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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 ! ! ! !月 "!日，上海音乐学院
举办的首届笙艺术周上，我国
著名笙演奏家翁镇发先生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为观众献
上一台专场笙独奏音乐会。曲

目有《湘江春歌》、《朝元歌》、《晋调》、
《望夫云的传说》（张晓峰创作）等笙独
奏曲及与翁门师生吴巍教授等用高、
中、次中音 #只笙的合奏，其间更有著
名德国作曲家施耐德写《易》的作品，
并亲自指挥由翁镇发担任独奏的交响
乐作品。翁先生宝刀不老的大师级演
奏，届时定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美妙无
比的音乐享受。

我与先生的相识可谓早
矣，“文革”初期，我迷上了竹笛，
由于住得近，每每造访他家，不
是高朋满座即是笙乐袅袅，而他
永远都是手里捧着那只用毛巾
裹着竹管的笙，先生的用功刻苦，非常人
可比。今天的我仍然受着他这种精神的
鼓励，不敢浪费一点时间，在他的带领
下，翁氏一门音乐人才倍出，桃李满天
下，享誉国内外。
翁镇发先生谦逊好学，他那儒雅

的背后，隐藏着一颗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心，他深谙儒家一道登山的哲理，
以自身的经历来实现着攀登，翁先生
的成就来自于他的这种精神。先生从
小就进艺术学校学习，直至进上海电
影乐团，先生自幼受顾文祥、杨树基、
蒋郎蟾等老师的启蒙，博采众长，自成
一家。他的颇具特色的音色与线条，是
作曲家最喜欢用的音乐色彩之一，优
美的配音演奏使他获得了上海电影优
秀表演奖。四十多年来，先生作为专业

团体独奏演员身份，出访过数十个国家，好评如潮。
先生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担任笙专业教授，又

被几大院校聘为教授，近年又被日本华夏音乐学院
聘为教授。翁先生说，他这一辈子就做两件事，乐器
和音色。其一是把古老的笙乐器进行改革，经过老一
辈几代人的努力，从 "$簧到目前的 %$簧笙可以说
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目前到了更完美的 &&簧笙。
先生与牟善平教授共研出的交叉指法设计，解决了
演奏十二平均律和半音阶的难题，彻底实现了一笙
多用，转调自如的要求，被专家同行一致认为是目前
中国在传统基础上结构最合理的簧管乐器。
先生说，作为一个演奏家，乐器的音色永远是追

求的目的，气息的运用至关重要，先生对此以自己实
践的经验探索了几十年，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先生认
为，每个人对笙簧乐器的感受频率都不同，如何在演
奏中最自然的运气过程中将音色表现出来，这是一
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先生与众不同的音色，源于
他自己最自然的流露。他认为这套用气的方法，在于
他多年的探索，如何用气，不是气功的气功，上中下
三丹田乃至全身的频率如何合于一点，将簧片与气
息振动达到每个入的最佳状态。一理通，百理通，先
生大量吸取了歌唱的发声法，其他乐器的发声原理，
将南北多派的优秀东西结合在一起，努力达到目的，
难怪，目前被聘为上音教授的德国教授依然如此地
眷恋先生的音色。
翁镇发先生为我国的民乐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

人才，先生在奔七旬的年龄段开笙独奏音乐会，这本身
就是一个传奇。

! ! !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意大利美声歌
剧的代表作，上演这部歌剧，必须要有一位
全能的出类拔萃的女高音来镇场，这次在
巴伐利亚歌剧院饰演露琪亚的，是德国当
红女高音戴安娜·达姆劳（'()*) ')+,)-），
她身着现代服装（其他演员也如此），形象靓
丽，嗓音全面，音色宏亮而又不失婉转细
腻，表演生动传神，气场十足，塑造了一位
与以往不同的、坚强执着多情的露琪亚（以
往这个角色更多的是柔弱多情），只是在高
音区，她的声音有时太过尖利，不够意大利
美声味。饰演露琪亚情人埃德加的是
.)/01 .(231(4，声线舒展，华丽流畅，形象如
考夫曼，音色似老前辈斯苔方诺。更出彩是
饰演家庭教师雷蒙德的男低音 5126)*72,

839+:)19*4，嗓音条件非常出色，敦实饱满
而又滋润抒情，是男低音中的极品，他与露
琪亚在第二幕中的二重唱，深情而又声美，
感人肺腑，叹为听止！以上二位都是斯洛伐
克人。佩特连科入主巴伐利亚歌剧院后，重
用东欧和俄罗斯人，由此得到证明。
这也是个现代制作，不仅演员身着现

代服装，场景也放在当代，埃德加坐轿车上

场，打斗时不是用剑而是持枪，露琪亚“疯
狂场景”也是手握小手枪出场，她在演唱著
名的咏叹调“我听到了他那甜美的声音”，其
中一段，常规的版本都是长笛独奏和伴奏，
这次我在现场看到乐池里一位乐手操持着
一种特殊乐器（具体名称，尚待考证），发出
朦胧梦幻的乐音，倒也符合剧中女主角的内
心。据说，唐尼采蒂的乐谱中注明可以用此
乐器，但能演奏此乐器的人很少，这次在巴
伐利亚歌剧院算是开了眼界。此场演出由佩
特连科的女助理、乌克兰人 ;43)*) <9*(/

担任指挥，她身材娇小，能量却十足，是值
得注目的女性指挥家。

此次上演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
=>>$年的制作，现在看来，依然十分新潮
前卫。它将场景放在当今光怪陆离、灯红酒
绿的娱乐场所，而不是剧本提示的纯朴农
庄。那段辉煌的波罗乃兹舞曲声中，却跳起
了男版美国西部牛仔舞，当即遭到观众的
嘘声。还有一处颇有创意：第二幕连斯基与
奥涅金决斗前，导演在舞台中央放上一台
大床，俩人各睡一侧，各怀心事，喻意他们
以前曾经亲如兄弟，而今反目为仇，即将生

死决斗。在连斯基唱完叹息生命的咏叹调
“青春，你在何方？”，奥涅金居然先下手为
强，抢先对连斯基射击，而不是按规则两人
同时开枪。如此处理，对两个人不同的性格
和品行刻画，更具深度。
这场演出最出风头的，当属红遍乐坛的

俄罗斯女高音安娜·纳特布科（5**) ?2@,2!

:40），音色明亮通透，高音清澈而具爆发力，
一曲塔吉娅娜的“读信”，激情四溢，跌岩起
伏，气贯长虹，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如火山
爆发！她在第三幕重逢奥涅金时的表演，也
与众不同：虽然唱词是拒绝奥涅金，但形体
动作上还是情不自禁亲吻了他———毕竟奥
涅金是她刻骨铭心的初恋（以往的版本都是
奥涅金欲强吻塔吉娅娜）；虽然与现在的丈
夫很恩爱，但见到奥涅金后依然情欲难抑
（独自在床上的形体表演，大胆、细腻、性感）。
惜乎纳特布科自从生了孩子后，身体明显发
胖，形象容貌大不如前（俄罗斯女性通常如
此），可以想见她当年曾是如何的光彩夺目！
演出水准高（包括合唱，也非常出色），

大腕云集，这就是慕尼黑巴伐利亚歌剧院
的金字招牌。

! ! ! ! A月去瑞士沃洲，我不免要去寻
找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右
图）的足迹，大诗人曾在 "B"A年在莱
芒湖畔居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西庸城堡的地牢里面留下了“到此
一游”与故事诗《西庸的囚徒》；我在始

建于 "&!"年的因特拉肯大酒店入住的那
天想象拜伦在洛可可风的餐厅中用餐的情
景。另一位著名的住客是门德尔松，他曾 &

次入住这里。拜伦当年瑞士行留下的另一
个恢宏巨作则是悲剧《曼弗雷德》，对此虽
然没有可以用来辅助想象的古堡以及餐
厅。关于《曼弗雷德》的寻觅，我依赖的是柴
可夫斯基（下图）的那部同名交响曲。

很早之前便知道了这部交响，去年一
个偶然的机会淘到了杨松斯指挥奥斯陆爱
乐乐团的三星带花版，可能就是多了这一
朵小花，让我对于这部作品有了全新的认

识后欲罢不能，其实吸引到我的是杨松斯
指挥下的《曼弗雷德》至始至终充满浪漫的
魅力以及 CD)*703的录音那份空气感。
一个更对味的录音让我开始走进这部

作品，“在我一生中向来没有这样努力过，
也没有由于工作而觉得这样疲倦”———这
是柴可夫斯基于 "BBE年 !月 "F日，在接
到巴达基列夫给到的这一题材历经三年完
成后的有感而发。这部交响曲确实令老柴
疲惫不堪，整个创作过程让他充满着纠结、
不满和不自信，但他却认为这是他最出色
的管弦乐作品之一。从创作的主题来看，他
第一次那么完整的考虑了“悲剧”主题，为
其最著名的《“悲怆”交响曲》埋下了伏笔，
就我个人而已，觉得《曼弗雷德》所表现的
悲剧性比《第六交响曲》更为丰富与完整。
作曲家是带着戏剧创作的思路来完成

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就是整部交响
曲最核心的部分，将曼弗雷德的整个人物
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傲且倔强，
承受着相当的孤独感以及精神痛苦，管乐
将这样的思绪一再推向极致，在这万念俱
灰的一刻，对于死去的阿斯蒂忒的呼唤、渴
望以及对于无法得到的幸福与光明的追寻
让他不断挣扎，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从理
想的空中楼阁跌落，妄想在悲痛中爆发，到
头来却是越陷越深。

第二乐章的“大自然的美景”和第三乐
章的“牧歌”匹配于阿尔卑斯山美景给到大
诗人的浪漫情怀，即便是那般的苦涩，即便
是黑暗中偶然看到的黎明之微光的情况下。

作曲家给予了原诗充分的理解，“水花四溅
的瀑布中升起一道彩虹，阿尔卑斯山仙子从
彩虹中向曼弗雷德飞来”，这是第二乐章的
主题。第三乐章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要将
理想再次回归现实：被阴暗的色调笼罩、心
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四乐章被称为“冥府”，这让我联想
到《现代启示录》的最后一段“地狱谈话”，
压抑到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两者的差别
是在速度上。曼弗雷德在无可奈何之下找
到了地狱的主宰者阿里曼，从地狱狂宴的
闹腾、无序到被曼弗雷德所打断到阿里曼
同意唤出阿斯蒂忒的幽魂到两人最美妙的
重聚再到最后曼弗雷德带着绝望与反叛被
处死，作曲家将所有乐器的表现力以及承
载力发挥到了极致，最后管风琴奏响的圣
咏则成了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对于死亡这
一主题的经典创作手法。

! ! ! !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是指贝多芬
在《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之后创作
的五部弦乐四重奏（作品 G=$、"F>、"F"、
"F=、"FE）。这五首弦乐四重奏是贝多芬在
他去世前二年的全部创作。如果说最好的
总是在最后，那么贝多芬的这些弦乐四重
奏真的比他的《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
曲》还更好更重要吗？难道这些最后的创
作真的是最好或者是最重要的吗？

初听贝多芬晚期四重奏，总是觉得这
些音乐，艰涩，深晦难懂，但坚信有内容的
音乐，越多听，越多理解。
一个耳聋的、被疾病缠身的孤独的音乐

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完全听不见
自己的音乐，那么除了生命中孤寂的回声，
他还能听到什么呢H 在反复聆听贝多芬的
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之后，他一定听见了

相聚的短暂!告别的无情!

岁月的无奈!死亡的逼近!

当然!他一定还听见了

花的开放!云的飘行!

光阴的逝去!生命的降临!

阳光的安慰!善良的指引"

在这些四重奏之中，如果说从前的愤
怒和惶恐还能依稀可见的话。

那么，寂寞柔情已是坦然面对，这尤以
;I"F>中的卡瓦提娜和 ;I"F=中的感恩圣
歌最为代表。从中我们能够清晰明辨善良和
美是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最重要的指引。

这一切也许无关技巧，也不关乎哲学的
引导，我宁愿相信这只是贝多芬在生命之息
尚存之时，他的伟大的人性的自然流露。
无为而为之，使贝多芬让自己的音乐

在生命最后的存息之时得以圆满。这些音
乐一如新月升天，江河入海。如此皎洁，但
我们看不见它的全部，如此浩荡，但我们只
看见它的平静。
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也许并没有

明确的指向，但它们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和心生感触。最终，贝多芬就是这样用善良
的语言来表达了自己的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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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精彩! 制作前卫
! 任海杰———德奥歌剧之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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