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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荷兰籍指挥大师艾度·迪华特
在担任香港管弦乐团（港乐）艺术总
监兼总指挥 !年后，将于今年卸任。
为此，香港管弦乐团从本月 "日起至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连续
三周举办“艾度·迪华特节”，以三场
盛大欢送音乐会向迪华特大师道别。
迪华特大师与港乐的合作始于

#%%&年 $%月 ##日。当天大师在香
港文化中心指挥乐队演奏马勒《第
一交响曲》，曲终赢来全场雷动掌
声，至今仍令乐迷津津乐道。而今年
&月 #$ 日是三场送别演出的最后
一场，曲目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因此港乐打出醒目标题：“从马勒到
贝多芬———艾度·迪华特与港乐的
精彩八年”。

!年中，迪华特指挥港乐举办
两百余场音乐会，邀请一百多位国
际巨星与港乐合作，先后演绎了两
百余部经典杰作，吸引了二十多万
观众莅临现场欣赏。迪华特 !年努
力的结果，便是把港乐的演奏水准
提到更高的一个台阶。迪华特在香
港的艺术成就，可谓丰满扎实，硕果
累累，令听众满意、乐队满意、乐团
董事会满意。而以这样连续三周的

送别形式，便是乐团对即将离去的
音乐总监最高规格的敬意。
在到香港上任之前，迪华特的

指挥名声便闻名国际乐坛，人称其
为“乐团建造者”，是对他擅长训练
乐队并把乐队提升至更高艺术水平
的称赞。他曾经手的乐团包括悉尼
交响乐团、荷兰电台爱乐乐团、荷兰
歌剧院、鹿特丹爱乐乐团、旧金山交
响乐团和明尼苏达乐团，这些乐团
的艺术水准经他着手训练之后，都
有明显的提高。

&月 #$日的音乐会，也是迪华
特大师最后一次以艺术总监兼总指
挥身份带领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出。
当晚文化中心音乐厅全场满座，上
半场由著名女中音歌唱家葛兰姆演
唱柏辽兹的《埃及艳后之死》，下半
场则是全晚焦点———贝多芬辉煌的
《第九交响曲》。全场乐迷屏息以待，
在宏伟欢欣的《欢乐颂》奏毕最后一

个音后，刹那间响起如雷掌声，许多
乐迷从座位上站起来，喝彩和欢呼
声响彻整个音乐厅（见图）。迪华特

多次到台前谢幕，以答谢乐迷的热
烈支持。台上台下虽没有任何语言
交流，但赞扬与惜别的热情却包含

在长时间的掌声之中。这掌声不仅
是给当晚的“贝九”'更是给八年辛
苦的迪华特大师。
香港管弦乐团是亚洲最著名的

乐团之一，丰富香港文化生活逾一
世纪，并已发展成一个集华人与海
外音乐精英的杰出乐团，每年演出
超过 $(%场，并多次于亚洲及欧洲
巡回演出，也曾到过上海，备受各方
好评。

迪华特大师的任期将于 ) 月
*$日正式结束，而他的继任人———
荷兰指挥范瑞韦顿（+,,- .,/ 012!

32/）将于今年 4月底就职。
说到这位范瑞韦顿，有朋友曾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听过
他指挥荷兰爱乐的几场音乐会，说
此君其貌不扬，但手下音乐锐利激
情特有男性气概，深具感染力。朋友
收藏有他指挥的《帕西法尔》音乐会
版 5678和 898（男高音即为欧洲
当红的 9:;<），朋友认为比捷杰耶
夫版更过瘾。听朋友这么称赞，想来
港乐能揽到他当总监，真是眼光独
到。但两位大师演奏风格迥异，反差
很大，看来港乐不但换了总监，音乐
风格也将有变化。

从马勒到贝多芬
———香港管弦乐团三场音乐会为音乐总监迪华特送行

! 沈次农

! ! !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大约 *%%年前，在意
大利北部一个叫克雷莫纳的小镇，
诞生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制琴大
师，克雷莫纳也因此成为小提琴制
造的圣地。其中最耀眼的明星是斯
特拉蒂瓦里（$"&&=$)*)）和瓜内里
（$"4!=$)&&）。这两位大师制造的
小提琴，如今已成为演奏家、收藏
家、投资者苦苦追寻的珍宝。#%$%

年 $%月 $&日，塔里西奥拍卖行将
一把 $"4)年的斯氏琴“莫里托”，
拍到 *"%万美元的身价，创造了当
时乐器价格的纪录。之后的两年
内，名琴身价暴涨。#%$$年 "月 #$

日，在一场为日本大地震受灾者筹
款的拍卖会上，一把 $)#$年的斯

氏琴“布朗特夫人”，被一位匿名买
主以 $"%%万美元买走；一把 $)&#

年的瓜氏琴“威尔顿勋爵”，#%$$
年的价格为 4%% 万美元；一把
$)*!年的瓜氏琴“埃克斯=亚当”，
#%$#年的价格为 )%%万美元。

&月 "日，在北京金融街的丽
思卡尔顿酒店二楼，笔者与莱奥哈
德（>?:@A,/ B2:/C,@3）畅谈了小提琴
的修复、制作和收藏等相关话题。莱
奥哈德是目前全球顶尖的提琴专
家，更是公认的意大利古提琴修复
技术翘楚。作为“#%$#年国际梅纽

因小提琴大赛”的赞助商与专家组
成员，大赛期间，莱奥哈德在中央音
乐学院向公众展示 $(把珍贵小提
琴，其中包括四把不同时期的斯特
拉蒂瓦里与一把瓜内里的杰作。

莱奥哈德是一位中等身材、满
头金发的中年男士，身穿英式竖条
纹深色西装，看起来更像一位金融
界精英。他目前在多家重要金融机
构担任投资顾问，对于古董小提琴
的研究和估值，也被全球顶尖投资
机构如彭博社以及《时代》杂志及《经
济学人》杂志的相关文章引为标准。

" 历史照片!伦敦交响乐团 !"!#年在波罗的海号上的合影

!月 "#日起售票

巴什梅特与莫斯科独奏家

乐团 5月23日 上海大剧院
上原广美爵士三重奏 5

月23日 商城剧院
龙猫的约定 10月 5日

东方艺术中心
订票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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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
乐会

4/30-5/1晚 东艺 沪语童谣
童声合唱音乐会

4/30、5/1晚 东艺 久石让、
宫崎骏动漫音乐会
4/30晚 上海音乐厅 久石让

作品钢琴音乐会
4/30晚 城市剧院 中央民族

乐团音乐会
5/1晚 大剧院 上海歌剧院

俄罗斯歌曲音乐会
5/3晚 大剧院 欧开合唱音

乐会
5/3晚 上海音乐厅 上海民

族乐团音乐会
5/3-5晚 兰心 英国国家芭

蕾舞团专场
5/4晚 大剧院 柴可夫斯基

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音乐会

5/4晚 贺绿汀音乐厅 施恒
与他的朋友们音乐会

5/4-5晚 大宁剧院 古巴芭
蕾舞团《天鹅湖》

5/5上午 东艺 上音国际获
奖师生钢琴会

5/5晚 东艺 上海爱乐乐团
音乐会 指挥：张亮

5/5晚 东艺 韦妹妹小提琴

独奏会
5/5晚 贺绿汀音乐厅 皮博

迪音乐学院室内乐音乐会
5/5晚 城市剧院 叶子钢琴

独奏会
5/6晚 大宁剧院 台湾公共

澡堂人声乐团音乐会

与泰坦尼克擦肩而过
———长笛师披露伦敦交响乐团侥幸躲过灭门之灾

! 唐若甫

! ! ! ! &月 $(日是泰坦尼克号沉船
一百周年。当年泰坦尼克号 !名乐
师坚持演奏到最后并随船一起沉
没的事迹被广为传颂。但与此同
时，另一批更具规模的音乐家与这
起沉船事故擦肩而过的故事却不
为人知。$4$#年，伦敦交响乐团原
本要搭乘泰坦尼克号前往美国巡
演。该巡演由英国博浩公司乐器部
门赞助。如果乐团同意这一持续 #$

天、在 #*个城市举行 *#场音乐会
的巡演，就能从赞助商那里得到一
套全新的铜管乐器。

当然，伦敦交响乐团最终没
有登上泰坦尼克号，而是改乘波
罗的海号。据之前记载，乐团将这
一临时变卦归咎于美国音乐会演
出商对演出档期的更改。但最新
浮出水面的资料则对伦敦交响乐
团避免“灭门之灾”提供了更为翔
实和准确的说法。

乐团首席长笛师加雷特·戴
维斯在最近的访谈中提到了当时
的境况：$4$$年 4月，皇家奥林匹
克号邮轮与一艘英国军舰相撞，
奥林匹克号受损严重。为了修复，
正在建造泰坦尼克号的工人们被
借调过去，从而迫使泰坦尼克号
的处女航从原本预计的 $4$#年 *

月 #%日延迟到 &月 $%日。
戴维斯说道：“奥林匹克是一

艘大船，简直是旗舰，所以尽快修
复是当务之急。但由此造成泰坦
尼克号不能按期下水。但我们的
音乐会不能等待，所以我们决定
改乘波罗的海号出访。这才是我
们与泰坦尼克号擦肩而过的真实
原因。事实是泰坦尼克号改变了
出航时间，而不是伦敦交响乐团
改变了演出计划。”

抵达美国后，伦敦交响乐团乘
坐专列，穿越于美国各地，包括东
岸和中西部，甚至还有多伦多、渥
太华和蒙特利尔。$4$#年 &月 $"

日，乐团正在美国圣路易斯演出，
得到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极
为震惊。当时泰坦尼克号上一位大
提琴手还是乐团第二长笛手的朋
友，大家都无比悲哀。恰巧波罗的
海号回程又遇到风暴，“乐师们忧
心忡忡，每个人都躲在甲板下。”

(月 #&日，伦敦交响乐团与
其他乐团一起在伦敦举办了一场
追思音乐会，纪念那些在泰坦尼
克沉船中逝去的亡灵。

伦敦交响乐团再次赴美国巡
演的时间，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
的 $4"&年。

追寻三百年前制琴大师的灵光
! 肖 龙

! ! ! !法国钢琴大师让=伊夫·蒂博戴
将于 "月 $#日在东艺举办一场德彪
西专场独奏会，以纪念这位印象派大
师诞辰 $(%周年。德彪西的钢琴作品
是音乐会上常演不衰的曲目，但作为
整个专场演出却很少见。蒂博戴是在
美国成名的钢琴家，但其巴黎音乐学
院的学习经历，以及法国印象派音乐
的教育背景，使他已经成为当代印象
派作品演奏的重要人物。
蒂博戴认为德彪西的作品不仅

从音色、技巧、结构与风格体裁上都
对古典乐、对钢琴音乐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法国音乐是有弹性的，自

由而不机械，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
朦胧的画面感。蒂博戴尤其赞叹德
彪西作品中的东方因素，他相信中
国听众对此会有独特的感受，因为
那是和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有内
在的精神上的相通。独奏会上，蒂博
戴将演奏《前奏曲》第二卷、《贝加莫
组曲》《版画集》《快乐岛》等德彪西
的代表作品，可谓本市音乐会舞台
十分难得的一次德彪西现场体验。

)岁便登台的蒂博戴从来就是
乐迷与评论家眼中的宠儿，也是众多
大牌艺术家的合作对象。德国回声唱
片奖、法国金音叉大奖、英国留声机

大奖、阿姆斯特丹爱迪生奖等不计其
数的奖项早已成为他演奏生涯中的
家常便饭。而他充满色彩变化感的钢
琴演绎更是被誉为“蒂博戴风格”。
在独奏会的第二天，蒂博戴还

与“上海四重奏”一起举办室内乐音
乐会。这场音乐会恰巧赶上了东艺
“未来大师”独奏重奏系列音乐会满
百场庆演。蒂博戴对能赶上这场音
乐会表现得特别高兴，“我始终认为
要推广室内乐，最重要的就是有规
律地组织室内乐演出，而东
艺做到了这一
点。

纪念德彪西诞辰150年 钢琴家蒂博戴开独奏会
! 吴 同

! ! ! !莱奥哈德认为，克雷莫纳成为小
提琴制造圣地，既因地灵，也有人杰。
意大利北部山谷、平原、河流交错，气
候宜人、交通发达。当经济繁荣、生活
富足后，人们便开始追求艺术和美。
欧洲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北部不
是偶然的。当作曲家逐渐出现后，演
奏家和乐器制造者也相继登台。

$"世纪中叶，生活在克雷莫纳
的阿马蒂家族将古乐器“瑞贝卡”加
以改造，奠定了现代小提琴的制作
标准。$)世纪中叶，这个家族培养

出小提琴制造史上第一位超级巨星
尼科洛·阿马蒂。他制造了第一批
“超级小提琴”并培养了大批学生，
其中两人便是斯特拉蒂瓦里和瓜内
里。绵延数代的家族传统和师徒传
承，使得克雷莫纳成为小提琴制造
的圣地。众多制琴师在克雷莫纳学
成之后，将小提琴制作工艺带出克
雷莫纳。而今天克雷莫纳制作的小
提琴，仍处于世界一流水准。
伦敦则是小提琴的研究、交易、

修复和评估中心。莱奥哈德笑言，从

古典艺术创作来看，英国从未领先
全球，然而英国人喜欢对所有的东
西进行观察、整理、收藏、欣赏、修
复、研究、保存、交易，并由此促进了
博物馆、交易所和研究机构的诞生
和发展。工业革命之后，伦敦成为国
际大都市和全球交易中心，也使伦
敦成为小提琴的另一个中心。莱奥
哈德出生在德国，$!岁进入德国一
家著名的制琴机构学习，毕业后便
加入伦敦知名的DE FE GA?? H 5:/I

制琴公司，在三年内成为首席制琴
师。之后，他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制
琴工坊，并建立了家庭。"一#

小提琴双城：克雷莫纳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