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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首席生涯"""上交中国首

席第一人 &' 大寿#一文中的$柳

和勋%应为$柳和埙%&特此更正&

并向柳和埙先生致歉'

! ! ! ! ! 月 "# 日的钢琴独奏音乐会，
因为独奏家是俄罗斯钢琴大师米哈
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因此被吸引
着前往欣赏。这可是俄罗斯首屈一指
的钢琴大师啊。而在听完整场音乐会
后，却意外地对琴行的概念有了完全
颠覆性的改变———因为邀请俄罗斯
大师来上海开音乐会的不是演出公
司，不是音乐学院，也不是音乐剧场，
却是一家琴行。
顾名思义，琴行的本分是卖琴。几

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琴行也都是如
此。随着市场的发展，悄悄的，琴行除
了卖琴，也开始卖琴谱了，销售范围从
卖琴延伸到卖书，是方便学琴者，也是
卖琴的延伸，还不足为奇。再后来，有
琴行办起了音乐学校，仔细想，这还是
卖琴的延伸，但跨进了教育界。而这
次，当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沃斯克列
辛斯基大师被邀请来开音乐会，琴行
这次是跨进了演出领域。
这不是琴行的一次次华丽转身！

跨进这么多领域，琴行还是琴行，目
的还是为了卖琴。卖谱，是卖给琴童；
办学校，是教琴童学琴；办演出，也是
让琴童不要整天在家里练琴，要多开
点眼界，看大师是怎么弹琴的。一切
的一切都是为了琴童，并不有违初衷
啊。难怪那天音乐会，剧场内都是一
对一对的———不是男女对，而是一个
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场内那个吵啊，
实在有点吃不消。据说票子都是琴行

自己的渠道卖出去的，很轻松就满座
了。主办这次音乐会的是柏斯琴行，
在上海之前，俄罗斯大师已经先后在
香港、广州、成都、北京有过演出，上
海是最后一站。

可以说，近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举
办的钢琴大师独奏音乐会，还很少有
这样规模的巡演。由此可见柏斯琴行
的琴童规模有多广泛。

在一般人的眼中，$# 岁高龄的
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还不太
“有名”。但行家就知道他的分量了。
音乐会第二天，大师在上音举行大师
班，来的都是钢琴教师和专业学生。
比起昨晚的音乐会，安静多了。

钢琴在国际上发展了三四百年，
出现很多流派。而比较大的便是德奥
学派和俄罗斯学派。这里的“大”不仅
是指人数众多，还指影响。全世界有
头脑的年轻钢琴家都希望自己能从
一开始学琴就到那里去深造。当然还
有别的流派，但都不及这两个。比如
美国出了很多有名的钢琴大师，但我
们至今没有听说有一个美国钢琴流
派。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说
进了这个流派就一定会成为大师。毕
竟一切学艺都需要自身的努力和天
赋。名师领进门只是一种捷径。

但在俄罗斯众多钢琴家当中，沃
斯克列辛斯基却是众所周知的名师
门下的高徒。他的老师列夫·奥柏林，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届的第一

名———据说 #%"&年首届肖邦钢琴大
赛举办时的波兰政府与苏联政府并
不友好，但终究还是折服于奥柏林的
非凡艺术，授其以第一名。奥柏林也
是苏联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
赫的最佳拍档。我们现在但凡看到奥
伊斯特拉赫的独奏唱片，只要不是与
乐队合作，多半是奥柏林钢琴伴奏。

当年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家都
知道沃斯克列辛斯基是奥柏林最得意
的学生，被提为自己的助教，这可是得
真传的保证啊。再写一句专业音乐学
生们都能听懂的话：在学生时代，他纯
熟地掌握了车尔尼全部 '(首练习曲
（)*+&!(,———这是真正的童子功。

从前苏联至今，他是家喻户晓的
大钢琴家。""岁时被肖斯塔科维奇
指定在“布拉格之春”为作曲家的《第
" 钢琴协奏曲》首演，与超过 #'( 位
指挥家有过合作，他的学生赢得 #"-

个国际音乐比赛奖项；他拥有数量庞
大的演奏曲目库，包括贝多芬全部奏
鸣曲、肖邦全部作品以及各作曲家的
协奏曲多达 '!首；他出版了包括斯
克里亚宾奏鸣曲和练习曲、穆索尔斯
基《图画展览会》和肖斯塔科维奇第
"奏鸣曲在内的 !(张唱片……

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想强
调：这是一位真正的俄罗斯钢琴
学派的传承者。那天没有去现场
的乐迷一定会后悔的。这样的大
师来上海，不容易啊。

! ! !今年是莫扎特诞辰 "-(周年，上
海交响乐团的演出季中有多场重量
级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在分
别聆听了巴伦博伊姆与柏林国家歌
剧院管弦乐团、休伊特与马里纳指挥
的圣马丁室内乐团合作的莫扎特钢
琴协奏曲的音乐会后，我们终于又迎
来了鲁道夫·布赫宾德携手德累斯顿
国家管弦乐团的惊艳登场。
布赫宾德是位罕见的音乐神童，

!岁那年便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
成为该院史上最年轻的学生，这个纪
录不知至今是否被打破。"岁时，布赫
宾德举办公演音乐会，#$岁时在范·克
莱本钢琴比赛中获奖。迅捷成名后，布
赫宾德并没有一路高歌猛进，而是像
意大利钢琴家米凯兰杰利那样潜心修
炼，有相当长的时间消失在人们的视
野中。我知道布赫宾德，也是近几年的
事，先后观赏了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
合作的贝多芬全套钢琴协奏曲、他在
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演奏的贝多芬全套
钢琴奏鸣曲的 %&%，深为佩服和惊叹。
前几年，他曾有一场与上交合作的贝
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我因为身体
原因遗憾错过，此番他 '月 #'日再度
光临上海，我为此放弃了一系列活动
和音乐会，静心修养，终于如愿以偿，
深感不虚此行！

布赫宾德与德累斯顿核心乐手
组合的这场音乐会，今年刚出版过

%&%现场录像，曲目和演出顺序也
是一模一样：莫扎特第 #(、#)、#$钢
琴协奏曲。第 #(是莫扎特最后一部钢
琴协奏曲（同年去世），乐队在奏第一
乐章开始段时，平和内敛，温润敦厚。
随后布赫宾德的钢琴进入，惊为仙乐！
他的音色清澈透明，语气婉转自如，掌
控举重若轻，端的是一派道骨仙风。莫
扎特“钢协”的慢板乐章往往是最出彩
的，我尤其深爱第 #(的第二乐章，但
这回我最不满足的恰恰也是这里———
主要是演奏时间太短，才短短的五分
钟（一般要六七分钟，最长的要八九
分钟），缩减了重复段落，音乐就显得
不够惆怅忧伤、意味深长了。

莫扎特的第 #*加入了两把小号
和定音鼓，乐队的活跃情绪与力度明
显上扬，钢琴的清丽剔透一如既往，

尤其是第二乐章的演奏别出心
裁———太多的演奏通俗优美，过于甜
腻流行，布赫宾德则赋予了沉思默
想、情深意长。布赫宾德的气息掌控
已达化境———他由意念而生的气息
不仅贯通他的双手，更融汇到他的全
身，甚至到他微妙的踏板———似踏非
踏，若即若离，真是多一分显肥，少一
分显瘦，就像一位武林高手，完全达
到了身剑（琴）合一的高妙境界。

布赫宾德一定很自信他的特长，
不过在下半场演奏莫扎特的第 #+时，
他的长处可能制约了他的变化和丰
富———在莫扎特所有的小调音乐中，
第 #$钢琴协奏曲肯定是名列三甲的，
但布赫宾德似乎没有太重视这一点，
虽然局部和细节依然精彩，但总体乐
思似乎不够深刻，变化的张力不足。好
在他在安可斯特劳斯《圆舞曲》（音乐
素材以约翰·斯特劳斯的《蝙蝠序曲》
为主的改编曲）时的超级触键、神手妙
指，扳回一城，引爆全场狂欢！

大器晚成的布赫宾德，终于迎来
了他金光灿烂的收获季节。

! ! ! ! '月 #'日，黄滨要来
上海，同钢琴家郑吟合作，
演出莫扎特为小提琴与钢
琴而作的几首奏鸣曲。遗
憾地告诉各位，! 月底我
买票的时候，余票就仅剩
下个位数，当然本文并非
建议大家去买票，仅是略
谈这位目前多少受到忽视
的小提琴家。
票子都售磬了，如何

还能称为“受到忽视的”
呢？可惜这是事实，我国当
代的演奏家尽管出了不少
人才，各人受到的关注却
大不相同。整体来说，是钢
琴方面最受瞩目，大提琴

因为王健的原因
紧接其后，秦立
巍也同环球签了
约。小提琴方面
就冷落些，这位
黄滨的情况尤
甚。与同辈的吕

思清，或年纪比她略小的
宁峰相比，黄滨在国内的
名声实在不能同她的演奏
相匹配。我所信任的乐评
人中，为她鸣不平的大有
人在。这次的票子迅速完
结恐怕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还有识货之人，第
二就是她来得太少，以至
大家更不愿错过机会，第三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上交小音乐厅的
座位实在不多。

倘要介绍黄滨其人，首先映
入眼帘的无疑是她从少年时就开
始累积的一系列光辉的奖项，可
这些恰恰又是我认为不值得在这
里谈的。如果说学历还能成为工
作的敲门砖，那么对一位要走大
师之路的小提琴家来说，奖项就
几乎连敲门砖都算不上。

黄滨的演奏首先抓住听者
的是其中丰富的音乐性，对于作
品有深刻的理解，在处理乐句和
发音方面体现了深厚的修养。尽
管拥有了不起的技艺，她的演奏
最动人之处却在于演奏者的个
性———这是一种成熟的艺术生
命自然流露的个性，而一点没
有为个性而“个性”的倾向。
之所以需要保留那个引号，是
因为这已成为当下时代的问题。
相对于老一辈人，"(世纪下半
叶成长起来的演奏者曾被指责
为个性匮乏。或许是为了克服
这个问题，一些人开始追求个
性更为张扬的表现，结果却并
不都能成功。

譬如一段时间以前，我现

场听了一位在国际上相
当有名的小提琴家演奏
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发
现原本已经很浪漫、热情
的作品又被演绎者加上
了太多、太强的速度变化
的摇曳感，力度对比方面
也有画蛇添足之嫌。结果
适得其反，尽管他的发音
不错，演奏整体上仍显得
造作。因为这种“个性”不
是音乐修养的产物，而更
多是为了对抗“无个性”，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
极端。
黄滨目前发行的唱片

不多，其中一款《巴洛克小
提琴名曲集》（由 ./012出
版）却很能说明问题。它的
曲目包括维塔利《恰空》，
塔蒂尼《魔鬼的颤音》，巴
赫无伴奏的选曲，及亨德
尔、维瓦尔第的奏鸣曲。
以《恰空》为例，该作不
仅拥有绝美的旋律，技巧也
实在华丽，其中流露的激情
哪怕放在#%世纪都足够强
烈了。黄滨将海菲斯视为
理想的小提琴家，后者对
该作的演绎是传奇式的，
让人目瞪口呆。在这种情
况下，黄滨的演奏益发显
出她成熟的音乐观念，因

为她丝毫没有模仿那位楷模。
她的琴声一出来，几乎让我想
到格鲁米欧，那种淡雅，发挥
出小提琴最本色的美；没有任
何讨好听众的修饰，却是韵味悠
长，长到我过后数月都不忘。
表现该作复杂的曲情，她的

演奏偏于温婉，又充满自发性。
而这种自发性，总让听者感到是
出于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处理
技巧性段落时，如果她愿意，不
难取得比唱片中更华丽五倍的
效果，但小提琴家并没有这么
做。处理《恰空》炫目的华彩段，
她反倒有意收敛，避免扰乱自己
在整体中追求古朴的大格局，这
就是技巧为音乐服务。这样的品
质亦出现在巴赫、科莱利等人的
作品中，所以哪怕有多位巨匠的
录音在前，黄滨的演奏也没有黯
然失色的感觉。
这样一位小提琴家，目前可

见的唱片只有寥寥三张，一些迷
人的曲目她录了音，却仍未见发
表。在此为黄滨呼吁，各位乐迷
如果错过本月这场，下一次千万
要关注这位小提琴家。也希望她
前一段时间灌录的莫扎特奏鸣
曲能尽快在国内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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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同米哈伊尔的中国之行

! 任海杰布赫宾德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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