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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极了 像在天堂
说到前一晚在这里举行的音乐会，朱晓

玫有些神采飞扬：“昨天晚上我觉得情况非常
好，首先是这个音乐厅啊，我弹了二百多场
了，从来没有在这么好的音乐厅演奏过，声音
太棒了，钢琴和触键都舒服，观众的水准令我
吃惊的高。我在巴黎时不太敢回中国演，因为
这首曲子一个多钟头，我怕大家会很枯燥，结
果昨晚的音乐厅安静得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
到，演出后观众提的也都是专业水平的问题。
我简直兴奋得不得了。”

朱晓玫说自己平时的生活就是以琴为
主：“朋友都说这个朱晓玫除了会弹琴，基本
就是个废物，不会用手机，找不着路，对电器
一窍不通，吃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没吃
过。到这里，中国这个饭菜吃得我每天都像在
天堂一样。”朱晓玫的这些话热情洋溢得让人
有些意外，但在说话时朱晓玫的神情却依然
显得相当沉静。事实上在整个采访中，除了偶
尔轻笑，朱晓玫无论是表达喜还是怒，神情、
语气都相当平和。

深受感动 看到希望
朱晓玫这次两场音乐会的票以惊人的速

度被“抢”完，说到此事，朱晓玫表示自己也非常
意外。“我在巴黎听到这个消息很感动。我生在
上海，妈妈抱怨了一辈子想回上海但没回成。
这次算是了了她的愿。也感动上海对我这么欢
迎。”当被问及“你觉得观众为何对你如此热爱”
时，朱晓玫有点幽默地说：“可能他们把我吹得
太高了，捧太高了。所以大家上当受骗了。”

出生在上海的朱晓玫自三十多年前出国
之后，这是第二次回故乡，她说前一次是有一
个极小范围的四手联弹演出，所以她把此次
当作了真正的第一次回上海演出。说到这三
十多年的变化，朱晓玫说：“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不知道发展这么快。听众都是年轻人，他们
对音乐的了解、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到了一种疯
狂地步。有个男孩从湖南衡阳过来，买了一张
两千元的票，我心疼死了，他这么热爱古典音
乐，他不惜代价，车费、旅馆费，我想他一个月的
工资都报销了。我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出版自传 出于无奈
当有记者提及，朱晓玫如今在中国成了

一个“传说”，朱晓玫马上接口说：“这个要少
说，我的老师主张要用音乐来打动观众，不要

讲些小故事，我的故事也不值得一谈。所以这
个要越少谈越好。”说到有的乐迷是先被朱晓
玫的故事打动进而关心她的音乐时，朱晓玫
也坦然地表示：“这是不能分开的，他们肯定是
听到我的故事就对我的音乐更加注意。”不过
朱晓玫也特意举了另一个例子：“我昨天遇到
一个男孩，很年轻，他七年前找到了我全部的
唱片，我非常感动，他并不知道我那些故事。”

虽然希望用音乐来表达自己而不是讲故
事，但朱晓玫还是出版了一本自传，她说自己
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不肯出，他们追了三

年最后说：‘你不肯出的话我们来写。那对你
来说更糟糕，你不能控制了，我们想写什么就
写什么。’我一听吓坏了，就去找律师，律师
说，你没法阻止人家写，那是人家的自由，对
你来说比较好的办法是你自己来写，自己选
择想说的和不想说的。很多很悲惨的事我都
没写，我不想写得太哭哭啼啼。”

从不厌倦 相信天意
朱晓玫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弹了三

十多年，问她会不会厌倦，她毫不犹豫地说不
会，“就像吃饭一样，你说你有一天会厌倦吃
饭了？不可能的。这首曲子我百弹不厌，一天
不弹就会六神无主，吸毒似的，每天都要弹。”
朱晓玫也透露，自己练一首新曲目通常需要
很长时间：“我是一个非常挑剔苛刻的人，我
希望至少要用两三年练一首新曲，把它的音
符变成自己的，把它都消化掉。”

说到之后的计划时，朱晓玫表示很难预
测将来，“人算不如天算吧”，朱晓玫笑道。她
说自己眼前要先做完巡演，还有很多唱片要
录。等弹不动的时候想去教学生。即便是说到
近在眼前的 !"日的那场演出会不会给观众
一些惊喜时，朱晓玫依然表示：“很难说，都是
天意。”不过她确定会穿第一场演出的那套服
装，因为那是她的幸运服装，这是她在巴黎开
第一次音乐会时朋友送的，“它跟了我 "#

年。”朱晓玫还笑道，演出时戴围巾是因为这
件 "#年前的衣服的肩上已经有洞了。

在采访中朱晓玫告诉记者，前一天自己
在去音乐厅的路上“很多人（黄牛）向我推销
我的票，我当时愤怒得不行‘你们怎么能做这
种事情呢？’。他们吓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个
现象很糟糕，为什么文化、音乐都要和经济联
系在一起、和赚钱联系在一起？这让我很愤
怒。”这也是整个采访中，朱晓玫唯一一次表
示愤怒。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为什么文化要和赚钱联系在一起!

钢琴家朱晓玫给自己沪上首场演出打八十分

继前一晚在上海交响乐
团演艺厅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之后"钢琴家朱晓玫昨天又在
同一场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隐士般的
钢琴家在记者的包围圈内面
对种种问题总是不假思索$对
答如流"谦逊中透着自信# 对
于前一晚的演出"她给自己打
了八十分# %跟观众的交流"是
我评价音乐会好坏的标准"昨
天观众一直在跟着我走# &不
过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回
答问题时"朱晓玫的左手大部
分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唇下"并
且一直无意识地$略有些僵硬
地戳着自己"有几次"她的左
手紧紧抓住了自己右边的袖
子# 显然"这位传奇钢琴家对
于这样的场面还是不太习惯#

本报讯（实习生 于泓洋 记者 张艺）当
绵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在物质形态上已淡出
人们的视野，充满激情的文化与音乐又在风
沙吹尽后历久弥新。昨晚，蜚声国际乐坛的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率丝绸之路合奏
团亮相上交音乐厅 !见图 记者 郭新洋

摄"，用东亚的琵琶、尺八和笙、中亚的塔布
拉鼓、巴西编制摇铃等传统民族乐器，配合
西洋乐器，展开一场融贯中西的音乐对话，
重新赋予这条“古代互联网”鲜明愉悦的情
感色彩与充满张力的音乐律动。

低沉醇厚，变化多元，大提琴的音色总
是散发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当今古典
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大提琴演奏家非
马友友莫属。出生于法国，成长于美国，马友
友自小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对历史、人类
学和艺术史产生浓厚兴趣。在他看来，音乐
除了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更是与世界沟通

的最佳“语言”。于是马友友在 !$$%年正式
创建了“丝绸之路”音乐组织计划&简称“丝
路计划”'，聚集全世界的艺术家，打破地域
隔阂。
昨日亮相的十余人混合组成的“丝绸之

路合奏团”，汇集了充满个性的音乐家、作曲
家以及编曲家，他们执着于探究传统东西方
音乐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乐此
不疲。昨晚，由打击乐手谢恩·莎纳罕编曲的
《丝绸之路组曲》揭开了演出的神秘面纱，曲
子浓郁的中东风情中还夹杂着南印度式的
节奏，营造出复合的听觉层次。在由马林巴
和琵琶演奏交替的片段时，重金属吉他的音
调也掩映其中。打击乐作品《编织》中，打击
乐手马克·苏特玩味着眼前这个来自巴西的
打击乐器———编制摇铃，配合灵动的肢体语
言，人器合一，让观众见证了遍布于世界各
地文化中摇响乐器演绎的无限可能。整个组

曲以凯伊汉·卡尔霍的《万马奔腾》作为尾
声，冬巴克（波斯鼓）的节奏与卡曼奇琴及其
他弦乐的交织并行。

著名音乐家梅琦小次郎也应丝绸之路
合奏团之邀，融合 ()*的古典歌舞伎代表
剧目《假名手本忠臣藏》，创作出《界内界
外》。在各种素材的混杂中，这部作品宛如一
封用音乐的方式写给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
的朋友与家人的信。
整场音乐会就像一个世界音乐的蜜罐：

融入老挝口琴、越南笙的泰国作品《皇宫之
乐》、以纯净的海螺壳声响为基础的《斯瑞
斯蒂》、卡曼奇琴和西方弦乐合奏的《阿塔
什干》。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
学、都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奇思妙想
的乐手们，用象征不同地域文化的乐器，在
直扣心扉的音乐对话中，赋予世界文化新
的生命力。

一场融贯中西的音乐对话

马友友团队带你重走%丝绸之路&

! ! ! !本报讯 以弘扬海派书画传统、开拓海上
书画新貌为宗旨的红蔓堂，又将推出张明、劳继
雄、贺竹元等一批当代海派艺术家的精品力作
亮相上海艺博会。
红蔓堂开堂一年多来，以宣传服务当代为己

任，先后举办了近 !#次当代海派艺术家的艺术
品专场。“以真为本、以精为上”，是红蔓堂收藏经
营的原则，坚决杜绝赝品是红蔓堂恪守的艺术信
奉，“打造艺术家之家、收藏家之府”，是红蔓堂的
追求。此次红蔓堂参加艺博会的 +#多件展品，无
论山水、花卉还是人物，无论书画还是瓷器，都功
力深厚、清新雅丽，画面深处洋溢着艺术理想，具
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闻逸）

红蔓堂精品力作亮相艺博会

! ! !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作为今年上海国际
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台北新剧团根据同名话剧
改编的京昆合演《知己》昨亮相上海大剧院。较
之今年同样根据话剧《知己》改编的上海大剧院
与上海京剧院联合制作的京剧《金缕曲》，昨晚
的《知己》不仅仅形式上加入了昆曲，在戏的立
意上也略有不同，整部戏的侧重点放在了吴兆
骞从一身傲气到苟且偷生的心路历程。

昨晚上演的《知己》在以京昆为基础之外，
音乐上还加入了小调乃至京歌的元素，而在表
演上也有舞蹈等加入，一如台北新剧团以往在
上海推出的一系列新编戏的风格，融入了诸多
艺术样式的元素。而即便如此，《知己》的戏曲味
显然要比之前的《金缕曲》更多些。这或许与该
剧是由出身京剧世家的李宝春亲自担任导演有
关。李宝春认为，这一版本的吴兆骞最后的转变
“并非是不知好歹、不辨俗雅，而是他被世俗降
伏了”。

加入昆曲 立意不同

京昆合演版!知己"昨亮相

! 朱晓玫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