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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 ! ! ! !"月 !#日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有两
场很吸引我的音乐会同时进行，一场是在
上交音乐厅的“狼女”埃莱娜·格里莫的
钢琴独奏音乐会，一场是在上海大剧院的
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与小提琴家弗
兰克·彼得·齐默尔曼音乐会 （见图）。分
身无术，思量再三，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后
者，因为齐默尔曼这些年数次来沪，每次
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且由德国乐队
演奏全场勃拉姆斯作品，应该是品位纯
正，原汁原味。

作为国际顶尖的小提琴家，齐默尔曼
原来使用的是一把 !$!! 年制造的斯特拉
迪瓦里琴“基因夫人”，原属一代小提琴泰
斗弗里茨·克莱斯勒，由德国的一家银行提
供赞助。音乐会前才得知，那家德国银行近
年破产了，那把价值连城的“基因夫人”也
随之离开了齐默尔曼。到达上海后，一位神
秘的中国收藏家出现了，他去年刚竞拍而
得一把 !$%$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杜
庞将军”，之前的主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格吕
米欧，市场价值近亿。齐默尔曼试拉之后，
一“拉”倾心，非常喜欢，当即决定上海

的音乐会，就用这把“杜庞将军”。
初次试拉一把难以驾驭的名琴，就决

定在音乐会上使用，难得一见，难得一
听，充满风险———齐默尔曼够率性的，也
说明他艺高胆大，敢于挑战。难怪在一开
始演奏勃拉姆斯的 《& 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时，齐默尔曼的技术依然十分纯熟，
但琴声的音量有些偏小，不似以前我们所
熟悉的那样舒展、洪亮和“奶油”。对
“杜庞将军”的磨合，毕竟要靠时间的，
尤其是多年不用的名琴。而勃拉姆斯的这
部小提琴协奏曲，乐队部分的分量又很
重，对独奏小提琴家来说，难度更大。说
实话，初试一把琴就登台演出，也只有齐
默尔曼这样的顶级高手才敢所为、才能所
为。在拉完“&大调”后，齐默尔曼安可一
曲巴赫无伴奏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中的

“快板”，技巧高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那
个熟悉的齐默尔曼又回来了。同时发现，这
把“杜庞将军”的琴音确实一流，如果让
齐默尔曼多熟悉后，应该会更加得心应
手，所谓好鞍配好马，英雄有用武之地。

执棒音乐会的是芬兰指挥家尤卡'佩
卡·萨拉斯特，颇具绅士风度和北欧人的冷
峻气质。他不动声色，布局周到，将北德人
勃拉姆斯的严谨雄浑和逻辑理性解析得透
彻细致，音质硬朗，甚至有些许西贝柳斯和
尼尔森的音韵。这再次证明了法国史学家、
批评家丹纳在其巨著《艺术哲学》中提出的
观点，也由此可见一位指挥对塑造乐团音
响的重要性。在演奏完勃拉姆斯《第四交响
曲》后，安可两曲：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
的第五号和第一号，乐团到此放开，进入热
态，把音乐会推向了真正的高潮。

! ! ! !室内乐通常被认为是特别讲求理性的
一种体裁。确实，同乐队作品相比，寥寥
几件乐器演出的室内乐几乎完全不能倚重外
在的音响效果的渲染，而需要以严谨的构思
来支持音乐的展开。可另一方面，室内乐
又是一个形式尤为多变的、自由的体裁。
在“正统形式”的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
奏，为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奏鸣
曲之外，作曲家们采用各种乐器自由组合
而写成的“奇巧形态”的室内乐杰作也比
比皆是。
按照比例来说，写作交响乐或协奏曲

时，倘若将乐队中三分之一的乐器完全改
换，未免过于惊世骇俗。而当勃拉姆斯为
圆号、小提琴和钢琴创作一首三重奏时，
我们可能会感觉它是最容易接受的音乐杰
作之一。第三篇文章就略谈一些“奇巧形
态”的室内乐。

首先是弦乐五重奏。相对而言，它
还是比较成系列的一个体裁，促使其走
向成熟的是鲍凯里尼，而将它带向高峰
的无疑是莫扎特。继少年时的初作之后，
莫扎特写下两部如同双子星般的作品，
《) 大调五重奏》 *+,!, 与 《- 小调五重
奏》 *.,!/。前者的开篇极好地诠释了音
乐中的幽默，后者却深入意想不到的悲剧
腹地，其“单刀直入”之果断，莫扎特的两
首小调协奏曲也仅能勉强与之相比；直到

最后一个乐章方才柳暗花明，该作不愧
为莫扎特的“命运五重奏”。

舒伯特后期的《)大调弦乐五重奏》&.
#,/在音乐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莫扎特在
四重奏的编制中加入一把中提琴，他则是
加入一把大提琴，音响之雄浑越发明显，
三、四乐章呈现出交响化的倾向。不过，&.
#,/最鲜明的特点还是前两个乐章所流露
的非尘世的品质，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
将该作的慢乐章选为自己的葬礼音乐。

勃拉姆斯晚年创作了弦乐五重奏 01.

!!!，它的第一乐章却是最富青春气息之
作。据说，作曲家原本打算完成该作就封
笔，后来却由于重新认识单簧管的魅力而
写下单簧管三重奏、五重奏各一首，还有
他最后的室内乐———为单簧管和钢琴而作
的奏鸣曲二首。前述的《圆号三重奏》则
是他中年的创作。

不时听到勃拉姆斯的音乐被称为晦
涩，一些作品也的确证实了这种观点。可
在管乐器参与的室内乐中，勃拉姆斯往往
会流露他最温情脉脉的一面，同时也是最
为内在的。浪漫主义时代
的音乐追求歌唱与诗意
的效果，管乐有时类似
人声的品质恰好贴合这
样的追求，圆号丰满的音
质，悠远的特点使之成为
某种象征，单簧管宽广的
表现力也令作曲家们对其
青睐有加。

在《圆号三重奏》中，“保守的”勃拉姆
斯甚至没有依照传统构思写下一个富有动
力感的开篇，第一乐章舒缓而富于深情的
特质是圆号带给他的灵感。柔板乐章呈现
出一种理想化的忧郁：音乐是伤感的，充
满黄昏的色调，作曲家却不沉溺其间，而
是能够既冷静，又犀利地刻画内心的忧
郁。这不是莫扎特、贝多芬式的深刻，却
足以到达“写情如此，方为不隔”的境
界。《单簧管五重奏》 01.!!,是勃拉姆斯
笔下典型的“秋天的音乐”，但作品在萧
瑟中又有一份清新之感，作曲家在其中向
莫扎特致敬———后者创作的《2大调单簧
管五重奏》 *+,3!同勃拉姆斯的作品遥相
呼应，都是二人最伟大之作。
现场聆听“奇巧形态”的室内乐的机

会相对少一些，但唱片还是能让我们充
分享受的。倘若还未曾涉猎的话，不妨
从小提琴家格鲁米欧领衔的莫扎特五重
奏、勃拉姆斯《圆号三重奏》的录音（&4556

发行），或埃默森四重奏与罗斯特洛波维
奇合作的舒伯特 &.#,/，与 &6789 :;8<=8>

合作的两首单簧管五重奏（&?发行），这
些十分常见的录音佳作开始。

! ! ! !意大利著名指挥家里卡多·夏伊不久前接
任瑞士琉森音乐节音乐总监，他宣布，%"!,@!/
音乐季结束后，他将离开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
弦乐团，不再担任该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乐团不可一日无主，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迅速
开始物色新掌门人。近日，该团宣布，他们已与
现年 A/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当红指
挥安德里斯·尼尔森斯签约。
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与尼尔森斯签订的是

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他将于 %"!$年走马上
任，接替夏伊，执掌这个拥有辉煌历史，曾由门
德尔松、尼基什、富特文格勒、瓦尔特、马苏尔等
前辈大师率领，首演过舒伯特、勃拉姆斯、瓦格
纳作品的世界一流名团。
尼尔森斯同时将履行自己在波士顿交响乐

团的职责，他与该团的合同签到了 %"%%年。

尼尔森斯，拉脱维亚人，母亲是里加第一个
早期室内乐团的创始人。他 B岁起接受音乐启
蒙，,岁时被带到里加歌剧院观看瓦格纳歌剧
《唐豪赛》，感动得哭了好几天，/岁进入音乐学
校学习小号。有一次，乐队排练，担任指挥的
老师迟到了，尼尔森斯站出来拿起了指挥棒，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指挥经历。若干年后，
拉脱维亚最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大师杨松斯率
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来到里加，有一个小号手突
然生病，乐团经理急得团团转，寻找顶替者。
尼尔森斯自告奋勇，未经排练就临时加入乐团
演出了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给杨松斯留
下了美好的印象，由此被大师收为弟子。%B

岁那年，尼尔森斯成为里加歌剧院的首席指
挥，崭露头角；不久，英国伯明翰市交响乐团
聘任他为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
尼尔森斯是当今世界乐坛最有才华的年轻

指挥之一。他形容自己接受格万特豪斯管弦乐
团的聘任是“非凡的责任、非凡的工作，还是
极大的荣耀”。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很荣幸能带领两个如此出色的乐团，必将尽力
完成两团对“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的期
待，包括维持音乐水平、孕育新作品、扩展听
众群、培养下一代听众等。
而这两个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乐团已经未雨

绸缪，计划通过“共享指挥”而得益：波士顿
交响乐团将在自己的城市举办“莱比锡周”，格
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则在德国准备了“波士顿
周”，两者都会到对方所在地演出自己的拿手曲
目，与对方听众共享音乐的无限美妙。

春天的到来
格里格钢琴协奏曲的起始部分是钢琴协奏

曲中易记度和辨识度最高的开篇之一，那一声
明朗开怀的弹击足以在爱乐的心中刻下一道深
深的难忘的印记。

一声春雷之后，阵阵春风吹携涓涓的细
雨洒在原野之上，铺陈着未来的希望。柔弱
的春芽破土而出，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坚决
的主张。

春天的伤感
很多时候，春之最美恰在于惜春之怨。
春天的绚丽总是太过短暂，而暖暖的韶光

也总会穿过光阴的迷雾触动我们心上最柔软的

地方，让我们对匆匆掠过的春天心生怜惜。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燕未归，花

已落。在欣欣向荣的春光之中，最容易弥漫的
竟是多愁善感的哀怨。

春天的希望
不管春天是如何的短暂，春天的希望总是

为我们留下春天来过的痕迹。最后的乐章从惜
春的伤感转为春种后的展望。音乐的情绪一下
子变得开朗。意境也高远起来。
那一颗早先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给这个世界

带来繁荣的色彩，这种对未来的希望让此刻的
音乐更加饱满而激情。欣喜而生机盎然。
当最后的高潮来临之际，我们毫不怀疑春

天的绿洲一直住扎在格里格的内心深处。

艺高胆大的齐默尔曼
! 任海杰

奇巧形式，独特之美
———室内乐欣赏片谈之三 ! 张可驹

尼尔森斯将成为
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新帅

! 柳 逊

天雷一声大地春
———听格里格钢琴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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