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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上世纪 !"年代，我认识一些喜欢
古典音乐的前辈，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位大
师就是托斯卡尼尼（#$!%&#'(%）。记得我
听过他们收藏的不少托斯卡尼尼指挥
“)*+交响乐团”的黑胶唱片，其中还有 %$

转的粗纹唱片，(&!分钟就要换一面。印象
较深的有舒曼的《“莱茵”交响曲》、柴可夫
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序曲》等。
这几位爱乐者的唱片后来荡然无存。

但是，我对托斯卡尼尼的崇敬却一直没有
变。今年 $月，我在“富豪环球东亚酒店”
举办的“第九届上海国际音响影音视听展
暨黑胶文化节”看到一张托斯卡尼尼指挥
“)*+交响乐团”的黑胶唱片，节目是海顿
的第 ',，-"- 交响曲（别名“惊愕”和“钟
声”），是 .+/（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出版
的，成色很新仅售 ,0元。我欣喜异常，立
即买了下来。

海顿的“惊愕”是一支极有特色的交

响曲，第二乐章行板中那响亮的击鼓声，
据说是海顿的一个小“恶作剧”，为了让观
众席中昏昏欲睡的英国人惊醒过来———
“惊愕”即由此而来，这段惊彩的音乐总是
激起乐迷们极大的热情。细细品味托斯卡
尼尼的演绎，它虽然没有索尔蒂指挥“伦
敦爱乐”版本的那种排山倒海之势，却具
有一种最简单的风格，几乎像首童謠，其
慢乐章更是充满着欲言又止的韵味。

今年是托斯卡尼尼逝世 !"周年的整
数年，报刊上出现一些纪念这位音乐大师
的文章，其中也有不少评论家对这位大师
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当代音乐，特别是前卫
派的 -1音阶作曲法（以勋伯格、贝尔格、韦
勃恩等第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不予重视。

这种批评多出自于德国的一些音乐
学家，我认为对托斯卡尼尼是不公平的。
托斯卡尼尼首次指挥乐队是在 -$$!年，
时年仅 -'岁，在随意大利歌剧院在巴西
巡演时，他临时顶替指挥威尔第的《阿依
达》，而且是背谱指挥的。那时候，勃拉姆
斯、威尔第、德彪西等还活着，理查·施特
劳斯和托斯卡尼尼年龄相仿，瓦格纳也去
世没几年。托斯卡尼尼一生共演出了约
!""部作品，其中“重头戏”正是瓦格纳的
作品。《众神的黄昏》首次在意大利演出，
就是托斯卡尼尼指挥的，-'23年，他成为
第一位“非德国学派”的指挥被邀请在“拜
罗伊特音乐节”指挥节目。
他在意大利首演了《佩里亚斯与梅丽

桑德》和《莎乐美》，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
创举，因为这两部作品在当时都属于非常
前卫、颇有争议的，作曲家德彪西、理查·施
特劳斯也是正当盛年，所以，说托斯卡尼尼
对“当代音乐”关注不够，是站不住脚的。

-'2%年，托斯卡尼尼 %"岁那年，美
国商业無线电和电视的企业家、.+/的老
板戴维·沙诺夫将自己旗下的“)*+交响
乐团”交由托斯卡尼尼组建、指挥，托斯卡
尼尼有了自己的乐队，灌制了大量的唱片，
从而使托斯卡尼尼指挥的音乐被一代又
一代的爱乐者所欣赏，换言之，今天我们
对托斯卡尼尼的了解、评论，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他指挥“)*+交响音团”的录音。
诡异的是，这件事却使这位指挥大师

饱受非议。有人认为，接手“)*+ 交响乐
团”后，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不如以前舒缓、
广阔了。特别是在 -'(,年，托斯卡尼尼在
卡内基大厅指挥威尔第《假面舞会》（他生
前指挥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歌剧），他的记
忆力大为减退，致使这场实况转播的音乐
会出现了不少问题。

有许多的理由可以为大师辩护———
托斯卡尼尼领衔“)*+交响乐团”时，年逾
七十，已经过了他演出生涯的巅峰期，而
他在当打之年时，录音技术还远未完善；
在广播电台指挥乐团和在现场指挥有很
大的不同，那就是必须要匹配电台所给的
时间，所以大师的指挥有时会给人以一种
匆促感，至于卡内基的 -'(,年的音乐会，
大师已经 $%岁了，记忆力不能和年轻时
相比。简而言之，我们今天听到的托斯卡
尼尼，都不是他的巅峰之作。

-'1'年，一位 1-岁的年轻人在维也
纳听了托斯卡尼尼指挥“斯卡拉歌剧院”
的演出后写道：“生平第一次，我知道了
‘指挥’的含义是什么……音乐和舞台上
的表演是如此的天衣无缝，每一个动作都
有特定的含意，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
目的。”他是卡拉扬。

为托斯卡尼尼辩护

! ! ! !去年 (月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
间，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英举办了一场独
唱音乐会，演唱的曲目既有经典歌剧咏叹
调，又有中外艺术歌曲。隔日沪上有家大
报刊登专文对黄英独唱音乐会的成功举
办予以大幅文字的报道，这无可厚非、理
所当然，但通篇报道竟只字未提黄英独唱
音乐会的合作者———钢琴伴奏张亮的上
佳而密切的配合，以及张亮在整个音乐会
伴奏中体现出来的丰富艺术修养。因此业
界对此大报的报道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
张亮成功合作的不公，忽视了对钢琴伴奏
者的尊重和肯定。
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如何看待声乐

独唱音乐会或器乐独奏音乐会中与之配
合的钢琴伴奏所起的作用。一天下午笔者
前往上海爱乐乐团，与张亮就此话题进行
了一些交谈。张亮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
及指挥。他不仅是年轻有为的交响乐指挥
家，而且是学有所成的优秀钢琴家。每年
他在团里除负责全年演出计划的安排和
日常的业务管理外，还承担音乐季里许多
重要场次演出的指挥排演任务。但由于他
也是演奏技艺炉火纯青的钢琴家，曾于
-,年前在奥地利留学时，以全优成绩获
得了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颁发的指挥和
钢琴的双学位毕业证书，所以他给自己在
钢琴伴奏方面的“任务”，是每年至少有一
两次为声乐独唱或器乐独奏或室内乐的
音乐会担任钢琴伴奏。

张亮认为钢琴伴奏绝不是一个轻松
简单的“活”。在与独唱或独奏合作之前，
也要做许多“功课”，要熟悉独唱或独奏演
出的乐谱，要研究曲目的内容和风格。要
与独唱者或独奏者一起探讨合作演出的
“气口控制、情绪表达和主次分明等的诸
多问题。独唱者在演唱歌剧中的咏叹调
时，由于张亮在留学期间，参与过近 -"部
经典歌剧的排演，又熟读过不少歌剧总

谱，故而他在用钢琴为所唱咏叹调伴奏
时，脑海中会自然出现交响乐队在歌剧中
的整体演奏效果，使他的钢琴伴奏既符合
乐谱的音符、速度和节奏，又有一种色彩
多变、音响饱满和想象力丰富的效果。这
是他作为专业指挥在弹钢琴伴奏时才会
有的得天独厚之处，是某些单独从事钢琴
伴奏者难以达到的本领。

钢琴伴奏与独唱和独奏是绿叶与红
花的关系，是从属与主导的关系。张亮说
这是钢琴伴奏者应有的基本认识。在整个
演出过程中，钢琴伴奏决不能喧宾夺主，
决不能任意发挥，以肆无忌惮的音量盖过
处于主导地位的独唱和独奏的艺术表现，
从而使独唱和独奏的“红花”黯然失色！在
一些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中，作曲家也
会在开始的前奏，乐段中的间奏，以及结
尾，写出让钢琴伴奏单独发挥的精彩段
落，此时钢琴伴奏尽可淋漓尽致地按照作
曲家的提示和乐谱，把激情倾泻在表现力
极为丰富的钢琴上，使钢琴伴奏烘托独唱
的情绪表达，延伸独唱的意境，为独唱作
感情抒发和艺术表现的铺垫。“好的钢琴
伴奏，应该追求乐队效果，要从头至尾控
制好整个伴奏的音色。”张亮说与独唱和
独奏合作时，钢琴伴奏要与之“一起走”，
“决不是等”，而且钢琴伴奏要有“提前意
识”，才能跟上独唱和独奏的演唱演奏。在
伴奏时还要控制好踏板，“谨慎用踏板”。
他觉得在伴奏时还是少用踏板为好，要用
手在钢琴上弹奏的连贯，来尽可能接近交
响乐队的感觉，衬托独唱独奏。
“我与张乐录过一张唱片《乐在其

中》。张乐是成熟的小提琴家，他处理演奏
的曲目不一般，我理解他拉的音乐。他拉
得很好，我用钢琴为他伴奏很顺畅、很舒
坦，彼此配合默契。所以有人听了我们出
的这张唱片，就说你们两人的合作，好像
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同夫妻，没有隔

阂，很融洽。”张亮说如果两人音乐感觉不
同，独奏和伴奏“还是两张皮”。
早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钢琴时，

张亮就取得了此专业优秀的学习成绩，与
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合作举办过
她的独奏音乐会，他的伴奏深受西崎崇子
的喜爱和好评。升入大学随张眉教授学习
指挥，以及后来到维也纳留学，张亮从未
放弃深造钢琴专业，而且随维也纳老师学
习了歌剧艺术指导的课程，明白了歌剧艺
术指导的职责，这对他从事独唱和独奏的
钢琴伴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觉得一
个指挥要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常以从
阿根廷走上世界乐坛而闻名遐迩的丹·巴
伦博依姆为榜样。巴伦博依姆是杰出的钢
琴家，也是杰出的指挥家，他曾以钢琴弹
奏与世界众多独奏家和歌唱家合作演出。
张亮从维也纳学成回国后，也循着巴伦博
依姆的路子往前走。他与法国长笛大师朗
帕尔、与韩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韩秀美、
与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和廖昌永
等都有成功的合作演出。前不久，他在广
州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方琼合作
举办了一场古诗词的声乐作品音乐会。此
场音乐会今年 -"月还将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公演，当然是张亮弹钢琴伴奏。
“现在与独唱合作的钢琴伴奏，更有

了声乐艺术指导的作用。这样的钢琴伴奏
者，已经不仅仅在于伴奏，而且要在曲目
表现内容和风格，在歌唱语言的准确掌
握，在全首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对独
唱者予以辅导和指教。”张亮感到这样的
声乐艺术指导必须要有全面的艺术修养，
在歌剧排练时，他如同助理指挥和半个导
演，其职责已被大大扩展。目前我国的声
乐艺术指导与欧美国家相同专业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好在我国的众多音乐学院已
设立了学习声乐艺术指导的专业和硕士
考试，这样的人材会陆续培养出来的吧。

钢琴伴奏不是轻松的!活"

! ! ! !今年秋季，世界乐坛如雷贯耳的双
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
将先后光临东方艺术中心，这无疑是上
海演出史上的盛事，广大乐迷无不翘首
以盼！

之前，这两个乐团都曾来过上海，
回忆当时现场聆听的情景，历历在目，
倍感亲切。

先说维也纳爱乐乐团。1"", 年 1

月，小泽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次
访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两场。当时，这
是轰动性的新闻。我欣赏了第一场，这是
我第一场现场聆听维也纳爱乐，也是我
第一场现场欣赏小泽征尔的指挥艺术。
曲目有：舒伯特《第八交响曲》、理查·施
特劳斯《唐璜》、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
当时聆听的感觉就像海绵吸水，生怕漏
掉一丝一毫，第一次领教了维也纳爱乐
金光灿烂的音响色彩。
第二次是 1""%年的 '月，也是小泽

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在东方艺术中心
演出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因为

是伴奏歌剧，乐队的编制比较小，味道纯正。我的座位
离舞台比较近，体验细节的感觉更加鲜明，对维也纳爱
乐独到的细腻优雅印象深刻。

1""'年的 '月 1%日，由祖宾·梅塔率领的维也纳
爱乐第三次来到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一场音乐
会。当时我的门票已经落实，但在临演出前，东方电视
台邀请我作为嘉宾去直播室，参加 '月 1%日在上海大
剧院的上海交响乐团建团 -2"周年庆典音乐会直播节
目。分身无术，只得与当天的维也纳爱乐失之交臂。
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建成后，作为开幕演出的

重头大戏，于 1"-,年 '月 -$日邀请维也纳爱乐登台
庆贺，由乐坛当红明星杜达梅尔指挥。演出前，我观摩
了乐队排练。音乐会曲目有：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
（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和中提琴首席担任独奏）、西贝
柳斯的交响诗《图内拉的天鹅》和《第二交响曲》。

欣赏维也纳爱乐最过瘾的经历，是我 1"-,年夏
天的维也纳音乐之旅，从 !月 -'日至 1'日，我在维
也纳十天，共欣赏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七场演出：
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场）、理查·施特劳斯
《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亚纳切克《狡猾的小狐狸》、
普契尼《托斯卡》。也许是在主场演出，乐团的状态
特别好，同去的朋友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声音。
这是我听到的最为精彩的维也纳之声———尽管是在乐
池里担任伴奏（瓦格纳除外，在他的歌剧中，乐队与
人声是平分秋色的）。
说完维也纳爱乐，就要说柏林爱乐了。1""(年 --

月，西蒙·拉特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造访东方艺术中
心（演出两场），轰动申城，连平时不太听古典音乐的老
百姓都知道，这就是以前指挥皇帝卡拉扬的乐团。我欣
赏了第一场，并在演出前观摩了乐队排练。曲目有：柏
辽兹的交响序曲《海盗》、拉威尔《鹅妈妈组曲》、贝多芬
《第三交响曲》。柏林爱乐精致干净、音色丰满、诠释深
刻、气势磅礴，不愧是世界顶级名团。

1"--年秋季，时隔六年后，西蒙·拉特再度率领柏
林爱乐乐团来沪，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一场音乐会。因为
门票实在太紧张，供不应求，在音乐会的当天，大剧院
还同步进行实况直播，让广大市民领略柏林爱乐的风
采。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是日本当代作曲家细川俊夫
的《圆号协奏曲》，由柏林爱乐的圆号首席担任独奏。下
半场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我上半场坐在二楼，下
半场坐到一楼正厅 --排加座，近距离感受到了柏林爱
乐的巨大魅力。也就是在那一晚，我真正进入了布鲁克
纳的《第九交响曲》，回家后反复聆听唱片，由此开始全
面进入了布鲁克纳神奇神秘的音乐世界。这就是现场
音乐会的巨大魅力和收获。
今秋 -"月和 --月，双雄将在东方艺术中心合璧，

而且都各演两场4 维也纳爱乐由如日中天的指挥明星
爱德里斯·尼尔森执棒，柏林爱乐由大家熟悉的西蒙·
拉特大师执棒。乐迷们就等待着盛大的狂欢吧！
（乐友李严欢先生对本文也有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 爱德里斯#尼尔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