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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爱乐乐团逆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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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两亿张专辑销售!全球

高达 !"亿美金巡回演唱会票房!

获颁葛莱美终身成就奖!滚石乐

队走过半世纪!没有丝毫停步的

意思"这张超级精选以 #$%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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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意大利国宝安德烈#波

切利与金牌制作人大卫$福斯特

二度合作的最新专辑%激情&!是

地中海式爱情歌曲大集合!展现

波切利精湛的男高音技巧" 值得

一提的是! 拉丁美女詹妮弗$洛

佩兹也在新唱片中深情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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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年出生于诺丁汉

的杰克$巴格是英国金榜史上最

年轻首周空降冠军男歌手!被乐评

人看成年轻版'鲍勃$迪伦(!操着

一口上世纪 *+年代的老式英语!

嗓音老成!同名专辑记录着关于成

长与友情的故事" 赵州

! ! ! !到柏林的第一场音乐会便是西
蒙·拉特!爱乐乐团!爱乐大厅的组
合，这是个让爱乐者乐疯的见面礼。
不过当明白曲目竟然是两部现代作
品时，朋友说我像挨了当头一棒。
其实谁都明白，听音乐会毕竟

不是买唱片，可以从音乐家到乐队
到曲目甚至唱片公司逐一挑剔过
来。音乐会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作
为一个旅行中的爱乐者，遇到什么
便是什么，谁也不会抱怨。
那天进入爱乐大厅，便注意到

与维也纳一样，也是老人多。于是明
白了为什么西蒙·拉特那么煞费苦
心地要把年轻人吸引进爱乐大厅。
在金色大厅，我曾多次看到老人们
辛苦地攀爬楼梯，走一层歇一下。虽
然有电梯，但因有残疾人标示，老人
都很自尊，情愿慢慢走，让人动容。
即便是现代作品，西蒙·拉特也有所
考虑：因为儿童节将临，他选了蒂佩
特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这
部作品让人心情沉重，其写作背景

是二战初期，一个 "#岁的德国犹太
青年因家人受纳粹迫害而向当局投
诉却遭粗暴拒绝，以致愤而向拒绝
他的军官开枪。这个事件成为纳粹

借口并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这就
是有名的“水晶之夜”。从此在德国
的犹太人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拉特入主柏林爱乐以后，频繁

出招以改变乐团原来的保守形象。
这样的改革自然会遭到反对，但经
过一系列的运作，人们发现柏林爱
乐开始受到更多人群的关注，赢得
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在欧洲经济普
遍不景气的现实下，柏林爱乐非但
出票不愁，票价还越卖越高。朋友
两年前买一张 $ 区票花七八十欧
元，前两天为了听男高音维拉宗纪
念威尔第%&&周年的独唱音乐会，
一张 '区票竟然花了 "%(欧元。面
对这样的票房形势，反对声当然便
知趣地消失了。

在欧洲，柏林的音乐会最多，也
最活跃———这活跃指的是变化：上
周德意志歌剧院上演多尼采蒂《卢
克雷齐娅·波吉亚》，大牌女高音格
鲁贝洛娃主演，仅是音乐会形式，这
倒不是什么新闻，毕竟格鲁贝洛娃
已六十多岁，让她在歌剧舞台上表
演也于心不忍；而让人大开眼界的
是威尔第清唱剧《安魂曲》，一部原
本只有乐队与合唱队的音乐会作
品，却增加了舞台表演，领唱者在台
上变成独唱的主角，而合唱团则变
身为台上各种形象的人物，整场表
演像舞蹈又不似舞蹈。朋友说这种
表演版的清唱剧在欧洲至少已有数
十年的历史，多数是清唱剧、安魂曲、
康塔塔等大型作品的演出，比起原来

形式，这样演能吸引更多听众。那天
的演出，节目单上写明自从 %&&)年
首演以来，这是第 *"场演出。
今天在德国，瓦格纳的光环已

远远超过贝多芬。如果说奥地利人
在到处吆喝莫扎特，那么德国人现
在吆喝的是瓦格纳。

为了纪念瓦格纳诞辰 %&& 周
年，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在爱乐大
厅演奏瓦格纳唯一交响曲“'大调”，
两家歌剧院（德意志歌剧院和国家歌
剧院）轮番排演瓦格纳歌剧，而瓦格
纳出生地莱比锡的歌剧院更不甘示
弱，干脆上演全部歌剧；这还没完，
在柏林最大的唱片店 +,--.$//，
我看到除了各种各样常见版本的瓦
格纳歌剧之外，居然还有摇滚乐瓦
格纳、弦乐四重奏瓦格纳以及由语
言学家朗诵的新生代指挥家蒂勒曼
对瓦格纳的论著……真是千奇百怪。
我们开玩笑说：这是德国人在学奥地
利人对莫扎特的炒作，说不定过不
多久街上也会出现瓦格纳巧克力。

———到欧洲去听音乐会系列之三 ! 沈次农 文,摄

! ! ! !受制于橱柜里唱片的日渐堆
积，受困于同一版本作品如冷菜拼
盘般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唱片系
列、编号上，从五六年前本人已与
主流的五大唱片公司挥手作别，与
之相反，倒是对那些小公司的唱片
怀有愈来愈浓的兴趣。在我看来，
在这些品牌产品里倒往往有着平
素苦求不得的心仪之声。
某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

一家音乐书店不意发现了三款比
利时 012134唱片，它们主推的表
演艺术家竟是同一个人———华裔
女高音歌唱家陈其莲。对于这个
名字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感到
陌生。在将信将疑之间先买了一
张普契尼歌剧咏叹调专辑。正是
在这种完全没有“先入为主”的情
境下欣赏她的演唱却给人一份意
料之外的欣喜。陈其莲是一位标
准的抒情戏剧女高音，她的音色甘
美，音质纯净，发声自然，气息流
畅。如在《曼侬·列斯科》的“那绸缎
的窗帘”这首不长的咏叹调里她的
演唱由柔和至铿锵很好地阐释了
音区转换和情感对比；而在“我亲
爱的爸爸”里她又展示了润泽柔美
的音色；她演唱的三首巧巧桑咏叹

调则柔情与力度兼具，其中声区饱
满厚实的音色为咏叹调高潮部分
的冲击力积聚了足够的能量储备，
从而真实感人而又令人信服地塑
造起了主人公的悲剧形象。
受这番欣赏的激励，第二次又

去买回了她的其余两张唱片，分别
是中国女高音独唱歌曲选（包括了
民歌、歌剧、艺术歌曲以及现代歌
曲四类 "5首）和理查·施特劳斯的
《四首最后的歌》。由此方知陈其
莲早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后负
笈游学于欧洲，进入比利时皇家音
乐学院师从著名歌唱家朱尔·巴斯
坦教授。两年内获得了该院音乐
会演唱和歌剧演唱的两个高级文
凭，并于 "66"年起留校任教，而今
她回到国内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
担任声乐系教授。在欧洲她先后
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维也纳声乐
比赛、美国费城的帕瓦罗蒂声乐比
赛以及布鲁塞尔伊丽莎白皇后国
际比赛上获奖，并辗转于国际一流
歌剧舞台，上演过近 %&&场《蝴蝶
夫人》和 (& 多场《图兰朵》，享有
“来自中国的蝴蝶夫人”的美誉。
她的这三款唱片分别录制于
"66*、"665和 %&"&年，见证了她
在声乐艺术上成长、追求的一个个
坚实的脚步。其中尤其是《四首最
后的歌》，以本人孤陋寡闻的有限
资讯得知，陈其莲是中国歌唱家里
在欧洲歌坛上演唱这部作品的第
一人。有道是“大隐隐于市”，就是
这样一位近在我们身边的歌唱家，
平素却极难得欣赏到她的演唱，所
幸在今年“上海之春”(月 ")日的
闭幕音乐会上，沪上乐迷将可亲耳
一聆她那美妙动人的歌声。

! ! ! ! (月 "#日，罗马尼亚国家广
播交响乐团将在东方艺术中心音
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对这个乐
团，可能大多听众比较陌生，其实，
这支成立于 "6%)年的乐团，不仅
是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一支乐
团，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历史最
悠久的广播管弦乐团之一。此前，
他们也曾多次来到中国。%&&*年，
他们在上海钢琴家、指挥家李坚率
领下，在西安、贵阳等十多个城市
进行了友好访问演出。%&"&年世
博会期间，乐团在世博中心举行庆
祝“罗马尼亚国家馆日”的音乐会。
此次率队的是年轻的乐团首席指
挥罗马尼亚人蒂贝留·索阿雷，他
曾与包括伦敦爱乐乐团在内的众
多爱乐乐团和歌剧院合作。
至于演出曲目，除了由上海钢

琴家解静娴担任独奏的勃拉姆斯
《第二钢琴协奏曲》，另一大看点就
是乐团的拿手好戏———埃内斯库
的作品。乔治·埃内斯库是罗马尼
亚民族音乐的奠基人，在作曲、指
挥、小提琴、钢琴演奏及音乐教育
等方面都卓然成家，他的创作深受
民族音乐影响。罗马尼亚国家广播
交响乐团在约西夫·孔塔指挥下录
制的埃内斯库《罗马尼亚狂想曲》
获得广泛好评。此次演出的曲目，

就有原汁原味的埃内斯库《罗马尼
亚狂想曲第一号》和《降 7大调第
一交响曲》。此外，乐团还将献演中
国观众非常喜欢的罗马尼亚名曲
《云雀》。《云雀》的曲调建立在罗马
尼亚民间舞蹈的基础之上，模仿出
鸟的绚烂叫声，充满热烈、谐谑、欢
快的情趣。这首曲子中国听众比较
熟悉的版本是小提琴和排箫独奏，
而此次演出将上演交响乐版本。

尽管听众对罗马尼亚音乐界
并不太熟悉，但事实上，中国与罗
马尼亚历年来有着不少的交流，尤
其是通过罗马尼亚为纪念埃内斯
库而设立的国际音乐节这一平台。
早在 "6()年第一届埃内斯库国际
音乐节上，来自上海的李名强就获
得了钢琴比赛大奖，在罗马尼亚引
起轰动。而在 %&""年第 %&届埃内
斯库国际音乐节中，第一次设立的
大提琴比赛，第一名又是由中国选
手田博年斩获。同届音乐节，还有
李云迪及中国民乐大师团的献演。
李云迪的独奏音乐会是“名家独奏
及室内乐专场演出”单元的首场演
出，反响极为热烈。有这些情缘在，
相信这次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
乐团的访沪演出，会使中国乐迷们
对罗马尼亚音乐有更浓厚的兴趣
与更深入的了解。

! ! ! ! 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已经
过去多日，但音乐会给听众留下的
美好印象，却令人回味。不仅是该场
音乐会请来了世界著名的单簧管演
奏家萨宾·梅耶，也不止是上交在这
场音乐会有精彩的发挥，让人惊艳
的，还有使乐团面貌焕然一新的日
本知名指挥家大植英次。
大植英次身材矮小，但指挥时

却热情洋溢，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就是这样一位造型美感有所欠
缺的指挥，演绎出来的音乐效果却
出奇地好，让人不得不佩服。开场的
《自由射手》序曲，他的挥棒落拍犹
如韦伯这部歌剧中守林员马克斯射

出的那颗魔弹，击中要害，一改国内
许多音乐会开场慢热的毛病，很快
引导乐队进入了状态，令人信服地
达到凯旋的高潮。与梅耶合作的韦
伯《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他则指挥
乐队贴心地呵护着独奏家，配合默
契，让梅耶尽情展现了这部作品浪
漫神秘的光辉。最值得称道的是莫
扎特的《第 8&交响曲》，印象中国内
乐团很难演好莫扎特的作品，但在
大植英次的指挥下，上交奏出的《第
8&交响曲》开头的几个乐句，就让

人眼前一亮，那明快绵密又松弛圆润
的弦乐，闪耀出的是明亮而又温馨内
敛的光芒，令人顿时暖意融融。

听完音乐会，笔者与友人一致
评价：大植英次不愧是小泽征尔与
伯恩斯坦的学生，他担任过美国明
尼苏达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过
不少欧美一流乐团，其善于训练乐
队、准确掌握音乐风格、激发乐队
潜力的能力有目共睹。
俗话说，没有不好的乐队，只有

不好的指挥。可见一个高水平的指

挥对一支乐队是多么地重要。柏林
爱乐华丽精致的“卡拉扬音响”，是
由“指挥皇帝”卡拉扬几十年持久不
懈的磨砺铸就的。有一次，柏林爱乐
又要录制贝多芬交响曲的唱片，照
理说，乐队已经多次录制“乐圣”的
交响曲全集，驾轻就熟，但卡拉扬一
丝不苟，仍然重新研读了总谱，然后
与乐队连续排练了二十多个小时。
演奏员们对这种马拉松式的残酷训
练受不了了，一致“罢工”，大师一怒
之下拂袖而去。但过了几小时，演奏

员们又把他请了回来。因为冷静下
来后的他们意识到，柏林爱乐与卡
拉扬唇齿相依，要奏出首屈一指的
贝多芬音乐，他们离不开卡拉扬。
反之，一个平庸的指挥，或者虽

有才华但不一定合适的指挥，也会
让一支优秀的乐团失去特色，滑向
粗劣。切利比达克去世后，慕尼黑爱
乐乐团请来了詹姆斯·莱文接班，然
而，这位擅长歌剧指挥的音乐家既
无法像切利比达克那样专心于慕尼
黑爱乐，也并不擅长德奥音乐的演
绎，很快，慕尼黑爱乐精致凝练、壮
丽幽远的音色消失了，直到蒂勒曼
接任音乐总监，才扭转了局面。

优秀指挥造就乐团 ! 刘 蔚

感受身边的“蝴蝶夫人”! 夏 宏 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
来沪献演交响版“云雀”

! 苏戈林

新碟速递

" 正在大修中的柏林国家歌剧院

" 陈其莲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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