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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多芬，你有什么话要说
! 沈次农

!月 "#日起售票

古琴群英会 11月3日 上海音乐厅
$%&%''(协奏曲音乐会 11月11日 贺绿汀音乐厅
拉杜洛维奇六重奏音乐会 11月4日 上海音乐厅
东方交响乐团音乐季开幕音乐会 10月28日 东方艺术中心
订票热线：962388

! ! ! !随着艾杜·迪华特两届八年的任职到期，
香港管弦乐团（简称港乐）在 !月 "#日正式
迎来了第八任音乐总监的首场音乐会，乐团
也同时推出全新形象标识———包括乐团图形
标志和英文缩写。港乐原来的英文缩写$%&'

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香港邮局”。而现在改为
$%&$()，按中国爱乐者的习惯便是“香港爱乐
乐团”的简称。当然中文名称仍然不变，而新任
总监的走马上任是最大的亮点。
港人喜爱让外国人有一个中文名字，比

如前任总监 *+, +- .//01 被称为“迪华
特”，前任乐队首席 2,34 $/0+546是“夏定
忠”，于是新任总监 2//7 8/4 9:-+-4入乡随
俗，被称为“梵志登”。乐团还为其中文名字
注解为“达到清净之志之意”。

;<日音乐会的曲目为全新委约的陶康
瑞《盘古》、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贝多芬
《第七交响曲》，作品虽仅三部，却涵盖“古今
中外”四字定位。

小提琴独奏宁峰在演完协奏曲后加演
了斯特恩改编的舒伯特《魔王》和《阿尔罕布
拉宫的回忆》改编曲。由港乐委约陶康瑞作
曲的《盘古》是全球首演。这部短小的作品拥
有强烈的斯特拉文斯基式的节奏感和音型，
对开天辟地的描绘趋于精致而不是大气，歌
唱性的旋律增添了聆听的舒适。

这种舒适感在《梁祝》中得到进一步提
升。诸多国际小提琴家如杜梅、文格洛夫、阿
卡多和诹访内晶子等在音乐会上竞相演奏
此曲后，宁峰的演奏融大气与柔美于一身，

无瑕的技巧为敏锐的乐感锦上添花。梵志登
棒下的乐团在化蝶片段奏出了最为曼妙的
篇章。从弦乐轻柔的铺垫中响起竖琴的爬
升，随后长笛自然而然地接过旋律奏出悠扬
的段落，营造出化羽登峰的气场，其实比前
作更有“开天辟地”的画面感。我从未听到过
如此容易联想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
篇“日出”的“化蝶”，前者的无比恢弘气势和
后者的无比素雅就像光谱的两端，其实都是
炽热生命的再造。
至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我有幸在今

年欣赏过托特里埃与伦敦爱乐以及埃森巴
赫和北京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如果说托特
里埃的教学示范性演出和埃森巴赫的理念
与实际效果的脱节都让我对这次的演出抱
有无限期待的话，那么梵志登没有让我失
望。谐谑曲中的细小旋律从第一小提琴、第
二小提琴、中提琴到大提琴的接力棒式的递
送彰显着四两拨千斤的力度，也展示昔日曾
担任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乐队首席的
梵志登对弦乐声部的苛刻要求。

两年前梵志登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
曾提到“希望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的声音复
制到自己所到的每一处”。我们希望他的这
一愿望能在香港实现。但很显然，这个目标的
最大障碍便是年代已嫌久远的香港文化中心
音乐厅。这座音乐厅在池座中间区域拥有良
好的声音，在楼座下方则效果略次，楼座上则
扩散严重。鉴于西九龙文化中心的建设至今
遥遥无期，也许对于港乐来说，紧邻的深圳以
及拥有越来越多靓声音乐厅的内地新兴城市
实现梵志登的理想，也许更为现实。

! ! ! !两支长笛，一架钢琴，法国长笛大师路
易克·布朗在东艺的室内乐音乐会“午夜巴
黎”，别有情趣，让我眼睛一亮。
路易克·布朗曾师从当代三大长笛大师

之一的马克桑斯·拉里尔，曾为布鲁塞尔 =>?>

@>A新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录制过十余张唱
片，也是奥利维·梅西安音乐学院的院长。此
次，他与其得意门生、旅法长笛演奏家汤芷诺
以及钢琴家李长缨联袂演出了一台我们平时
难得一见的双长笛与钢琴室内乐音乐会。

这个少见的重奏组合曾在 "BCD年的星
期广播音乐会上出现过，那台以《法兰西魔
笛》命名的音乐会也是汇聚了法国作品的精
华，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法国人精致、有
度、浪漫的风格在他们手中变幻出富有诗意
和想象力的音符，感觉他们是在享受音乐，
在玩音乐。之后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音乐会
舞台上相聚一次，而且每次主题都不同，从
诠释复调音乐的“巴洛克珍珠”专场到精选
法国长笛精品的“非常浪漫”专场，从泰勒
曼、巴赫到充满民间欢愉的夏布里埃尔，从
性感的皮亚佐拉到激情的伯恩斯坦，每次都
给人意外的惊喜。
这次的演出也不例外，不仅双长笛与钢

琴的形式独特，且演出曲目也是平时难得一

听的。担任钢琴演奏的李长缨还在每首演奏
之前作适当的解说，让这场室内乐音乐会更
具沙龙性质。这些新鲜的曲目也变得平易近
人。由此我们走进了迷人的法国音乐世界：
德彪西的《小组曲》，福雷的《多莉组曲》，夏
布里埃尔的《四首绘画性小品》，比才的《波
西米亚舞曲》，这些都改编自钢琴或歌剧原
作，两支长笛就像歌剧中的二重唱，而钢琴

又辅以丰富的和声以及华丽的色彩调和。
下半场更为出色和尽兴：泰勒曼的《*小

调奏鸣曲》短小而有趣味；本杰明·戈达尔的
《圆舞曲》让汤芷诺的独奏有了华彩炫技的
用武之地；路易克·布朗根据电影音乐改编
的《心的风车》《瑟堡的雨伞》中的独奏，抒情
委婉，而李长缨也发挥了她的作曲特长，编
曲中有钢琴与长笛的浪漫对话；库劳的《双
长笛与钢琴三重奏》是整场音乐会的压轴。
库劳是钢琴家，又精通长笛，在这首三重奏
中，他充分发挥了长笛和钢琴的长处，其中
有多段令人陶醉的独奏、重奏，对演奏家是
挑战，又是享受，最后在连串的快速 E;分音
符中直冲而下，让全场沸腾起来，直呼过瘾。

! ! ! !昨晚上海交响乐团以贝多芬《第五交响
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在上海音乐
厅拉开“贝多芬大全”系列音乐会的序幕。
上海交响乐团不仅是国内最老的乐团，

也是一直在开拓创新的乐团。在上世纪 <C

年代，上海交响乐团曾是本市第一家举办贝
多芬作品专场音乐会的乐团，!C 年代又推
出全套贝多芬交响曲的 FG录音。进入 ;H

世纪以来，国内乐团纷纷建立演出季制度，
上交再一次在一个音乐季中密集、全面地呈
现贝多芬，曲目范围较前两次又有大幅增
加，在国内音乐史上再次领先。
这次“贝多芬大全”系列音乐会共 !场，

上演曲目将包括 !部交响曲、D部钢琴协奏
曲，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一部三重协奏曲，一
部《合唱幻想曲》以及林昭亮的贝多芬小提
琴作品独奏等，占整个乐季比重近三分之
一。!场指挥家分别为约翰内斯·韦尔德纳、
陈燮阳、许忠、安东尼·维特、吕嘉、杨洋、张
国勇、雅切克·卡斯普契克、林昭亮。上交并
邀请活跃于国际乐坛的小提琴家王晓东、林
昭亮，钢琴家大卫·弗雷、张昊辰等合力打造
这一贝多芬音乐盛事。
为配合“贝多芬大全”音乐会系列，上海

交响乐团近日在官网上（:::>I3IJK73,4J>
L,K）向全社会发起“全民贝多芬”计划。

计划首先将启动网上“全民贝多芬”有奖
征文活动。征文的要求限制在 DCC字以内，内
容需与贝多芬有关。随后，上交将逐步推出优
秀作者见面会、贝多芬艺术家访谈录、贝多芬
音乐会现场乐友活动、由观众乐迷全体“总动
员”的“贝多芬主题微电影”等系列活动。

这个征文活动是受网上论坛日趋活跃
的启发。上海交响乐团注意到近年来网络乐
迷对贝多芬的讨论，早已超越“扼住命运咽
喉的英雄”的早期概念形象。人们在他的音
乐中有了更多的发现。乐团希望通过这次征
文活动，收集到更多精彩论述，让市民对古
典音乐的认识有一个更高的提升。

! ! ! !上期“音乐音响”专版刊登中国唱
片上海公司正式发行 H!DM年大卫·奥
伊斯特拉赫访问中国时的演出现场录
音，这个消息对我等爱乐者来说，真是
一个天大的喜讯。大卫来华时正当 DC

岁盛年，一年后他和克鲁依坦指挥下的
法国广播电视管弦乐团合录的贝多芬
小提琴协奏曲，早已成为无数音乐爱好
者必备的名碟。而他在中国先后在北
京、天津、上海访问，有案可据的音乐会
就有 E场，难道没有留下录音吗？这是
我心中多年来一直存着的疑问。

这个疑问在几年后得到了证实。
在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我见到了这
些尘封数十年的录音———< 张 HC 英
寸密纹唱片（见上图），完整记录了奥
伊斯特拉赫访华时的大部分演出实
况。这批唱片当时以教学交流的名义
出版，发行量应该不大，经过数十年风
风雨雨，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由于年
代久远，又受限于当时的制作工艺（属
于解放后首批试制的 EE转 )&之一），
放声质量欠佳。其中贝多芬协奏曲被
放置在三面，第一乐章被分割为两段。
虽然终得一闻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
真面目，但总有雾里看花的遗憾。
好在中唱上海公司以当年开盘带

为基础，由德国著名的 )&复刻公司老
虎鱼（N1,LOP5IL3）进行数字化清洗，以
QFG形式再版，终于使得这些半世纪
前的珍贵录音重见天日。

奥伊斯特拉赫自上世纪 RC年代
起即开始录制唱片，到 H!MS年去世为
止，留下大量录音，但相当部分为录音
室录音；而奥氏又是一位经常旅行的
音乐家，因此他外访时的现场录音，也
成为唱片收藏家心目中的宝贝。目前市场上能
见到的并不多，如 H!DD年他访问日本时的一张
现场录音唱片，像《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在中国》
这样完整记录大师一次访问演出实况的套装唱
片，极为罕见。
尤其是唱片收录了 HS位作曲家的 HT部作

品，其中巴赫《/小调协奏曲》（钢琴伴奏）、普罗
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布鲁赫《第一
协奏曲》（钢琴伴奏）、德彪西《月光》、苏克《爱之
歌》、塔尔蒂尼《变奏曲》和列克莱尔的《G大调
奏鸣曲》，是目前奥伊斯特拉赫留存下的唯一的
现场实况录音，其珍罕性和历史意义非同凡响。
整套唱片中，重头戏当属贝多芬的协奏曲。

这个录音来自 H!DM年 HC月 !日，奥氏在中国
的第二场音乐会，地点在北京人民剧场，由黎国
荃指挥中央实验歌剧院乐团伴奏。这首协奏曲，
奥氏仅在上世纪 DC年代就录过三次（除了克鲁
依坦，还和康威奇尼与西格滕）。因此这是第四个
公开发行的录音。奥氏的演奏讲究力度和美感的
结合，在首乐章第一主题的切入部分，就展示出
凛然而典雅的韵味。进入发展部后，更展示出华
丽的音色和纯熟的揉弦技法，很快与乐队融为一
体。华彩部分更是展现奥氏的全部实力。第二乐
章在尾声处奥氏还加奏了一小段华彩，这是他的
其他录音版本所没有的。可以发现，大部分时间
是奥氏“带着”乐团走，这也难怪，当时中国乐团
很少演奏经典大作，碰到贝多芬协奏曲这样较高
难度的作品，不仅是喜悦与大师的合作，更是作
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当晚另一个曲目是莫扎特第五协奏曲，乐
队换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这是一个更具室内
乐风格的版本。大师的造句呼吸相当平稳，速度
则取稳中稍快，间或飘散出纯真的童趣。大卫的
“莫扎特”总是被后人低估，其实他的演绎沉着，
有涵养，格调极高。他的“巴赫”和“布鲁赫”协奏
曲采用钢琴伴奏版，可能是适应当时国内乐团
的实际情况，但无意中却留下了相当个性化的
记录。尤其是布鲁赫协奏曲，去掉乐队版本繁复
的配器之后，反倒能发现奥氏对于这部作品的
另一种理解。

———上海交响乐团启动“全民贝多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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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乐新总监梵志登首次登台亮相 ! 唐若甫

听路易克!布朗室内乐音乐会 ! 巴洛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