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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接连在鲁宾斯坦与柴可夫斯基两

项国际钢琴大赛夺魁后!年轻的丹尼尔"特

里福诺夫开启自己职业独奏家的生涯# 在

这场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演独奏会上! 他对

李斯特$!小调奏鸣曲%与肖邦$前奏曲%两

部重量级文献的精湛诠释! 证明自己正向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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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歌剧院的双重大庆
! 陈唯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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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遭夭折的布鲁克纳室内乐

! ! ! ! !"#$年 ##月 !#日，德国慕尼黑的巴伐
利亚歌剧院（%&'()*+,-( ./&&/+01()）迎来了双
重大庆———歌剧院的演出场所国家剧院（2&!
/*03&4/-(&/()）二战中被毁后重生半个世纪的
生日；新任艺术指导彼特年科（5*)*4 6(!

/)(370）正式登基。歌剧院为此举行了非常隆
重的庆典。

多灾多难，战后重生
#89$年 #:月 $日深夜，国家剧院被盟军

的炸弹击中，昔日峥嵘轩峻、奢华瑰丽的艺术
圣殿在瞬间转化为废墟瓦砾、断壁残垣。两年
后慕尼黑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面对自己

家乡和心爱的歌剧院万劫不复的场面，肝肠
寸断、揪心挖肺，创作了著名的"变形曲"。

殊不知，这座剧场的这次劫难并非首
次。;<;=年剧场尚未竣工，当时部分建筑便
被一场大火破坏。按理说在建过程中遭遇火
灾，已经是不祥之兆，不料灾难还没有结束。
;<!$ 年 ; 月 ;9 日的一场演出过程中，舞台
装饰不慎着火，而新型的喷水系统却被冻得
严严实实。人们在束手无策之际，眼睁睁望
着星星之火迅速转换为一片火海，吞噬了整
个剧场。

不久慕尼黑当局决定拨款重建，但由于
造价过高，额外征税又不解燃眉之急。于是

乎当局突发奇招，建议人们在慕尼黑消费的
每一杯啤酒多收一分尼，被称为“啤酒分
尼”。在这个世界啤酒之都的这笔“啤酒分
尼”，竟然为歌剧院重建轻而易举地填补了
财政大窟窿。

国家剧院在二战被炸毁之后，巴伐利亚
歌剧院的演出被转移到摄政王剧场进行。这
是 ;8";年慕尼黑为举办夏季歌剧节而仿造
拜罗伊特艺术节剧院建造的剧场，由于座位
不满 ;"""，不能满足观众要求。于是慕尼黑歌
剧院的建设再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世纪 >:

年代的德国，百废俱兴，人们对于重新建设往
往面临两种选择：或重建，或还原。柏林的德

意志歌剧院、科隆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
柏林爱乐大厅都选择了重建，也就是重新选
址、重新设计，按照现代化理念建造。相对保
守的南德文化中心慕尼黑最终选择了造价更
高的还原。重建工作从 ;8?<年到 ;8>$年，共
花费 >!::万马克，其中一部分是慕尼黑市民
的捐款。;8>$年 ;;月 !;日，在当班音乐总监
@0+(A 5(*4B()/-的指挥下，以慕尼黑作曲家理
查·施特劳斯的歌剧《无影女》拉开了国家剧
院的大幕。从此历史悠久的巴伐利亚歌剧院
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和平时期。

战后国家剧院经过多次整修和现代化升
级，已经拥有仅次于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华沙
国家剧院的世界第三大舞台。巴伐利亚歌剧
院不仅在财力上是德国歌剧院之冠，年度演
出场次、演出戏码数量在国际上仅次于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超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米兰
斯卡拉歌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巴黎歌剧
院。C一D

! ! ! !即使是在拨号上网的年代，
网络电台和私人架设的在线直
播服务就已经在古典乐迷心中
站稳脚跟，如 !::!年国内某本
古典音乐类杂志就曾推出过一
年的E(B,&+/栏目，介绍国外的
在线收听资源。

这股风潮的正规军和集团
军化来自柏林爱乐乐团，该团
于 !::< 年推出的数码音乐厅
（本报 !::< 年曾有过报道）就
像英国工业革命一样把乐界对
在线直播的意识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作为后来者，德国巴
伐利亚国立歌剧院于 !:## 年
推出的在线直播则把最新的目
标指向中国。当年 #! 月 !8 日，
歌剧院推出针对北京时间的在
线直播，节目是马丁·库塞执
导，阿舍尔·费什指挥的威尔
第歌剧《命运之力》，考夫曼
和哈特罗斯分别饰演男女主
角。在线直播配备英文字幕，
北京时间 #< 时开始，首先是
院长巴赫勒简短的德语剧情介
绍，第二幕后的 #: 分钟幕间休
息插播歌剧院历年的演出精粹
宣传片。

相较于收费的柏林爱乐乐
团和之前在北京由院长亲自推
广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巴伐利
亚国立歌剧院的在线直播最大
的优势是免费。网络听众只需在
电脑前打开页面，选择带宽，便
等着歌剧表演的开始。但和其他
两例一样，在线直播最大的敌人
就是带宽。即使我家装有 #:F%

中国电信光纤接入，放弃了直播
提供的 GH 清晰度，也就是
;!<"#=?" 精度，转至 ?>"#$;9

的第二档后，整个第一幕还是在
一片卡顿中度过。中场休息过后
网络趋于稳定，波澜不惊地看完
第三和第四幕。

马丁·库塞把第三幕搬到了
恐怖分子大本营，整个制作浸淫
在暴力、血腥、色情和纠结的气
氛中，灯光也是阴郁无比。这倒与饰演吉普
赛女郎娜迪亚·克拉斯特瓦的气场相吻。数
年前我在慕尼黑现场观摩了马丁·库塞上
一次与歌剧院合作的德沃夏克《水仙女》，
演唱外国公主施展女性魅力勾引王子的
也是娜迪亚。这次她身穿皮装手执皮鞭亮
相，还牵着一个大活人走来走去，在舞台
上似乎是个天生的虐待狂。全剧最大的亮
点全在音乐之中。考夫曼和哈特罗斯收获
最大的掌声当之无愧。无比盼望这对誉满
欧洲的当红巨星能够早日来到中国，因为网
络只能体现他们气场的极小部分。

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的在线直播，声音
偏小，声乐部分拾音发虚，即使把音量开到
最大还是偏轻。黄色的字幕在不少场合由于
背景底色而根本无法识别。GH档虽然达到
全高清级别，但碍于带宽形同虚设。G*I-档
放大到全屏相当于 HJH画质，尚能接受。但
是对中国爱乐者来说，总算能与慕尼黑基本
同步地欣赏一部歌剧的新版制作。虽然是在
电脑前，但对于身处异地的乐迷，而且还是
北京时间的时区直播，这显然是最佳途径。
最大的遗憾，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不提供点
播服务。

! ! ! ! ;月 <日，刚结束柏林新年音乐会精彩
表演的郎朗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舞台。在“郎
朗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上，郎朗对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与普罗科菲耶夫《第三
钢琴协奏曲》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演绎，这也是
郎朗在获得“联合国和平大使”后在北京举办
的首场钢琴音乐会。
音乐会上的三首莫扎特奏鸣曲，是郎朗

特意为琴童演奏的，原因是其中某些乐章是
琴童的必弹曲目。但郎朗对这三部作品的演
绎却极富自己的特色，让不少观众在熟悉的
旋律中听到了新鲜的色彩。而在普罗科菲耶
夫的协奏曲中，郎朗与指挥家胡咏言配合默
契，用行云流水般的触键畅快淋漓地展现，用
黑白键编织出了五彩斑斓的色彩，不时掀起
音乐会的高潮。这部作品郎朗刚出了最新专
辑，便被 *KL3(+评为 !";$年度最佳古典唱
片，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

音乐会下半场开始时，国家大剧院院
长陈平上台郑重宣布，授予郎朗“国家大剧
院全球音乐推广大使”的称号。近年来，郎
朗作为国际乐坛瞩目的中国钢琴家，不但
足迹遍布全球最顶尖的舞台、与一流乐团
与指挥广泛合作、推出备受肯定的专辑，同
时还在世界舞台上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作
品。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他还将借助网
络，要让全世界听众听到充满中国民族节日
气氛的钢琴版《春节序曲》。同时，作为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及最新一任的
“联合国和平大使”，他还始终投身慈善与教
育领域，呼吁社会关注失学儿童。在国内成
立钢琴培训机构“郎朗音乐世界”、“郎朗国
际音乐基金会”，把爱心、诚心和恒心奉献给
孩子。而作为国家大剧院的老朋友，郎朗早
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之际，就为青少年朋友
开设了大师课。此后，郎朗不仅屡登大剧院

舞台，还通过大师课、担当国家大剧院“古
典音乐频道推广大使”等行动来承担古典
音乐推广和普及工作。而国家大剧院也期
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艺术的推广和
普及，从而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高雅艺
术，发现艺术之美。

! ! 今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布鲁克纳规模
庞大的交响曲和充满虔敬的宗教音乐时，很
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位一心构筑宏伟音响建
筑的“乡巴佬”也写过精巧的室内乐。最近聆
听了由古大提琴家毕尔斯玛组织的羊肠弦
古乐团的一张布鲁克纳室内乐专辑，发现布
氏这片被人忽视的“秘境”同样美不胜收，特
别是他唯一的成熟室内乐作品———M大调弦
乐五重奏。

;8世纪中叶，分别以勃拉姆斯和瓦格纳
为代表的两派在维也纳掀起“党争”，布鲁克
纳实属恪守传统的作曲家，但因公开表示对
瓦格纳的钦崇而被划入激进的瓦格纳派，结
果深受其苦。维也纳音乐学院院长、赫尔姆
斯贝格四重奏组的创始人老约瑟夫·赫尔姆
斯贝格十分欣赏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但可能
是他不想掺和“党争”，因此在 ;<=< 年客套
式地提请布鲁克纳也该试试室内乐。没想到
老实的布氏以为找到了知音，花了半年时间
便呈上《M大调弦乐五重奏》的谱子。并非真
心约稿的老赫无奈之下，只得通过挑刺来不
断推迟首演，甚至还让布鲁克纳对谐谑曲部
分进行重写。

在布氏的学生约瑟夫·沙尔克的努力
下，作品的前三乐章终于在 ;<<;年 ;;月公
演，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赫这才意识
到自己被偏见弄昏了头。于是辗转在 ;<<?

年 ;月组织了完整作品的首演，结果再度好
评如潮，甚至一些不待见布鲁克纳的评论家
也按捺不住他们的赞誉。在布氏去世前，这
部五重奏的演出次数高达 !$场，而且首演
后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谐谑曲乐章，这同他大
部分交响曲无人问津或是被簇拥者篡改的
惨淡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熟谙布鲁克纳交响风格的乐迷初听此
作会发现它仿佛就是一部“缩编版”交响曲，
四个乐章的结构与布氏恪守了一生的交响
曲曲式几无二致：以奏鸣曲式构建的首尾乐
章中形象严峻的第三主题及漫长的渐强式
尾声、谐谑曲乐章的严格复三部曲式以及
“块状”的音乐发展都是布氏的标志性手笔。

但深入作品细节就会发现迥异于交响曲的
室内乐手法其实比比皆是，其中最令人叹服
是布氏对复调手法的精彩运用，使五件乐器
在主题的发展中得到均等的展现，如第一、
三乐章展开部中主题以其原型和倒影在各
声部间紧密交织，令人目不暇接；末乐章的
第三主题的形式近乎双重赋格，充满戏剧紧
张力。

正如“慢板作曲家”布鲁克纳的其他作
品，第三乐章柔板是全作核心，其优美程度
不亚于他任何一部交响曲的慢乐章。维也纳
乐评家提奥多·赫尔姆曾给了布鲁克纳很多
差评，但聆听此乐章后赞美它仿佛“一部新
近发现的贝多芬晚期作品，每小节都闪耀着
灵感”，且此后成为布氏忠实支持者。其实乐
章展现得更多的依然是布氏对室内乐理念
的不懈追求，他弃用之前交响曲慢板所延续
的双主题变奏形式，而首次采用奏鸣曲式，
正是因为展开部为声部间精致而亲密的互
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乐章主题构建也极为
凝练，两个主题虽性格迥异，但第二主题其
实就是源自第一主题的倒影。在小提琴如摇
曳烛光般的八分音符背景下由第一中提琴
吟咏而出的第二主题无疑是全作最纯美的
时刻，仔细聆听仿佛能感受到布氏第八交响
曲那著名的柔板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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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邀郎朗任全球音乐推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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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德沃夏克的 $"大调小提琴协奏

曲% 以迷人的旋律与浓郁的斯拉夫民族色

彩为人所爱# 在穆特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

的这版新录音中! 她显然意识到独奏声部

的即兴特点!演绎颇具幻想性!琴声中丰富

的色彩变化也与柏林爱乐富有张力的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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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继广受赞誉的贝多芬交响曲全

集后!夏伊与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在不

久前又完成了这套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夏

伊在以忠实原作的态度驾驭乐团的前提下!

也不时融入个性化的风格! 让这些格局宏

伟&配器细腻的交响篇章'活(在当下# 严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