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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音响 /星期天夜光杯

! ! ! !由美国录音工业协会主办的第 !" 届格
莱美大奖于 #月 $"日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
礼。今年有一张获奖唱片格外抢眼，那就是爵
士作曲家玛丽亚·施耐德（%&'(& )*+,-(.-'）与
澳大利亚室内乐团及圣保罗室内乐团灌录的
《冬晨之旅》获得三项提名，并一举斩获三项
大奖，达到百分之百命中率。唱片凭借女高音
唐恩·阿普肖尔（/&0, 123+&0）的出彩演唱获
得最佳古典独唱奖，还获得最佳当代古典作
品和最佳录音技术专辑，制作人大卫·弗罗斯
特获年度制作人，唱片成为今年格莱美古典
奖区的最大赢家。

席卷而来的不仅仅是这张唱片表面的辉
煌，还有其背后蕴含的产业新生。这是一张通
过“众筹”方式出版的唱片，隶属于众筹唱片
公司 4'5(35)+&'-。众筹唱片从项目诞生阶段就
向大众融资，并以融资金额决定在项目中担
任的角色。众筹的方式取消了以往唱片出版

中制作人、艺术家和发行方的界限，打破了流
水线式的操作，消费者也第一次对唱片有了
直接话语权。
何谓众筹？《福布斯》中文版的解释是“由

创业者或者创意人把自己的产品原型或创意
提交到平台，发起募集资金的活动，感兴趣的
人可以捐献指定数目的资金，然后在项目完
成后，得到一定的回馈，如这个项目制造出来
的产品。有了这种平台的帮助，任何想法的人
都可以启动一个新产品的设计生产。”直白地
说，众筹有点像拉选票，每一票都是通往成功
的关键，拉票的过程已经是极大的宣传营销。
投票人可以对被选者提出各种要求，有的会
得到满足有的无法满足。被选者会顾及到投
票者的利益和偏好，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在
这里则是项目内容。在固定的时间内获得预
计的选票，就算是赢得了选举，拿下了项目。
众筹的做法也许在业界已经流传已久，比如

在 4'5(35)+&'-就有十年，但这一说法就如同
“快闪”一样，还是近五年的新生物，依附的是
社交网络的大肆兴起。玛丽亚·施耐德是众筹
领域的先驱人物。早在 6778年她就凭借第一
张运用众筹理念的唱片获得格莱美奖。

在获得格莱美大奖前已销售 9777 余张
的《冬晨之旅》是玛丽亚·施耐德作为召集人
在 4'5(35)+&'-建立的第六个众筹项目。整个
项目预算为 67万美元，来源为两个渠道。委
约费用占一半预算，包括创作、配器和打谱
等。另一半通过 4'5(35)+&'-众筹获得，包括录
音、租借录音设备、邀请音乐家、制作和餐食。

其实这也不是今年格莱美大奖唯一的众
筹骄子。古典音乐奖区中的室内乐获奖专辑
《一屋子牙齿》，还有众筹 ##777美元的拉丁
奖区的太平洋曼波乐队都是众筹所得。可见
众筹适用于较为小众的音乐类型，尤其适合
古典音乐。这一理念也在音乐圈迅速普及。即
将来华演出的英国史温格歌手合唱团便在网
上众筹自己的 !7周年专辑，收到效果爆棚，
募集的资金比预期多出 #7:，还捐了慈善。

! ! ! !有一张维奥尔琴大师、指挥家约尔迪·萨
瓦尔的《纪念叙利亚》（4;(& <=>），《纽约时报》
的编辑宣称，这张唱片获选主要是因为它是
一张文化交互的产物———来自叙利亚、以色

列、土耳其、希腊和摩洛哥的音乐家借助录制
此碟的机会聚集到了一起，抛开了所有成见
与隔阂，随着萨瓦尔麾下晚星二十一
（?-32!'(=, @@A）古乐团的乐手们一起为饱经
沧桑的叙利亚古国献上了一张录音。更别致
的地方在于，随唱片附送的小册子几乎等同
于一本简明的叙利亚编年史加数篇怀古散
文，在愈来愈快餐化的唱片市场里真是业界
的“良心”。

最后让我眼前一亮的是杨颂斯指挥巴伐
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贝多芬交响曲，及六位
当代作曲家的“回声”之作（BC D;&33(E）。杨颂
斯的贝多芬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不过真正的
亮点恐怕就在这六首短小的“回声”中，比如
苏联作曲家谢德林基于贝多芬的“圣城遗嘱”
（?-(;(F-,35&.5 G-35&H-,5）做了交响化的改编，
而来自于格鲁吉亚的作曲家坎切利（I(J&

D&,*+-;(）虽没有点明他的那首《/(>(》是对贝
多芬哪一部作品的模仿或回应，但它采用大
量拉丁文唱词的形式与贝多芬《庄严弥撒》的
确是相近的，而在整体风格上像是阿沃·帕特
极简主义和《卡尔米拉·布拉纳》的混合体。其
实这两位大师都已到了耄耋之年，将这些当
代作曲界的泰斗与贝多芬并列在一起，本身
也表达了一种敬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弦乐四重奏在这份
榜单内也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凯勒四重奏组的
利盖蒂弦乐四重奏（KL%）、哈根四重奏组的贝
多芬三首弦乐四重奏（%J'(=3）、太平洋四重奏
组的《经历苏俄M第三集：肖斯塔科维奇及其同
代人的弦乐四重奏》（L-.(;;-）都入选了这份
“编辑榜单”，它们与歌剧、声乐和交响曲一起，
反映出了《纽约时报》音乐版开阔的视野与厚
古不薄今的聆听态度，值得我们学习。N下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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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音乐学院的女高音邱曙
苇，留学于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师
范学院，并在法国巴黎国际声乐
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回国后，她专
注法国音乐、尤其是法国艺术歌
曲在国内的普及和介绍，曾在上
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经典 P8QR 中
开播《法国艺术歌曲赏析》节目，
颇受关注和好评。她还在上海、北
京、南京、西安、武汉、深圳、广州
等地举办法国艺术歌曲音乐会，
出版了《邱曙苇唱拉威尔》《邱曙
苇———美国海军学院独唱音乐
会》等 L/和 /</。可以说，在法
国艺术歌曲领域里，邱曙苇在国
内独树一帜。
最近，邱曙苇在上海音乐厅

举办的《在巴黎的天空下———邱
曙苇香颂与诗歌音乐会》，是其艺
术道路上新里程的展现。这里的
诗歌是指艺术歌曲，艺术歌曲就
是写给诗歌的；而被称为香颂的法国流行
歌曲，有着与法国艺术歌曲一脉相承的诗
意与格律（就好比意大利拿坡里民歌与意
大利歌剧咏叹调之间的关系）。整场音乐会
的比例上，艺术歌曲占据多数。
上半场邱曙苇一袭黑衣，庄重典雅，开

篇是柏辽兹的《玫瑰花魂》，最先打动我的，
是钢琴伴奏薛颖佳，他的琴声灵敏精致、飘
忽朦胧、极富乐感，传神地渲染烘托出了柏
辽兹歌曲中的意境。也许是刚开唱，邱曙
苇的嗓音还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有几处的
声音稍欠完美，不过韵味的契合已经显现。
在接下来演唱拉威尔的《魔笛》《哈巴涅拉
形式练声曲》、普朗克的《奥克尼斯之歌》
《旅馆》、迪帕克的《悲歌》、德彪西的《绿》、
古诺的《小夜曲》和弗雷的《梦后》，邱曙苇
的嗓音越来越松弛通透，状态越来越佳，当
她唱到《小夜曲》《梦后》《哈巴涅拉形式练
声曲》，台下甚至有观众跟着轻声哼唱，演
唱者的艺术感染力和欣赏者的共鸣，形成
了很好的互动氛围。这在艺术歌曲的演唱
会上，很少见到。

下半场邱曙苇一袭红衣，清丽可人。
经过上半场的热身，邱曙苇下半场的表现
更是进入佳境，并根据歌曲的“剧情”不
时配上形象化的舞台动作。比才的《吉
他》、普朗克的《爱情之路》、亨恩的《假如我
的诗歌长上翅膀》、德彪西的《我心哭泣》、
萨蒂的《帝国乐魂》、圣桑的《骷髅之舞》，邱
曙苇唱来或灵动自如、或深情款款、或惟妙
惟肖，有几处绵长的高音气息稳定，音色
饱满，声情并茂。声乐艺术注重高音的表
达，这是无可否认的重要一环。邱曙苇的
演唱不仅仅停留在技术上，更融入情感，
听来更为动人心扉。
最后 "首法国香颂歌曲，将音乐会推

向又一个高潮：L&''&'&的《圣#然的情人》、
I('&S.的《在巴黎的天空下》、)*=55=的《巴
黎的桥下》、T=S(FSJ的《玫瑰人生》。演唱
《在巴黎的天空下》时，邱曙苇在台上边款
款踱步边悠然自得地哼起了鼻音，犹如一
位浪漫俏皮的少女在阳光灿烂的巴黎天空
下尽情释放自己的情怀，令人陶醉。
专场法国歌曲独唱音乐会，平时在我

们的舞台上很少见。邱曙苇能够一步一个
脚印走到今天，源于她的执着自信，也源于
她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除了音乐专业，邱
曙苇对绘画、摄影、法语文学（她还翻译过
法语小说）等艺术文化的广泛爱好，使她的
演唱洋溢着高贵的知性和法式人文气息。
她的容貌、气质、音色、声线……似乎就是
为法国歌曲“度身定制”的，正所谓身剑合
一。作为艺术家，这是一种福分。
还是要提钢琴伴奏薛颖佳，这是我第

一次看他的现场演奏，虽然是伴奏，他整场
的表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令人激赏。

! ! ! !马勒的作品充盈着深邃的人生哲思，不
过由于太过“先锋”，他始终未被当时的主流
乐坛所接纳，英国《泰晤士报》甚至在马勒辞
世时对其交响曲抛出“粗俗”的字眼。所幸的
是，借助伯恩斯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大
力弘扬马勒，终于在全球乐坛掀起了前所未
有的“马勒热”，马勒迅速成为全球各大交响
乐团的“试剑石”，而他作为作曲家的身份也
随之被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

正是在这股音乐浪潮的推动下，无论是
国外名团，还是本地乐团，这些年来在上海上
演了多次马勒的交响曲，在他的九部交响曲
中，除了第八（阵容太过庞大），就是第七尚未
上演。现在，被认为最难诠释的马勒第七交响
曲，将于 9月 U8日，由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
率领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在东方艺术
中心梦圆“马迷”。

马勒的创作交响曲，在继承德奥音乐抒
发灵性和哲学传统的同时，将贝多芬、李斯
特、瓦格纳等前辈实践的精华转变为自己音

乐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如将大量人声糅合进
交响曲、多乐章的铺陈等。在他所有的声响实
验中，最特立独行的当属第七，它夹在无所逃
遁的第六和惊天动地的第八之间，流露出的
是作曲家难得脱身的释然，如田园诗般宁
静———但又不仅仅如此，马勒似乎还有着更
多复杂的弦外之音，真要说透说清，并非易

事，所以即便放眼全球，马勒七在他所有交响
曲中也是最少上演且最难演出的一部。捷杰
耶夫曾坦言，对马勒第七不能轻举妄动。有音
乐评论家指出，指挥马勒七不仅要具备驾驭
庞大交响乐队的能力，而且对于音乐中潜藏
的复杂情绪也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从而才
能达到理性与感性恰到好处的平衡与融合。

对马勒情有独钟的夏伊，多年前在莱比锡
创办了国际马勒音乐节，并开始了马勒交响全
集的录制工程。《芝加哥论坛报》曾赞誉道：“这
些莱比锡人演奏的马勒，绝不像是在说一门新
语言那么生硬，而像是他们的母语般娴熟自然，
让人感到亲切。”同样V布商大厦管弦乐团自尼
基什时代起，就将演奏马勒作品列为乐团的核
心曲目之一，且在历任指挥的悉心调教下，这一
传统得以不断延续，并在夏伊手中被推向更为
广阔的世界舞台。尤其是马勒第七，这部让众多
指挥大师望而生畏的交响名作，却出人意料地
成为了夏伊与“布商大厦”最为擅长、最有心得
的马勒经典之作，双方早在 6779年就有过首次
合作，而在 677"年夏伊上任后的首次欧洲巡演
中，他也是钦点这部作品作为重磅曲目，由此可
见他的自信。让我们热切期待夏伊与“布商大
厦”在上海东艺历史性的首演。

纽约时报音乐版编辑部“五人组”推荐的小众唱片 ! 詹 湛

众筹，格莱美的风向标 ! 唐若甫

来自匈牙利的乐坛传奇 ! 李严欢

! ! ! ! #PW9年圣诞节后的那晚，匈牙利布达佩
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内，一场特别的
音乐会正在上演。在当时风华正茂的指挥家伊
万·菲舍尔的指挥下，由他与同胞、钢琴家佐尔
坦·科奇什共同创建的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举行了他们的首演。从格林卡《鲁斯兰和柳德
米拉》序曲奏响的那一刻，这支新生的团体即
挥洒出自己充沛的活力。或许那一刻菲舍尔不
会想到，历经自己二十五载的磨练与打造，该
团所具备的雄厚实力，让它得以与那些老牌名
团一起，跻身《留声机》杂志评出的全球 67大
交响乐团之列，且排名跃居许多团龄足以成为
该团“祖父”甚至“曾祖父”级别的乐团之上，位
列第九。如此佳绩，让菲舍尔本人都难掩自豪
地感叹“对我们的工作而言这是个很棒的纪
录”。9月 #6日，这支颇具传奇色彩的乐团将
在菲舍尔的率领下登上上海大剧院的舞台，让
乐迷们得以再次于现场见证他们的成长。

每当回眸一支世界一流乐团的成长轨
迹，不难发现在它们铸就各自鲜明风格的道
路中，总有几位对乐团的发展做出至关重要

贡献的指挥家与之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像布
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这样一支年轻的团体，
能在短时间内崛起于强手如林的乐坛，菲舍
尔作为其灵魂人物，他的专注与付出远非外
人所能想象。乐团成立之初，虽然其中的每一
位音乐家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然而他们之
间毕竟缺乏合作的默契。幸而菲舍尔在奥地
利深造时的经历让他竭力倡导团员们尽可能
多地以不固定的组合形式演奏室内乐，以此
让他们在音乐中心灵相通。如此独特的训练
方式，让乐团渐渐走向成熟。而当他在指挥乐
团演奏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作品时，那种对
细腻的音乐表现力与室内乐化的风格的追求
同样显而易见。

自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创建以来，菲
舍尔带着他的团员们积极探索于巴洛克至现
代的各个音乐领域。国内乐迷对该团的认知
大多始自他们在飞利浦唱片公司录制的一系

列演绎精湛的民族乐派的作品，其中尤以对李
斯特、巴托克、柯达伊等匈牙利本国作曲家的作
品的诠释更堪称典范，为乐团多次赢得《留声
机》、法国“金音叉”等奖项，也让菲舍尔理所当
然地被大众以“匈牙利音乐专家”视之，然而他
自己却从不那样认为，这位指挥家的雄心与抱
负远不止于此。他曾说：“音乐是发自灵魂的，即
使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美感却是相
似的。”在他看来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也应当
是一个国际化的乐团，因此他们在选曲时早已
打破国界的隔阂，只要是有趣的、能引发乐团成
员共鸣的音乐，都列入选择对象。

如此理念，让这支乐团无论在音乐会上，
还是唱片中，始终有着多元而富有创意的曲
目编排。只需看一看他们近年来在荷兰五音
唱片公司推出的那些演录俱佳的唱片，其中
贝多芬、马勒、理查·施特劳斯等德奥作曲家
的作品占据大半，且均颇受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