，之前的《叶问 :》《叶问 9》《叶
问前传》，前一阵趁《叶问 ;<》上映
契机，在香港的媒体见面会上，反响
很热烈。大家都支持搞音乐剧，让我
们信心倍增。

! ! ! !布伦德尔与霍罗维茨是两种
不同脾性的钢琴家。布伦德尔是不
喜欢霍罗维茨那种菜单式的节目
安排模式的。他说：“音乐会的节目
安排也会发生变化，但那种像菜单
式的音乐会独奏演出早已在很大
程度上被人们放弃。”

他认为，可以考虑另一种编排
模式，就是按照作品的年代来排列。
这种“历史展示式”的节目通常从斯
卡拉蒂或巴赫开始，经由古典作品
到浪漫派，最后以一首华丽而能博
得满堂彩的乐曲作为结束。曾经有
数以万计的音乐会是以这种模式进
行的，现在仍然非常流行（音乐学院
的毕业生音乐会也时常沿用这个模
式）。这一模式的好处，是让听众的

欣赏过程循序渐进，因为钢琴艺术
的发展，尤其是其和声与织体方面，
大体来说是由简而繁。前几年默里·
普拉亚来华演出，依然是这种模式：
开场是巴赫的第一组帕蒂塔，然后
是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奏鸣曲；休息
之后是肖邦的作品。设想如果他将
节目次序逆向安排，以肖邦开场，而
结束在巴赫，会是怎样一种效果？

布伦德尔认为他自己可以接
受这种模式，但两首连续的乐曲不
能是同一个调性。因为唯有不同的
调性才可以刺激听众的注意力。据
此理由，他不同意施纳贝尔的这种
做法———施纳贝尔曾经在一场音乐
会中连续演奏了莫扎特的 =小调幻
想曲 '>?7与 =小调奏鸣曲 '>7?。
“实际上，它们放在同一卷奏鸣曲集
中出版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说，
“它们是各自独立的经典作品；而放
在一起，它们则互相抵消。”

这让我想起，在一次国际比赛
中，一位很有进取心的年轻选手在
半决赛中的曲目，是两首同为降 @

大调的庞然大物：贝多芬奏鸣曲作

品 :AB 与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奏
鸣曲。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编排虽
然没有让两首乐曲互相抵消，但是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演奏中，聆听同
一调性的乐曲毕竟比较疲劳。或许
那位选手看到过史兰倩丝卡在《指
尖下的音乐》一书中的这段话：“有
的时候，在同一个调或是关系调上
安排两种风格对比度的音乐，也是
很吸引人的。例如在同一个调上弹
一首夜曲，再接着弹一首练习曲，
就好像把一朵淡蓝色的花放在一
朵深蓝色的花旁边，它们互相凸显
了对方的色调与明暗度。”

可是史兰倩丝卡却质疑那种
“历史展示式”的节目编排方式，
“似乎它已经成为一种成规”。她担
心，如果“不创造新的模式的结果，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听到
最后一场钢琴独奏会。这个时代，人
们已经可以从收音机及唱片中听到
无数美好的音乐。除非某一场独奏
会深具个人魅力，否则便不再有从
舒适的家中赶往音乐厅的必要了。”
因此她坚信，“唯有真正吸引人的曲

目，通过精心有品位的设计，呈现丰
富多变的色彩、内涵与新鲜度，才
能将疲累工作后的人们，从家中柔
软的座椅中吸引进音乐厅。”

她的话是半个世纪以前说的，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情形更
加不同。音乐会的高清录像、视频
与网络的各种资料愈发丰富，而且
获取简便。因此目前的音乐会面临
更大的挑战。

就节目单的编排而言，听众会
有不同的态度。像波里尼那样等级
的大腕钢琴家，如果去一个地方演
出，人们会争先恐后去听，不管他
弹什么曲目。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
他弹什么，而是他会怎样弹。但像
他那样有票房号召力的钢琴家毕竟
不多。因此在节目单上多费些心思
格外重要。选择曲目的过程本身就
是非同凡响的艺术。它应该既能表
现独奏家个人的气质个性，又能顾
及听众的兴趣，包括初次涉足音
乐厅的新手与音乐鉴赏家；节目既
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也要有引
人入胜的新作品。 !二"

《叶问》将从电影转身音乐剧
———国际音乐剧大牌马丁·科什初试中国题材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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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贝拉：入得厅堂出得广场 ! 赵 州
! ! ! !如果人的声音也能算作一种
乐器，那么它一定是最方便随身携
带，任何时候都能拿出来表达情绪
的真诚之声。阿卡贝拉（无伴奏合
唱）就是由一群喜欢将嗓音比拟乐
器的人聚在一起应运而生的，除非
事先录音，你应该不曾听过一个
人的阿卡贝拉吧，因为互相合作、
强调音准是阿卡贝拉表演者的集
体意识。

在这个集体里，表演者讲求的
是进入“角色”。例如你要“扮演”
鼓，那么你的嘴唇或许是镲片，舌
头是底鼓锤，上颚靠近牙齿的地方
则可能是鼓皮……听起来不难，可
是如果你试一个基本节奏，不到两
分钟你大概就想放弃这个角色，更
别说还有贝斯、钢琴、提琴，那些乐
器发出来的声音都不知道该怎么
模仿。不过，还是有人拥有模仿器
乐的天赋的，或者说是他们愿意通
过勤奋的练习将自己的声音变成
一部分角色。

阿卡贝拉诞生于十三四世纪
的意大利教会，直到今天，仍然延
续了教堂之声纯净、和谐的特色。
近几年，阿卡贝拉之风从欧美疾吹

亚洲，演出形式和过去相比融入了
更多爵士、流行、电音、摇滚元素，
并逐步从室内走向户外。例如台湾
C C#$ 近日就将与草莓音乐节合
作，将美国人声乐团“D*0 E(F,0

G")H,”、韩国组合“出路”、新加坡组
合“麦克疯”，以及台湾地区乐团

“I-J玩声”等分别请到北京和上
海的户外舞台表演无伴奏合唱。人
声不同于器乐，在音质处理上，户
外比室内复杂得多，露天广场的共
鸣、反听、声场也不比音乐厅，稍不
留神就会声音发散或节奏滞后，这
就对表演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这点看，美国的“D*0 E(F,0

G")H,”无疑给其他阿卡贝拉团体提
供了很好的范本，因为他们很早就
将自己的音乐从密闭空间搬到了
开放场地。无论是卡内基音乐厅、
佛罗里达布鲁斯酒吧，还是旧金山
烛台公园球场、世博会广场，他们
的演唱水准从来不会受到场地的
限制。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我甚至
觉得，他们在面对大自然时，歌声
更加坚定旷远、富有激情。

其实，阿卡贝拉本来就不是
人们正襟危坐时的作品，而是造
物主赋予人类独有的本能，“一唱
一和，渐渐情熟，往来不绝”。无需
器乐、人员配置灵活、情绪表达充
沛等特性使得世界各地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喜欢上了阿卡贝拉这一
表现形式。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等国内十多所高校先后成
立了阿卡贝拉清唱社，宿舍、教室、
草坪、操场，哪里可以驻足，哪里就
可以排练、演出，这也是阿卡贝拉
的魅力之一。

钢琴独奏会曲目设计———历史展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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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珍古琴独奏音乐会 5月
1日 上海音乐厅

艺术歌曲# 管弦乐新作品音乐

会 4月30日 上海音乐厅
马星云长笛独奏音乐会 4月

27日 贺绿汀音乐厅
顾劼亭钢琴独奏音乐会 5月

12日 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厅
订票热线$01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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