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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 !月 "#日维也纳
消息，维也纳爱乐乐团在
新年音乐会之后，开始重
新严肃地讨论乐团在纳粹
时期所扮演过的角色，乐
团领导层邀请三位历史学
家（$%&'() *+,-./%0、1)&,2
3)!45&、6()7+8(,,(
9+:)-/;()）组成调查委员
会，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
彻查，并允诺将在 <月底
向公众解释清楚维也纳
爱乐历史上关于纳粹主
义的所有来龙去脉。

其实人们的疑问很
早就已存在。因为据记
载，维也纳爱乐乐团曾在
德国纳粹统治时期获得
了比较崇高的地位。乐团
的支持者之一名叫阿图
尔·赛斯=英夸特（>),-?)
@(:AA=B7C?+),），曾被任命
为德国驻奥地利总督，并
在二战期间成为德国外
交部长。他发布了一系列
法令，使无数犹太人被迫
流亡，乃至遇害，最终赛
斯=英夸特在战后的纽伦
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三位历史学家眼下
的任务，是客观地查清维
也纳爱乐乐团在战时做
过哪些事情，每一个细节
都将被一一核实，比如乐
团里的哪些成员特别受
纳粹尊敬，而哪些成员又
被疏远、排斥乃至迫害。
这么详细、彻底的清查活
动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据未
经证实的传闻，当年有 "D 名维
也纳爱乐乐团的乐手在 !E<F

年之前已是纳粹分子，不久后乐
团里几乎一半乐手加入了纳粹
党，而有十多位犹太乐手被送入
了集中营。
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当

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优秀乐团，
!F#"年在奥托·尼古拉的指挥下
第一次公演，之后乐团的历史上，
大指挥家汉斯·里希特、马勒、瓦
尔特、伯恩斯坦等人相继任职，虽
然该团不设首席指挥，但“音乐总
监”这一职位起到了管理与统帅
的作用。目前的音乐总监为奥地
利本土指挥家弗朗茨·威尔瑟=莫
斯特。

这样天才的音乐从来稀少
! 田艺苗

! ! ! !去年 D月，获克莱本大奖的 EG

后钢琴家张昊辰的独奏会惊动上
海，听说他 !月 !E日来沪弹贝多芬
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我早早买了
票守候。

!E日晚演出前我到后台慰问。
见他脸色苍白，咳嗽不停。我很哥们
地上前拍拍他：“不着急，这个样子
更像肖邦了！”他呵呵笑，寒暄几句
就溜了，与乐评人打招呼一直叫他
不自在。
昊辰很瘦很英俊，看上去十足

的文艺青年，可他不屑小清新，肖邦
和德彪西从来不能满足他，他总是
在弹贝多芬，多数还是贝多芬晚年
的奏鸣曲。他很少在国内演奏，钢琴
天才的名声却在业界流传甚广。下
半场登台时，观众席气氛竟有些紧
张，全场屏息，寂静的张力中犹见一
代传奇钢琴家的降临。
他从第一个和弦开始，牵引你

的听觉。让你跟随他歌唱、低回、起
舞、冲刺。以前只觉张昊辰的音色
美、弹奏能力与乐感惊人，到了现场
才能听见他的戏剧感与张力。他迷
人，能够让人群一瞬间安静下来只
为听他。在碎片化的年代难得听到
如此击中人心的音乐。
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

作于 !FHD=!FHI年，正值大师的才
华喷薄期，《热情》《黎明》已经完成，
第四和第六交响曲相继上演。相比
上述代表作，“贝四”不属于贝氏的
典型风格：贝多芬全力突破古典曲

式的藩篱，这里却是莫扎特式的传
统织体；贝多芬擅长概括性的凝练
乐句，这里却大量运用装饰音及华
彩乐段写法，反映作曲家高超的即兴
演奏水平。如何处理这首乐曲才算恰
当？这给钢琴家不少挑战。有人弹成
莫扎特风格，有人风格茫然。不知这
种混合曲风有无叫张昊辰困惑，他仿
佛不假思索地弹成了自己的风格。那
些即兴式乐段本是情感的激流，经他

自如分句，就有了内容。听他一句一
句倾诉，好像那就是他的语言。他在
说什么呢？我发现，那正是贝多芬式
的情感，真实直接，无客套语。他在莫
扎特的织体模式里说贝多芬的情意，
这应该是贝多芬本意。而这情意是东
方人的表达，适度而真切，毫无夸张，
诗意天成。三个乐章，曲意翔实且风
格明确。第一乐章激情洋溢，第二乐
章是若有所思的温情，第三乐章笃

定。曾经听他 !E岁时弹贝多芬的晚
期奏鸣曲 /5J!!H，为他的精湛绝伦
而倾倒，那时他诠释贝多芬，如今他
弹自己的贝多芬。
张昊辰说，他在贝多芬和勃拉

姆斯的音乐里特别自在。这听来让
人诧异。贝多芬脾气暴躁总是在生
气，张昊辰是乖男生一直在神游。可
是在音乐里，我发现原来认识的不
过是艺术家的外表。世人不知贝多
芬也有温柔一面。张昊辰安静执拗，
他一定体味过贝多芬的倔强桀骜，
深入过他的爱与痛苦。关于贝多芬
的当代解读，我一直疑惑：这个年代
的人们是否真的能够理解贝多芬？
我们从小被教育得安分得体，如今
正准备“优雅地变老”。而贝多芬是
扔掉假发、敞着胸膛冲进古典圣殿
的人。他放手让激情冲破形式，让真
超越美，之后在另一层面重建均衡
完美。张昊辰的“贝四钢协”，也许是
贝多芬的一种当代解读，他了解这
个内敛的时代的温柔，他更了解那
是狮子的温柔，水火之间催生了激
情、严酷与真实，这样的音乐出现在
这个没有真相的城市里，在某一刻，
叫人热泪盈眶。见他在舞台上，一脸
清绝，眼神洁白遥远。来自陌生星球

的飘泊者，心里藏着整片星空，追寻
宇宙与音乐的秘密，不愿只做一株
好看的苍白水仙。
我听完之后想起来，这 <H多分

钟里未见他咳嗽。张昊辰一上台，除
了弹琴什么都忘记。他是能够忘我
的人。他性格内向，有些压抑，从不
吐露自己。我一直问他内向的人在
台上是否会怯场？他觉得投入音乐
自然就忘了紧张。弹奏早已是他的
表达方式。心理学中有一种“内心游
戏”的说法，人在表演或比赛中有两
个自我：第一自我，关注自己。第二
自我是对自我的审视与干扰。他就
是第二自我几乎不存在的那一类典
型，心无旁兮。这样的演奏家尤其适
合现场演奏和比赛。
一曲完毕，全场心醉神迷。他的

演奏与他的人一样，纯美如大山深
处的泉水，璀璨如最纯净的钻石的
光芒。只是一切形容词都难以形容
这光芒，它来自天才与青春，浑然天
成。我想这是他最好的时候。不知他
能拥有多久，将来又如何蜕变？我总
是生怕他有一点闪失，又担心自以为
睿智的建议会妨碍他感受人生。记得
顾炎武写过：才由性生，唯有尽其性
才能尽其才也。天才的冲动意志是不
可管理的。它是天赋，因而不可预测
和挽留。只能任由他去承受命运。我
只愿记下这最灿烂的演奏。它让我想
起传说中的演奏，那些小时候听前辈
们时常念叨的曾经的现场。只是这
样天才的音乐，从来稀少。

———听张昊辰弹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后的思考

魁北克指挥家入主“费城”! ! ! !聂泽赛金这个名字读来有点拗
口，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对他可能不
太熟悉。他是加拿大籍的指挥家，有
“蒙特利尔之子”的称谓。目前，这位
年轻的、矮个子的指挥家已经担纲
中国乐迷非常熟悉的、也是访问中
国次数最多的美国一流乐团———费
城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蒙特利尔是魁北克省首府。魁北

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操法语的省，有着
深厚的古典音乐文化。这首先要归因
于州政府财政上的慷慨资助以及罗马
天主教的传统对教堂唱诗班和管风琴
师存在大量需求，也是产生古典音乐
家的源泉。全省人口 FHH余万，竟拥有
!"个交响乐团，七家专业音乐学院
（大学的音乐系还不算在内）。引人瞩
目的是近年魁北克省产生了一大批
拥有国际声誉的指挥家，如新泽西

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K+LC?(A M+"

L/40(N俄亥俄哥伦布交响乐团的音乐
总监9+)&( O(&,/?7&等。
扬尼克·聂泽赛金年方 <P岁。但

他任蒙特利尔大都会管弦乐团的音
乐总监已达 !"年之久。去年秋天，聂
泽赛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浓重的一
笔———正式接任费城交响乐团音乐
总监一职，随即于 !H月率“费交”首
次登台卡内基大厅演威尔第的《安魂
曲》。演出极为成功，指挥完最后一个
音符，他的双手悬在空中足足 "H秒，
显然，他沉浸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中。后台，同事们开了香槟，卡内基大

厅的官员举杯向他祝贺，就像是加冕
典礼一般。
他和“费交”的结缘有一段经历。

"HHF年 !"月，聂泽赛金首次指挥
“费交”演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
指挥和乐团配合几近完美，双方有相
见恨晚的感觉。"H!H年年中，“费交”
就有意请聂泽赛金加盟，问题是当
时“费交”处于破产保护之下，查尔
斯·迪图瓦是乐团的看管人。"H!"

年，“费交”终于走出破产保护程序，
聂泽赛金喜爱费城，他要把这座城
市引以为傲的历史融合在他的乐队
中，让“费交”具有归属感。

! 周炳揆

音乐剧!悲惨世界"登陆上海前后 ! 钱世锦

#月 #$日起售票

订票热线!%&!'((

不说再见 !)#'上海大剧院特

别音乐会 2月14日 上海大剧院
蛇年喜洋洋新春音乐会 2

月16日 上海音乐厅
元宵喜乐汇家庭音乐会 2

月24日 上海音乐厅
宋思衡钢琴独奏音乐会 3

月15日 东方艺术中心
意大利经典歌剧之夜 3月

30日 上海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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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根据音乐剧《悲惨世界》拍成
的电影日前在奥斯卡宣布的提名
获奖名单中，荣获包括最佳影片在
内的 F项提名，这不禁让我想起该
剧首次登陆上海大剧院演出时的
前前后后。

音乐剧《悲惨世界》!EFP年 <

月 !"日首演于纽约百老汇帝国剧
院，此后 "D年久演不衰。!EFF年
!H月我赴美国考察，除了拜访纽约
爱乐乐团、朱莉亚音乐学院及大都
会歌剧院外，压根儿没想过要去看
一场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音乐剧。到
了美国，朋友对我说“来纽约不去
百老汇看音乐剧，等于没有到过美
国！”我惊讶之余，就请他为我推
荐。在一系列的演出目录中，我选
了《悲惨世界》，原因无非是曾经读
过雨果的小说，熟悉其中的情节。
不料朋友说：“此剧的票一年前便
预订一空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可
朋友却上了心，他请人在我抵达洛
杉矶时先期搞到了也在那里演出
的《悲》剧的票。
《悲》剧全长约三小时，完全用电

影的节奏来变换时间和场景，推进剧
情，差不多五六分钟就会有一个情节
切换，或歌舞或布景，不断给观众以
惊奇和刺激。我坐在观众席中，身心
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这是
我第一次看音乐剧，对我的心灵震撼
十分巨大。当时我就想如此精彩的节
目何时能引进中国啊？

!EEI 年我被调任上海大剧
院，在筹备开幕季的演出剧目时
就提出将《悲惨世界》作为歌剧、
芭蕾、交响乐以外的第一部音乐
剧节目，此举得到领导的支持。于
是便给《悲》剧的英国制作人麦金
托什先生写信。对方很积极，立即
派人前来考察。接下来的 #年，大
剧院节目部与对方有过无数次的
传真来往，面对面的讨论几乎每几
个月就有一次。"HH!年 E月 !!日
上午，以时任大剧院总经理乐胜利
为首的代表团在伦敦麦金托什总

部与对方达成协议：《悲》剧将作为
第一部原汁原味的西方经典音乐
剧于 "HH" 年 I 月下旬引进上海。

麦金托什本人将出席上海大剧院
的首演式，同时麦金托什公司愿意
为中国首演提供全套最先进的音
响设备而不需大剧院支付费用。

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在伦敦
的我在雕镂剧院第二次看了《悲惨
世界》，这个剧场正是《悲惨世界》
英语版的世界首演之地。由于白天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E·!! 恐怖事
件，许多观众没能抵达伦敦，剧场
几乎有一半空位，现场的空气似乎
也分外凝重。开幕前，全体起立为
白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遇难的人默
哀。我站在鸦雀无声的剧场里，不
禁想起伟大的雨果在写《悲惨世
界》时的那段名言：“只要这个世界
上还存在着愚昧和困苦，那么和
《悲惨世界》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
会是无用的。”

"HH"年 I月 ""日，音乐剧《悲
惨世界》终于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包括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
兰·鲍伯利在内的主创人员都出席
了首演的盛大仪式。演出持续了 <

周共 "!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演
出时连过道上都坐满了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