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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有三
位老一辈钢琴家要
在上海演出。不料，
其中最“年轻”的傅
聪先由于状态未达
预期而取消了演出，稍后，最年长的普莱斯勒
也宣布取消这次访问。结果就只有德穆斯继
续弹他曲目超级繁重的独奏会，除此之外，他
竟还有余力救普莱斯勒的场。

&&月 !&日的演出以巴赫《意大利协奏
曲》开场，德穆斯的演奏并非没有岁月的痕
迹。第一乐章的某些速度已非完全主观的设
计，而多少是存在客观的快不起来；可是，他
在慢乐章弹出的深度仍尽显大师风采，到终
曲部分，热身基本完成。莫扎特 ()**#同样采
用偏慢的速度来弹，快不起来的感觉却已消
失。德穆斯对该作的理解一贯如此，*%年前灌
录的唱片就颇慢，这次弹，比唱片中还更多了
一些流畅，更少了几分审慎。

他是研究古乐器的专家，但最后种种“学
识”皆融入了现代钢琴键盘上无比纯真的歌
唱。演奏莫扎特不能刻意去“唱”，也不宜刻意
去做“个性的”处理，否则容易反受其害。德穆
斯的演奏则再次树立了德奥学派那种“忠实
原作精神之自由度”的范本。他不仅演奏速度
偏慢，还大量保留反复，第一乐章就显得很
长，然而在种种美妙的歌唱效果，及自由速度
的“讲述”中，仍有环环紧扣的魅力与说服力。
二、三乐章的演奏可谓挥洒，在莫扎特的框架
之内，小步舞曲中的重音运用相当大胆。

演奏《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有人会
突出神秘的氛围，德穆斯却以德奥学派尤为

立体的音响造型，配合庄严而气息无尽的速
度控制，展现了一幅纵深相当惊人的音乐景
观。该作的终曲戏剧性很强，通常需要相当快
速的演奏。德穆斯弹来，让我们看到他的修
养：钢琴家有客观快不起来的成分，但依旧能
保持音乐所需要的基本速度。在此基础之上，
他大胆地运用自由速度，有些段落弹得颇慢，
却能够从另一角度刻画戏剧性的力量。在状
态的高峰，钢琴家或许不会这么弹，但此时他
的演奏正如大名家用秃

笔写字，将客观局限掩藏在转折、飞白之中，
也别有风神。这就是真正把握音乐内容才能
体现的修养了。

全场最精彩的演奏当推舒伯特的《四首
即兴曲》+),--，我认为这样的演奏哪怕在施
耐贝尔、费舍尔他们还在弹的年代也拿得出
手了。这些即兴曲通常被视为舒伯特旋律天
赋的最佳体现，单独演奏的时候也可能被认
为是“小曲”中的一类。然而，德穆斯的演奏从
宏观的方面来说，首先最精彩的一点就是他

明确地提醒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些作品的意
境是开阔的，而不是纤巧的。钢琴家的演奏有
高屋建瓴的结构、气度的把握，可当他着力表
现旋律之美，深入原作复杂的情绪变化时，我
们所听到的细致而纯粹的美丽完全能够同前
一方面分庭抗礼。

第三首即兴曲中宽广的速度完全是为
了细节的充分展开，而最后一首的开头，那
个音阶式的主题我真不知在世的钢琴家里
面，谁能弹出比德穆斯更圆润、更富于歌唱
性的音响。不过，顶峰的演奏我认为还是第
一首。有些尴尬，因为观众席的杂音一度过
大，钢琴家曾经中途停了下来。可毕竟，停下
是为了不将就，他继续弹的时候也没有将
就。那段最为抒情的旋律第二次出现时，德
穆斯所弹出的富于深度的美简直是一览众
山小；钢琴家带着听者攀登音乐的境界，有
时终于到达俯瞰的高度，但这是很少了，因
为是真正的巨匠的手笔。在过去那些巨匠的
年代还多些，现在完全是可遇不可求，希望
听过的人都能明白才好。

弗朗克的《前奏曲、众赞歌与赋格》留到
最后，显然是为了在钢琴家状态完全放开的
时候来弹。相对于博列特、费奥伦迪诺等人庄
严的演绎，德穆斯在弹奏中更突出一种熟稔
的自由；众赞歌的演奏柔和而宽阔，光芒四
射，将作曲家的圣乐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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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将与中断的即兴曲

! 张可驹

传承之中有个性

———略记德穆斯告别音乐会上海站

! ! ! !法国小提琴家皮埃尔·阿莫
雅，不属大红明星，国内熟悉他
的人不多。去年他悄悄地来到上
海音乐厅，以一场功力深厚的音
乐会告诉人们，他宝刀还未老。
今年 ##月，阿莫雅再度光临上
海音乐厅，以一台纯法国作品的
独奏音乐会，再次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在业内.阿莫雅有两件事成
为谈资。一是他曾经在 #/岁时
跟随海菲兹学习小提琴，一学就
是五年。虽然大演奏家并不等于
大教育家，但能够做海菲兹五年
的学生，这样的履历无论从哪方
面说，都是不菲的资本。最重要
的是，阿莫雅后来成功的演奏表
明，他学习海菲兹，但并不拘泥
于海菲兹，完全脱胎换骨，形成
了自己的独到风格（下面结合现
场音乐会，会具体谈到），难能可
贵。第二件事：阿莫雅使用的斯特拉迪
瓦里斯名琴 (01234567，制作于 &/&/

年，是他如影随形的宝贝。但这把名琴
曾在 &-,/年遭窃，令阿莫雅痛心疾
首，寝食不安。悲喜交加的是，四年后，
这把名琴居然又失而复得，堪称奇事
一桩。
也许阿莫雅自己也感到，全场法

国作品，有些还是冷门和不常演的作
品，对中国观众的欣赏有些难度，所以
他在音乐会上先作了解说，此举拉近
了与观众的距离。上半场第一曲，梅西
安的《主题与变奏》。此作是梅西安的
早期作品（&-*! 年），音响丰富，色彩
浓艳，节奏多变，已具备了他强烈创新
的个性。阿莫雅在表现主题音乐时，即
以他温暖而又不失力度的音色先声夺
人。主题后的五个变奏相融交织，一气

呵成，更是将他独特的音色
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是
的，阿莫雅最强烈感染和吸
引我的，是他的音色，那种
温暖的音色仿佛是有色彩的，一
种泛着金黄和古铜色彩的音色；
这种音色又仿佛是有香味的，一
种弥漫在沙龙里的咖啡香韵。

接着演奏的弗朗西斯·普朗
克《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普
朗克 &-8!年应法国天才女小提
琴家内沃而作的，也是他为纪念
被弗朗哥法西斯暗杀的西班牙好
友、诗人洛尔卡而作的。此作技巧
难度很高，平时很少出现在音乐
会上。也许毕竟年龄已高，技能不
可避免地有所退化，阿莫雅的演
奏不是很从容，第一乐章开始就
有些失误，第二乐章没有拉出那
种优美如歌却又哀伤阴郁的味
道，这两个最重要的乐章因而缺
乏鲜明的对比。直到第四乐章，阿
莫雅才似乎进入状态，尾声几小
节，表现一个被枪击中的人一步
步倒地的情景，颇为传神。
下半场福雷的《9大调第一

小提琴奏鸣曲》，以优美的浪漫
情怀著称，它不是难在技巧，而
是难在味道，当年的格罗米欧是
诠释此作的代表，但不知为何原
因，在现场音乐会上很少听到。

阿莫雅显然是靠近格罗米欧这一路
的，在放下高难度技巧的束缚后，阿莫
雅的演奏显得从容自如，他的音色特
长也得以充分发挥。最后是英年早逝
的法国天才女作曲家莉莉·布朗热的
两个短曲：《夜曲》和《前行曲》，阿莫雅
的演奏显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如果说，梅西安《主题与变奏》是
音乐会的虎头，那么，阿莫雅最后安可
一曲的《美丽的夜晚》，则无疑是豹尾
了，而且我感觉这是本场音乐会最迷
人的琴声。这首小品当年是由海菲兹
根据德彪西艺术歌曲改编的，也是海
菲兹本人音乐会安可的经典之作，现
在由他的弟子来演奏，仿佛时光倒流，
重温旧梦。阿莫雅美妙的、带有法兰西
沙龙味的独特音色和韵味，沁人心扉，
迷人心醉———真是个美丽的夜晚啊！

! ! ! !古典音乐之外，对于那些流
行于上世纪 !%:$% 年代的欧美
与华语老歌的喜爱同样由来已
久。因此，当从上海歌剧院的新演
出季中见到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
将以此为主题举行演唱会时，为
她这些年来在歌剧舞台之外，对
于通俗音乐演唱的探索与收获而
高兴，也为上海歌剧院不拘一格
的节目安排鼓掌。

开场前，翻看手中的节目册，
王维倩对这一时期中、西方流行音
乐文化的熟悉已不难察觉。那看似
“混搭”的曲目安排，实则贯穿着

“影响与传承”的主线。如她将那首
久违的据姚敏作曲的《第二春》填
英文词的《+;4< +04< =04<》，置于
《玫瑰玫瑰我爱你》之后，让这两首
最早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的华语
歌曲相映成趣。又如在第一部分的
“上海老歌”之后，她带来三首拉美
与法国名曲，这一方面显出她个人
全面的音乐素养，另一方面也让人
感受到同时期西方流行音乐给中
国带来的影响。这份敏感与巧思，
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王维倩在
演唱过程中对这些老歌所作的梳
理、钻研，可见一斑。
聆听王维倩的演唱，先前的

这份感受变得更为强烈。这些歌
曲虽属通俗音乐范畴，却无一不
是将诗意的歌词与隽永的旋律完
美结合的佳作，体现出高度的艺
术性。作为一位早已在歌剧舞台
和大量艺术歌曲中积累下丰富经
验的歌唱家，王维倩显然意识到
它们的这一特征，演唱时始终注
重音乐与歌词间密切的联系，考
究的吐字全然服务于音乐表现。
正如她以更接近沪语发音的方式
唱出《+;4< +04< =04<》首句“明
明是冷冷清清的长夜”中的“清”
字，虽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字正腔
圆”，传递出的却是地道的海派风
情，听来格外亲切。在《玫瑰人生》

中，她那贴切于音韵变化的优雅
吐字，又凸显出歌中浪漫的意境。
有别于以往在歌剧演出中所

闻，当演唱这些戏剧性虽不强，但
亦充盈着丰富情感的歌曲时，王
维倩在充分遵循美声的发声方法
与歌唱原则，坚持以不同的声音
表现不同情感的同时，原本抒情、
醇美的音色中，更添精致的韵味
和生动的气息，以此让自己的演
绎在高雅的格调中兼具平易近人
之感。就像她演唱的《神秘女郎》，
对于滑音恰到好处的运用，既不
失用声的规范，音乐的色彩感又
有所增强，歌声中“奶油味”十足。
而当演唱《西波涅》《被遗忘的时
光》等听来容易唱来难的歌曲时，
她对于声音与情感到位的把握，
实非一些欠缺声乐概念与技巧的
流行歌手所能媲美。
当很多人仍因王维倩前些年

推出的多张反响极佳的“上海老
歌”的专辑，而将其在歌剧演员以
外的身份定位于“上海老歌代言
者”时，她早已跨出更大的一步，
将自己对于音乐更多元的爱与众
分享。想到她为推广这些代表一个
时代的声音的经典之作所倾注的
热忱，又听到她在传承之中不失自
我的演绎，让我心生敬意。如此好
的声音，当为我们且听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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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维倩演唱会有感
! 李严欢

! ! ! !一直以来，拉赫玛尼诺夫以其辉煌的音乐成就
和传奇的艺术经历，成为许多后辈心中的偶像，其中便包括他年轻的同胞
特里凡诺夫。这张新专辑中，特里凡诺夫以独特的视角聚焦这位前辈在
“变奏曲”体裁中的成就，精彩诠释了他的《科雷利主题变奏曲》《肖邦主题
变奏曲》等三部作品。当演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更请来当年与作
曲家本人共同完成这部作品首演的费城管弦乐团协奏。 !严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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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的变奏曲$

钢琴%达尼尔!特里凡诺夫 协奏%费城管弦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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