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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著名俄罗斯小提琴家扎哈尔·布朗作为
评委参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活动时，面对折
扇小心翼翼地寻找如何打开的“机关”，首届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第四名
斯特凡·塔哈哈如今的巡演曲目中多了一曲
《梁祝》，日前刚落幕的第二届小提琴比赛
“最佳中国作品演绎奖”获得者捷克选手奥
尔加·什劳布科娃因为爱上了陈其钢创作的
本届中国曲目的“必选动作”《悲喜同源》而
开始学中文的音律……一个小小的规则“参
赛选手必须演奏一首中国曲目”，让全球各
地顶尖艺术家和生机勃勃的青年选手，向中
国传统文化靠拢了大大的一步。

!梁祝"成为海菲茨学院教材
小提琴家丹尼尔·海菲茨是首届和此次

第二届比赛的评委，也是海菲茨国际音乐学
院的创始人和艺术总监。在首次担任评委时，
他发现必选曲目《梁祝》非常好听，选手们更是
做足了功课。他们不仅上了首演者俞丽拿的演
奏分析课，还在课上了解到这首曲目的有些旋
律来自越剧《梁祝》。接着，他们就反复观看越
剧视频，琢磨弦外之音。演奏得好，就是寄情于
弓弦，所以，他们还要看“懂”这个悲剧。因而，
还有更认真的日本选手开始学中文……

一时间，全上海的《梁祝》谱子卖空。选
手和评委都在研究这首曲目应该如何抑扬
顿挫。必选曲目还有一首是莫扎特的曲目，
考验的是选手在“华彩”部分的即兴演绎能
力。后来获得第四名的斯特凡·塔哈哈在华
彩中融入了《梁祝》的旋律。最终，这首本来
对于西方音乐界而言“入耳”的中国曲目，就
入了心。海菲茨决定，把这首曲目纳入自己
创办的国际音乐学院的教材之中。

!悲喜同源"让作曲家与
选手心灵相通

今年第二届比赛应该选择怎样的曲目
呢？大赛组委会主任余隆认为，应该选择一
首近年来中国作曲家的新创曲目，“不要让
后来人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音乐家没有留
下痕迹”。于是，陈其钢的《悲喜同源》入选。
上交团长周平认为：“这一首曲目在技法上，
是以交响乐制式创作的有结构的作品，在旋
律上融入了很多中国声音，在主题上则有着
中国传统美学的哲思。”上交与北京音乐节
联合委约了这首曲目，去年 !"月，《悲喜同
源》由马克西姆·文格洛夫在北京首演———
大赛组委有意邀请外国艺术家来表现中国
作曲家作品。“我们一听，感觉这首曲目站得
住”，周平这下心定了，“虽然有文格洛夫的
首演版，但是我们并不打算让选手们听，就
是想让他们从各自的理解出发，看看他们的

演出效果。”他们甚至隔绝了作曲陈其钢与
#位决赛选手———这对作曲家而言有点难。
作曲家最期待的就是与演奏自己作品的艺
术家交流对作品的理解。但是出于比赛规则
的规定，作曲家不能“提点”选手如何演奏，
陈其钢生生屏牢澎湃的热情与思绪。

结果，#位选手演绎出 #个不同版本的
《悲喜同源》，甚至在节奏上都有明显差异。
“这就对了！”指挥乐队为 #位选手伴奏的迈
克尔·斯特恩表示：“非常好的作品，被不同
的人去演绎就会呈现出非常多样的版本。每
个版本都不一样，这就说明这是一部好作
品。”事实上，陈其钢最欣赏的就是奥尔加·
什劳布科娃的版本。结果，获得“最佳中国作
品演绎奖”的就是她！这说明，作曲家、选手
和评委，理解作品的能力和情感，是相通的。
他们对好作品的认同是高度一致的。

全球顶级古典音乐唱片公司 $% 昨天
透露，他们已选择《悲喜同源》作为与上交合
作的首张唱片中的重要曲目。就此，将有世
界各地更多的乐迷，感受到“悲喜同源”的中
国旋律、音乐特质和东方美学。
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小提琴比赛在赛程

设置中的精心，让《梁祝》《悲喜同源》等中国
旋律深入西方顶尖音乐家的脑海，让未来音
乐大师的曲目单中增添了不可磨灭的中国
文化烙印，让中国声音呈几何级基数增长，
传播到国际舞台！ 本报记者 朱光

! ! ! !“演员站在台上表演，或许并不完全理解
他们所‘道出’的那些高深理论，但坚持阅读、
聆听、欣赏美术作品，能帮助他们培养艺术
感，让想象和创造力融于自身，再从感性表演
中传递出来。”由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制作
“爱与痛的诗篇———舒伯特《冬之旅》”将于本
周末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昨日，担纲这部“独
角戏”的英国男高音歌唱家伊恩·博斯特里奇
和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对谈，探究如何
诠释“艺术歌曲”，如何从这部创新作品中解
读舒伯特的永恒魅力。
《冬之旅》是奥地利作曲家弗朗兹·舒伯

特以德国诗人威廉·穆勒的 &'首诗为蓝本而
改编的声乐套曲，创作于 !(&)年至 !(&(年
间。这部套曲原为男高音和钢琴而作，德国当

代作曲家汉斯·赞德以前卫大胆的手法将其
改编为男高音与小编制管弦乐团的版本，以
惊人且富有戏剧性的编排来诠释这部套曲。
妮夏·琼斯被誉为“英国当代最具想象力

的剧场导演”，携手《冬之旅》最佳代言人———
英国著名男高音伊恩·博斯特里奇，将这部作
品以崭新的形式呈现到观众的面前。导演远
赴北欧汲取灵感，运用斜面舞台及多面投影
等手法，以黑白影像营造万物寂寥的冬景。失
恋的主人公漫步于雪地之中，独行路上遇见
的人与物构成一首首歌曲的主题，黑白幻境
映衬出几近崩溃的内在情绪。

伊恩·博斯特里奇以往的演出片段也被
巧妙地运用于作品之中，如同一面“暗镜”，使
得剧中人与往昔的自己相互映照。博斯特里

奇强调：“观众应该更多地体会作品和当下社
会生活的关联，任何经典作品都不应脱离时
代来看。”而事实上，为了演绎此作品，博斯特
里奇也翻阅种种资料，甚至在旅行途中都在
跑图书馆。对于有些观众会纠结于这究竟是
艺术歌曲还是一部歌剧，他答疑解惑道：“舒
伯特的艺术歌曲也很富有戏剧性，它和歌剧
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分水岭，《冬之旅》作为体
量最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套曲作品，有着难
以企及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演奏的乐手们也将

以复古装扮亮相，带领观众走入光影交错的
时空隧道。炽爱与痛楚，绝望而悲伤，音乐、人
声、影像的精巧混搭，呈现的不仅仅是脚下的
旅行，更是心中的一次长行。本报记者 朱渊

一首中国曲目就是一种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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