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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达

! ! ! !郎朗携手西蒙·拉特尔的柏林
爱乐，录制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
的钢琴协奏曲新片，于 !"月 #日
在国内发行（右图）。郎朗与拉特尔
首次合作是在 $""%年，演奏的是
“柴一”。在往后的几年中，两人一
同演出的机会更多，彼此在艺术造
诣上的习性、风格则已知根知底，
甚至毫无秘密可言了。本次再度操
刀，拿下两首如此繁重的作品。

普罗“第三”、巴托克“第二”，
都是钢琴文献中出名的难作。不但
对演奏技巧要求苛刻，而且需具备
充足的经验应对乐团配合。从以往
看来，一直会认为这两首作品更适
合在现场演奏，因为其中不乏让钢
琴家去即兴发挥的空间。历史上能
留下英名的影音资料也均来自现
场，如安达、威廉·卡佩尔、阿格里
齐等人，至今依然如此。郎朗作为
临场发挥欲望极强的钢琴家，面对
这两首作品，竟然选择走进录音

室，这看似不在情理之中，但却给
我更大的好奇！

听完后发现，郎朗与拉特尔的
柏林爱乐果然配合紧密，不愧是磨
合十年，已是珠联璧合的态势。音乐
上的每一个细节都雕凿细致，一环
扣一环。尤其是巴托克“第二”，钢琴
与乐团在层次勾画上显然用心设计
过，柏林爱乐对音乐本能的敏感性
以及高质量的发挥，让郎朗在钢琴
上如鱼得水，拉特尔就像操控了智
能电脑，处理着巴托克庞大的数据
库，而郎朗则用自己独特的鉴赏力
读取这些数据，并与自己的演奏合
为一体。这一过程，他们必定是演
练多次后造就，是打磨后的结晶，
这也恰恰是“录音室”独具的魅力。
如是在现场听，定会更关注巴托
克，也包括普罗科菲耶夫塑造出的
那些疯狂的技巧，其余则容易忽略；
如不是顶尖乐团，也极有可能沦为
伴奏，就是有瑕疵也会被忽略。这

些问题在本张唱片中一概被杜绝。
郎朗的普罗“第三”更值得一

提，似乎这部作品就是为他而著。
他对乐谱进行了精心的布局，不同
于他的现场演绎，仿佛把自己积累
起来的动机与灵感做了尽可能的
筛选，把自认最有说服力的部分灌
录成碟。他的诠释很独特，与以往
任何一个同曲版本大不相同，更多
体现在触键精准度与节奏变化上，
也会像一位探险家一样寻找一些
不被人重视的音乐线条。对郎朗而
言，如果现场是呈现灵动乐思的
摇篮，那么在录音室里，从演奏到
后期制作，他则像一位导演，炮制
了一部好莱坞大片，关键在于其
唯一性。听他的演奏，脑海里可浮
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虚拟世界。
我突发奇想，冒出自己钟爱的两
部影片《黑客帝国》与《盗梦空间》，
某些场景片段会不经意间出现在
意识之中。郎朗演奏中的“指向性”

使他成为这个帝国梦境的主导者，
巡游其中，从而乐此不疲。
在前不久的采访中郎朗表示：

“希望这张唱片能给人带来不同的
感受，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我觉
得，要成为经典并非容易之事。以
前的钢琴家弹某些作品，过了几十
年，依然还被敬仰，成就永恒。郎朗
一路走来，被誉为当今琴坛极富感
染力的钢琴家，这与他多年来与诸
多世界顶级指挥家合作以及他自
身的音乐悟性无法割舍。此次与拉
特尔合作录制的这两首作品，标志
了他演奏生涯的新高度。然而，音
乐探索之路依然久远，若干年后对
待音乐的态度，或许会有天翻地覆
的变化。不过，郎朗始终极为自信
地告诉世界，他已做好了准备！

! ! !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最近正在举行校庆 &"周
年活动，一系列演出教学
与讲课中，客席教授、著
名大提琴家、指挥家吴和
坤关于贝多芬大提琴作
品的大师班令人瞩目。据
悉，大提琴声部举行这样
的专题教学大师班，本市
专业音乐院校迄今还未
曾有过。因此，除了附中
的学生，大学部的学生也
来旁听，甚至上海专业乐
队的大提琴同行和外地
院校同行也有人来听课。

吴和坤教授说：“在
大提琴领域，贝多芬是个
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虽然
他没有专门为大提琴写协
奏曲，但他的五部奏鸣曲
和三首变奏曲，以及他的
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
重协奏曲不但在他不同
时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上，
并且在演奏技术上对我
们是极大挑战。”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

教学普遍偏重浪漫主义
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也
曾学习贝多芬的一两
部奏鸣曲，但往往是一
个乐章。这次是第一次把
贝多芬所作的 # 首大提
琴作品完整地讨论和学
习并公开系统地表演，
对学生是很大的考验。”

大师班共 &天，每天
上课 &小时，总共 !%个
学生参加，最小的学生
才 !" 岁，由吴教授单独
授课，其中还包括学习
巴赫 &首前奏曲。吴教授事先设定了
大师班使用的乐谱版本，还专门作了一
个有关弓法和指法运用逻辑的讲座。
“这些学生都非常有才能，这是他

们第一次这样集中地学习这些作品。虽
然他们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贝多芬的这些
音乐，但我深信这次机会对他们今后的
音乐发展有重要意义。贝多芬是我们音
乐家一生要学习的，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室
内乐练习。在这些作品中，钢琴不再是伴
奏，而是处于同大提琴平等的角色。”

对于贝多芬这样一位不朽的作曲
家，吴教授说：“我们还没有能力真正来
感受和认知他，这还不止限于大提琴，对
于他的所有其他作品也是如此。我们经
常衡量一位小提琴家，是看他如何演奏
贝多芬的协奏曲；衡量钢琴家，看他如何
演奏 '$部奏鸣曲；对于指挥家，贝多芬
的 (部交响乐则是唯一的试金石，一些
有抱负的音乐家常等到黄昏之年才敢演
奏和录音，并以成败来检验自己的能力。
贝多芬‘人类平等博爱’的哲理合乎我
的思想。通过指挥他的交响乐和演奏他
的室内乐，使我对贝多芬大提琴作品有
了全面的认识。”
吴和坤教授目前是苏州大学音乐学

院院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教授曾在
上音附中和大学先后学习 !"年，为他接
下来的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留学
法国，拜学于法国大提琴泰斗让·德隆门
下，深得大提琴演奏精髓，又在美国获终
身教授之职。近年经常受邀在上音或附
中上大师课。像这样集中一个专题的大
师班，不仅在吴教授是第一次，对上音附
中也是第一次。由于反响热烈，学校希望
今后能有计划地组织类似专题的课程。

! ! ! !阿斯塔纳原名阿克莫拉，是中
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今年秋
天，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情：一座中亚地区最大的歌剧院拔
地而起。要知道，阿斯塔纳在几十
年前，还只是一个只有 $"万人口
的荒凉小镇，沙尘气候尤其显著，
这逼迫当地人民不得不植树造林，
可以说，是近几年数万公顷的人造
森林给阿斯塔纳送上了清凉和生
机，而这次歌剧院的落成，则更像
是一次向外界自豪的宣称：这是一
座不仅环境美丽，而且文化生活繁
荣的宜居城市。

!"月 $!日，阿斯塔纳歌剧院
的盛大落成典礼举行。这座歌剧院
由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和捷克
共和国的建筑师们合作设计，它有
!)"" 个座位（大厅 !$)" 个，室内
音乐厅 $)"个），建筑内还包含了
一所芭蕾学校和一座小型博物馆。
从外形上看它有些复古，近似于传
统的希腊建筑风格，色彩素淡典
雅，但是气势恢宏不逊于任何一座
西方的大歌剧院。说实话，在新歌
剧院的造型日益别出心裁的今天，
这么古朴的建筑外观反而令人生
出一阵美好的怀古思绪。
巧合的是，阿斯塔纳歌剧院的

揭幕首演曲目，正是最近在上海大
剧院上演的威尔第歌剧《阿蒂拉》，
它讲述了匈奴国王阿蒂拉入侵意

大利的故事。一方面看，威尔第的
这个题材再适合阿斯塔纳的情境
不过了，因为古匈奴人曾大规模
分布于哈萨克斯坦一带。但从另
一个角度说，这次饰演主角阿蒂
拉的是曾获格莱美奖的俄罗斯男
低音歌唱家艾尔达尔·阿布德拉
扎克夫，而著名的“俄国沙皇”瓦
列里·捷吉耶夫则担当指挥。这两
个人选充分反映出，曾是独联体
中第二大经济体的哈萨克斯坦与
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每一个去过哈萨克斯

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人们都能
够真切感受到，俄罗斯在哈萨克
斯坦的影响无处不在，由于俄罗
斯裔的哈萨克人很多，加之两国
的经济关系密切，所以俄语似乎
已代替了哈萨克斯坦语，成为了
当地人们更重要的交流工具。此
外，哈萨克斯坦民间的音乐、服饰
及许多生活方式都已高度地“俄
国化”了。因此，有人预测，新揭幕
的阿斯塔纳歌剧院或将成为俄罗
斯文化未来汪洋恣肆于欧亚大陆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 ! ! !来自北京的青年小提琴演奏
家孙静，本月 !'日晚，将在上海音
乐厅举办一场名为《阳光之约》的
中外小提琴名曲独奏音乐会。这也
是她开启全国巡演的第一站。届
时，童自荣、刘广宁、梁波罗等艺术
家，将作为嘉宾出场助阵。
在此次独奏会上，孙静将在青

年指挥家张亮率领的上海爱乐交
响乐团的协奏下，为观众献演耳熟
能详的《梁祝》，具有浓郁俄罗斯风
格的格拉祖诺夫的 *小调小提琴
协奏曲以及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格
林卡的《鲁斯米兰与柳德米拉》等
重量级作品。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孙静，

师从于著名小提琴家林朝阳教授。
她还接受过中国一代小提琴演奏、
教育家盛中国教授的悉心点拨。多
次与吕思清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同台献艺。她曾以优异的成绩步入
中国青年交响乐坛，还多次代表学
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孙静 )

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时，就显露其不
凡的艺术才华。孙静说：初学琴时，
父亲管教得很严厉。每天上学回
家，作业之余就是练琴。假期时，每
天甚至要练上十多个小时。无论严
冬酷暑，这样的学习持续了多年。
那时，我对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并
不十分了解和在意，只是机械地把

曲子反复练习得滚瓜烂熟而已。虽
然，琴技上有量变到质变之感，但
这种练习我倍感枯燥。直到进入中
央音乐学院附中后，随着对音乐越
来越多的积累，我开始对音乐有了
新的、一定深度的感悟。打那后，我
才真正主动要想拉好琴。因为琴声
能承载我的喜怒哀乐，能表达我的
所有心绪，宣泄我难以倾诉的情
感。我的小提琴，就像一个心有灵
犀的朋友，甚至不亚于我的恋人，
可以说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
如此痴迷小提琴的孙静，流淌

在她心底的琴声，当然能使人感受
到音乐的温暖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作为文学硕士的孙静，她曾发

表过许多音乐教育论文和有影响
的乐评，并刊登在国家级的期刊杂
志上。去年她又偶尔涉足影视，与
任达华共同主演了《加油，勃拉姆
斯》。正因为孙静有如此丰富的人
生经历和感悟，她的琴声中有很强
烈的画面感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普罗”第三与巴托克第二
———听郎朗从录音棚产生的最新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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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在舒曼最具浪漫主义气

质的%第二交响曲&中#阿巴多与

莫扎特管弦乐团以细腻的音色变

化传递出丰富的情感" 之后的两

首序曲同样被处理得极具对比

性# 就像是舒曼笔下的约瑟比乌

斯与弗洛列斯坦"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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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索尼 当巴什梅特二度录制

舒伯特的%阿帕乔尼奏鸣曲&时#

并未像往常那般以钢琴伴奏#而

是与莫斯科独奏家乐团合作" 中

提琴与室内乐团间的对话# 听来

更细腻$精致" 同样#原本为弦乐

四重奏而作的%死神与少女&在此

也以马勒配器的弦乐团版本给人

别样的感受"

严焕

" 阿斯塔纳歌剧院开幕大戏%阿蒂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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