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女小提琴家莫里
尼在 !"#$%&" 公司可

谓留下了一批珍宝级录音，我特别喜欢
的是这张与弗朗西斯卡蒂的合作音乐会
《'("$)$ $) *()+&"% ,$%- ."/)+&0+/%%$》，
其中塔尔蒂尼的小提琴奏鸣曲拉得深如
潭水不见底，轻时云霄碧空飘，虽然其形
式不过是我们熟悉的那套舞曲和赋格，
却直抵一种“规矩里面造世界”的化境。

其第一乐章凄美宛然，第二乐章有着开
天辟地的果敢，第三乐章像极了维塔利
的恰空，而第四乐章仅靠简单的反复吟
唱即能荡气回肠。还记得，莫里尼飘逸但
稳定的弓法在维尼亚夫斯基协奏曲里已
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是这首短小的奏鸣
曲同样折射出了她媲美男性的、稳若磐
石的手指控制力，让我联想到傅雷的
话———“艺术是火，艺术家是不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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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一种伟大
! 张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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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团

! ! ! ! 11月 21日，德穆斯（3("4 5&!

670）又要来上海开独奏会了。之所
以尽早作出前瞻，就是为了呼吁大
家关注这场音乐会，因为是在贺绿
汀音乐厅演出，场地不大位置也不
多，想买票需要赶快下手。
这年头，让人感兴趣的演出不

少，使我产生“非听不可”之念的却
不多，哪怕被怀疑拿回扣也要直接
为它的票房摇旗呐喊的演出就更少
了。德穆斯这位钢琴家缘何有这么
大的魅力？一年前他来过上海，在上
海音乐厅开了一场独奏会，如果我

没记错，是作为当时音乐季的闭幕
演出。那次，年过八旬的钢琴家居然
排出上半场弹舒伯特 89:，下半场
弹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样匪夷所
思的节目单；89: 通常是作为下半
场的大轴，“哥德堡”更是单此一曲
就足够开整场音乐会了。
那次以前，德穆斯的中国巡演

计划曾因“人气不足”“票房难有保
证”而夭折，当晚演出的反应之热烈
却在意料之外。这样的曲目不仅考
验钢琴家，也考验听众，末了却是以
加演三次，全场起立鼓掌来结束。那
次我由于种种原因，差点错过，最终
是在一楼末后一排偏右的位置站着
听完的。听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自己
和一种原本仿佛已经没入历史，只
能通过唱片来回味的、伟大的艺术
真实相遇了。德穆斯所呈现的是传

统德奥钢琴学派的精华，这样的艺
术，一方面其影响仍在佩拉亚、席夫
等人身上延续，另一方面，它最为
“原生态”的很多东西又似乎随着埃
德温·费舍尔、吉塞金、肯普夫等人
的故去而消失了。
那晚，德穆斯的演奏所以能够超

越精彩，到达伟大的境界，很多是因
为他真正弹出了一种历史感———让
我们同钢琴演奏的黄金年代面对面，
德穆斯成为一种艺术理想的代言人，
前述那些伟大的故人好像真实地站
在他身后，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片相同
的文化土壤。而当晚听众的反应，也
完全证明了很多被视为“老派”的东
西恰恰拥有超越时间的生命力，否则
就无法激起如此普遍的共鸣。
传统德奥钢琴学派擅长以一种

深刻而朴素的视角洞察音乐的内

涵，发音纯净、丰厚，整体带有一种
“学者型”的意味。但这样艺术同学
究气毫无关系，相反，老一辈德奥钢
琴大师在演奏中表现的自由度几乎
是最强烈的：一种能够深入音乐的
精神内涵，而后在其中忘我的自由。
所以他们的演绎尽管个性极强，却
有一个相似的大方向，一种纯正的
气质和由此产生的说服力。同样在
发音方面，相对于浪漫派超技演奏
的华丽壮观，德奥学派的声音整体
是简朴的，却让你感到在结构、句法
的思路之外，他们也将深度与激情
融入了单纯的音响中。
仍在世的钢琴家中，最有影响

力的非布伦德尔莫属。德穆斯从未
像他那样成为大公司的红人，然而
很多对于战后的钢琴演奏观察较为
深入的人，对于他的评价或许比布

氏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德穆斯称
为“鉴赏家的钢琴家”大概是不为过
的。他在唱片中展现的独奏、室内乐
及艺术歌曲伴奏的广博性极少有人
能与之相比，而仅就上次演出的听
感来说，那种明净、温暖又充满歌唱
性的音响，真的让我产生了肯普夫
复生也不过如此的念头；一位耄耋
老人弹“哥德堡”自然不太可能是完
美的，但他以纯真而直率的风度表
现这一杰作，复调的演奏把握十足，
节奏感亦有浑然天成之妙。
毫不夸张地说，钢琴家当晚的

发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他仅
是不动声色、毫不强迫地弹下去，那
美妙的音响就清晰、凝聚地传到了
全场最糟糕的位置，也就是我站的
位置。所以我们都别怕低价票，那绝
对是演奏的试金石。

———写在德穆斯上海独奏会之前

! ! ! !去年和今年的夏天，在维也纳国
家歌剧院、拜罗伊特节日剧院欣赏瓦
格纳时，就听当地的乐迷说，在奥地利
蒂罗尔的埃尔（;"<）小镇，有一个蒂罗
尔音乐节，以演出瓦格纳声名鹊起，甚
至创造了在 =>小时内上演瓦格纳四
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奇迹，而且
水平不俗，在瓦格纳演出领域，名声仅

次于拜罗伊特。这无疑令人
非常向往。巧的是，今年 ?:

月，蒂罗尔音乐节的精神领
袖、指挥兼导演古斯塔夫·库
恩，率领蒂罗尔的乐队、演
员、合唱队等全班人马，到中
国的北京和上海，呈现他们
演绎的瓦格纳。为了先睹为

快，我赶到北京保利剧院，先期欣赏蒂
罗尔当晚演出的瓦格纳《纽伦堡的名
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

下简称"名歌手#和"特里斯坦$%

到了现场发现，保利剧院有乐
池，但库恩没有用，他把乐队（约 @:

多人）放在舞台布景的后面，据说这
样的摆设是为了便于指挥专注于乐
队，更完美地表现瓦格纳的音乐。为
了便于歌手演唱时看到指挥的手势，
舞台前面的左、中、右，分别架上三个
电视机（中间的最大）。也就是说，演

员是看着电视机传送的指挥动作，进
行演唱和表演的。因为保利剧院不是
专门演出歌剧和音乐会的剧场，乐队
摆放在舞台后面，一个明显的感觉
是，乐队的声音有些散。

两部歌剧的舞台制作，都有简洁而
富象征性的布景和道具，所谓的情景舞
台制作，是一种资金不宽裕的情况下的
经济实惠的选择，也便于外出巡演。

从三幕剧《名歌手》的演员阵容来
看，既有大牌弗朗茨·哈夫拉塔（饰演
爱娃的父亲博格纳），也有实力派迈克
尔·库普夫（饰演汉斯·萨克斯），后起
之秀珠!安妮·比特（饰演爱娃），形象
气质及唱功稍逊的沃夫冈·施万宁格
（饰演瓦尔特·冯·施托尔金）。全场发
挥最稳定的是哈夫拉塔和库普夫，前
者表演老道，嗓音醇厚；后者气质沉
稳，表演丰富老练，善于刻画人物，声
音通透而富滋性。最精彩的是第三幕，
乐队、演员全都进入了最佳状态，前二
幕表现一般的珠!安妮·比特，到了第
三幕犹如脱胎换骨，表情生动，演唱非
常出色，感人至深，堪称一流。
《特里斯坦》几乎是考验瓦格纳

男女高音的最艰难的戏码，这个戏在
舞台上能否成功，最主要的就是看这
两位主角。饰演特里斯坦的意大利男

高音詹卢卡·赞比奇，无论是履历还
是现场表现，都是比较弱的意大利戏
剧男高音的路子，其声音、形象、气
质，唱特里斯坦，有些勉为其难。在第
二幕与伊索尔德二重唱的高音时，几
乎到了发不出声的地步。他在第三幕
的演唱几尽声嘶力竭，倒也符合人物
奄奄一息的状态。好在饰演伊索尔德
的瑞士女高音莫娜·松姆，撑住了这
台戏，她的演唱富有激情，充满戏剧
性的张力，整场发挥出色，到最后演
唱《爱之死》达到巅峰高潮！

关于乐队为何要放在舞台布景后
面，我在听完这两部戏后得知，因为当
时只有几千人口的埃尔小镇，剧院不
大，可能也没有乐池，所以演出时就把
乐队放在了舞台后面，由此却也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现在，埃尔新建的剧院
有乐池，所以目前两种演出形式并存。

从北京回上海后A我又欣赏了蒂
罗尔演出的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
环》，到此，蒂罗尔的神秘面纱已经撩
开，总体而言，他们上演的瓦格纳，制
作以情景舞台为主，简易有效。卡司
阵容以个别大牌带领二、三线演员和
新秀，整体质量上佳，特别适合普及
瓦格纳的演出。期待蒂罗尔有机会再
来中国。

! ! ! !与往年一样，今秋的
上海依然是艺术的季节，
这个时候通常集聚了众
多国内外原创与经典舞
台艺术作品；与往年不一
样，今秋的上海在国内外
艺术作品林立的阵容中，
民族原创舞蹈作品异军
突起带给我们一些惊喜，
成为一个值得言说的亮
点，这些惊喜与发现是
由舞剧《梅兰芳》和舞蹈
剧场《十面埋伏》带给我
们的。

两部作品系出“杨
氏”之手，一个是军旅艺术
家杨威，一个是孔雀舞的
代表杨丽萍，一个是以精
神品格之塑造，体现京剧
大师梅兰芳的风骨追求，
一个是以十面埋伏借古喻
今，引申出人生处处皆埋
伏的主题。看上去有许多
不同，仔细观察却会发现
两部作品的一些共性，它
们都借用了京剧元素，都
不以讲故事为目的，都在
传统舞蹈语汇的基础上做
了现代性的发展。这些相
似或许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深
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其精神
层面的本质关联，那就是
作品所体现的真正属于当
下、属于民族的现代精神
与主体精神的崛起，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打破了传统舞剧的观
念，不以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具象
的人物形象为描述对象，而是用
现代艺术手法解构传统戏剧模
式，从而将抽象主题或精神意境
剥离出来并加以集中表现，形成
全新的舞剧结构与叙述方式。在
舞剧《梅兰芳》中，没有生活场景
的复现，也没有爱情生活的纠葛，
全剧只有一个主要人物“梅兰
芳”，围绕“人品戏品”将他的精神
世界化为舞蹈言说的对象。在舞
蹈剧场《十面埋伏》中，以“项羽”
“刘邦”“虞姬”“韩信”“萧何”几个
重要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关系的描
写，代替历史事件的复述，使作品
得以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进
而影射无处不在的“埋伏”，追问
人性博弈的残酷主题。

二是摆脱了西方现代舞的

概念，不盲从西方现代舞
的形态表象和概念模式，
而是从中国传统身体文
化出发，借鉴戏曲、武术、
太极等元素，寻求肢体语
言的拓展与解放，从而
形成言说方式的民族性
与现代性。在舞剧《梅兰
芳》中，对戏曲舞蹈还原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舞蹈
化的发展。在舞蹈剧场
《十面埋伏》中，把京剧
身段与现代舞蹈相融
合。虽然，作为个别作品
中的尝试还不成体系，
但至少说明了创作者对
民族文化的自觉，不同
民族的身体认知与运动
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文化
精神和哲学观念，根植于
传统的创新才能形成真
正的中国现代舞。

三是注重了人精神
内涵的体现，不为形式
而形式，而是以
主体思想精神为
引领，创造性地
使用和创新艺术
形式，融各种艺
术元素、艺术手
法为我所用，在
形而上的层面有
了准确而有深度的思考
与表达。这其中，首先要
有思考，而后再有表达
和如何表达及是否能尽

意。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欣喜
地发现，创作者实现叙述的手段
不只在舞蹈语言本身，也认识到
结构、布局，即章法对于作品叙述
的重要性，在对无形之精神的表
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民族舞剧创作自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期起步，在八九十年
代曾达到一个高峰，以舒巧为代
表的中国现代风格舞剧探索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随后经历了僵化、
浮华与空洞的阵痛。时隔三十年
后的今天，《梅兰芳》和《十面埋
伏》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民族舞剧
创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形式建构
与精神建构，按照历史发展的 BC

年周期规律，中国民族舞剧创作
在走过第二个三十年后的今天或
将迎来又一个春天，一个在国际
上拥有艺术话语自主权的时代。
我们期待着！

撩开蒂罗尔神秘的面纱
! 任海杰

见仁
见智从

︽
梅
兰
芳
︾
与
︽
十
面
埋
伏
︾

看
中
国
民
族
舞
剧
精
神
之
崛
起

!

张

莉

我听
我荐
历史录音再出发（一） ! 詹 湛

责任编辑∶王瑜明 朱 光 视觉设计∶黄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