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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中蕴含多么丰富的精神意象
! 杨燕迪

! ! ! !近日，来沪献演的世界著名乐
团络绎不绝。我个人的一个强烈感
受是，乐团虽是众人集体组合，且编
制大同小异，但受民族气质、文化环
境、指挥要求、诠释曲目等多方面的
复杂影响，这些乐团居然好似具备
明确性格的个体人物，有其独特的
秉性，也有临场发挥的好坏———事
后回顾一番，或许从中也能得到某
些教益。

悉尼交响乐团（!"月 #$日，东
艺）算不得“著名”，而指挥阿什肯纳
齐系大钢琴家出身，挥棒的姿态和
手势都不免有些僵硬。但有趣的是，
这样的指挥“风格”在音乐会下半场

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中却
相当奏效———因为这首现代交响杰
作的旨趣正在于长时间的音效积聚
和“刀切般”的干硬线条：第一乐章
由轻至响、又由响至轻的大尺度“橄
榄式”造型设计，以及第二乐章粗暴
无情到有些疯狂的狰狞声响，都着
实不免让人惊诧。

接下来的德累斯顿管弦乐团
（!"月 %"日、%!日，大剧院），第一
场可能因旅途劳顿而不在状态。好
在第二场中指挥蒂勒曼和乐团奋力
投入，不仅全然挽回面子，而且贡献
了一场称得上“伟大”的、令人激动
的高质量音乐会。德式的曲目（瓦格

纳、布鲁克纳与勃拉姆斯）、德式的
演奏（醇厚而丰润的声音特色）、德
式的指挥路数（拍点提前，极端注意
声部的平衡和传切，并且为乐队注
入松紧有度的弹性节律），德式乐团
的传统风范果然是名不虚传。

相比，托马斯（简称 &''）棒下
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月 !$日、!(
日，东艺）表现同样堪称“喜忧参
半”。头一场的俄罗斯曲目（拉赫玛
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和《第二交响曲》）轻盈、干净有余，
但厚重和悲怆不足。直到第二场中
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的乐队
才显山露水：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幅

度音色对比，从“丝绒般”柔美的弦
乐旋律舒展到震耳欲聋的全奏高
潮喧嚣———观众在过足瘾后终于
满意而归。

在德式和美式的不同风味之
后，来了正宗“俄式大餐”———“姐
夫”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剧院乐团
上演“全普罗（科菲耶夫）”专场（!!
月 #$日，东艺）。这是期待和结果最
相匹配的一场音乐会。不出所料，
“姐夫”依然善于“抓大放小”，这完
全符合俄式音乐的内在理路和俄式
乐队的本然天性))细节可以粗放一
些，但大范围的结构雕刻和大尺度
的关系勾勒却清楚明确。郎朗担当

独奏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因乐曲
的“捣蛋鬼”刺头性格非常适合独奏
家夸张、外向而炫技的演奏风格，因
而获得了几近“爆棚”的现场效果。
《第五交响曲》是作曲家俄式“大抒
情”史诗风范和宽广歌唱的最佳体
现，“姐夫”手下略带毛糙的粗犷音
响表达如此意境，正可谓恰如其分。

总括起来说，德累斯顿和马林
斯基这两个代表德、俄两类全然不
同民族风骨的乐团给我们留下了
最深刻难忘的印象。显然，这种音
乐演奏“风骨”的基底是积聚了深
厚民族精神、同时又具备独特个人
视角的伟大作品。声音本是一种无
机的物体振动现象，而我们看（听）
到，在这样的作品和演奏中，声音
中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精神意象，承
载着多么厚重的文化积淀。此时，
无机的声音就转变成了作为文化
和艺术的音乐。

———世界著名乐团近期来沪演出观后感

! ! ! !李心草、李传韵、吴牧
野以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这样阵容的演出队伍来到
学校，让上海的大学生们兴
奋不已。

!!月 !#日———!(日，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先后走
进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财
经大学，为学生们送去古典
音乐的豪华盛宴。这是“国
交”延续多年来坚持“高雅
艺术进校园”在 #"!#年的
行动。多年来，中国国家交
响乐团以全员大编制和名
家名曲的豪华阵容进校
园，已经形成传统。这次上
海四名校的巡演更是动用
*支圆号的超大型编制，由
乐团首席常任指挥李心草
执棒，受到学生们狂热的
欢迎和追捧。
“国交”这次精心编排

的曲目，全部为大型交响乐
经典作品：关峡《大地安魂
曲》、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
曲》、理查·施特劳斯《英雄
生涯》、柴科夫斯基《第一钢
琴协奏曲》、西贝柳斯《小提
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李传韵
的“鬼才”和吴牧野的“金手
指”，让上海大学生们大开
眼界。音乐会后，大批学生
蜂拥后台，围住李心草、乐团首席刘
云志和独奏家李传韵、吴牧野，要求
签名合影。
“国交”上海巡演由团长关峡带

队，首场上海大学，巧遇美国高校校
董访问团访问该校，上海市教委有
关负责人和校领导一起出席。而在
上师大、交通大学、上海财大，校领
导都对乐团高层和音乐家进行了热
情的慰问和接待。

而学生们则打出了“走近大
师，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修养”
的横幅以表达他们对国交到来的喜
悦之情。交大一位学生说：“平时在
学校读书，没机会这么近距离地欣
赏交响乐，觉得很震撼。”财经大学
一位曾学过小提琴的学生说：“听
了李传韵的《梁祝》，又激起了练琴
的欲望。”校园师生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希望能有更多国家级专业团
体来校园展演。

! ! ! !有台湾第一阿卡贝拉
团之称的“神秘失控人声乐
团”，迄今已经成团 !" 周
年。为了庆祝团庆，他们展
开了香港、上海、台湾的巡
回演出。今晚该团将登台大
宁剧院，给上海观众带来最
地道的“台湾味”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是指不使用任
何乐器，以纯人声构成伴奏
与旋律的演唱形式。近年来
在亚洲已成为重要的音乐表
演类型。“神秘失控人声乐
团”成立于 #""#年，是台湾
第一个以纯人声形式演出的
专业乐团，突破一般传统重
唱法的观念与限制，熔人声
演唱、舞台灯光、戏剧表现、舞
蹈走位及和声技巧为一炉，
是具有创新能力与灵活表演
弹性的音乐团队。他们更以
阿卡贝拉诠释许多脍炙人口
的华语歌曲，如《故乡》《甜蜜
蜜》《我的未来不是梦》等，都

被他们以纯人声唱出独特的台湾味。
“神秘失控人声乐团”近两年还

通过《中国达人秀》《我要上春晚》等
节目，在大陆掀起了一阵阿卡贝拉
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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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胡桃夹子#诞生追记
! ! !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首演于
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是在 !+*#

年 !!月 !,日，迄今已 !#"年。如
今这部舞剧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世
界各国音乐芭蕾舞台上必不可少
的圣诞新年节目。

!+*"年，马林斯基剧院院长邀
请柴可夫斯基为一部芭蕾新作《胡
桃夹子》谱曲，此前柴氏曾应约完
成《睡美人》的创作。
这年柴可夫斯基年满五十。由

于多年来在经济和精神上支持他
的梅克夫人突然中止了与他的往
来，他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悲怨。为
了生活，他还必须加倍工作。歌剧
《黑桃皇后》的首演获得成功是让
他深感欣慰的事情。其次，他又为
《哈姆雷特》的义演配乐并接受了
马林斯基剧院要他为歌剧《约兰
塔》和《胡桃夹子》作曲的委托，同
时还准备于第二年 ( 月 ( 日在纽
约卡内基音乐厅的开幕典礼上指
挥乐队演出。

在赴美前夕，柴可夫斯基开始
写《胡桃夹子》。虽然对这部舞剧题
材的兴趣一直不大，但真动起笔

来，却写得很快。%月 !+日赴美启
程前，舞剧第一幕的音乐已完成。

去美国时途经巴黎，柴可夫斯
基发现一件新乐器———钢片琴。他
感到声音十分动听，觉得可以在《胡
桃夹子》试用。但又生怕里姆斯基)

科萨柯夫和格拉祖诺夫获知，便赶

紧写信给出版家尤根松，要求他“绝
对机密”地迅速从巴黎买一架钢片
琴回俄国。他说：“我预料这种新乐
器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柴可
夫斯基果真把这种乐器运用进了
《胡桃夹子》第二幕的舞蹈伴奏中，
确实产生一种梦幻般的音响效果。

美国演出结束后，柴可夫斯基
继续写作《约兰塔》和《胡桃夹子》，
但感觉很不好。完成草稿后他给朋
友写信说“比《睡美人》差得多了！”

此时，柴可夫斯基的另一部歌
剧《督军》原定在音乐会上演出，由
于他对作品不满意，一怒之下把总
谱毁了。为了给音乐会填补空白，
他必须再拿一部新作品来，因此就
从刚写好的《胡桃夹子》里选出几
段，匆匆加以配器，以组曲形式送
到音乐会去。结果，组曲受到了极
为热烈的欢迎，六段中的五段都被
要求“再来一次”。

!+*#年 !!月 !,日，《胡桃夹
子》与《约兰塔》一起在马林斯基上
演。亚历山大三世亲临观看。对这
次演出，音乐史家通常都作为芭蕾
舞剧《胡桃夹子》的首演，而事实
上，《胡桃夹子》组曲要比芭蕾舞剧
更早出现在舞台上。

!#"年已经逝去，《胡桃夹子》早
已成为各国观众圣诞节最受欢迎的
舞台节目。而《胡桃夹子》的音乐也
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演出，成为
古典名曲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 钱世锦

我的法国音乐剧情结
———写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演之际

! 费元洪

! ! !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一
个不断上行的旋律，被深深迷住。
很快我知道了它选自音乐剧《巴
黎圣母院》，歌名叫《大教堂时
代》。接着我又迫不及待地聆听了
剧中的其他歌曲。因为唱的是法
文，很多我不明白，但这些旋律却
能让我久久地心潮澎湃。入睡前，
我可以听至深夜。当我不得不将
耳机摘下时，那些旋律依然萦绕
在我脑海，挥散不去；上班路上，
我可以一路听着走到单位。当时
我就是这么痴迷。毫不否认，这些
来自法国的音乐仿佛有魔力，一
进入耳朵，就会牵着你不放。

后来我又听到了另一部法语
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它给
我带来和《巴黎圣母院》同样的激
动，有些歌甚至更为激动。这两部
音乐剧虽然都来自法国，有法国
特有的韵味，但风格却不同。《巴
黎圣母院》像诗人，将一首首诗篇
向你娓娓道来，没有义愤填膺，却
内涵丰富，回味无穷。它的音符大
多是柔软的进入，哪怕是强烈的
情绪，也是用传染的方式，像橡皮
筋一样慢慢将你拖入它的音响世
界，让你渐渐地被占满心灵。许多
绵延悠长的乐句，长得都快唱断
气了，但中间有一根线是连着的，
气息是从头贯穿着，始终不会断。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不同，它
更富有动感，节奏感更强烈。它也
有很多柔情的段落，但乐句与乐
句之间，衔接得更紧，一层层音乐
的波浪推进得更快。它的方式是
很直接的，甚至是暴力的。剧中两
个家族决斗的场面，从家族对峙，
到罗密欧一怒之下将提伯尔蒂杀
死。整个过程，音乐铺垫层层推
进，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达到高潮
时近乎失控。电吉他犀利地尖叫，

强烈的鼓点层层推进，真让人听
得血脉贲张。我的感觉是，两部音
乐剧都具有浓郁的浪漫气息，但
《巴黎圣母院》像佩剑的抒情诗
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像是手
拿诗书的武士。

后来我又听到许多法国音乐
剧，《十诫》《茱莉爱美丽》《斯巴达
克斯》《太阳王》《阿里巴巴》《小王
子》《丁丁历险记》《飘》……我惊
讶于法国竟也有那么多音乐剧。
这些音乐剧秉承了法国一以贯之
的创作特质———重音乐，轻戏剧；
重情感，轻理性；重氛围，轻逻辑。
这些特质，如同德彪西、拉威尔写
下了《大海》《牧神的午后》《达芙
妮与克罗埃》一样，也如同莫奈画
出了《睡莲》和《向日葵》，是法国
艺术独特于欧洲艺术之林的基

因。
这样感性的气息，这样注重

音乐的表达，和英、美音乐剧细腻
精致、强调戏剧节奏和视觉真实
的叙事方式全然不同。大概也正
因为如此，法国音乐剧更喜欢拿
知名题材下手。这样的好处，是观
众不必再为了剧情而费心思。当
创作者没有了叙述的牵绊，便可
将法式的感性发挥开来。

时至今日，我心目中的两大
法语音乐剧依然是《巴黎圣母
院》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可
撼动。上海文化广场开张一年之
际，两部最经典的法国音乐剧就
能得以引入，而 !# 月 ## 日首演
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第一
次来到中国，真是件难得与令人
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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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音乐会 12月28
日 贺绿汀音乐厅

"#!$新年音乐会 12月31
日-2013年1月1日 艺海剧院

"#!$ 新年祈福音乐会 12
月31日 东艺

上海管乐新年音乐会 2013
年1月1日 贺绿汀音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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