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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石生教授留给我们什么
! 谭国璋

! ! ! !著名小提琴家郑石生教授突
然离我们而去!在音乐界引起的悲
哀和震动远高于社会上。郑石生
教授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

直接的感受是他对小提琴事业的
热爱，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桃
李满天下；人品高尚，德艺双馨。

但再往深处想，郑石生教授在
半个多世纪里留下的，其实是极其
丰富多彩的一段历史印记———他
在中国小提琴事业发展的历史阶
段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
一位标杆式的人物。这历史阶段很
重要，无法替代，也不能复制。

郑石生教授的学习年代是上
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对中国小提琴
事业来说，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
他先后跟意大利籍小提琴家富华，
留英归来的陈又新教授及谭抒真
教授学习小提琴，后又跟苏联专家

米基强斯基学习。我们从他的几位
老师的身份可以看到，正是这先后
出现在他身边的几位老师，映射了
当时音乐界的变迁，而不同的学派
风格不仅没能使郑石生教授迷失
方向，反而让他更多了解和掌握了
丰富的小提琴演奏技术。他在以后
的演奏和教学中进一步发展了自
己的风格，创造性形成了小提琴学
科中独树一帜的学派。这在那时我
国众多专业小提琴家中，已经是非
常突出与难得的。

然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中
国老一辈提琴家因历史原因过早脱
离了演奏舞台甚至琴房教学，年轻
的学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出现过专

业断层。而以郑石生教授为代表的
提琴家们恰好是这两者的桥梁。郑
教授身体力行地在演奏与教学上，
为提高小提琴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几
十年如一日作出不懈的努力。

郑教授一生为人低调。但我们
决不因为他的低调而对他为小提
琴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以低估。

有人在教学中有一定成就，
有人曾在演奏上得到过荣誉。但
在小提琴发展的这个特殊的历史
阶段中，在教学和演奏上都起到
承上启下作用，并长期默默耕耘
在音乐园地的有那么一部分人，
而郑石生教授是代表人物。

深深怀念郑石生教授！

! ! ! !新年伊始，对古典乐迷来说，
最起劲的莫过于在电视机旁听维
也纳爱乐、柏林爱乐和德累斯顿国
交 "#新年音乐会了。德累斯顿国
交以其荟萃轻歌剧选的特色征服
了听众。蒂勒曼说得好，演了一年
的严肃作品，该让听众轻松一下
了。而 $%&'年的新年音乐会，德累
斯顿国交更是携手女高音芮尼·弗
莱明和男高音克老斯·沃格特，注
入爵士元素，演奏了格什温和伯恩
斯坦。进入爵士境界之际，指挥、
唱者情不自禁会挤眉弄眼，诙谐传
递乐感，逗得听者乐开了怀。

不过上海的古典乐迷们，对爵
士乐感兴趣者寥寥。我每次出席爵
士音乐会，很少遇到古典乐朋友。
爵士、古典的听众似乎是风马牛不
相及的异类。

古典乐爱好者不大听爵士
乐，可是爱乐者们崇拜的古典乐
顶级演奏家中，玩爵士的倒是不
少。马友友曾和爵士乐小提琴家
斯帝芬·格莱普里成功合作组成
爵士六重奏组。小提琴女皇安
妮(索菲·穆特说起爵士乐就兴

致来了，而她的前夫，钢琴家、指
挥家普列文则和帕尔曼合作出过
一张爵士专辑。而帕尔曼的师弟，
梳着怪发型的奈吉尔·肯尼迪则
是能出色游荡于爵士、古典两个
世界的鬼才。

爵士乐是二十世纪真正的经
典。它发源于美国，独立于欧洲古
典音乐自行发展其音乐体系，自成
各种流派。十九世纪末，芝加哥和
圣路易斯先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上，演出了几场爵士乐，吸引了大
批客人，由此传到了英国和法国，
传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

将爵士、古典两乐相结合的，
大家知道就是美国作曲家格什温。
然而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却是一
位先知先觉者，早在 &)*+年他创
作的《新世界交响曲》的尾声中，就
用上了他在旅美期间听到的一种
黑人音乐，叫“波吉·沃吉”的节奏，
这种节奏后来被用到爵士乐中，到
+%年代才流行起来。

+%年代是爵士大乐队的鼎盛
时期，出现了像艾灵顿公爵、贝西
伯爵、班尼·古德曼等大师。那位爵

士摇摆乐的灵魂人物古德曼是一
位爵士、古典两栖的单簧管演奏
家，当今的单簧管女杰、不久又要
光临上海的萨宾·梅耶十分崇拜
他，出过一张纪念他的专辑。

由于二战的征兵令以及表演
者追求个性，诞生了许多小编制乐
队和以钢琴和爵士鼓为主的重奏
组，爵士音乐迎来了流派纷呈大发
展的黄金时代，跳出了舞厅、酒吧
的有限空间，成为一门音乐艺术，
大模大样进入了音乐学府。有些爵
士乐品种，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
也戴上了“高雅”的帽子。

美国大音乐家伯恩斯坦说
过，爵士乐的灵魂是即兴演奏。乐
手面前的乐谱只有几句基本旋
律，任凭即兴发挥。听爵士因此不
能像听古典那样追究结构、平衡
之类，也要有点即兴心态。西方人
的气息、举手投足之间常有一种
“切分音式”的爵士味———耸耸
肩，说声“,(-.,”。我们东方人
要多听，听出感觉来，让自己的音
乐灵感中的气息韵律与爵士乐融
通神合。

! ! ! !近日柏林评选出了它
新一年的“年度乐器”———
中提琴。你一定会好奇，所
谓“年度乐器”是怎么一回
事儿呢？其实，这项活动从
$/&&年开始，所选中的第
一件乐器是备受人们忽视
的低音提琴，接下来的三年
里，巴松管、长号和土耳其
民间特有的弦乐器巴拉玛
琴依次当选为各年的年度
乐器。它们的获选其实隐藏
着这样的潜台词：这些乐器
往往是长久被忽视的“乐队
边缘”，而与每年活动对应
的，正是特属于某一件乐器
的大量曲目被挖掘、开拓和
普及。活动主办方柏林国家
音乐委员会可谓用心良苦。
今年“中提琴计划”的

负责人之一、柏林艺术大学
的中提琴教授罗德表示：
“就最近一百年作曲家新创
作曲目的数量上看，中提琴
已经不是我们概念里的灰
姑娘乐器了，但是它与大提
琴等乐器相比还是有着劣
势，比如学校里五到九岁的
学生很少从音乐启蒙起就
学习中提琴。我们诚恳地建
议，一个好的中提琴手更应
该从很小就立定志向，而不
是到了 $/ 或 $0 岁才从小
提琴转行。”于是，这次活动
应景地推出了“中提琴儿童
工作室”这样的新事物，旨在培养那
些有中提琴演奏天赋的娃娃乐手，
确实算得上视野长远。
按照计划，柏林市内的各大交

响乐团、音乐厅，以及音乐院校在接
下来的一年间都会配合主办方，以
中提琴制琴工艺展示、公开课、音乐
会（特别是中提琴室内乐）种种形式
将这件乐器深沉同时不失灵巧的魅
力展示到世人面前。值得一提的是，
“非古典类的中提琴”是一个前人很
少涉足的话题，来自柏林爱乐乐团
的中提琴手马丁·施岱格纳将专注
于爵士音乐的演奏，而 123厂牌的
宠儿、土生土长的柏林爵士乐队
24,5678794也将和柏林国家歌剧院
乐团的中提琴手让·卢卡斯·艾森贝
格一起做几场炽热如火的探戈音
乐。整个“年度乐器”的计划将在本
月以巴洛克中提琴讲座的形式开
始，各项活动跨越整整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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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两个纽约大学音乐商

业专业的在读生课余时间一起写

歌!表演"先是成了校园偶像"之

后歌曲#这是新年$被欢乐合唱团

翻唱" 近日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因

一首治愈系歌曲#说些什么吧$迅

速成为欧美音乐榜单上的黑马"最

令人惊讶的是阿奎莱拉的助阵%

! ! ! !哥伦比亚 最近搞突然袭击

的音乐人真不少"天后碧昂斯也

低调地发行了她的第五张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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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音乐会跨出历史阴影 ! 周炳揆

! ! ! !永不言败 由汤米'达什在英

国创立的(永不言败)唱片公司"以

出版电子音乐闻名世界% 上个月出

版了一张收录包括+,-.,/在内多

名艺人 01首歌曲的合辑" 在 223

广播 '台*4台滚动播放" 风格硬

朗"深受电音爱好者追捧% 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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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备受公众瞩目。本次，巴伦博依姆指
挥“维也纳爱乐”在去年 &$月 +&日
晚和今年 &月 &日上午指挥的两场
音乐会，除了给人以欢乐之外，还有
一层更深的涵义，那就是“维也纳爱
乐”终于跨出了自身历史上的阴影。
一年以前，也正是在全球转播

“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的时刻，
有关该乐团和“纳粹”高官在二战期
间、二战后的关系浮出水面。其中最
大的一桩“丑闻”是：曾在“纳粹”当
政时期任维也纳市长的冯希拉奇因
战犯罪服刑 $%年，上世纪 :%年代中
期他刑满出狱，“维也纳爱乐”派专人
向他慰问，并送去一枚指环。原来，早
在 ;*'$年“维也纳爱乐”曾送给冯
希拉奇一枚指环，但被他遗失了。

新年音乐会本身也被人诟病。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始于
&*+*年 &$月 +&日，每次必演施特
劳斯家族的华尔兹，这些极具民族
特征的曲目常被人质疑是为了配合
“纳粹”的宣传攻势。创建于 &)'$年
的“维也纳爱乐”由奥地利的音乐界

精英组成，成员中包括奥地利国家
歌剧院的乐队，在“纳粹”统治时期，
乐队曾驱逐了 &+名犹太籍演奏员，
致使他们不是死于集中营，就是备
受各种磨难———“维也纳爱乐”历史
上的阴暗面很早就曝光于世了。
“维也纳爱乐”现任总裁海尔斯

伯格（曾是乐队小提琴演奏员）是第
一位提出要建立乐队档案的人，&**$
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民主之王》的
书，详述了乐队的这段遭人诟病的历
史；$%%%年，他率团赴奥地利境内的
前毛特豪森集中营演出“贝九”，由西
蒙拉特尔指挥。海尔斯伯格实事求是
地面对历史，对乐队的阴暗面不加掩
饰，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对于一

年以前披露的“送指环”事件，“维也
纳爱乐”也作出快速反应：当即聘请
三位持独立观点的历史学家对此进
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于 $%&+年
+月在其官方网站上予以公布。
正因为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历史

上的阴暗面，在刚过去的新年音乐
会期间，争议声几近销声匿迹，这对
于“维也纳爱乐”十分重要，因为有
一系列重要演出紧随着新年音乐
会：$月和 +月，乐队将在纽约卡内
基大厅举行为期三周的“维也
纳———梦幻之城”音乐节，演出理查
施特劳斯的《莎乐美》、贝尔格的《沃
伊采克》等。今年 :月，“维也纳爱
乐”将开赴波黑共和国首都萨拉热

窝，举行一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 &%%周年的音乐会。

巴伦博依姆本次指挥了 '&段
华尔兹，其中有一曲约瑟夫施特劳
斯的《和平棕榈树》属首次演出，显
然是为了呼应新年音乐会的宗旨：
“友谊，希望和和平”。返场节目依然
是铁定的《蓝色多瑙河》和《拉德斯
基进行曲》。巴伦博依姆在《拉德斯
基进行曲》的旋律中穿过金色大厅
的乐池，和每一位演奏员握手致意，
彰显了“友谊”这一主题，年常旧规，
演奏员齐声唱响约翰施特劳斯的
《埃 及 进 行 曲》（啦———啦———
啦———），把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
“指挥新年音乐会并不容易，”

巴伦博依姆在接受采访时不无幽
默地说，“返场的节目永远是最重
要的节目……”

" 巴伦博依姆

有感于德累斯顿国交新年演奏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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