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奥音乐之旅（四） ! 任海杰

责任编辑∶祝鸣华 朱 光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C4201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音乐时空 /

! ! ! ! !"#$年 %月 #&日，由旧金山歌剧院委约
美籍华裔作曲家盛宗亮创作的英文版歌剧《红
楼梦》在当地首演，掀起了一股“红楼热”。上海
的观众虽还未能一睹歌剧全容，却已有幸在本
周二晚旧金山交响乐团访沪音乐会中，听到了
该团带来的《红楼梦》序曲，从而先于全国其他
地区，自序曲中“窥斑见豹”。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旧金山交响乐团在中

国首演的《红楼梦》序曲，并不是歌剧中的那一
首———歌剧中的所谓“序曲”很短，只有十五秒
左右，几乎是“一闪而过”，而单独演出的《红楼
梦》序曲则长达七分多钟，是盛宗亮另外写的，
作曲家本人说，“我采用了歌剧中的一些主题，
把它重新变成一首完整的序曲”。现场听来，作
品一开头就运用了镲等打击乐器，制造出极为
震撼的音响效果，仿佛预示着之后的悲剧性结
局。乐曲主体部分虽带有一些中国元素，却又
不失洋气，其所蕴含的信息量之丰富，让传说
中的“七分钟”听起来感觉有一个世纪之久。

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四年前的访沪音乐会
中，乐团音乐总监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
（'()*+,- .(-/01 .*02+/，大家亲切的称他
'..）在上半场尾声与钢琴家王羽佳共同加演
一曲普朗克的四手联弹作品，彼此间的配合流
畅而默契，现场温馨的场景更是留在许多乐迷
的记忆中。这次首场音乐会中，'..再度邀请
王羽佳与乐团合作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是肖邦献给他初恋情人的作品，当时他爱上
了华沙音乐学院学声乐的女同学康斯坦莎，但
又不知该如何向心仪的姑娘表达爱意，所以这
丝情愫并没有开花结果，在临别之际，肖邦用
浑身的恋爱激情创作了这首钢琴协奏曲，将浓
浓的爱意珍藏在心田深处。

听多了王羽佳的拉赫玛尼诺夫与普罗科
菲耶夫，于是她的肖邦让人格外好奇与期待。
当晚，王羽佳身着一条闪亮的袭地长裙，摇摇
曳曳地走上舞台。不知为何，这部肖邦的《第二
钢琴协奏曲》远没有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上
演的次数多，事实上，它的音乐清新、大气而辉
煌，比后者更为动人心弦。乐队部分充满着柔
情蜜意，让人仿佛要融化在那如水的弦乐里，
钢琴旋律则动人心扉，宛如一篇孤独却情感强
烈的爱的宣言。王羽佳在钢琴上飞舞着手指，
演奏中少了一些她弹拉赫玛尼诺夫时的外向
与狂放，却多了一点肖邦的温润与舒缓。

如果说王羽佳演奏肖邦《第二钢琴协奏
曲》时还比较中规中矩，或者说有那么一点小
心翼翼的话，那么到了返场时，我们见到了一
个更本色的王羽佳。第一首返场曲是霍洛维茨
的《卡门主题变奏曲》，这部作品的技巧几乎难
到让人望而却步，已然将钢琴演奏变成了一种
高度激烈的竞技运动。然而，无论是此起彼伏
的大跨度跳跃击键、密如骤雨的琶音，还是左

手与右手你追我赶的对抗，都难不倒王羽佳。她是如此驾轻
就熟，似乎完全放开了，在钢琴前宛若一头忘情奔跑的小
鹿———像这样视觉观赏性极强的作品，才是属于她的领域
啊。一曲终了，掌声如雷。王羽佳在不间断的喝彩中再次
款款登台、坐定，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缓缓飘
出，当然，如果她弹的仅仅是莫扎特的原作，那就不是王
羽佳了。她在此将塞伊（3+4(- 5+6）爵士即兴风的改编版
和瓦洛多斯（78)+9( :0-090/）风驰电掣般的改编版结合
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王羽佳版的《土耳其
进行曲》，让人耳目一新。

下半场，旧金山交响乐团在 '..的指挥下，演奏了斯
特拉文斯基两部描述性极强的作品：《夜莺之歌》与《火鸟》
组曲。'..与该团携手至今已走到第二十二个年头，彼此
间水乳交融的合作自不必多说，而他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
更是独霸天下，为乐团赢得了格莱美等多项大奖。当晚两部
作品的演奏中，乐团各声部的层次感极强，几件独奏乐器的
表现也非常出色。特别是在《火鸟》组曲中，一些场景的音响
极端而火爆，给予听者极为刺激、丰富的听觉享受，让“旧金
山之声”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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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或多或少，公开演出室内乐是件吃
力不讨好的事。过去，室内乐作品很多是
人们自娱自乐在演奏。遇到职业音乐家
们的演出，当时的许多人自然也成为“懂
行的”听众。他们一方面了解作品的境界
之深，另一方面，则明白音乐表现、彼此
配合之难。在今天，听众与室内乐之间的
隔膜加深了不少。弦乐四重奏团的演出
对于技巧、音乐修养、演奏家之间的默
契，都提出极高的要求。演奏家们却很少
能获得“明星地位”，更不用说得到巨星
般的推崇了。
先前，上海四重奏曾分几场，推出贝

多芬四重奏全集计划。演出开始不久，正
赶上朱晓玫传奇的还乡演奏。相对于后
者成为社会热点，四重奏的演出在宣传
方面竟仿佛是不存在。无独有偶，近来俄
罗斯钢琴怪杰阿法纳谢耶夫来华演出，
在京沪两地引发热议。之前很长一段时
间，人们对阿氏的奇诡风格已经议论纷
纷。本尊现身后，各方评论更是络绎不
绝。由此，也让我感到同时期一场非凡的
室内乐演出：;; 月 ;; 日，上海四重奏
（上图）与龙四重奏（下图）合作的音乐
会，完全没受到应有的关注。
我并不是认为这些室内乐演出比那

些热点音乐会水平更高，只是感到如此
“奢侈”的演奏未得重视，实在太不应
该了。所以在本人笔力所及的范围，一
直是到处盛赞上海四重奏的贝多芬。而
面对该组合与龙四重奏的演出，我更感
到这场音乐会折射出国内室内乐演出最
美好的东西。

上海四重奏已经是个老牌组合，它
从上海走出去，在国际上获得成功之后，
又定期回沪演出。龙四重奏则是罕见的名
家四重奏，它的成员有享誉国际的独奏
家，也有世界名团的首席。出于对室内乐
的热爱，这些同时期的华人演奏家组成
该团体，持续演出、磨合。现在这样两个
四重奏团携手，演出柴科夫斯基的《弦乐
六重奏“佛罗伦萨的回忆”》，还有门德尔
松的《弦乐八重奏》。如此豪华的阵容，在
哪个舞台都拿得出手了，错过是很可惜
的。当然，相对于“豪华”这件事，重要的

还是演出本身究竟如何。
客观地来看，名家组

合的难处，很多在于合奏
的默契———默契是需要时
间的，而这些演奏家的日
程都很忙。至于两个组合
的协调，又是另一个问题
了。不过，这些（相对）大编
制的室内乐略带一些交响
化的特点。比起演出莫扎
特、贝多芬的四重奏，对于
默契的考验稍微低一点
点。当晚确实是让人尽享
室内乐之乐。演奏家们各
自的水平都发挥得很出
色，彼此配合又让人满意。
先后听过龙四重奏的

两次演出，默契度已明显
提高。六重奏当中（以龙四
重奏的成员为主），音乐家
们以非常热情的风格来表
现，包括带有圣咏风格的
慢乐章。在那里，他们并不
像某些著名演绎那样，追
求管风琴般的合奏音响。
乐句更强调出流动感，更
为激动，效果也能自成一
派，完全站立得住。不得不说，宁峰的
第一小提琴真是太迷人了。在当晚名家
辈出的环境里，也让人感到独树一帜。
他拥有如此馥郁的发音，独特的歌唱音
质，以及音量充沛，又毫不强迫乐器演
奏的高超技巧，并不突出自我，却是当
之无愧的一提。
宁峰与李宏刚（上海四重奏的中提

琴）的“二重唱”片段真是美到极致。下半
场门德尔松的作品中，两个组合的演奏
魄力十足，第一乐章流畅而不追赶的速

度恰如其分。李伟纲和宁峰，这两位第一
小提琴表现出微妙的差异。后者在音色
美方面略胜一筹，前者也有独特的色彩，
但更重要的，是他深得室内乐演奏的“自
由”之趣。表现慢乐章的第二主题时，他
们一同将音乐带到感人至深的境界。
这样的演出应当尽早获得应有的关

注，所幸当晚的上座率还不错。上海四重
奏的演出已经成为真正的文化品牌，而龙
四重奏能否成长为一个划时代的组合，
就要看四位音乐家下几步怎么走了。

———略谈上海四重奏与龙四重奏之合作
一场!奢侈"的音乐会

! 张可驹

! ! ! !此次音乐之旅的又一个收获，是意
外聆听了两场管风琴演奏。

<月 =;日晚，我们到达了奥地利的
林茨———布鲁克纳的故乡。傍晚闲诳老
城区，因是周末，几乎空无人影，商店大
都关门。>月 ;日上午，我们即驱车前往
林茨的郊外、布鲁克纳的出生地和圣弗
洛里安修道院。
到了那里才知道，布鲁克纳的出生

故居和旁边的布鲁克纳博物馆，并不是
每天都开放的，都闭门谢客。想想也是，
布鲁克纳毕竟不像莫扎特、贝多芬那样
大众化、广为人知。在布鲁克纳的故居前
留影后，我们又上车，只有十几分钟的车
程，即来到了敬仰已久的圣弗洛里安修
道院，;>?@A;>@@年，布鲁克纳曾在其中
的教堂整整工作了十年（;>?>年开始担
任管风琴师），为他后来的创作勃发打下
了深厚的基础。因此在布鲁克纳的一生
中，圣弗洛里安有着特殊的意义，;>%$
年，布鲁克纳去世后，其灵柩就被运回圣
弗洛里安，安放在教堂下面最显要的位
置，灵柩的顶层上方就是布鲁克纳常年
工作过的管风琴，寓意布鲁克纳与圣弗
洛里安的管风琴永存共鸣。
我们静坐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派

恢弘、装饰华丽的圣弗洛里安教堂，仰
望教堂正上方布鲁克纳曾经多年演奏过
的管风琴，安静肃穆，浮想联翩。据
说，现在教堂上方的这架管风琴，就是
布鲁克纳当年演奏过的，一百多年以来
依然保存完好，因此被称为“布鲁克纳管
风琴”（B8C)D1,8 E8F,-）。身临其境，更能

感受到布鲁克纳交响曲为什么有管风琴
风格的原因。
就在我们离开圣弗洛里安回林茨途

中，意外得知圣弗洛里安教堂下午 !点
有一场管风琴演奏———能够聆听布鲁克
纳当年演奏过的管风琴，真是我们所向
往的啊！于是马上又驱车回圣弗洛里安。
当我们买了门票，再次走进圣弗洛里安
教堂，管风琴演奏刚开始。演奏的曲目第
一首就是布鲁克纳的作品———:08/G(,-

C19 3CF,A'0--（;>?<），接着是门德尔
松、巴赫等。管风琴的音响非常出色，有
一种声振寰宇、激荡心灵的崇高感，其音
效远胜常规音乐厅的管风琴。想象当年

布鲁克纳就是坐在这里演奏管风琴的，
奇特的体验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
天的管风琴演奏者 7198,+/ HI-(1F,8，可
能还是位作曲家，那天他还演奏了自己
以及当代作曲家 J0C(/ :(,81,（;><&A
;%=<）的作品，音乐语汇新颖独特，推陈
出新，令我印象深刻。半个小时的管风琴
演奏，犹如一次精神洗礼。
我们终于非常满足而又依依不舍地

告别圣弗洛里安、告别布鲁克纳。
在完成了林茨和萨尔茨堡的游程

后，本来准备直奔海登海姆观赏歌剧节。
这时我们碰到了居住在海登海姆附近的
华人作曲家毛为国先生，他说，途中路过
乌尔姆市，应该去看一看那里的大教堂。
他做向导，陪同我们前往乌尔姆。到了乌
尔姆市中心，果见一座宏伟高耸的哥特
式大教堂赫然夺目，据称高 ;$;K$米，是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教堂（科隆大教堂名列
第三），耗时 @""多年建成。我们在教堂外
围仰望了一圈后，走近教堂正门，只见门
牌上表明：中午 ;!点有管风琴演奏。一看
手表，还有 @分钟。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
巧。我们马上买了门票进教堂。

匆匆浏览了一下教堂内部结构，管
风琴演奏开始。与往常不同，演奏作品只
有一首：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吉尔芒
（7-,L+198, MC(-2+1I ;>=<A;%;;）的第
七号管风琴奏鸣曲，EN>%。该作共有 $

个乐章，演奏时间约 ?@分钟。与我们平
时熟悉的德奥巴洛克管风琴音乐相比，
吉尔芒的音乐风格显然要现代得多，而
且有法国管风琴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
全新的聆听体验和品味。相比圣弗洛里
安，乌尔姆大教堂的管风琴音响略显纤
细精微，颇似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
连着欣赏两场管风琴，作品都不限

巴洛克，后一场就是近当代音乐，看来教
堂音乐也在与时俱进。

" 圣弗洛里安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