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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

! ! ! !上海音乐厅每年举办的 !"#"

音乐节是我很看重和喜欢的演出活
动：策划用心，定位合适，曲目丰富，
表演精彩。今年的驻节乐团请来了
著名的美国林肯中心室内乐团，以
“浪漫随想”为主题的三场音乐会精
彩纷呈，让上海的乐迷们大呼过瘾。
室内乐原本是一种“私人化”的

音乐，室内性与小规模的表演形式
使这种音乐呈现出雅致、含蓄的艺
术品格。没有交响乐的张扬与宏阔，
也不具歌剧的绚丽与煽情，室内乐
以其独具的质朴和内秀让听众感受
到朋友间谈话般的亲切、温馨。室内
乐很难像标题音乐那样进行“音乐
叙事”，更不可能有歌剧里的形象与
场景。室内乐的艺术美来自于音乐本
体的趣致和蕴意，组合形态多变的重
奏艺术让我们在感知作曲家创作诉
求的同时，品味演奏家在默契配合
中展现的音乐精彩和“话语交流”。
毫无疑问，林肯中心室内乐团

这次演出的大获成功，除了演奏家
们的精湛技艺，丰富多彩的曲目是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贝多芬到勋
伯格，从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到弦
乐八重奏，这样的曲目安排实实在
在地让听众体验了一番浪漫时代室
内乐艺术历程的美妙与丰赡。

以贝多芬《降 $大调弦乐四重
奏》（%&'()*）和《大赋格》（%&+,))）
作为首场音乐会的“开始曲”是很有
道理的选择。贝多芬的这首晚期代
表作是乐团此次演出曲目中分量最

重的乐曲，结构庞大，蕴涵丰厚。另
有作品编号的《大赋格》原是《降 $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六乐章，由于
其音乐的复杂性与厚重感，贝多芬
在朋友与出版商的再三劝说下，才
将它与这首弦乐四重奏的前五个乐
章分离，并另写了一个比较轻松的
第六乐章作为替补。对于《大赋格》
与 %&',)*是否应该分离的问题，学
界一直有着争议。以勋伯格为代表
的许多音乐家与学者就一直坚持要
将《大赋格》作为 %&',)*的第六乐
章来看待，对此我深表赞同。感谢林
肯中心室内乐团的曲目安排，让《大
赋格》回归《降 $ 大调弦乐四重
奏》，使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晚年贝

多芬在完全丧失听力的状态下依然
呈现出的强劲的艺术创造力和极为
丰富的内心之声。艾舍尔弦乐四重
奏组的音乐家的对此曲的演绎绝对
是一流：那种明亮的声响、对比强烈
的音乐处理和内含深意的宏大气
场，（尤其体现在《大赋格》的演奏
中）正是我所期待的“晚期贝多芬”
的艺术风貌。

门德尔松《降 -大调弦乐八重
奏》（%&'.*）是我最喜爱的作品之
一，百听不厌。令人惊叹的是，门德
尔松创作此曲时年仅 ,/岁，真正的
天才之作！我认为，门德尔松（与舒
伯特）青少年时期作品的成熟度要
明显胜于同年龄段的莫扎特。这首

《降 -大调弦乐八重奏》就是一个
鲜明的例证：无论是乐思发展、结构
逻辑，还是重奏感觉、音质把握，无
不展现出一个天才少年非凡的音乐
感悟力和勃发的创意。这首散发青
春气息的音乐杰作也给乐团音乐家
们的艺术演绎提供了宽阔的表现空
间———两组弦乐四重奏的交汇与融
合尽显弦乐话语构筑中个体与群体
关系之微妙，纯粹与浓郁之对比中
传递的情味与意趣让人不得不佩服
天才型作曲家特有的音色敏感和韵
律把控。此曲演奏中担当第一弦乐
四重奏组第一小提琴的肖恩·李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在另两部
作品中担任第二小提琴的演奏家实
际上很有室内乐团“首席”的才华和
能量。正是在他富于感召力的演奏
带动下，八位演奏家的声部交织和
音乐互动才显得那么精准、自然，妙
趣横生。我尤其喜欢第三乐章的演
绎，这是我心目中门德尔松谐谑曲
应有的品格：清澈与灵动中渗透着
温暖人心的纯真与优雅。
勋伯格的弦乐六重奏《升华之

夜》（%&+0）是音乐节上另一首值得
关注的“重头作品”。勋伯格对西方
音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他的自
由无调性与十二音技法的创作，但
他早期具有晚期浪漫派风格的作品
显然更有“可听性”，《升华之夜》正
是这类创作中的典型代表。从写作
思路与音乐构建上来看，《升华之
夜》在作品内涵与表现形式上似乎

存在着矛盾———源自理查德·德默
尔诗作场景（心情复杂的情侣在月
光下散步）和主题蕴意（爱与性）的
整体构思和“叙说性”音乐展示显然
并不适合弦乐六重奏的艺术承载，
这也是作曲家后来又将此曲改写成
更大规模的弦乐合奏曲的原因。然
而，正是在这一“超重负载”的弦乐
六重奏版本里，我们听到了挑战室
内乐品格的激情宣泄，感受到晚期
浪漫派力图挣脱室内乐传统束缚的
创作能量。
演奏这首张力强劲的弦乐六重

奏是对演奏家功力的很大考验，因
为作品中带有情境意味的“散化叙
说”需要层次分明的布局和效果突
出的“亮点”呈现。聆听这个现场演
出的版本，我觉得演奏家们对此曲
的内涵及艺术特色有着深刻理解。
例如，乐曲中几个高潮的处理就能
体会到有意味的叙说与抒情，六位
音乐家用充满感染力的音乐呈
现———精准的节拍整合、有铺垫的
渐强处理、扣人心弦的震音效果以
及层次分明的气韵贯通———向听众
传递着弥漫浪漫主义气息的激情和
韵致。
在我的印象中，如此多彩多姿

地展示室内乐之美的系列音乐会，
这在申城还是第一次。林肯中心室
内乐团的精彩演出肯定会激发乐迷
们鉴赏室内乐的更大热情，室内乐
的艺术魅力等待着更多的人去感知
和体悟。

室内乐之美! 贝多芬"门德尔松"勋伯格
———评林肯中心室内乐团音乐会 ! 孙国忠

! ! ! !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就得
知张昊辰要同 $12 合作灌录新
唱片，现在这张唱片问世，已算
是姗姗来迟了。其中的过程，究
竟是单纯的精工细作，还是经历
了一些波折，我无从得知。仅从
结果来看，这张唱片在国内乐迷
中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最近
张昊辰要回来演出，他接受的访
问不仅比先前更多，访问的内容
也少有例外地集中在这款新录
音上。哪怕你还没有听过，或根
本不熟悉这位钢琴家，也不难明
白人们关注的理由。

$12 虽然是一个小品牌，
在乐迷心目中的影响力却一点
不小。由于充分尊重音乐和音
乐家的做法，该公司的产品在
如今萎靡的唱片工业中成为一
抹亮色。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钢
琴家选择的曲目。首先是舒曼
的 《童年情景》这一名作，然
后是李斯特的 《第二号叙事
曲》，再接雅纳切克的作品，末
了以勃拉姆斯的钢琴小品 %&+

,,3 收尾。面对这样的选曲，
你还能说什么呢？

选择李斯特的作品时，钢琴
家有极强的“技术装备”在手，却
放着炫目而有内涵的超技练习
曲不弹，选择了这首相对冷门的
叙事曲。晚期小品是勃拉姆斯特
别用心之作，却也是需要听者特
别用心来听的作品。至于雅纳切
克，因其冷门，哪怕是极有号召
力的钢琴家也不会轻易灌录。这
似乎就是一张公开炮轰商业化
制作种种弊端的唱片！其实在唱

片工业衰微之前，新人一旦投身
大公司，在曲目安排方面就很难
掌握主控权。甚至波利尼年轻时
离开 -!1，也是这方面的某些摩
擦所致。

张昊辰这样选曲录音，再加
上精细的制作，还有他自撰说明
书的做法，仿佛在表示：我完全
没兴趣通过热门曲目赚人气，我
也不能迁就你们，所以你们要来
迁就我。毫无疑问，这是够有型
的了。所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他演奏的价值，这样的新片没有
被埋没，反倒因为种种显而易见
的不妥协的特点受到更多关注。
然而，至关重要的自然还是回到
根本———他究竟弹得如何？

有这样一种说法：水平不
够的钢琴家是唱片好过现场，
因为能修补；水平卓越的钢琴
家则是唱片与现场平分秋色，
即不用依赖后期处理，也有足
够的稳定和集中力；而顶尖水
平的钢琴家，就是现场好过唱
片，因其发音中的某些精妙处已
非录音所能捕捉，即时的灵感也
很难在录音室中重现。作为一
个听过张昊辰多次现场的人，
我还能比较负责任地说，这款
录音中的音色与技巧都是真材
实料。钢琴的美声不是后期添
加的，宽广的色彩与音量变化
也不会单单存在于录音室中。
录音比较忠实地反映了钢琴家
真正的水平，倘若有差异的话，
也是现场更好一些。

当年那位大钢琴家约瑟夫·
霍夫曼有句名言：如果十位演奏

者同时认真地分析、研究同一首
乐曲，就必然会出现十种各不相
同，却都忠于原作的精彩演绎。
张昊辰这张唱片给我最鲜明的
印象就是如此。哪怕在《童年情
景》这样的热门曲目中，他的演
奏其实也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处。
但可贵的是，钢琴家绝对不会向
壁虚构，刻意求新，而是将演奏
充分融入原作的情境之后，才慢
慢琢磨出自己的观点。

上回现场听他弹舒曼的《克
莱斯勒偶记》，某些重音的效果
是“惊人的”，整体表现却很自
然。这次在《童年情景》中，也有
这样大胆的笔触，如第六曲《大
事情》中的铿锵声调。但原作温
婉、诗意的氛围并未撕裂，因为
演奏者的个性并未离开作品。不
过最精彩的，仍是钢琴家掌握了
用钢琴说话的艺术。远远不仅限
于优美的演奏，而是通过发音、
句法方面的综合，使他的演奏拥
有一种语言般的、生动自如的表
现力。这方面，《童年情景》中的
表现可能是最好的。不过在李斯
特的叙事曲中，这种表达性配合
钢琴家对于戏剧情境的洞察，再
以此驾驭磅礴的效果，也实在让
人心醉。

这次张昊辰来演出还会弹
两首超技练习曲，我是多么想听
他的《追雪》啊，而先前的很多演
奏，也希望他尽快灌录唱片。正
如钢琴家的现场那样，$12的唱
片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只有顺应
艺术的内部规律来搞艺术，才会
有真正的“良性发展”。

! ! ! ! 4 月 ,, 日晚，“第 )0 届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
师范大学艺术展示周”暨“春
之恋”中俄教师音乐会在上海
师范大学霞棐剧院成功举行。
此次艺术展示周由上海师范大
学主办，共包含 3场“春”系
列专场演出和 5 场公益讲座、
教学展示课等系列活动，这也
是“上海之春”历史上极为罕
见的由综合性大学独立主办的
大型系列艺术展示活动。
音乐会始于舒曼的《行板与

变奏》（为双钢琴、双大提琴与圆
号而作），由侯茹青和谢光禹演
奏大提琴，邬冰演奏圆号，季
拉拉·德米特里耶娃和吴英素担
任双钢琴，主题旋律悠扬，极
富浪漫色彩的曲调充溢于多重
变奏。据说《行板与变奏》在
第一次试演之后，舒曼便将大
提琴与圆号去掉变成只有双钢
琴演奏的形式，此次演出按照
作曲家最初构想的版本进行。
勃拉姆斯的《爱之歌》（选段）
为钢琴与声乐重唱改编版，优
雅含蓄的女中音朱秋玲，激情高
亢的女高音伊丽娜·克鲁贝尼
奇，强劲有力的男高音刘松和深
沉浑厚的男低音伊万·波罗都灵

共同演绎。他们共同将作品中
勃拉姆斯的浪漫因子与古典意
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四个声部
在双钢琴的伴奏下，旋律丰富
不失低调内涵，情感炽烈不乏
民间浓郁芬芳。

音乐会下半场是本场音乐
最大的亮点，卡尔·奥尔夫的《布
兰诗歌》（选段，为合唱、领唱、双
钢琴、打击乐与舞蹈改编），由王
瑾指挥行知合唱团，女高音伊丽
娜·克鲁贝尼奇、男中音宋罡、男
高音刘松、舞蹈团及打击乐团成
员联袂出演，《布兰诗歌》虽具备
了歌剧的基本要素，但却有别于
传统的歌剧，上海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的老师与学生将其中教堂
音乐、诗意文字、舞台效果表现
得酣畅淋漓，精致的舞蹈编排也
与作曲家卡尔·奥尔夫的艺术观
不谋而合。
音乐会末尾，观众们的欢呼

声不断。最后由俄罗斯艺术家们
再次登台，为观众加演了两首俄
罗斯名曲———钢琴八手联弹《马
刀舞曲》及歌曲《喀秋莎》，俄罗
斯艺术家演绎他们本土的音乐，
浓郁的异域风情使全场音乐会
达到了高潮，成为本场音乐会的
点睛之笔。 （赵沁旸 摄）

! 张可驹———略谈张昊辰在 $12的新唱片
这就是所谓的!良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