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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起售票

轻歌剧序曲 5月27日 音乐厅
吴迪音幻之旅 5月26日 东艺
订票热线!$#"%&&

! ! ! !少读《三国》，最佩服诸葛亮。他“气死周
瑜”，“骂死王朗”，不战而屈人之兵。及长，读
了更多书后，方始对浸透在那句“既生瑜何生
亮”背后的古今多少事有了更深层的领悟和
感慨。其实，音乐史上也不乏豪杰逐鹿、双雄
不并立的“决斗”，像作曲的贝多芬与胡梅尔，
小提琴的帕格尼尼与拉封，钢琴的李斯特与
塔尔贝格等也曾真的同场竞技，一决高下而
被载入史册。但更被传为乐坛佳话的则是双
峰并峙、各领风骚的胜景，如巴赫和亨德尔，
瓦格纳和威尔第，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
肖邦和李斯特……
当代长笛界的两大名宿彼得!卢卡斯·格

拉夫和奥莱列·尼科莱也是这样：他们同为瑞
士人，且外表形象也酷肖，都是精神矍铄，满
鬓银发的瘦高个。而且两人的早年经历几乎
一样：他们上同一所音乐院校，随同一位教授
（马塞尔·莫依塞），甚至格拉夫毕业后的第一
份工作———温特图尔管弦乐团长笛首席的职

位还是尼科莱“让”给他的。
当然也有不同。出道更早的

尼 科 莱 曾 先 后 签 约 于 "#$%$&'、()**+、
,-.#$/，相比之下格拉夫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主
流唱片公司的目录上。不过他却是瑞士本土
品牌 *%0/1'的中流砥柱，迄今已录制了近 23

张长笛专辑。
若将两人的演奏风格作一比较，则尼科

莱的演奏主观色彩更强，显示其内心强烈的
倾诉力，音乐表达的戏剧张力十足；而格拉夫
的诠释则更富于客观理性，音乐明澈而流畅，
情感质朴而亲切，评论家们形容他的演奏有
如“贤哲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这着实是两
位大师依据各自的个性和禀赋而自然形成的
艺术特征。此外，与尼科莱更具国际化的艺术
生涯相比，格拉夫更醉心于与他的本土音乐
家一起演奏室内乐。格拉夫还是一位有音乐

学院指挥文凭的指挥家，曾担任卢塞恩歌剧
院乐队指挥长达 4年，既能指挥歌剧，也能指
挥交响乐。

但格拉夫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长笛的教学
中去。他担任巴塞尔音乐学院教授，主持世界
各地的大师班讲学，他先后撰写的三本长笛
著述在国内都有了中文版。

岁月或许会被认为是完美演奏长笛的一
大克星，可是这对于格拉夫却丝毫不起作用，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淀，他的演奏
愈益炉火纯青，完美无瑕。5月 67日这位年
届 89岁的长笛泰斗又将在申城舞台再现天
籁之音。音乐会上他将演奏巴赫的《第三长笛
奏鸣曲》、福岛和夫的《梅》以及卡尔·赖内克
的长笛奏鸣曲《水妖》，还将指挥上海爱乐乐
团演奏弗兰克的《:小调交响曲》。

在德语里，格拉夫（;-0<）是伯爵的意思。
虽然格拉夫的祖先或许并没有贵族的血统，
然而以他在今日乐坛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大
师风范，称他为长笛界的“伯爵”又何尝不是
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呢？

! 夏 宏不是伯爵，胜似伯爵
———记即将登台的长笛大师彼得=卢卡斯·格拉夫

! ! ! !距 >?日张昊辰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钢琴
独奏会还有两周，消息在上海爱乐者中早已
不胫而走。

自 >337年 5 月张昊辰参加美国第十三
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勇夺金奖以来，整
整三年过去了。这位 73后的上海青年在完成
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业的同时，进行了将
近 >33场的世界巡演，足迹遍布欧亚美的音
乐重镇，所到之处广受好评。但获奖之后回家
乡开音乐会还是头一回@直让人翘首引颈地期
盼了许久。

公认的国际四大钢琴赛事中，大家对于
“肖邦”和“柴科夫斯基”可能更熟悉，而“克莱
本”比赛则因其难度最大，赛程最长而在业内
赫赫有名。更因为获奖者还将由此获得重要
音乐会的签约合同而吸引了国际上最具抱负
的选手参赛。“克莱本”比赛所要求的曲目量
极大，每位选手要准备 933分钟（相当于 ?场
音乐会）的参赛曲目。自 67A>年该比赛创立
以来的 93多年中，中国选手曾屡屡冲击这项
比赛的桂冠而未果。而张昊辰那年年仅 67

岁，成为克莱本比赛史上最年轻的桂冠摘取
者之一。德克萨斯州《新闻早报》在比赛期间
的乐评中说：“张以具有深度的音乐理解和微
妙，且具有细腻的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表演有时渗透出了一种‘禅道’的稳和
静。在比赛的最后，他是那个令我甘愿千里迢
迢步行着去聆听的音乐家。”

我曾听过几次张昊辰的音乐会。第一次
是 >339年，他的老师但昭义带领几位门生到
多伦多演出，时年 69岁的张昊辰以一曲舒伯
特《流浪者幻想曲》让听众为之惊艳。在通透
的音色、精致的分句与娴熟的技巧背后，透露
出穿越年龄的对作品的周密思考。从小他便
是同龄钢琴学子中的出类拔萃之辈。6>岁首
次参加第四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
赛即获第一名；>335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闻名于世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两年后年仅
64岁的张昊辰在厦门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比
赛中再次荣获第一名。当时我在现场聆听了
比赛全过程，曾如此点评他的前两轮演奏：
“初赛，他弹的《鬼火》已经引人注目，他

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首炫技作品，音乐感很好。
而在半决赛中，他又以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
罗什卡》吸引住全场听众。喧闹的开场与戏剧
性的节奏变化，在高难度段落中有出色的技
巧控制，是一个很出彩的演奏。他弹的肖邦
《二十四首前奏曲》，刻画精致，音色变化细
腻，声音‘挺’而不硬。”

>363年，又是厦门，第五届中国国际钢琴
比赛中，他作为上届比赛获奖者开音乐会，那
时离他克莱本获奖不久，曲目分量很重，包括
肖邦的四首《叙事曲》，勃拉姆斯作品 668号与
一组现代作品。在非常成功的音乐会之后，他
没顾得上晚餐，就去休息室向国际评委们听取
意见。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新科状元”，而

仍然像学生那样，诚恳地向评委们一一请教。
他说：“我需要的是真正的批评。”也许这正是
他的过人之处。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在美国的高中与大学，各科成绩均为 ,，而且兴
趣与知识面广泛，却仍然谦虚好学。也正是他的
这个过人之处令他不断地从古典音乐界传出喜
讯、也不断地令大家对他有着更高的期盼。

张昊辰与他的师兄师姐郎朗与王羽佳、
李云迪与陈萨，都称得上是中国钢琴界新一
代的领军人物，而张昊辰是其中唯一的“阿拉
上海人”。这次他来大剧院演出，我这个老上
海自然要去听，从厦门到上海真是“千里迢
迢”了，仍然甘愿前往。当然，我可不敢步行。

! ! ! !对小提琴的鉴定，业界流传着一种说法：
让测试者蒙上眼睛，单纯听声音，无法区分斯
氏琴和其他顶级琴的区别；采用各种声学分
析方法，也无法证明斯氏琴的声音优于其他
琴。莱奥哈德承认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这并
不能证明斯氏琴名不副实，具体原因非常复
杂。比如，有些琴的琴身很薄，这使得琴的共
鸣非常好，但琴身强度不够，容易破碎。演奏
者的手法也很重要。通过弓子接触琴弦的不
同位置，演奏者可让提琴发出所需要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纯粹的感官感受和单纯的技术
分析，永远无法解释斯氏琴的独特魅力。

莱奥哈德欣赏意大利人的制琴理念。意
大利人富于艺术灵感，手工艺制作强调个人
风格，追求制品的灵性、优雅和艺术性，坚持
小规模的手工作坊制作。比如法拉利车，美
丽、性感、强大，但时常有小毛病，产量很小。
在小提琴制造领域，意大利的这种传统，与法
国和德国流派正好相反，后者强调严格的标
准和工艺规范，以及高效率、大批量的工业化
制作。法国制琴流派诞生于 68世纪末期，起

源于对意大利琴的仿制，后来进行改革，形成
自己的体系。与意大利琴相比，法国琴更有力
量，音色比较硬，缺乏色彩变化。德国体系和
法国类似，它在铜管、木管乐器的制作中占据
了优势地位，但相较意大利小提琴，一直无法
超越。

莱奥哈德认为，斯特拉蒂瓦里在他黄金
时代制作的琴，代表了制琴领域的最高成就。
斯氏琴结构合理、工艺精良、造型优美、色彩
丰富、灵敏异常，经久耐用；斯氏琴是全能琴，
音乐风格从甜美优雅到雄壮威武，力度从弱
到强，斯氏琴均能胜任。与斯氏琴相比，瓜氏
琴的色彩更为厚重强壮，需要演奏者更大的
运弓力度和更宽的揉弦幅度。阿马蒂家族制

作的琴，体型稍小，音色偏轻，色彩幅度稍窄，
更适合演奏轻巧的音乐和室内乐作品。

实际情况是，整个提琴领域，都以斯氏琴
为标准和中心。演奏家认可斯氏琴的品质，制
琴师以斯氏琴为样本，而收藏界和投资界也
以斯氏琴为参考系。从 68世纪至今，“仿斯氏
琴”是提琴领域产量最大的乐器。莱奥哈德将
斯氏琴形象地比喻为提琴领域的引擎和旗
舰，它带领着制作的水准不断提高，并引领收
藏价格的不断攀升。由于斯氏琴存世数量有
限，而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价格飞升，连带其
他意大利古琴的价格也在上涨。

至今留下作品的意大利古制琴师约有一
万多人，但真正制造出顶级琴的可能不到 53

位。投资者中一般也只知前 63名，甚至前 5

名的制琴师名字，而作为专家和投资顾问，莱
奥哈德研究过上千名意大利古制琴师的作
品，并将数量繁多的意大利古琴按品质排序，
不断地寻找挖掘那些品质上接近斯氏琴的其
他意大利古琴，为客户发现新的投资机会。比
如他发现与斯特拉蒂瓦里同时代的温森佐·
卢杰利制作的小提琴，品质上已经非常接近
斯氏琴，但价格只有斯氏琴的五分之一左右。

目前人们只关注意大利北部出产的古
琴，实际上很多产地标注为米兰的意大利古
琴，其实产自意大利中部。当时由于需求量很
大，意大利北部的制造者便将工作外包给中
部的制琴工坊，并贴上自己的标签出售。这些
琴的质量总体较差，但也有少量精品。作为意
大利古琴鉴定领域的顶尖专家，莱奥哈德花
十多年时间实地走访意大利中部地区，在大
量材料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意大利
中部的制琴师》（B#1 C0D1-' E< *1FG-0% HG0%I）
一书。这部著作在提琴的制作、研究、修复和
投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

! 肖 龙

追寻三百年前制琴大师的灵光
斯特拉蒂瓦里小提琴崇高地位的秘密

千里迢迢去听张昊辰 ! 朱贤杰

5/6晚 大宁剧院 台湾公共澡堂人
声乐团音乐会

5/7晚 上海音乐厅 上音民乐新作
音乐会

5/7晚 东艺 海上雅乐女子组合专
场

5/8晚 大宁剧院 鲁兹·卡露莎演
唱会

5/9晚 东艺 上音钢琴系师生音乐
会

5/9晚 东艺 朱里奥·比道钢琴独
奏会

5/10晚 上海音乐厅 金复载作品
音乐会

5/11晚 大剧院 上海民族乐团音
乐会

5/11晚 上海音乐厅 解静娴钢琴
独奏会

5/12晚 上海音乐厅 上海交响乐
团音乐会

5/12晚 东艺 中日邦交正常化40
周年纪念音乐会
5/12晚 文化广场 盛燕演唱会
5/13上午 上海音乐厅 弗吉尼亚

州艾莫瑞与亨利学院合唱、铜管音乐会
5/13下午 上海音乐厅 上海爵士

乐团音乐会
5/13晚 东艺 密歇根大学男声合

唱团音乐会
5/13晚 贺绿汀音乐厅 顾屹峰二

胡独奏会
! ! ! !在知名度较高的品牌中，有一些被发烧
友称为“难推”的音箱，它们的特征为：JK 灵敏
度偏低。常规音箱的灵敏度在 73分贝左右，
而低灵敏度的却在 83上下；>K 音箱阻抗要比
常规音箱偏低一半左右；9K 高、中、低音的响
应曲线不均衡；?K 喇叭单元偏多。
为这类音箱配功放，不仅要求功放需要有

充沛的驱动力，还应该包括适合音箱的频率曲
线特征。但即使具备了以上特点，也并不能保

证音箱会发出好声。功放和音箱在这里可以形
容为“性格不和”。所以难推的音箱一直是发烧
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许多人乐此不疲地
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去追求自己需要的理想化
的音效，却往往顾此失彼，劳而无功。

从某种角度讲，这些难推的音箱其实是

设计者想要体现某种音效而专门设计的。但
进入市场后，却遭遇发烧友对音箱的期望值
是能按自己心中“规划”的理想音效来还原。
如此一来，“难推”就不可避免。因此对刚入
门者，面对这样的音箱应该谨慎。可以待以
后经验多了，再玩也不迟。

“难推”的音箱很难玩 ! 朱大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