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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华纳 从二十多年前与迈克

尔!杰克逊传绯闻"到与兰斯!阿姆

斯特朗轰轰烈烈的婚姻"再到现如

今成为奥巴马的偶像兼好友"最近

十年几乎年年收获格莱美奖的雪

儿!克罗拥有美国演艺圈最好的人

缘"她罹患癌症又重整旗鼓的励志

故事可以写几本书# 此番新作是她

搬迁至田纳西州首府$乡村音乐之

乡纳什维尔后录制的首张专辑"由

于终日在世界各地巡演"偶尔在家

的日子总能让雪儿!克罗找回平静

的感觉和创作灵感#

雪
儿·

克
罗

宾
至
如
归

责任编辑∶徐婉青 特约策划：沈次农 视觉设计∶叶 聆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投稿：xwq@wxjt.com.cn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B8 音乐音响 /星期天夜光杯B82013年9月22日 星期日

! ! ! !环球 黛米的新歌 %!"#$% &%!

%#'(&是今夏各家电台最常播放的"

确实"这首歌一举收获了全球 )*国

+,-."/单曲销售榜冠军# 01后偶像

黛米的成名之路和天后克里斯蒂

娜相似"都是青少年时期就从迪斯

尼频道的电影$电视剧中脱颖而出

了#带着2,3音乐奖$全美人民选

择奖与全美青少年选择奖的掌声"

黛米用她稳稳的高音演唱技巧证

明了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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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环球 来自新西兰的威利!穆

恩虽是乐坛新人"已经被欧美媒体

评为全球年度新面孔# 他的成长足

迹踏遍英国$日本$美国$西班牙$

摩洛哥"四处游走加上爱看科幻小

说的习惯"威利的创作可谓'不走

寻常路(" 亦有乐评人为他贴上了

456 78+%/第二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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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蒙
受的最大灾难莫过于两次世界大
战，战争也因此成为 !"世纪作曲家
永恒的创作题材，深刻地影响着他
们的音乐语汇，英国作曲家布里顿
的《战争安魂曲》以鲜明的时代特
征、独到的视角和丰富的表现手法
代表着 !"世纪反战音乐中的最强
音。#"月 $日，指挥家迪图瓦将携
三名独唱家、上海交响乐团、伦敦之
声合唱团、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在
东艺献上这部巨作的中国首演，以
纪念布里顿百年诞辰，为和平呐喊。
《战争安魂曲》是为二战中遭德

机空袭而毁的考文垂大教堂的重建
而作，#%&! 年 ' 月 $" 日首演于原
堂废墟边的新堂。作为一部控诉战
争的作品，该作基调无疑压抑而苦
涩，瘆人的增四度音程即“魔鬼音
程”贯穿全作，时而出现于合唱，时
而以丧钟的面貌闯入，时而又隐匿
于独唱的旋律与器乐的和声中，仿
佛无处不在的硝烟。布里顿虽然属
于坚守传统的现代作曲家，但在作品
中他“混搭”了无调性、多调性、不规
则节奏等现代作曲手法，将战争的
暴虐与对人性的摧残表现得淋漓尽
致，音乐中也有温暖或欢欣的段落，
但往往一晃而过。长达一个半小时

听下来难免身心疲惫，但留在脑海中
的却是挥之不去的震撼和深思。

除作曲手法，《战争安魂曲》还
有更多层面上的“混搭”。安魂曲即
天主教追思弥撒的配乐，杰出作曲
家们对此题材的挖掘已使其逐渐超
越了宗教功能。布里顿参考传统安

魂曲流程及威尔第等前人的范例将
作品分为进台经、末日经、奉献经、
圣哉经、羔羊经和安所经 &个乐章，
但在拉丁文经文中穿插了一战时的
英国战壕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的
%首英文诗歌。欧文 (%('年加入由
艺术家组成的志愿步枪团，离战争

结束仅一周时不幸阵亡，年仅 !'

岁。为体现经文与诗歌迥异的意蕴，
布里顿将乐手分为不同空间的三
组：一是大型交响乐团加混声合唱
团与女高音独唱，用来表现音乐语
汇较传统的经文部分；二是从遥远
位置传来的童声合唱加管风琴，用
于配合经文中天国形象的段落；三
是室内乐队加男高音、男中音独唱
及重唱，专门演唱欧文的诗歌，其音
乐处理接近无调性，听起来如诵读，
如哀号，如喃语。

诗歌与经文结合方式多样，在
内容上则相互呼应，俨然一部完整而
流畅的音乐戏剧，这与布里顿在歌剧
创作上的造诣密不可分。如末日经开
头的“震怒之日”，它往往被作曲家
用来描绘最后审判日的恐怖景象，
而在布里顿笔下它被具象化为现代
战争的战场，在罕见的七拍子进行
曲节奏下，军号声、机枪的哒哒声、
炮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正是之前
插入的诗歌《厄运青年颂歌》中“如
猛兽发怒的火炮”与“口吃般的步

枪”等词句的写照。又如奉献经中合
唱团以赋格形式唱出“那是你许诺
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民的”之后插
入了欧文的《老人和青年的寓言》，
该诗重述了《旧约·创世纪》中家喻
户晓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但
结局却来了个大逆转：亚伯拉罕杀
死了儿子“以及欧罗巴一半的子民，
一个接一个”，这正是影射将国民推
上战场充当炮灰的政客们，对战争
的罪恶本质作出最深刻的谴责。
终乐章掀起全作最高潮，惊悚

的末日景象摧枯拉朽般袭来，如同
亲历诗人阵亡前的最后时刻。男高
音和男中音独白式地唱出全作中篇
幅最长的诗歌《奇异的相遇》，表现素
昧平生却相互残杀的英、德二士兵在
地狱相会并和解的情景，随着两人一
同唱起“让我们安睡吧”，三组不同空
间的乐手依次加入，形成作品中唯一
一段全体齐奏，以空灵的、洪流般的
音响呐喊“愿天使领你入天堂”，但
“魔鬼音程”上的钟声却再度闯入，
给听者留下了深深的疑问。

尽管世界大战已过去很久，但
地区争端依然此起彼伏，对今天的
世界而言，战争阴影其实并不遥远，
希望这部作品的中国首演能再次唤
起人们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

! ! ! !古斯塔夫·杜达梅
尔前阵子全程参加完萨
尔茨堡音乐节———公开
彩排、特别活动、专业论
坛、指挥马勒交响曲第
三、第七和第八号的演
出，以及指挥莫扎特 )

小调弥撒———乐迷的新
鲜劲儿还没缓过来，又
能听到他的新专辑了，
他指挥柏林爱乐的首张
专辑本月就由 *+ 全球
发行，其中包括施特劳
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和《唐璜》，这两支
曲子都是施特劳斯作为
一个不断探索管弦乐的
作曲大师在其发展道路
中的里程碑之作。

整张专辑都是现场
录音，完成于 !,(!-!,#$

演出季。专辑延续了古典
唱片史上最长久的一段
合作关系———!,#$ 年，
*+和柏林爱乐乐团共同
庆祝了合作一百周年。

提到柏林爱乐，人
们就会想到卡拉扬，卡拉扬指挥
柏林爱乐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
版本至今仍然是古典唱片中的
标杆之作，无与伦比的音乐鉴赏
力配上浪漫主义晚期的华丽作
曲，卡拉扬与柏林爱乐在杜达梅
尔出生那年———#%.( 年合作的
专辑也是首张施特劳斯作品专
辑。但这些吓不倒年轻的杜达梅
尔，相反，卡拉扬的精神似乎赋
予了他灵感，去探索施特劳斯那
排山倒海的和声以及《查拉图斯
特拉如是说》深沉哲思的潜在音
调。杜达梅尔说：“我认为在现场
录音中我们实现了某种非常特
别的东西，这是我生命中一个非
常关键的时刻———就好像你梦
想过的许多高峰中的一个，也许
你曾经觉得是一个不可能实现
的梦，但是却梦想成真了。”

此次发行也宣告 *+纪念施
特劳斯诞辰 ('"周年活动的开始。

! 朱墨青布里顿笔下的反战钟声
《战争安魂曲》中国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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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新乐季张昊辰力透全场 ! 瞿 枫

慕尼黑歌剧节随笔之三
———新世纪男高音群星璀璨让人耳目一新

! ! ! ! 美 国 歌 曲 作 曲 家 /01234

56738（夫人是著名女低音歌唱家，
曾与卡鲁索灌过数张二重唱唱片）
曾断言：在卡鲁索之前，从来没有
听到过哪怕是相似的男高音嗓音。
而自卡鲁索出现后，我们听到的一
个又一个男高音，嗓门大的小的、
高的低的，都在往一个声音发展。
帕瓦洛蒂也说过，这个世纪的意大
利男高音都在往卡鲁索的方式上
靠。他俩的话传递同一个信息———
卡鲁索的出现是歌剧表演的一个
划时代的分水岭，之后的男高音们
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在声音上模
仿这样一种暗色浓郁、充满雄性魅
力的嗓音，在表演上模仿真实主义
风格所强调的直接的、原始的、赤
裸裸的、效果性的情绪表达。不管
上帝有没有赋予他这种嗓音的自
然资源，卡鲁索的前辈们或同时代
大师们的细腻表演风格被慢慢摒
弃。到了上世纪中叶，秀嗓门的男
高音为人们所追崇、所膜拜。音乐
的叙述鲜有通过声乐艺术的方式
来表达，而是用音乐之外的手段来
达到效果。那时拥有“肌肉型”声音
的意大利男高音莫纳科和柯莱利
红极一时，殊不知这已是这种病态
发展的强弩之末。到了上个世纪

末，优秀男高音的资源几乎山穷水
尽，世界上似乎就只有三个男高
音。这种发展的悲剧还改变了爱乐
者的聆听习惯。男高音的力量成分
被夸大到高于一切的质量判断。
在世纪交替之际，秘鲁男高音

佛罗莱兹的出现，让人为之耳目一
新。他的嗓音远离传统英雄性的“肌
肉”男高音，清新鲜亮、花腔技巧出
类拔萃。从此一大批灵巧性、技巧性
的罗西尼男高音如雨后春笋脱颖而
出。接着在浪漫歌剧领域又一骏马
奔腾而出———墨西哥男高音维亚
松。他将传统歌唱技巧融于自然表
演，他的艺术效果大多采用声乐手
段，尤其是丰富的音色变化和力度
的动态细变，他的弱至强再回弱的
技巧，恰似一个美丽的正态分布曲
线，直钻听众的内心。在长期的男
高音荒漠后，人们陡然听到这些当
代杰出男高音，如沙漠中遇甘露。此
后又有波兰男高音贝夏瓦、斯洛伐
克男高音布莱斯立克、德国男高音
佛格特和考夫曼、马耳他男高音卡
利亚等等。如今男高音歌唱家可谓
是群星灿烂。

新一代男高音似乎已摒弃了
拼声音拼本钱的蛮唱，曾经红极一
时的嗓门秀、“肌肉”秀时代渐渐淡

出国际舞台，就是有“肌肉”秀本钱
的歌唱家，也不会无节制地持续亮
出自己的黄金小号。年轻的男高音
们发现了“收敛”的魅力。他们中的
佼佼者维亚松、卡利亚、佛格特、考
夫曼等都是如此。他们对作品的艺
术处理细腻灵秀，精致优美。

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马耳他男
高音卡利亚（96:3; <=>>3?=）的演唱
时，笔者被他独特的声音质地所深
深吸引。透亮而优雅的音色，加上
细碎、快速、匀称、均衡的自然震
音，让人觉得恍若隔世，似乎是在
听 @.转唱片。这是一种久违了的
古典嗓音，魅力无穷。于是乎，多年
来只要有机会，无论是在慕尼黑还
是在伦敦，我都不愿错过现场聆听
卡利亚的机会。年轻的卡利亚是最
近脱颖而出的“优雅”抒情男高音
之翘楚。不仅他的古典嗓音甜美得
能熔化人心，他在歌剧《浮士德》第
一幕唱段结尾时的高音 <或《卡
门》中“花之歌”结尾的高音 !上长
而均匀的线性渐弱所产生的艺术
震撼力，也足以抵得上帕瓦洛蒂的
九个高音 <。

慕尼黑歌剧院在财力和艺术
实力上属德国歌剧院之首。从下个
演出季开始，国际指挥界的年轻奇
才 A080> B3C832D6将出任这里的音
乐总监。他在德国拜罗伊特瓦格纳
艺术节上指挥的新制作《尼伯龙根
的指环》得到听众和乐评界众口一
致的极高评价。人们对于他的到来
寄予非常高的期望。 !完"

! ! ! !上海交响乐团 !"($E#F 音乐
季在申城九月中旬一场疾风暴雨
中拉开帷幕。第一晚上演的是恢宏
磅礴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
奏曲》与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
曲》，第二晚则呈现了三部至臻精
纯的室内乐作品。

青年钢琴家张昊辰的异禀天
赋无需多言，这两场音乐会，他依
然沉稳发挥，每一曲都呈现出极高
完成度，他的指尖已然显露出与年
龄不相符的泰然自若。“拉二”几乎
是每位钢琴家都会经手的协奏曲
经典，该作品宽广深情的旋律经过
张昊辰的处理，少了些许多愁善
感，增添了几分大气沉郁，即便在
与乐队竞奏时也能力透全场、直入
人心。贝多芬《G大调钢琴奏鸣曲》
的挑战不仅在于其令人生畏的技
术难度，还在于它的艰深脱俗。可
贵的是，张昊辰抓住了作品中震撼

人心的爆发与静谧安宁的冥思，尤
其是第三乐章，六个变奏幻化出丰
富的层次，但都相对节制而内敛，
丝毫不显纵恣。弗朗克的《H小调
钢琴五重奏》的三个乐章自始至终
都充斥着厚实的织体，在该作品中
张昊辰展现出一名独奏演奏家良

好的重奏素养，他与另外四位演奏
家合作默契，不论各声部间的音色
衔接，速度疾徐的协调，还是对复
杂节奏的把握，甚至是情绪的收放
都配合得恰到好处。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上交在开
幕季首夜为我们带来的肖斯塔科
维奇《第五交响曲》。在余隆的执棒
下，这部有着“革命交响曲”之称的
作品在音乐厅唤起了有如当天暴
风雨般强烈的激情。上交的弦乐组
一如既往地拥有宽阔的表现域，既
能衬托悲戚哀婉的抒怀，也能歌咏
悠长甜美的柔情，当然还能推进紧
张激烈的高潮。当晚管乐组的精彩
表现同样让人深感惊喜，尤其是铜
管组的出色发挥，彻底打消了笔者
之前的疑虑。特别在第四乐章中，
铜管组甚至起到了领军作用，其辉
煌铮亮的音色闪耀着凯旋的光芒，
引领着全曲迈向最终的胜利。

" 张昊辰忘情演奏挥汗如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