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继 !"#$年“中国钢琴梦”和 !%&'年“王者
幻想”巡演后，!%&(年李云迪即将在世界范围
内开启他全新的“肖邦传奇”巡演，演奏肖邦
《!'首前奏曲》。在获得肖邦大奖 #(年之后，这
位史上最年轻的肖赛冠军，还将再次以最年轻

的肖赛评委身份重返。所以，今年的李云迪选择重新
回归肖邦音乐主题，用久经锤炼愈加成熟的音乐风
格，来演绎肖邦作品。
肖邦 !'首前奏曲具有诗人的灵感、鲜明的艺术形

象、高超的技巧和精美的艺术构思，历来被人们喻为
“浪漫主义”音乐的格言。整部作品包罗万象，对生命和
死亡有着深入的思考，快乐和悲哀交相辉映，极苦又极
乐，对演奏情感的把握无疑具有十分高难度的要求。

李云迪是当今国际古典乐坛公认的肖邦阐释者，
从 !%%%年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开始，李云迪
就一直与肖邦有着不解之缘，他为肖邦作品开创了全
新的演奏风格，肖赛特邀评论员评论他“是在掌握肖
邦演奏风格上最完美、最富有诗意的钢琴家”。李云迪
用真挚的情感塑造了一个自由个性又不失高贵典雅
的肖邦形象。多年来李云迪也演绎过很多其他音乐家
的作品，如舒曼、李斯特、贝多芬、拉威尔、普罗科菲耶
夫等等，但他对肖邦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没有改变，
对肖邦作品的演绎一直在持续。此前李云迪已经发行
过《肖邦精选》《肖邦谐谑曲·即兴曲》《)*+, *- .,*!

/*-0》《肖邦夜曲全集》等多张肖邦作品，!%&(年，他
将发行全新的肖邦《!'首前奏曲》。

1月 !(日，在上海保利大剧院开业一周年典庆
之际，李云迪将举办巡演上海站的演出，笔者通过电
话采访了李云迪。

问!你在 &2岁就拿下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现在

演绎肖邦作品!和 #(年前获奖时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还是有的。肖邦的作品需要更多理解才能
演绎得更好，这十五年的时间也让我有了很多
的阅历和经历，让我在演奏的时候有了更多的
思考和体会，这些都是 #2岁的我无法做到的。

问!你对肖邦的音乐有何评价"你最喜欢的

肖邦作品是哪一首!为什么"

答!谈不上评价二字，更多是理解吧。我
对肖邦的理解是：诗意、浪漫、爱国情怀。而要说到作
品，没有最喜欢，只有更喜欢。

问!你对普通观众在欣赏肖邦音乐方面有何建议"

需要提前做哪些功课"

答!其实我认为无论是肖邦还是其他的古典音乐，
欣赏前需要做的功课都不多———静下心来即可。而对

作品深入的理解，对音乐家的研究则是下一步的事情，对于普通观众
来说，不需要用一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

问!最新专辑#肖邦传奇$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新惊喜"

答!《肖邦传奇》里面收录了我演奏的肖邦全部前奏曲，这应该本
身就属于惊喜吧。加上今年是我参加肖赛 #(周年，用这样的一个作
品来向肖邦致敬，也是给乐迷朋友的第二重惊喜。

问!今年十月!作为最年轻的评委!你将飞往波兰!参与肖邦钢琴

比赛的评选!会做哪些准备吗" 从选手变为评委!心情有什么变化3

答! 准备有很多，最需要调整的是演奏家和专业评委的平衡状
态，这样在做评判的时候才能更游刃有余。另外，这段时间也是让我
充足学习的时候。从选手到评委，其实心情没有什么特别起伏的变
化。除却感谢之外，更多的是期待吧，期待在比赛中看到更多选手们
的精彩表现。

问!不少青少年都以你为榜样!你会给那些正在学琴路上奋斗的

青少年一些什么建议"

答!首先要感谢这些年轻人，你们的支持也是我前进的动力。学
琴之所以被讲作“奋斗”，充分说明了其中的艰辛。因此想对这些年轻
人说：热爱生活，专注音乐。热爱生活你会更热爱音乐，在学琴中不断
发掘出乐趣，而不是痛苦。而专注音乐则是前进的唯一诀窍，而这个
过程也会让你收获很多。希望所有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都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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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人们谈到大指挥家时，蒙特
（456776 89:;6<=）未必是一个首先被
提到的名字。比较留意他的，可能是
历史录音爱好者，或爱乐经历相对深
一些的人。这位法国指挥大师留下不
少立体声录音，却是一个久远的人
物；虽然在历史中稳站一席之地，却
又不是富特文格勒、托斯卡尼尼或瓦
尔特那样的历史录音中的巨星。
今年是蒙特诞辰 &'"周年，换言

之，他生于 &2>(年，真的相当久远。在
这个 &1>(年出生的明星，哪怕是古典
明星也迅速过气的年代，是否还会有
人纪念他呢？仔细看看还真不少，最近
?@A将他在自己旗下的全部录音打包
发行，无疑是最重要的出版；此外还有
一些唱片公司，如 8<B5CDA7;长期关
注他的现场录音等等。

从 !"世纪初，到 &1E'年去世为
止，蒙特不仅是最受推崇的一位法国
指挥家，对于法国指挥学派来说，也
是一位守护人。在他指挥生涯的前
$"年，德国学派依然鼎盛，但托斯卡
尼尼所代表的现代派已成为一股旋
风；而到后 $"年，现代派几乎取
得了全面胜利。在这个过程中，
蒙特本人巧妙地“置身事外”，他
的指挥风格看似简洁，事实上却
很难形容其精髓。此人最著名的
经历，莫过于指挥斯特拉文斯基

《春之祭》的首演。作品引发了听众席
上真正的战争，指挥则在恐怖的场面
中镇定地完成全曲。

这一事件揭示了他指挥艺术的
两大特点：一种超凡的镇静，及胸有

成竹的控制力。但还不止于此，蒙特
的录音还让我们看到他钟情于流畅
性，追求高贵的表情与精致的色彩。从
字面上看，似乎集中反映了现代派诠
释好的一面，然而听到那些录音时，我
们又发现这不是现代派的典型，而更
多反映了法国音乐家对于古典风演绎
的理解———高贵体现在节制中，力度
需要同精美相平衡。这样的理念源远
流长，蒙特成为指挥方面的代表。他的
眼界开阔，曲目极广，使这种风格得到
广泛接受，他自己也随之成为那些年
中最受欢迎的法国指挥家。
蒙特的指挥动作同样相当沉着和

简练，并且反感一些指挥家展示其花
哨的动作，曾表示，听众是来听音乐而
不是来看指挥的。他是一位乐队训练
专家，虽然来自法国，影响最大之处却
是英美。尤其是美国，蒙特为波士顿交
响乐团（简称 .FG）与旧金山交响乐团
（简称 FHFG）的历史打上他不灭的烙
印。他在 &1(!年指挥 .FG灌录斯克
里亚宾的交响诗，可称前卫之举，同时
他又使 FHFG能够以无懈可击的品位
演出勃拉姆斯的交响曲。

蒙特指挥 FHFG演奏柏辽兹《幻
想交响曲》的唱片是其代表作，第二
乐章“舞会”拉开帷幕的手法尽显他
风格中的高贵；而刻画群魔乱舞的末
乐章，指挥家的处理毫不铺张，不追
求凶相，却画出邪相。IJK7J发行了蒙
特指挥 .FG 赴前苏联演出舒伯特
《第九交响曲》的录音，指挥家既不追
求传统德国学派那种强烈的自由速
度、厚重有力的音响，也不效法托斯

卡尼尼清晰之中的锋锐，而是以紧
凑，却十分灵活的节奏控制，解开该
作音乐性格异常复杂的难题。那种
“重音只要运用得当，不用轰鸣也将
十分有力”的手法，堪称后世师表。

立体声录音中，我要特别推荐蒙
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现场演奏柴科
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唱片（+J:!
L<J7M发行）。它是指挥家晚年炉火纯
青之笔，没有穆拉文斯基的彪悍，也
没有切利比达克的深度，那份简练却
是历久弥新。如此不蔓不枝的塑造乐
句，有力却透明、不张扬的音响，刻画
老柴的韵味不仅不寡淡，音乐表现还
是异常鲜明和集中的。

蒙特手中的“客观性”永远让人
感到意味深长。

! ! ! !巴赫，这个公众的，具有私人性
质的影子，一直都在等，等你开口诘
问其音乐的现实性和永恒性。

我听巴赫很晚，这套无伴奏大提
琴组曲还是诗人杨炼推荐的，他那部
自传气息浓厚的《叙事诗》充满了对
巴赫的深深敬意，每个局部都有一根
巴赫的神经在跃动，每个回章里都有
完美的音乐形式。在我的诗人朋友
中，除了杨炼，还有两个人是边听着
巴赫边写作的：欧阳江河沉浸于《十
二平均律》和《哥德堡变奏曲》，他的
文字读上去有一种钢琴般的语速和
气氛，而钢克则对《.小调弥撒》与
《马太受难曲》情有独钟。

作为帝王的巴赫是孤独的，他
居住在天堂的宫殿里，人类不能进
入，只能在袅袅的余音中侧首倾听，
心生仰慕。在这一点上，巴赫与诗歌
中的但丁极其相似，那种强大的精

神品质不仅削弱了后来者的自信，
同时又让满身火焰的时间燃烧着他
们所传递的隐喻之花。那些花开不
开，都充满了注释。那些隐喻，有没
有注释都是一个个启示录。耳中的
巴赫与眼中的但丁，互相映照，彼此
辨认。就像一个人和他的自我，就像
镜子的两面。我理解的巴赫是上帝
与自己的交谈，而但丁是人类与上
帝的对话。听与读的过程，实际上是
一种被加入的过程，把白昼黑夜，今
人古人，寂静与喧嚣加入进来，甚至
把咏叹生死也加入进来，构成一个
冥想的新世界。
有多少个演奏家就有多少个不

同的巴赫。如果就无伴奏大提琴组
曲而言，罗斯特罗波维奇是弹钢琴
的巴赫，他轻盈而匆忙；史塔克是
理念的巴赫，他热情而坚毅；富尼
埃是具有一副好嗓子的巴赫，他舒

展如歌；托特里耶是参加沙龙聚会
的巴赫，典雅，柔和，充满随意性；
纳瓦拉是贵族的巴赫，悠闲而高
傲；马友友是感官的巴赫，极度亢
奋，又相对轻松。

我无意在这里，在这些演奏家之
间进行比较，每个版本对属于它的听
者都是最好的。于我，我听到的是一
个综合的巴赫，一个打破了学科界限
的博大精深的巴赫，一个成为了所有
的文献近邻的巴赫……

这个黄昏被一个乐句引领着，大
提琴的意境真实而虚幻，夕阳的余晖
映在玻璃窗上。夕阳是宇宙的一只眼
睛吗？炽热，瑰丽，金色的睫毛扇动着
万丈光芒，大地的黑夜就要升起。而
巴赫穿越其中。或许巴赫也是一只宇
宙的眼睛，他是永恒的一部分，至于
命运那纯粹的颤音，那复调式的万古
闲愁，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肖邦计划#

编号!'2& &'2E %867C<7N&

对于肖邦音乐的喜爱，让这张专辑
的主创、青年作曲家欧拉夫·亚诺兹萌
发为肖邦的一些名曲找寻新方向的念
头。他请来同样乐于尝试新事物的钢琴

家爱丽斯·纱良·奥特合作，以钢琴、弦乐加之对各种混音技
术、电子合成器的大胆运用，重塑这些音乐中的孤寂感，也
营造出梦幻般的效果。从中听者不难发现亚诺兹在新古典
主义、极简主义、乃至电子音乐等多重风格的影响下，形成
的独特音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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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指挥学派的守护人

! 张可驹

———纪念指挥家皮埃尔·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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