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人均 !"元，能享受怎样
的娱乐活动？看一场电影？或
者现场聆听斯图加特室内乐
团的演出。最初看到这个乐
团登陆东方市民音乐会我都
不敢相信。
以巴赫《赋格的艺术》开

场很有意思，演奏家们采用
无揉弦的方式演奏，声音清
澈，且追求不动声色地呈现
“思维之美”。但是顺应音乐
自身的变化，我们也听到了
有血有肉的巴赫。《双小提琴
协奏曲》不是那样深奥的作
品，两位小提琴首席的演奏
各有千秋，年轻的依利埃斯
库琴声清丽、嘹亮；年长的库
斯莫尔声音低沉、宽厚，但有
时被另一把琴压住了，没有
完全亮出来。作品慢乐章的
演奏很美，独奏与乐队都有
一种自然天成的气质。

莫扎特小夜曲的演奏迅捷流畅，比许
多唱片中的速度都要快，但这支无指挥乐
队真正呈现了室内乐演奏的默契。速度
快，却不赶，这已是很难的技巧，更可贵的
是乐队全体协调一致地运用自由速度，以
把握困难的“莫扎特风格”。这首小夜曲太
著名了，切忌演“俗”演“油”，斯图加特室
内乐团演奏慢乐章的时候，对音乐情绪的
转换得心应手，小步舞曲的格局不大，却
真有情趣；终曲大幅度的音色变化听来畅
快，却不逾越演绎莫扎特之尺度。
原以为上半场是重头，不料竟是下

半场更精彩，柴科夫斯基的小夜曲成为
美妙无比的演奏。他们不用揉音的时候
很精彩，使用揉音的效果更令人难忘。这
首小夜曲通常被理解为老柴向莫扎特致
敬的作品，体现出浪漫派作曲家的“古典
情怀”。开头的著名旋律一出来，我就被
迷住了，乐队音响色彩斑斓，又有一种绝
佳的透明度。的确，在此需要的不是列维
坦式的浓墨重彩，而是清淡水彩般的色
调。我从没有听过如此清新和自由自在
的“柴科夫斯基”，乐队淋漓尽致地体现
出室内乐演奏的优点：弱音的把握高超
而不刻意，速度变化中，各声部心有灵犀
的配合减去了不必要的厚重。

不得不说，陈其钢的作品《走西口》
是一个惊喜。中乐搭配西乐失败的例子
不少，但此曲是动人的。作曲家没有故弄
玄虚，也没用绝望抓人眼球，他采用复杂
的多声部配合表现一种压抑、苦恼的心
境，有时让我感到自己误入肖斯塔科维
奇的世界。作者将民歌旋律的片段散入
现代化的音响，当它们完整出现时，意境
随之改变，似乎在表达乡音能够安慰、缓
解离情。最终民歌旋律在温和的“极弱”
中出现，是一个期盼光明的结局，演奏家
们的弱音控制令人屏息，乐曲同演奏皆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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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交响乐团来说，虽然演奏的
曲目亘古不变，但创新仍然是他们
孜孜以求的目标。粗看几百年前需
要 #"人演奏一小时的作品，到如今
依旧如此。但鉴于乐师待遇和福利
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上涨，于是乐团
管理层只能从营销策略、形象推广、
产品线扩充或音乐会曲目编排上来
推动交响乐团的发展。
刚刚结束的第九届亚太地区交

响乐团峰会上，如何创新便是一个
主要议题。在澳门的一个度假村，来
自亚太地区的 $%多家乐团的 &%多
位总经理和总监汇集一堂，连同十
几位欧美乐团的高管对交响乐团面
临的创新各抒己见。
美国和欧洲的乐团对此各有不

同理解，美国交响乐团联盟主席杰
西·罗森在发言中提到社交网络推
广和视频网站对乐团营销的重要性
已经刻不容缓。而德国巴伐利亚广
播交响乐团市场总监彼得·麦瑟尔
就认为“尚无法找到社交网络促进

售票和营销方面的强有力证据”，但
他通过一组详实的基于慕尼黑的统
计说明在这座拥有傲人古典音乐传
统的城市，从事古典音乐工作能有

让其他城市无比羡慕的优势。“就慕
尼黑而言，听众购票的因素，!%'是
看曲目，(('是看指挥，只有 )'是
看乐团。听众获取音乐会信息的渠

道，八成来自报纸。”
作为与切利比达克、詹姆斯·莱

文、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和马里斯·
扬松斯共事过的乐团元老，彼得·麦
瑟尔向大家展示了他主导设计的一
系列海报、手册、明信片等大胆创新
的宣传手段。比如一幅海报上画着
一个年轻人在听耳机的剪影，下面
的文字是“这样听音乐的话多么寂
寞啊”，言下之意就是鼓励大家去音
乐厅欣赏音乐。来自慕尼黑的经验
便是，宣传品牌重于宣传产品，推销
理念优于推销门票。这无疑是十分
高瞻远瞩的思维，但在国内执行起
来难度不小。
正值中国巡演之际的旧金山交

响乐团总经理约翰·基泽作了主题
为“打破音乐厅壁垒”的发言。他为
乐团一手创建了享誉盛名的自属唱
片品牌，并从 *%%+年起与乐团的音
乐总监 ,--一起录制马勒交响曲
全集。整个录音计划于 *%+%年收
尾，其间已经斩获了 .项格莱美大

奖。他在发言里提到出版唱片对乐
团营销和扩大受众的重要性。这在
实体唱片市场江河日下的今天真有
逆流而上的感觉。依靠精准的定位
和具有前瞻的眼光，打造出乐团除
了音乐会以外的产品线并大获成
功，旧金山的经验无疑是经典案例。

英国交响乐团协会总监马克·
潘伯顿则揭示了乐团创新的另一
面，便是资源共享和集中。由伦敦交
响乐团发起的“学生脉搏”是一个针
对手机度身定制的打折票售票软
件，允许使用者通过一个手机软件
搜索演出日程、曲目、售票率，并能
与其他购票者交谈、直接在网上购
买刷二维码入场以及赚取积分。这
有点像航空公司的做法。基于用户
体验的创新其实也为交响乐消费提
供了一站式服务，对于促进消费肯
定大有帮助。

而对中国的乐团管理者来说，
这个创新话题还处在探索实践阶
段。比如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爱乐
乐团在微博上发起的一系列叫座又
叫好的互动项目，对俘获大众的眼
球作用不小。但出席会议的日本代
表不少，有读卖、/01和东京等交
响乐团的代表，但似乎还沉浸在海
啸和地震的阴影中，对乐团创新的
议题并无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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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萨钢琴独奏会曲目另类
! 李严欢

! ! ! !女钢琴家陈萨下周日将登陆
东艺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对
于热心听众来说，之前陈萨多次
来沪演出都是在协奏曲中担任独
奏，因此对于这次的个人独奏会，
他们对陈萨给予更大的期盼。而
刚在广州结束拍摄微电影的陈萨
也坦言，今年和上海格外有缘，但
独奏会是第一场，“我不喜欢用演
出的数量说明什么，不过对我来
说，独奏会才是最能代表我的特
点和想法的演出”。

打开电脑查看音乐会节目
单，究竟怎样的曲目能代表陈萨
的“特点和想法”呢？我们发现，陈
萨给听众的这份节目非常另类，
完全异于我们平时的习惯。除了
贝多芬、勃拉姆斯、德彪西三位古
典大师各一部作品外，陈萨还安
排了多部当代作品。更令人惊异
的是，她把这些作品与古典曲目
交叉罗列，大玩“穿越”游戏。陈萨
表示，近期受网络传言“2%+2末日

言论”的影响，让她感触颇深。所
以她将本场音乐会看成是“时间
终结之前的一次独奏会”，但更多
是想通过音乐会带大家回忆时光
飞逝、眷恋爱与温暖。

音乐会从海诺·艾勒的
《钟》开始，作曲家曾经历了痛苦
的战争时期，妻子被带去集中营
惨遭杀害。显然，《钟》带有极其强
烈的人与“命运”抗争的色彩。

而另一位当代作曲家阿沃·
帕特的《致阿丽娜》被安排在贝多
芬的《悲怆》奏鸣曲与勃拉姆斯晚
期钢琴小品（345++)）之间，陈萨将
三首作品揉捏在一起后，便脱离了
传统的理解方式，浓墨重彩纷至沓
来，形成一幅略显阴暗的油画画
面———苦涩与悲情，艰辛与求索，
孤独与期盼，仿若历历在目。

而在下半场，王笑寒的《恽寿
平画意》和德彪西的《贝加莫组
曲》又一扫上半场那种压抑的阴
暗画面而转为色彩斑斓的写意山

水，同时给人拨云见日的感觉，音
色开始变化多端，曲风渐入飘渺
惬意。

压轴则是梅西安的两部作品
《欣喜欢悦的注视》和《圣婴耶稣之
吻》。在经过一系列翻云覆雨般的
狂野热情与消极低沉之后，出现一
个极其甘美的尾声，使这段音乐充
满了博大的爱意。陈萨说：“虽然很
难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情的真谛，
但是希望可以让现场观众通过我
的音乐领略到其中的爱与眷恋。”

在我国年轻的钢琴家中，陈
萨可说是一位邀约不断的演奏
家。我们经常在各种媒体与海报
上看到她的演出广告。对于经常
在舞台上演奏有时又难免重复曲
目的现象，陈萨直言不讳地说：
“弹作品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
一次完成的时候会特别有成就
感，但你演奏不下五次甚至更多
的时候，你会随着曲子风貌、心里
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变得有趣，对

曲目的理解也会更加丰满，不必
担心重复的问题。一旦入了门，那
道门就打开了，可以说是我找到了
音乐，但更可能是音乐找到了我。”
“古典音乐于我而言是特别纯粹的
东西，它渗透到了我的生活和思
维方式中，让我带着审美的心态
去享受音乐带给我的潜移默化，
这慢慢地让我成为了一个带着洁
癖享受音乐的人。”

! ! ! !与萨尔茨堡艺术节相比，上
海演出《波西米亚人》的三位外国
主演都作了更换，何塞·波洛斯饰
诗人鲁道夫，菲欧伦扎·赛多琳斯
演咪咪，马可·卡利亚演画家马切
罗。三位在国外都是一线歌剧演
员，尤其是波洛斯，主演过大量歌
剧男主角，擅长贝里尼、唐尼采第
等美声歌剧。我最近觅得一张唐
尼采第的《,6786 9:;67<6》=>=，正
是以上三位为主角联袂登场，精
彩纷呈，而这次他们又在上海会
师出演，因此更添一份亲切感。波

洛斯声线舒美，运腔舒展，格调高
雅，韵味纯正，很会演戏，形神兼
备的诗人形象，即便在唱到《冰凉
的小手》中的那个高音 ?，也是从
容不迫，游刃有余，显示其不凡的
用声功力。赛多琳斯音色细腻柔
美，又不失爆发力，善于用声唱情
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马可·卡
利亚是位实力派歌唱家，音色饱满，
音量宏大。戏剧性的高潮出现在四
位演员之间的二重唱、四重唱，那真
是声情并茂，激情奔放，感人肺腑！

导演的全新诠释值得称道。

以往的咪咪一出场就给人善良贤
惠的弱女子形象，而这次的咪咪
上着皮茄克，胸挂项链，下着短
裙，足登高跟鞋，手持一支香烟，
像一位风尘女子。而她找鲁道夫
不是点蜡烛，而是点烟，这个改动
倒也符合人物形象。其实在小说
原著中，咪咪就曾是妓女，第三幕
鲁道夫与咪咪不和时，鲁道夫指
责、怀疑咪咪在别人面前卖弄风
骚，以前总觉得有些突兀，这次导
演的处理，揭示了在戏剧逻辑上
的合理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这样的改动，还原了人物的
“本真”。

在第一幕中，还有一处成功
的改动：咪咪寻找钥匙，鲁道夫拾
到后，不是藏到口袋里，而是拿在
手中逗引咪咪。当咪咪伸手来取
时，鲁道夫顺势一把握住了她的
手，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唱出了

那首脍炙人口的《冰凉的小手》。
设计得天衣无缝。

这出戏的舞美也很有特色，
新潮、夸张而具寓意。第一幕，庞
大的房屋塞满整个舞台，相比人
物活动区域的局限，可谓是“大
房子、小人物”，象征贫困底层的
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现状。第二幕
大房子一分为二，分列两侧，占
据舞台中心的是浓缩的巴黎大
地图，前台是几幢微型小房子，
几位主角坐在这些小房子的模
型上。这既点明了剧情是发生在
当今的巴黎，又因为年轻人都收
获了爱情，所以一变而为“大人
物、小房子”。第三幕是巴黎南部
高速路关口，两个路灯闪红，预
示咪咪与鲁道夫的爱情遭到了
挫折。第四幕又回到了第一幕的
场景，虽有一段苦中作乐的跳舞
场景，但总体的气氛更为暗淡、
冷清，人物都局限在一层。剧终，
咪咪死亡，舞台多媒体在大玻璃
窗上先是呈现“,8 ,8”的字样，
但顷刻间即被擦掉，寓意深刻，
可谓绝笔。

第九届亚太地区交响乐峰会 $%余乐团高层各出奇招

《波西米亚人》从萨尔茨堡到上海
! 任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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