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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

! ! ! !自 !"#$年在瑞士琉森音乐节首演
至今，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艺术
生涯已走过四十载。如今的她，早已由当
年受指挥大师卡拉扬提携的青涩女孩成
长为同时代小提琴家中的佼佼者，而她
也没有辜负前辈寄予的厚望，在音乐的
道路中不断超越自我。
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穆特将与

沪上乐迷再续前缘，于 !&月 !'日在东
方艺术中心的独奏会中演奏莫扎特、
圣%桑、雷斯皮基、库瑞尔的四部风格迥
异的作品。这套与今夏她在琉森音乐节
举行的首演四十周年纪念音乐会如出一
辙的曲目，在清晰勾勒出穆特音
乐事业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从历
史和文化的角度展现了古典音乐
的巨大变化。
莫扎特的音乐与穆特之间始

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见证了
她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当年，
!(岁的她正是凭借对莫扎特奏鸣曲的
出色演绎，引起卡拉扬的注意。在大师的
安排下，又以莫扎特《)大调第三协奏
曲》首次亮相萨尔茨堡音乐节。与卡拉扬
合作录制的莫扎特两部协奏曲，则成为
她最经典的唱片之一，琴声中充盈着青
春的活力和天真的气息。穆特曾说：“莫
扎特的作品就像 *光一样，可以穿透你

的灵魂。在莫扎特的音乐中，没有一个音符是空穴来风。”
因此，过去 +&年中她从不曾停止对这些作品的思考与演
奏，每一时期，都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它们。

成名后的穆特，在不断扩充自己演奏曲目的过程中，
经常将目光投向一些冷门佳作，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便是其中之一。这部完成于
-"-$—-.年的作品，既承袭了浪漫主义的风格，某些方面
又具有相当的现代意识，以其精致的节奏、极富表情的旋
律、色彩绚丽的和声，成为 /&世纪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动人
的篇章之一，但却并未受到演奏家们的足够重视。好在穆
特很早就发现了它的光彩，将之纳入自己的保留曲目，并
以独特的视角赋予这部作品自由且个性化的新颖诠释。
闲暇时分，穆特喜欢以爵士或流行音乐作为欣赏的

首选，而非古典音乐，因为在她看来“听觉上需要有些新
的东西，要不然缺少了音乐的新鲜感是不好的！”这或许
也是她一向对当代音乐抱以极大热忱的原因所在。近年
来她首演了诸多新作，鲁托斯拉夫斯基、普列文、潘德列
茨基、里姆等人纷纷将作品题献给她。对穆特而言，能参
与到这些当代作品的创作和呈现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这次独奏会中她同样将以美国当代作曲家塞巴斯蒂
安·库瑞尔（012345637 89::61:）的《齿轮》，为手中的乐器
寻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声。
穆特是幸运的，不仅事业一帆风顺，且总有名琴与她

相随。最初她使用一把加里亚诺小提琴，而后又两度更换
了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此番伴她前来的，就是那把制于
!.!&年、被称作“杜恩%拉文勋爵”的斯特拉迪瓦里。她将
之视为“身体里最好的一部分”，称其真正与自己的灵魂
相连，“它帮助我在音乐中融入并激发出更多的内心情
感，带给音乐厅中所有人一段恒久美好的记忆。”
“当我得到了一把小提琴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小提

琴家，别的什么都不干了，我希望用小提琴来感染人类。”
如今穆特已然如愿。;&!'年岁末，柏林爱乐乐团的除夕
音乐会中，一袭抹胸长裙闪亮登场的她，作为嘉宾虽仅演
奏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和拉威尔的《茨冈》两首
乐曲，却依旧以精湛的琴艺和绰约的风姿成为全场的焦
点。此刻，她正向着艺术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攀登。

! ! !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
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月 (&

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交的 ;&!$%

;&!.年新乐季的开幕演出，举办的是以
“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为主
题的专场音乐会。演出的重点曲目为著
名作曲家丁善德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
《长征交响曲》，由他的外孙上交音乐总
监余隆指挥。说起《长征交响曲》，不由得
使笔者想起一些往事。

!"'"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之际，
陈毅元帅对音乐界的人士说，纪念碑的
十幅浮雕可以写成音乐作品。陈毅元帅
的话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上海
的一些作曲家闻风而动，纷纷投入与人
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内容相关的音乐构思
和创作。在建国十周年后的几年内，陆续
有王云阶创作了《第二交响曲“抗日战
争”》，瞿维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
碑》，刘福安、卞祖善、马友道、程寿昌合
作创作了《“八一”交响诗》。而丁善德则
以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题材，创
作了一部史诗性的大型交响乐作品。为
创作这部史无前例的力作，时任上海音
乐学院副院长的丁善德在安排和做好繁
重的教学领导工作之时，即多次深入当
年红军经过的艰险地区，重走长征路感
受红军情。通过音乐采风和深入生活，选
择和概括了长征途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
件，吸收了各地的民歌民谣素材，以丰富

多姿的音乐表现手法，于 !"$!年
先创作完成了《踏上征途》《红军
是各族人民的亲人》《飞夺泸定
桥》前三个乐章。当时著名指挥
家、上交老团长黄贻钧得知老友
丁善德以长征为题材，创作《长征

交响曲》，非常兴奋，而且看了前三个乐
章的总谱，说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表示要
在此年 '月第二届“上海之春”中作为上
交参加此届音乐盛会的专场音乐会主打
曲目。那时黄贻钧家住在虹口区，为了早
日熟悉《长征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总
谱，他在来回乘车的车上，便在心中默默
背诵这部作品的总谱。他还几次到丁善
德的家里，商谈排练这部作品的各种事
宜，讨教乐曲指挥的处理，并催促丁善德
把后两个乐章创作完成。!"$;年 '月，黄
贻钧终于指挥演出了丁善德创作完成的
全本《长征交响曲》。丁善德完成的第四
乐章和第五乐章，分别是《过雪山，过草
地》、《胜利会师》。连续两年演出丁善德
的《长征交响曲》，在上海音乐界和广大
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给予了高度评
价。

黄贻钧对这部开拓创新的杰作情有
独钟，他在应邀去北京指挥中央乐团音
乐会时，也把《长征交响曲》作为重点推

出的曲目。回到上海后，黄贻钧即指挥本
团录制了《长征交响曲》的唱片，并流传
到了海外。著名华裔指挥家林克昌就曾
指挥过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演过《长征
交响曲》，也灌录了唱片。丁善德和黄贻
钧合作排练和指挥演出《长征交响曲》的
过程，还被上海电视台拍成专题纪录片
播放，从而留下了两位德高望重、各有建
树的音乐大家亲密合作的一段佳话。

对《长征交响曲》艺术成就的评价，
著名音乐理论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
仁康早在 !"$!年此作在“上海之春”演
出后，就在《人民音乐》以《听<长征=交响
曲》为题著文作了历史性、赞誉性的结
论，其中提到“这部交响曲既有具体情节
性，又能集中地刻画形象，标题内容和音
乐语言都很通俗易解，在群众歌曲和民
间音乐素材的交响化方面，在解决交响
化和群众化的统一方面，都取得了不少
成就”，“这部作品是近年交响乐曲创作
中可贵的收获”。

! ! ! !此次德奥音乐之旅，以欣赏歌剧为
主，也听了音乐会，主要是匈牙利钢琴
大师席夫的音乐会，还有两场管风琴演
奏。

先说席夫，席夫的大名鼎鼎，已不用
多介绍了，几年前他在上海音乐厅的独
奏音乐会，轰动沪上，至今成为美谈。>月
(日，我们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协会音乐
大厅欣赏了他的钢琴音乐会。顺便说一
句，人口才约十五万的萨尔茨堡，演出场
所之多，观众人气之旺，令人难以想象，
不愧为世界闻名的音乐之乡。那天听席
夫的音乐会，因为有多处剧院差不多同
时有演出，我们又人生地不熟，差点跑错
场所，几乎是在开演前几分钟，才终于
找到莫扎特协会音乐大厅。看上去那是
个老建筑，两层，约近千人座位，舞台
比较高。音乐厅虽不大，但舞台中央的
上方居然有管风琴，古色古香。

席夫钢琴音乐会的形式非常独特，
颇富创意，我们以前闻所未闻。他先演
奏了舒曼的《蝴蝶》和德彪西为爱女所
作的 《儿童乐园》，接着舞台上出现了
有趣的场景：因为《蝴蝶》是舒曼当年
读了作家约翰·保罗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妄自尊大的时期》的最后一章“幼虫
之舞”后，有感而发创作的钢琴组曲，
所以音乐会由木偶演员上台“还原”演
出小说中的故事场景，席夫则坐在舞台
左侧，根据剧情、配合演员，再次演奏
了一遍舒曼的《蝴蝶》，真是风趣生动，

别开生面。
下半场，更是一台木偶大戏：德彪

西的 《玩具箱》。 《玩具箱》 先有钢琴
版，后由德彪西改编成管弦乐，描写了
丑角木偶波利斯奈尔、少女木偶和士兵
木偶的爱情争斗故事，因为情节都发生
在一个大玩具箱里，故名 《玩具箱》。
席夫依然坐在舞台左侧，用一架钢琴为
木偶戏配乐，甚至成为其中的一员———
演出刚开始，席夫就做睡眠状伏在钢琴
上，后被一位木偶演员“唤醒”，才进
入钢琴伴奏状态。整台演出，木偶戏的

精彩幽默，妙趣横生，令观众不时发出
轻微会心的笑声；席夫的美妙琴声、甘当
绿叶的胸怀，则更令人赏心悦目、肃然起
敬。音乐会结束，席夫和木偶演员谢幕，
席夫依然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
声。

据说，为了拓展古典音乐的观众
面，席夫近年来已多次作过这样的“跨
界”尝试，受到好评。本场满座的热情
观众，几乎都是为了席夫而来的。这种
形式的音乐会，对我们国内同行来说，
不无启发。

《长征交响曲》再奏宏伟乐章
! 曹 畏

席夫与木偶表演

! 任海杰

———德奥音乐之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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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静如止水动若风!

直似松竹曲如弓"

小溪组曲幻芭蕾!

五色无色化五行"

弦于无形烟于声!

舞于物外蹈环中"

象于象外抽具象!

离圆遁方气如空"

———;&-$年 "月 --日晚东艺歌
剧厅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上演，巴
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芭蕾舞。巴赫
德文原意即小溪。编舞者海因兹·史波
利从巴赫组曲和风火土水等自然元素
获得灵感，以一把大提琴撑起整个舞
台，用一个轻烟缭绕的大圆环和红黄
蓝绿诸色舞服将一部三分十八乐章的
现代抽象芭蕾串起来，恰似一幅现代
抽象水墨画。形与声相启，意与象相
起，诗与乐相随，气与韵相追，边享边
想中诗书画乐舞幻化为一体，天象亦
尽意也。

美景诗书画评乐

天象亦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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