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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太多的未竟事业
! 沈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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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英国跨界爵士歌手杰

米!卡伦近几年势头颇旺"除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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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专辑销量超过 )*+亿张

的洛!史都华纵横乐坛半个世纪"

两年前为了写自传"突然回忆起许

多往事" 决心重回录音棚写歌"在

曼陀林#小提琴#吉他#风笛的交织

中"他灵感涌现"于是有了这张他

,-年来的首张创作大碟%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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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这是一支非常风格化

的组合"团队灵魂人物杰瑞德!莱

托是好莱坞当红演员#导演#插画

家#商人"当然他最大的成就是成

功经营了(.-秒上火星)' 今年推

出的第四张专辑或许是因为充满

科幻精神" 被美国太空总署送上

了宇宙飞船" 在外层空间首播了

其中一首歌' 新专辑封面选用了

英国(最贵)当代艺术家达明安!赫

斯特的圆点画系列' 赵州

! ! ! !对于杨立青先生的去世，除了
悲痛，剩下便是遗憾。

音乐其实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再伟大的作品都有终结的那一刻，
无一例外。一直以来，在我心目中，
杨立青先生是音乐家的理想化身。
而这是承载着个人性格、家庭背景、
成长环境以及种种客观影响下形成
的。人们常说音乐家有极强的人格
魅力，而在他身上的这种魅力至少
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一种对音
乐的专注，以及一份在音乐上的纯
真，这都是看似简单实际上难以坚
持的永恒音乐信条。
杨先生曾对我说起如何阴差阳

错地去德国留学以及在德国攻读学
位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之后的三十
多年教学生涯中面对的一些问题。他
并没有谈到他自己的成功，或是他的
巨大成就。在任何年代，人之于社会
的责任，绝不是一厢情愿的。杨先生
懂得如何寻找快乐，但责任感让他知
道还有一种责任存在着。而这种责任
感就是他本人对音乐近似于疯狂一
般的热爱和那无比的好奇心。
纯粹地说，对于视音乐为生命

的人来说，音乐本身就是一切。杨先
生先是一位超级音乐爱好者，同样
他也是极其优秀的作曲家、音乐教
育家和钢琴家。当宣布他的死讯时，
我没有提到那些头衔和名誉称号，
我知道这是他心底不在意的。他提
到过最早担任院领导时对行政管理
工作的不适应，以及和自己专业创
作和教学的冲突。但渐渐地，他适应

了这些，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有成就
和建树。话又说回来，他在同事和学
生中的地位不是因为这些名衔，而
是在音乐上无与伦比的信服力和权
威性。
有些人的音乐功力让你能迅速

洞察他的全部，而杨先生则总是让
我们觉得每一次谈话都会学习到新
的东西，都能让我们豁然开朗。深厚

两字形容这一点再恰当不过，这是
和他广博的音乐知识和修养分不开
的。让我不能忘记的，是看到他买到
一袋子唱片拎回办公室的情景。那
种满足和自豪，以及一种人类原始
的快乐情绪全写在他脸上。实话说，
我不曾常常在专业音乐圈看到这个
场景。一些专业人士在音乐圈的麻
木、势利和低俗充斥各处，而杨先生
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他超过 !"#

万张的 $%唱片和数不清的乐谱书
籍收藏占据了他业余生活的几乎全
部乐趣，整理唱片书籍也是他患病
后一直在做的事情。

#&!! 年 ' 月我邀请他以钢琴
家的身份和我一起在上海大剧院演
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音乐会，他欣
然答应，说道：“一起玩玩呗。”这次
是他近几年几乎唯一的公开演出。
随后，( 月在国家大剧院教育部的

中国近代作品音乐会我们又再一次
演出。没想到，退休的他居然在国家
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终于展现了一
直是优秀钢琴家的他的风范。对我
而言，这不单单是荣幸，而是一次精
神上的永恒之旅。他让我明白，音乐
是靠传承的，之所以我们共同纪念
前辈作曲家的作品，是因为我们也
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无一例外。
他从院长位置退休后只有两三

年，患病后仅仅一年就……他有太
多未竟的事业。
我很悲痛，悲痛的不只是因一位

音乐巨人倒下，在我看来音乐的人道
主义在不断消亡。一个人的音乐理想
并非是具体的，所谓这种理想其实是
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音乐本身
既没有终点，也没有目的。人也许终究
会被人遗忘，也许会某日被人提起，但
这都并不重要。音乐无形亦有形，人
也有生死之隔，终有一日那精神将会
永恒地存在于那无形之中。可物欲横
流的今日，又有谁为了精神活着呢？

*杨立青教授弥留之际"沈洋专

程赶到上海陪伴他直到其离世"此文

写于沈洋回天津的飞机上+++编者,

也许是明日传奇 ! 张可驹

! ! ! !有时我们花不小的代价去听著
名乐团的演出，却感到没有那么的
好；而另一些时候，一张便宜的票
子，却带来无法忘怀的惊喜。上个
月，我在东艺欣赏青年钢琴家贝棠·
萨马尤的演出就是一例。

萨马尤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
“)&后”钢琴家，海瑟的学生，后来
他又得到莱昂·弗莱舍、佩拉亚、巴
什基洛夫等人的指导。原本我对他
的了解仅限于钢琴家为 *+,-.录了
李斯特的全套《旅行岁月》，还有他
在北京的演出获得好评。这次现场
听过以后，我感到，如果说蒂博戴像
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体现出法国传统
的延留，萨马尤的演奏就恰恰体现
出一种理想化的国际风格。可以说
他的演奏综合了俄国学派的灿烂声
音、扎实技巧，以及德国学派严谨深
刻的审美。曲目选择也是大胆而追
求艺术效果，没有讨好观众的成分。

钢琴家以舒伯特的《!#首连德
勒舞曲》%"/0&开场，别出心裁，却
非当晚的最好水平。声音不错，可
是弹这些小曲，我还是希望钢琴家
的音响再“小巧”些。到演奏舒伯特
的歌曲《水上吟》（李斯特改编）的
时候，我才发现先前不过是热身。萨

马尤弹出那么丰富的音响层次，但
更为抓人的始终是他对歌唱线条的
塑造。钢琴家的确赋予演奏一种声
乐般的美，所表现的修养证明他是
青年演奏家中最成熟的那一类。
《1小调小快板》%"0!'中，萨马

尤的艺术功力完全体现。舒伯特孤
独中的温情跃然键上，之后层层揭
开作曲家的内心世界，那样的触键，
那样的速度变化，真正是心与智的结
合。听萨马尤演奏这两首短曲，让我
赞叹的除了深刻，还有演奏中的大气。
钢琴家对于乐句的处理舒展自如。
这种大气在《流浪者幻想曲》中

到达高峰。演奏整体上比较紧凑，却
不“赶”，而是有雄辩的说服力，近乎
完美地刻画了一个人向世界发出挑
战。慢乐章的情感深度令我惊讶，有

时飘过一段银铃般的指触；而在急
板的尾声，钢琴家把握音乐的张力
简直是名家大笔。
下半场，演奏李斯特改编《帕西

法尔》的选曲，萨马尤成为键盘上的
指挥家。他弹出乐队全奏般的音响，
宏大但不强迫地包裹了整个演奏
厅，接着又如小提琴的歌吟般，温柔
地唱出动机。
我想这样的演出放在卡内基也

是一流。萨马尤身上有太多令我惊
叹的品质，最出众的一点可能是他
的全局观念：情感十分复杂的作品
中，也有一种俯瞰全局的完整性。他
对乐句的处理，有时张力如弓拉满，
却没有生硬的起伏。上座率也就五
成多一点，但钢琴家活生生弹热冷
场。我不知东艺对他“未来大师”的
定位是否准确，但只要他保持现在
的追求，不用太久，前面两个字就可
以去掉了。

马
克
斯·

布
鲁
赫
早
期
手
稿
重
见
天
日
!

詹

湛

! ! ! !马克斯·布鲁赫是十九世
纪著名的德国作曲家，以两首
小提琴协奏曲（2小调和 3小
调）、三部交响曲以及大量优秀
的合唱作品名噪一时。近日，当
德国的女音乐学者基兹勒在文
献库里寻找资料，准备编写一
本关于法兰克福莫扎特基金会
建立 !/'周年的书籍时，她有
了意外的收获———布鲁赫的一
部一直被认为下落不明的早期
弦乐四重奏手稿重见天日。

原来，!)'#年，当时只有
!4 岁的布鲁赫以这部青涩的
早期作品去申领法兰克福莫扎
特基金会的一项奖学金，这份
乐谱也就被顺理成章地夹在里
面了。据说，后来布鲁赫申请成
功了，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却
将这份原本是申请材料之一的乐
谱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这次手稿发现之前，布鲁赫的

弦乐四重奏作品我们只知道两首，
分别是 1小调和 5大调，作品号
67"0和 67"!&，人们一直认为，它
们在和声运用、音色与美感上很接

近舒曼的同类作品（大约早个
#&年），也可以算是青年布鲁
赫对前辈的一种致敬吧。特别
是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有着
比拟交响乐作品的宽广度与强
烈的戏剧对比效果。这两首四
重奏作 品 ，$86、%9:+;,1 和
<%= 等公司都有录音发行，
各为四个乐章，时长 '& 多分
钟。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
新发现手稿的长度和演奏难
度，但不出意外的话，这首四
重奏也应该属于标准的德奥
浪漫派风格，且多半充满着年
轻人的朝气，因此令人期待。
但惊喜还没有结束，同时

被基兹勒发现的，还有一份德
国作曲家莱因贝格青年时的作
品，它被夹在了一份 !)'!年的
基金档案里，作品的形式采用
了弥撒曲的第一首《垂怜经》。
莱因贝格是布鲁赫的同时代
人，在对位法和管风琴演奏方
面有着极高的造诣，笔者觉得，
他的室内乐作品可听性非常
强，比如钢琴三重奏、五重奏等
等，多在德国 >?@A@B@:厂牌下
留有唱片。
作曲家的手稿整理工作是

一项重要却繁琐的工程，需要
耗费音乐研究者大量的精力与
时间，但幸运的结果同样会让
人欣喜万分，感觉不亚于考古

队伍遇到了一处珍贵的、未经开掘
的陵墓。去年西贝柳斯第八交响曲
手稿的“复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随着这次布鲁赫与莱因贝格的
早期作品被发现，我们丰富的德奥
曲目库变得更为多姿多彩了。

莫扎特基金会暂定于明年在
法兰克福首演该作品。

古乐学会乐团二度来沪
! 欣 云

! ! ! !两年前曾以巴赫勃兰登堡协奏
曲专场征服沪上乐迷的英国古乐学
会乐团（简称 CCD）将于(月 #/日
登台上海音乐厅，献上一场以“四季
音韵”为主题的巴洛克音乐会。

今年恰逢该乐团诞生 4&周年，
其音乐会档期排得满满，上海音乐
会是亚洲巡演的第三站。

带领此次巡演的是 CCD首席
小提琴帕甫洛·贝兹诺秀克，他
!0(& 年出生于伦敦一个有乌克兰
血统的家庭，是知名古小提琴演奏
先驱，!0)' 年便首次随该团巡演。
他擅长演奏维瓦尔第、科雷利、巴
赫、塔尔蒂尼的作品，还担任阿维森
合奏团音乐总监以推广 !)世纪英
国作曲家查尔斯·阿维森的作品。
“四季音韵”音乐会上，贝兹诺

秀克将在主打曲目———维瓦尔第小
提琴协奏曲《四季》中任小提琴独
奏，并同时担当音乐会指挥。资深乐
迷可能会对曲目安排皱眉，因为近年
来沪上《四季》的演出频率实在太高
了。但其实只要细细品味，每场演出
都有不同气质，尤其是古乐演绎更
注重挖掘巴洛克音乐中可进行二次
创作的部分，因此这次音乐会的看

点一是贝兹诺秀克的独奏，二是通
奏低音声部的处理，三也是最令人期
待的便是与《四季》搭配的曲目。

这次 CCD选取了几首拿手的
英国巴洛克作品，包括珀塞尔歌剧
《仙后》以及亨德尔歌剧《埃提乌
斯》、《恺撒》、清唱剧《时间与真理的
胜利》中以季节为主题的选段，均为
国内舞台难得一见之作。同样令人
期待的是它们的演唱者———专攻古
乐的女高音艾琳·托马斯，她 !0//

年生于威尔士，曾参加众多古乐合
唱团如蒙特威尔第合唱团、十六人
合唱团，她的首张独唱专辑《永恒之
光》#&&/ 年荣登英古典榜单第二，
她曾在 EE$ 好几套音乐纪录片中
出镜，还担任威尔士电台古典音乐
节目主播。相信她清丽的音色将为
本场演出增色不少。

!0/F 年，CCD 由英国羽管键
琴家、指挥家克里斯多弗·霍格伍德
创建于剑桥，它一直是古乐运动的
引领者。为纪念建团 4&周年，其官
网推出“探索 CCD”专题，点击网站
导航栏上的 5G8H6=5，即可获取
该团丰富的视频、音频及文字资料，
感兴趣的乐迷可先睹为快。

订票热线!!"#$%%

! ! ! !上海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

团弦乐专场音乐会 6月25日
贺绿汀音乐厅

亚美利加号角"""交响管

乐音乐会 7月7日 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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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后)钢琴家萨马尤

" 马克斯!布鲁赫肖像

———追忆上音老院长、永远的朋友杨立青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