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二日天气放晴，纽约爱乐
乐团音乐会依旧吸引着我走进 %"#&

音乐厅，今天的主题是青少年的音乐
会，普罗科菲耶夫交响童话《彼得与
狼》里各种音乐形象、理查·施特劳斯
《蒂尔的恶作剧》中各个主导动机在
大山绘声绘色的讲解以及纽约爱乐
乐团的音符中实现立体的解读，三块
大屏幕播放着与作品相关的图片，音
乐变得生动而活泼，视听双重享受。

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属由中外小
作曲家创作的两部新作，“青年、都
市、冒险”，这几种元素融入作品中。
美国的 ''岁的小作曲家卢卡斯·亚
历山大创作的《时间轮回》，虽然作品
音响略显单一，但音乐中那股清新之
气、旋律之紧凑和集中，短短三分钟，
却让人听到了时间的脚步。在后台见
到亚历山大，一脸稚气，但眼神充满
着好奇，回答我的问题从容淡定。他

告诉我说他用了一个半月完成此作，
还没想好将来要不要当作曲家，只是
在写的时非常非常享受。我想这就是
孩子在创作一样东西时的本真流露，
他们实实在在地享受这个创作过程！

来自上音附中高二学生钱怡冰
创作的作品《弦·击》，无论从线性的
弦乐声部还是从点状的打击乐声部，
两者产生的矛盾、碰撞、释放、融合产
生出很新奇的音响组合，有旋律也有
色彩，时尚又不失传统，尤其开篇的
打击乐和弦乐的和声色彩非常吸引
人！她的作曲老师强巍昊告诉我，这
原先是钱怡冰的一部室内乐作品，这
次改成乐队作品，参加了上交和纽爱
的“小作曲家”的甄选并入选。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作曲

家、指挥家谢林开启了第一场青少年
音乐会，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伯
恩斯坦时期，推向历史高峰，其辐射

效应是持续发酵的，那么青少年音乐
会的魅力在哪些方面？如何做好音乐
普及和发展？孩子学音乐的目的是什
么？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实现音乐梦
想？这场纽约爱乐延续至今的品牌
给———青少年的音乐会我们做了很
好的榜样！

! ! ! !巴赫加沙汉姆，这对我来说太有
诱惑力，一方面巴赫是我最喜爱的作
曲家之一，而沙汉姆，他的琴音和他
那把 '())年的斯特拉迪瓦利名琴早
已有口皆碑，除了这两点，吸引我眼
球的还有沙汉姆将与影像艺术家大
卫·麦卡雷克合作，音画呈现巴赫小
提琴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全集。

场灯暗下，沙汉姆拿着“波丽奈
女爵”琴走到舞台中央，一束追光照
下，人与大屏幕影像构成了两个长
方形世界，真实和虚幻交错，若即若
离。总觉得巴赫的音乐无法用画面
来表达，它超然、静谧、永恒，这种上
帝之声如何用具体的画面来阐释？
台上的影像简单而色调统一，慢舞、
女人、孩子、花瓶、水滴是麦卡雷克
设计的主要元素，而这些有油画质
感的画面构图唯美、意境深远、动作
细腻，美得令人窒息。它不喧宾夺
主，与音乐的气质那么协调，它用微
观世界（分解的慢动作），来对应巴
赫音与音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平衡，
试图阐释与巴赫精神关联的“永恒”
这一命题。

沙汉姆在《第一无伴奏奏鸣曲》*
小调主和弦上开启巴赫音画之旅，音
符温暖而有力。画面是初生婴儿，他
粉粉的脸颊，闭着眼睛，母亲慈爱地
看着孩子，瞧，这小生命的降临多么
令人惊喜！温情随着音乐逐渐扩散。

这第一段象征万物之源，生命的轮回将
在接下来一段又一段的音乐中展开。
静静地听巴赫《第二奏鸣曲》中的

“赋格”，沙汉姆的琴声饱满而通透，影
像则在我们面前呈现出骷髅、玻璃球
和沙漏三样东西，它们并置在同一平
面上，沙漏在慢滴，时间在流逝，让我
们感到恐惧的骷髅形象在这里变得可
爱起来，一曲终了，终于释然，代表时
间的沙漏、代表宇宙的玻璃球和象征
死亡的骷髅在巴赫音乐中静止，巴赫
注定在星际中发出永恒的光芒！

到了著名的“恰空”，画面变得

很满，日本艺伎在漫天的樱花中舞
扇，泼墨写意、飘渺之处、繁花落尽，
这份凄美和张力在结构庞大的恰空
中无限伸展，音画同步……

有时，影像又是空白的，
这留白可以让我们更认真地倾
听沙汉姆的琴声。有时，影像又
与音乐反差，比如在《第三奏鸣
曲》第四乐章“快板”乐段中，桌
上一个漂亮的花瓶被水冲倒，
流动的音符分解成水滴，它透明的，
变成分子、原子，永远在循环，而巴
赫的音乐是快速的，但被影像拉伸、
放大、放慢，这动与静、快与慢的对
比很有戏剧张力和冲击力！这样的
画面直接呼应到《第三组曲》最后那
首“基格舞曲”，画面水滴倒流，花瓶
复原，一切都回到原点……

麦卡雷克的影像，为我们理解
巴赫的音乐打开了另一扇窗，不过
在我看来，再美的风景也不及巴赫
音乐本身之伟大。沙汉姆为这套“巴
赫小无”苦心准备了 +,年，在 %"#$

之夜呈现，一气呵成，他的演奏行云
流水、音色圆润通透、技巧无懈可
击、声部线条清晰，整体速度偏快，
说不上个性鲜明，但其藏于炫技背
后的解读却超越时空，直抵人心，在
聆听过程中，我几度落泪，在他琴音
中，我感受到了巴赫音乐的有形和
无形、人性和神性、瞬间和永恒！

! ! ! !历经四十载岁月变迁，
如今的柏林爱乐“'-把大
提琴”（下简称“'-琴”）早
已成为给大提琴带来全新
音响美学的顶尖组合。虽说
随着最后一位创始成员托
伊许（./01 2340#56）于 -778

年离团，其中成员已几经更
迭，但那份勇于探索、精益
求精的艺术态度却始终在
此延续。

组建之初，“+9 琴”的
演奏曲目多来自委约创作，
能为这样一支同时拥有 +-

位大提琴高手的团体作
曲———如此不同寻常的工
作，让受邀者们充满热忱，
纷纷在最短的时间拿出新
作。对于作曲家们的支持，
“+-琴”同样倾力回报，在
十余年间首演了近 :7部新
作，其中让·弗朗赛的《晨
歌》、阿沃·帕特专为他们改
编的《兄弟》等，早已成为该
团的保留曲目。当肖斯塔科
维奇听了他们录制的克伦
格尔的《赞美诗》后，也表示
出很大的兴趣，可惜那时大
师已身患重病，最终未能为
他们留下任何作品。这份遗
憾直到该团几年前在琉森音乐节
首演索菲亚·古拜杜丽娜题献给
他们的《迷宫》才得以些许弥补。

力推新作的同时，“+9琴”充
分发挥其特殊形式之所长，改编
雅俗共赏的名曲，给听众带去不
同以往的感受。起初他们只是将
这类曲目安排在加演环节，随着
大众对此呼声渐高，尤其是他们
演奏的《昨天》等“披头士”乐队名
曲，成为不少乐迷与之结缘的桥梁
后，“+9琴”开始尝试将改编曲放
入正式节目，如今这已成为他们音
乐会或是唱片中最重要的部分。对
此，演奏家们也与听众一样乐在其
中。因为透过这些耳熟能详的乐

曲，不仅能带给大众更多欢
乐，也让平日身处柏林爱乐、
以演奏古典音乐为重的他们
找到了自我调剂的方式。

由于每年能用于巡演
的时间有限，更多时候，乐

迷们只能在唱片中与这 +9个忙
碌的柏林人相遇。所幸该团在
+)8;—97+7 年间录制的八张代

表作最近被结集再版。从创
建之初的古典作品集、“披
头士”歌曲改编曲，到步入
新世纪后接连推出的三张
广受好评的专辑：收录维
拉<罗伯斯、皮亚佐拉等人
作品的《南美大逃亡》、为庆
祝建团 =7周年而推出的首
张爵士专辑《月光夜曲》、以
经典电影音乐为主题的《时
光流逝》，这一系列精彩的
录音，让“+-琴”色彩斑斓的
演奏艺术尽显无遗。特别是
《时光流逝》，得益于近年来
与该团合作密切的著名作
曲家凯撒<林德曼（>"?63?@

A&"#3B<C"DE3@&DD）的精心
改编，充分发挥出“+9琴”在
营造极端对比方面的优势，
以及细腻、灵动的风格，让
听者在音符中经历了一场
银幕盛宴。同样深得我心的
是收录巴赫、门德尔松、威
尔第、德彪西等名家之作的
专辑《天使之舞》，它犹如“+9

琴”用纯净琴音建起的一片
休憩心灵的园地，叫我暂别
都市的喧嚣与生活的忙碌。

其实这次“+9琴”在上
海夏季音乐节中的音乐会，

选曲同样基于他们最近发行的两
张艺术质量甚高的专辑：《花都巴
黎》与《子夜琴吟》，以此开启人们
对巴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双城
记忆”。
“+9 琴”与法国音乐向来渊

源颇深。早年弗朗赛专为他们创
作的《晨歌》，日后从未自该团的
节目单中消失，这次亦将被带来
上海；对于德彪西、拉威尔、福雷、
萨蒂、普朗克等人名曲的全新演
绎，则反映出他们高雅的艺术品
位；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香颂，也
在他们的弓弦下散发出典型的法
式浪漫气息。同样为人津津乐道
的，是“+9琴”赋予南美音乐的迷
人风情，尤其当演绎皮亚佐拉的
作品时，他们总能以最直接的方
式，传递出音乐中或忧郁凄美、或
激昂强劲的情绪，且给人留下无
限遐想。
这个夏天，就让我们随着“+9

琴”饱含和谐之美的琴韵，一同去
感知那虽处不同地域，但却同样
浪漫优美的“双城记忆”。

! ! ! ! !普拉西多"多明戈 !"首

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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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精选集，好似男高音
歌唱家多明戈迄今逾半个世纪
辉煌艺术生涯的缩影。选入第
一张唱片中的咏叹调，来自他
在歌剧舞台饰演的最具代表性
的角色。他那明暗相间的音质、饱满的气息和统一的声区，使自己演唱
的这些脍炙人口之作有其独特的魅力。第二张唱片收录的在拉美、意大
利等地流传颇广的歌曲，经他唱来趣味高雅、热情洒脱，同样给人以很
大的享受。 %严焕&

我的Misa日记（上）

! ! ! !上海夏季音乐节（简称“%"#&）的
开幕大戏在一场夏日暴雨中激情上
演，吉尔伯特、特里福诺夫与纽约爱
乐乐团制造的纽约之声带给我们震
撼体验！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五部钢琴
协奏曲中，上演最多的是《第三钢琴
协奏曲》。“普二”的现场我还是第一
次聆听。此曲是普罗科菲耶夫早期的

创新之作，理念
前卫，技巧艰深，
钢琴几乎成为一
架打击乐器，一
百多年前由普罗
科菲耶夫本人主
奏首演时曾激起
轩然大波，当时
著名的乐评家
卡拉蒂吉预言：
“我确信 +7 年
后，听众会给这
位年轻作曲家

的天赋报以相当的掌声，以此为昨日
冒失的嘲笑赎罪。”历史证明了卡拉蒂
吉的预言，即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普二”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和锐气。
风华正茂的特利福诺夫身材修长，掌大
指长，加之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技艺，如
虎添翼，在键盘上尽情挥洒，各种高难
技巧成了他的英雄用武之地，绚丽多

彩的极致音响辉煌灿烂，引爆全场观
众持久的欢呼和掌声！

美国几大乐团中，往往突出铜管
声部，相比之下，纽约爱乐更注重整
体的平衡，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
……音响的比例适当，配合有致，融为
一体，显示出吉尔伯特调教有方。本场
他不用指挥棒，背谱指挥理查·施特劳
斯的《英雄生涯》，肢体动作丰富，一开
始的“英雄主题”深沉有力，气势磅礴。
被敌人嘲笑后进入的爱情段落，首席
小提琴的独奏情意绵绵，缠绵悱恻。
“英雄的战场”鼓乐齐鸣，配器华丽，再
掀高潮。进入“英雄的业绩”，回忆往
事，精神升华。最后是“英雄的归隐”，
放下功名，淡泊人生，爱情甜美，一派
田园风光，这里的首席小提琴独奏情
深意长，不绝如缕，演奏水准比前面第
三部分更为出色。整部作品，纽约爱乐
的表现脉络清晰，张弛有致，这是我
近年来听到的最为满意的纽约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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