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相当 风格迥异
———浅谈即将访沪的两支名团

! 李严欢

! ! ! !岁末年初，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的舞台上将再度迎来两支历史相
当、风格迥异，又同样有着举足轻重
地位的名团：捷克爱乐乐团与芝加
哥交响乐团。前者，早已成为捷克这
个有着深厚音乐底蕴的国度在当今
乐坛的一张闪亮名片；后者，一直以
来则以其一流的综合实力在众多美
国名团中处于“执牛耳者”的地位。

在捷克爱乐乐团 !"#年的历史
中，始终肩负弘扬本国音乐文化的重
任。从塔利赫、库贝利克、安切尔、纽
曼，到如今的贝洛拉维克，乐团的每
一位重要执掌者，无不藉由对斯美塔
纳、德沃夏克、雅纳切克等捷克作曲
家作品的精湛诠释，将祖国的音乐以
及这支乐团的传统发扬光大。与此同
时，捷克爱乐长期来形成的醇厚、温
暖的音色和朴实、纯正的风格，在成
为他们区别于西欧与美国乐团的鲜
明标志的同时，也让该团演绎的本国

作品中总是流露出一份浓得难以化
解的乡情。如此特征，在乐团即将于
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一套民族性与
舞蹈性兼具的曲目中依旧得以延
续，他们在捷克指挥名家彼得·阿尔
特里克特棒下对于这些作品原汁原
味的演绎，在我看来也正是欣赏本
场音乐会最大的价值所在。
纵观捷克爱乐为这场音乐会排

定的曲目，不难发现，无论斯美塔纳
或是德沃夏克，都将自己的音乐深
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特别是捷克
民间的那些风俗性舞蹈，总能激起
他们的创作灵感。就像该团所选的
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中的三首舞
曲，当时斯美塔纳正是以这些有着
浓郁波西米亚风格的波尔卡、富里
安特等舞曲，凸显出全剧的民族风
格和欢快而充满生机的氛围。对于
民间舞蹈素材的巧妙运用，亦使同
样出现在节目单中的德沃夏克笔下

的每一首《斯拉夫舞曲》（第一集）都
有如一幅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民
族风情画卷，从而让我们在聆听时
不难察觉他对斯拉夫各民族间文化
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的重视。

如果说，国内许多老一辈乐迷
当年通过 $%&'(&)*+公司出版的诸
多精彩录音与捷克爱乐结下不解
之缘，那么于我辈而言，认识芝加
哥交响乐团，也是从他们在莱纳、
索尔第时代留下的一张又一张无
与伦比的唱片开始的。
相信很多乐迷与我一样，在初识

芝加哥交响乐团时，皆为其色彩华美
壮丽、气势直冲云霄的铜管声部心驰
神往，这早已成为令他们傲视群雄的
“金字招牌”。即使在业内，也因该团
铜管声部的演奏能兼具宏大的音量
和优美的音色，而公认其独立于传统
意义的“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之
外，自成一派，这让许多与之地位相

当的名团望尘莫及。
较之铜管声部数十年

来的独当一面，芝加哥交响
乐团弦乐声部艺术水准的
大幅度提升则得益于巴伦
博伊姆、海汀克及现任总监
穆蒂的悉心调教。在此之前，关于该
团的弦乐声部，曾流传着一句颇有些
讽刺的比喻：芝加哥的第一小提琴声
部有 !,个首席。言下之意，这里的每
一位演奏家实力相当，却互不买账，
尤其不服首席。当巴伦博依姆就任总
监后，他以自己长期与欧洲一流乐团
合作的经验，将维也纳爱乐、柏林爱
乐等名团讲究弦乐声部融合、优美
的传统带到芝加哥，并逐渐形成自
己的风格，叫人刮目相看。
几年前，当芝加哥交响乐团总

监之位空缺许久，试图寻找一位新
的掌门人时，与该团已有数十年密
切合作的里卡多·穆蒂的入主实属

众望所归。如今看来，团员们当初这
唯一的选择是如此明智。这位经验
丰富且对乐团了解颇深的指挥大
师，以自己严谨清晰又不失热情洒
脱的艺术风格，正带领这支声誉卓
著的名团续写往日的辉煌。这般实
力，想必透过该团这次选择的两套
风格多元，包含贝多芬、柴可夫斯
基、马勒等人多部交响名作的曲目
中，即能有所见证。

"#!-年 !月，当芝加哥交响乐
团首度亮相东艺时，穆蒂的因病缺席
曾引来不少乐迷的一声叹息。令人欣
慰的是，如今这份遗憾终将在不久后
到来的这两场音乐会中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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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秋季各音乐机构
照例推出了新的演出季，但
今年从九月新乐季开幕至
今，却明显感到钢琴家的活
跃程度远高于往年，也远远
盖过其他乐种：大剧院、东
艺、上交音乐厅、上海音乐
厅以及贺绿汀音乐厅都不
时传出钢琴家的故事和议
论。无论是否去现场聆听，
光从微信朋友圈就已经能
感受到这种不同以往的氛
围。有人揶揄说这是李云迪
韩国出错带来的激励效应，
当然这只是玩笑而已。每月
评选 !#款古典唱片的公众
号《古典纵横》，也在 !" 月
榜单上以 .款（套）钢琴之
多，占据年末阵脚。你可以
认为这是巧合，但却无法否
认钢琴在今天古典音乐市
场上的重要性。

从形式上看每一场钢
琴独奏音乐会都是一样
的，仅曲目不同罢了。然而
深入下去，我们其实可以
发现每场音乐会都有不一
样的“嚼头”：

中国钢琴家当中许忠
的出场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自从他
拿起指挥棒，组建东方交响乐团以
来，上海听众便一直看到他各种姿
态的指挥形象和指挥报道。从钢琴
家变身为指挥家，当然不是件容易
事。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这是一场很
大的风险，一次显然的赌博。不仅是
艺术上，更是荣誉上的风险。毕竟许
忠已是名闻遐迩的著名钢琴家。究
竟能不能在指挥台上站稳，却是任
谁也不敢断定。从 "#!#年起，许忠
先后被两家意大利歌剧院、一家以
色列交响乐团聘为艺术总监或首席
指挥，这才牢牢站稳了这张指挥台。
而从他第一次拿起指挥棒到今天，
已经度过十个春秋。十年汗水，十年
辛苦，应该可以歇一歇了？没想到他
转身又坐上钢琴琴凳在上海大剧院
举行一场独奏会。弹德彪西，弹李斯
特，依然神采飞扬，声动全场。原来
虽然忙于指挥排练，他却并没有把
钢琴丢弃。而坐在台下的全场听众，
多半也在心里嘀咕，不知许忠今天
会弹成什么样？因此可以说，虽然是
一场看上去没啥不同的钢琴独奏
会，在蜂拥而来的听众心里却是充

满着盼望。
如果说许忠忙于

指挥排练，那么宋思
衡的“嚼头”便是这几
年他的多媒体钢琴独奏吸
引了更多人的关注。而为了
坚持自己古典钢琴家的立
场，宋思衡以全套肖邦前奏
曲来向听众展示自己的艺
术功底。宋思衡之后是张昊
辰，这位捧走范克莱本大奖
出生上海的 /#后年轻钢琴
家，近年声誉日隆，在同行
眼中已经名列郎朗、王羽佳
之后。而他的书生气以及擅
长思考的性格，在年青一代
音乐家中已经赢得普遍的
赞许。这几年中，他曾多次
在上海的舞台与来访的名
团合作协奏曲，这次在东艺
的独奏会中又将一套分量
十足的曲目带到家乡父老
面前。这是他的“噱头”。

说过国内的，再说国
际的。约尔格·德慕斯是
“维也纳三杰”之一，还因
其 .0 岁高龄让人觉得难
能可贵；而比他更高龄的
/"岁的普莱斯勒，本来足

以在今次年末中国巡演中“一览众
山小”，却因临时不适不得不取消北
京上海的音乐会———北京音乐会真
的取消，上海却把德慕斯给顶了上
去，倒是成全媒体大料，被称为“史
上最高龄救场者”。这样的事虽可遇
不可求，但两位老人的琴艺炉火纯
青，不是年轻钢琴家勤奋练琴能做
到的。这也是救场之前便引起热捧
的真正原因。
与两位老大师相对应的，是最

新两届肖邦大赛冠军———今年第
!0届金奖得主韩国赵成珍和四年
前第 !1届金奖得主俄罗斯尤利安
娜·阿芙蒂耶娃———不约而同地被
先后请来。肖邦大赛的金奖得主来
上海演出，尤其是上月才产生的新
科状元赵成珍能来上海，在从前是
想都不敢想的，今天却似乎轻而易
举。这也是受上海高端演出市场的
火热以及听众对古典音乐的踊跃而
得以成功。而在各种各样的钢琴名
家面前，听众更对新鲜出炉的“小鲜
肉”产生好奇———最高规格国际大
赛的最高水平是什么样的呢？这是
这两场音乐会的“嚼头”。

乐如其人
! 任海杰

! ! ! !张乐，第一个终身签约于美国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华人小提琴
家，师从于帕尔曼的老师———多西·
迪蕾，多次在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
奖，在国内多个乐团担任首席。作为
乐团重要成员的首席，既要起领衔
作用，又要融入其中———显然更需
要的是共性。而作为一个有着丰富
独奏经验的小提琴家，张乐又有着
鲜明的个性，这在 !"月 !!日东方
艺术中心的“指尖的浪漫———张乐
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上，得到彰显。

说到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一
个有趣的话题———一个月前的 !!

月 !"日，也是在东艺的这个舞台
上，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独奏音乐
会上的第一个曲目，是列克莱尔的
《2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第
三首），而张乐本场独奏音乐会上
拉的第一个曲目，也是这首。形象
俊朗、风度翩翩的张乐，气定神闲
走到舞台中央，拉出的第一弓音
符，即令人耳朵一亮，典雅悦耳，充
满奶油味。第一乐章装饰音的运
用，尤其地道出色，如珍珠落玉盘，
分寸感和舒适度极佳。第四乐章
“铃鼓舞曲3活泼的快板”是这首奏
鸣曲最为重要的篇章，经常出现在
音乐会的安可曲目中。如果说帕尔
曼的“舞曲”偏重女性的阿娜多姿，
那么张乐的“舞姿”更凸显男性的
刚劲有力，各有千秋，而且张乐在
这个乐章中还加上一段华彩，恰到
好处，别具韵味。在帕尔曼的音乐

会上，还有令他家喻户晓的名
曲———《辛德勒名单》，同样也出现
在张乐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张乐
说，在西方，除了帕尔曼，很少有人
拉这首曲子。个人感觉，帕尔曼拉
得忧伤哀怨，愁肠百结；张乐在忧
伤中更传达出一种坚定不迫。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和
拉威尔的《茨冈》，在风格和作曲技
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表情丰
富的慢乐章与技巧高难激烈的快
乐章。张乐的处理：慢处细腻委婉，
尤其是弱音的掌控，细若游丝，不
绝如缕，却依然清晰入耳，堪称高
手；快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似快
刀斩乱麻，刀刀清爽，干脆利落，一
气呵成。还有克莱斯勒的《爱的欢
乐》，张乐以前并不喜欢，现在却成
为他的拿手曲目。以他的这次现场
表现来看，克莱斯勒的小品，可以
成为张乐的又一处用武之地。

音乐会上，张乐边演边讲解，
不乏幽默调侃，此举颇接地气、得
人气，活跃了现场气氛，时有笑声
掌声。张乐说，他虽然学的是西洋
乐器，常拉西洋曲目，但作为一个
中国人，心里最想表现的还是中国
音乐，出版了多张中国曲目的唱
片。在本场音乐会上，他献演了韩
铁华改编自电影的《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陈钢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
尔干》、何占豪与陈钢的《梁祝》（选
段）。张乐在演奏这些“母语”音乐
时，更显情深意长，韵味十足，尤其

是这次我听了他的《梁祝》（选段），
非常优美、感人，期待以后有机会
聆听他拉全曲。

多年前，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如
此评价张乐的演奏：“东方小提琴绅
士。”现在看来，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张乐不仅形象举止颇具绅士风度，他
的演奏风格也是如此，可谓乐如其
人。张乐的一大爱好是收藏名琴，他
现在使用的是一把小提琴前辈大师
米尔斯坦上世纪 "#年代的意大利名
琴。这把琴的音色真是漂亮，对张乐
的演奏如虎添翼。就是到现场听听这
把名琴的音色，也不虚此行。
上海交响乐团以前有位首席潘

寅林，也是位独奏高手，希望张乐后
来居上。在西方乐坛，也不乏这样集
乐团首席和独奏家于一身的演奏
家，如柏林爱乐乐团的原首席巴列
夏、长笛首席高威尔和帕胡德。

历史录音再出发（二）

! ! ! !钢琴家吉赛金的录音，相信大
家一定有了不少。可是我今天想特
别推荐的，是这一版 456*76(8897的
格里格与拉赫玛尼诺夫协奏曲，大
师的面貌与我们所熟知的德彪西、
拉威尔演绎有所不同。拉赫第二钢
协的末乐章里，你可以听到绵延舒
展的连奏，自由飞驰处甚至称得上
几分疯狂与野性，堪称“反吉塞金
化”。可是，他传奇的极弱触键依然

可以在慢板里听到，再冷硬的心都
能为之消融。话说，456*76(8897这
家德国年轻的厂牌最近销量火热，
因基本都是首度 :2化发行。《留
声机》杂志擅长写历史录音的专栏
作者罗伯·科万形容这个新公司
“粮草丰足”，除了键盘类，法比与
匈牙利学派的一众小提琴前辈们
亦有不少雪藏录音得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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