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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

! ! ! !我确实是习惯性地期待张
昊辰回沪演出了。不论是独奏
音乐会，还是弹协奏曲，这位钢
琴家总能给人很多可期待的东
西。对我来说，欣赏一位演奏家
为自己选择重重难关，再漂亮
地解决问题真是极大的享受。
我们当然不必认为，演奏家是
在进行某种自我折磨。因为事
实上，任何曲目想要弹得好，都
是相当困难的。无论一个人选
择的曲目是否“讨巧”，他完成
这套曲目的难度，其实都不是
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认
识的问题———他究竟如何认识
演奏这件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仍是选

择，钢琴家究竟会不会选择去
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总之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终归有那么一
批人在这些方面不会令你失
望，张昊辰是其中最年轻的一
代。他的新唱片曲目选得很大
胆，而这在他的独奏会中早就
是一以贯之了。相对于去年，钢
琴家以雅纳切克开场，中间弹
舒曼和贝多芬，再以现代作品
收尾的安排，!月 "!日的独奏
会尚且还“保守”一些。但曲目
安排方面的雄心还是让我未听
先佩服的。
上半场演奏舒曼的《童年

情景》和《交响练习曲》。尽管是两首名作，舒曼音
乐那种复杂的情绪变化，那种突然的转折，都在其
中表现得很充分。这些东西其实是要求听者集中
地欣赏，也要求钢琴家集中地表现，否则容易散
的。下半场以雅纳切克的《在雾中》开场，接着是李
斯特的两首超技练习曲，《鬼火》与《追雪》。一位钢
琴家是真正的“技巧为音乐服务”，还是单纯的技
匠，听他演奏这两首练习曲即有分晓。大轴是普罗
科菲耶夫《第七奏鸣曲》，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技巧
艰难，音乐表现亦然。该作是三首“战争奏鸣曲”的
中间一首，表现了作曲家对于二战的感受与思考。
音乐看似尖锐，有时带点机械化的感觉，其实蕴含
了丰富的内容。
《童年情景》由 #$首短曲连缀而成，包括著名

的《梦幻曲》。张昊辰在录音当中已经弹出了不落
俗套的新意，在现场的处理还更为大胆。这是舒曼
着重强调诗意与温馨的作品，钢琴家却有意刻画
了强烈的对比效果，但他绝不乱来，而是以结构方
面的思考为基础。就我自己的听感来说，他是将情
感、意境相近，位置又彼此相邻的乐曲“打通”。特
别是第 #、"曲，第 %（梦幻）、& 曲，还有最后的第
#"、#$曲这三组，张昊辰都跨越单首乐曲，营造出
更旷阔的“整体意境”。他以这些性格内在的组合
为“主干”，然后将某些活跃的曲子弹得异常生动，
使它们有力地穿插其间。
有时，譬如最后的两曲当中，钢琴家的演奏仿

佛冥想性太重，在我听来，速度稍慢了些。但这是
个人感受的问题，而非慢到有意夸张的地步。在
《交响练习曲》中，舒曼特别着重于表现不同的声
部线条平行发展。这套钢琴独奏作品获得“交响”
之名，很多即是源于这样的丰满和立体。张昊辰的
手指功夫相当出色，《童年情景》中的音响控制已
经非凡，而在这里，他所追求的不仅是清楚地刻
画多线并行的构思，还有赋予不同声部各样的色
彩。表现富有戏剧性的变奏时，钢琴家的演奏可
谓狂放，细节方面却一点不潦草。清晰性、触键
的品质等等，以及富有弹性，毫不僵直的句法。
如此方能表现出真正的戏剧性，也是真正的技巧
为音乐服务。
由此，自然要说到那两首超技练习曲了。《追

雪》开头的声音塑造甚美，置于当代名家之侧，也
不会失色的。其后低音区的磅礴气概也让我记忆
犹新。《鬼火》是考验钢琴家快速而轻柔的演奏，或
许张昊辰的弱奏还不能完全回应我的期待。当然
已经很好，只是对他，我们理当提出更高的要求。
雅纳切克的作品较为冷门，钢琴家的演奏却

让人沉醉。他很好地平衡了原作独特的抒情特质，
还有浓郁而略带诡秘的叙事性。而普罗科菲耶夫
的奏鸣曲，可说是疯狂炫技与品位的结合。第三乐
章弹得很 '()'，听得出演奏者乐在其中，但演奏本
身并未忽略原作的表达性。不过，给我最深刻印象
的还是第一乐章的开头，有现代风格的清晰和精
确，又很深地发掘了作品的尖锐与反讽，音乐表现
方面有血有肉。

! ! ! !近日，世界顶级的四重奏
组———鲍罗丁四重奏带着 %"

年光辉厚重的历史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演绎了贝多芬、舒伯
特、肖斯塔科维奇和鲍罗丁的
四重奏作品，在他们身上，你会
听到经过岁月积淀而形成的独
有的声音气质、又富有深邃、深
沉情感和新颖的声音。

记得上大学时，曾疯狂地
听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的全套四重奏录音，#!首，一首
首听，一首首分析，于是对老肖
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音乐语
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听的
就是他的同胞，鲍罗丁四重奏
的演绎版本。因此，当他们这次
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
弦乐四重奏》，就像与我久未谋
面的老朋友再次重逢，毫无违和
感地被那种只有俄罗斯音乐和
俄罗斯团才有的独特声音所打
动。此时的鲍罗丁四重奏组非彼
时的鲍罗丁组，他们与我们以往
在唱片中听到的那种坚实、深
沉、老辣的声音不尽相同，这一
代鲍罗丁组的声音非常干净、
隐晦和平衡。《第十一弦乐四重
奏》是老肖生命最后十年中的
创作，是为悼念他的好友、贝多
芬四重奏组第二提琴西林斯基
而写的。人到暮年，随着身体状
况每况愈下、身旁好友的离世，
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关注更加深
刻的人生命题，在音乐中，他削
弱了以往尖锐的现实批判性，
而表现出更多内省的特质。

作品由七个乐章连缀而
成。乐曲开篇引子部分，鲍罗丁
四重奏的演奏把象征命运的四
度音程动机、象征永恒的单音
反复和悲剧的下行音调呈暗灰
色调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一个幽暗、封闭的
屋子里，时间在微弱地转动、静
谧是持续的，忧思和孤独感慢
慢袭来。突然，音乐变得积极、
涌动起来，谐谑曲、宣叙调和练
习曲这几个乐章一改之前的面

貌，旋风般疾驰的音流在一提
和大提之间穿插，那速度简直
快到不能自持，这绝对考验四
重奏团员的功力，稍不留神就
会翻船，但我听到他们每个声
部都清晰而稳固地在自己的轨
道上跑动，彼此倾听和衔接，相
比录音，现场更为紧凑和不安。
进入第六乐章挽歌，悲戚的送
葬行列又把我们拉回到现实
中，他们以老肖一贯反讽、阴郁
的音调和节奏感描摹着死神的
临近，到最后终曲，音乐蒙太奇
的一幕幕回闪之前的各个主
题，时间、生命、友情、谎言、真
相、背叛、道德最终还是逃脱不
了宿命的结局！

鲍罗丁四重奏组的演奏可
以说得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真
传，当年，老肖亲自指导他们每
一部作品，作曲家特有的滑音、
精简的织体和卡农式的展现与他
费解、孤独、怪诞的语言只有鲍罗
丁四重奏组来演才是最能把握其
精髓的。台上，第五代鲍罗丁四重
奏组不仅掌握了老肖音乐的密
码，也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和
对声音的美学追求。他们整个
团的声音是内敛而克制的，无
论是音乐幅度还是音量，都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他们不会过

分施力，不会过分宣泄情感，对
肖式所处时代所反映出内心压
抑、矛盾的心理都表现在他们
的每一个句法和运弓中。

四重奏组第一小提琴的音
色往往比较出挑，但你听鲍罗
丁的一提鲁本·阿哈罗尼，戴一
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年届 %*

的他在舞台上像一尊雕塑纹丝
不动，他很理性，没有大幅度的
肢体语言，却对乐曲的节奏和
布局、音乐的平衡性了如指掌。
他不会过分突出自己，音量控
制得当，即便是主旋律的地方，
他也只多那么一点点，一切都
很自然地融在音场中。二提谢
尔盖·洛莫夫斯基的音色较一
提更为柔和，他时常与一提或
中提一起歌唱，音乐的起伏做
得很清楚到位。我也非常留意
中提伊戈尔·纳伊丁，因他在他
们 %* 周年的唱片中出色的表
现被寄予更多的期望，他的音
色圆润，表现力丰富，我听到了
很多以前并未注意到的中提琴
的音乐细节，有意思的是，二提
和中提，这两个往往会被忽视
的声部在这个组合有着非常鲜
明的个性，整个团因中声部的
充实而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
大提弗拉迪米尔·巴辛的演奏

比较感性，这也让我想到他的
前任别林斯基，这位身材矮小、
烟不离手的老头儿被尊称为“鲍
罗丁四重奏”的灵魂人物，他一
直坚守在四重奏组演奏直至
"**%年他去世前一年。待在一个
乐团 +"年本身就是奇迹，可以
想象他对每一个新成员的教导
和反复排练，才确保了新组合延
续原先鲍罗丁四重奏的风格。

在这次音乐会中，我们还
有幸听到了他们的招牌曲目：
鲍罗丁著名的《,大调弦乐四重
奏》，而且是完整的四个乐章，
其中最美的第三乐章“夜曲”是
作曲家献给他爱妻结婚 "* 周
年的礼物，那段小提琴与大提琴
无限深情的旋律，让我想到叶赛
宁的诗：“夜来临，四下一片寂
静，大自然沉浸在梦乡。明月撒
下它的光辉，给周围的一切披
上银装……或许你会想起我，
像想起一朵永不重开的花朵”。

最后加演了柴可夫斯基
《如歌的行板》，那是渗透在俄
罗斯血液里的一曲悲歌，鲍罗
丁四重奏的演绎，妙就妙在看
似波澜不惊的音乐行进，却蕴
藏着巨大的音乐张力和情感深
度，演绎直抵人心，此时，东艺
的空气都凝固起来，全场鸦雀
无声……

听到这里，特别的感动，这
是一支真正伟大的四重奏组，他
们历经了冷战时期、历经了人员
的几度更迭，依然屹立在世界四
重奏之巅。或许有人会说，还是
杜宾斯基时代的重奏组好，但我
想一首作品即便是同一批人来
演，每次也会有所不同，何况时
代在发展，成员在更替。相信只
要四重奏组存在，他们必定会传
承和发扬乐团的优秀传统、风
格品位，并以更开放的姿态延
续鲍罗丁四重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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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罗斯大提琴大师罗斯特
洛波维奇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尚
在眼前，日前又一令人悲伤的消
息传来：大师的高足、柴可夫斯
基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组首位
金奖获得者纳塔利娅·莎霍芙斯
卡娅（-./.0(. 1'.2'3452.6.）因
病于 !月 "*日去世，享年 &#

岁。较之恩师，她的名字对于如
今的乐迷或许有些陌生，但在
同行间这位当年的琴坛佳丽，
如今的群贤之师又是如此举足
轻重，她的离去让人怀念。

当莎霍芙斯卡娅随苏联大
提琴学派创始者之一的谢苗·
卡扎鲁波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完成本科学业后，因老师去世，
她转至罗斯特洛波维奇班中继
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老罗
的课堂上，无论讲解还是示范，
都更具热情、活力和想象力，这
也在她面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
演奏艺术的世界，她曾说老罗
的教学就像是“打开了我的‘天
窗’，让我能够深深地呼吸。”为
帮她准备柴可夫斯基比赛，老
师拿出老柴的《洛可可主题变
奏曲》、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协
奏曲》等多部自己的保留曲目，
将他对这些作品的见解向弟子
倾囊相授，对她寄予厚望。毕竟

那是在老罗的倡导下柴赛首次
设立大提琴组的比赛。

莎霍芙斯卡娅没有辜负老
师的付出，她所具有的非凡音
乐天赋在比赛中得到了稳定、充
分的发挥。大赛评委皮亚蒂戈尔
斯基在欣赏了她第一轮的演奏
后就由衷赞叹“她应该获得一等
奖，女选手获得第一名，真是妙
不可言”。当她完成了所有的参
赛曲目后，另一位评委丹尼尔·
沙弗兰不仅称她的演奏“金碧
辉煌”，还在给她的评语中盛赞
道：“莎霍芙斯卡娅的演奏，恢
弘而潇洒，突出了坚强而集中
的意志和真正的演奏家风格。
她始终让自己听自己的琴声，
并用第一个音符揪住了听众的

心。”最终她赢得比赛
的金奖当是众望所归。

留校任教后，与自
己的老师一样，莎霍芙
斯卡娅也在教育事业中
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她
长期担任莫斯科音乐学
院大提琴与低音提琴专
业主任，同时还在马德
里索菲亚皇后音乐学院
执教 #!年，她在世界各
地开设的大师班更不胜
枚举，培养出众多事业

有成的年轻音乐家。#778 至
"**%年间，她多次在柴可夫斯基
比赛中出任大提琴评委会主席。

繁忙的教学工作并未使莎
霍芙斯卡娅远离舞台，相反她
是如此热爱为听众演奏。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她与钢琴家马
里宁、小提琴家格拉契一同访
华，由于此前不久她摔伤了左
上臂，还在恢复中，原本并无独
奏的安排，但面对中方的盛情
相邀，已年近花甲的她毅然克
服伤痛，登台演奏当年在柴赛
中助其一臂之力的《洛可可主
题变奏曲》，让那时与外界交流
还很有限的我国听众尽情领略
了俄罗斯大提琴艺术的精髓。
事后她告诉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时的同窗好友林应荣教授：“我
想就豁出去拼一次了，在低把
位时还好，拉到高把位，天晓
得！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啦！”

可惜莎霍芙斯卡娅当年的
录音被再版成 9,的实在屈指
可数，除她在柴赛时的部分演
奏实况和“俄罗斯学派”系列中
的一张专辑外，我还收藏有一
张她在 #7%#—#7%8 年间录制
的四首巴洛克和古典时期的协
奏曲，真实反映出她艺术黄金
时期的演奏风貌。这张唱片以
维瓦尔第的“: 小调”和“. 小
调”两部协奏曲开始，她对这两
部作品的演绎非常生动且富于
想象力，也流露出强烈的抒情
气质。在发音及对分句的处理
上，甚至还让人联想起独树一
帜的沙弗兰，只是个人风格不
如这位前辈般强烈。由此听来，
当年沙弗兰对她的演奏赞不绝
口，当在情理之中。她演奏的博
凯里尼《;大调协奏曲》规整但
不刻板，让音乐始终充满活力，
有时还适度流露出些许浪漫的
情绪。压轴的海顿《9大调协奏
曲》，是老罗的“传家宝”之一，
莎霍芙斯卡娅所选择的华彩，
也是出自老师的挚友、作曲家
布里顿之手。其优雅并带有些
诙谐色彩的处理，与这部作品
的风格甚相匹配。而今当她那
优美自然的琴声再度于耳边响
起，更让人心生缅怀之情。

告别莎霍芙斯卡娅 ! 李严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