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新洋 摄

! ! ! !威廉·克里斯蒂与他创立的法国繁盛
艺术古乐团，几十年来在业界一直是品牌
的象征。欣赏过他们无数的唱片和影碟，
多年前还在上海大剧院现场观赏克里斯
蒂指挥繁盛艺术古乐团演出拉莫《游侠骑
士》，那个狂欢之夜至今仍历历在目，回味
无穷。时隔多年后，在今年上海国际艺术
节，克里斯蒂再度率领他的子弟兵来到上
海，!"月 !#日在上海音乐厅上演了一场
充满创意的古乐音乐会，别开生面，精彩
纷呈，值得一赞。

这台名为《意大利花园》音乐会的曲
目，并非按常理出牌，它汇聚了 !# 至 !$

世纪意大利抒情风格作品（歌剧、牧歌、康
塔塔等）的精华片段和唱段，经过创作人
员重新编配和加词，有机组合成一台全新
的“情景剧”，上半场着重对爱、美、怒、妒
等情感主题的挖掘，下半场展现了一幅生
动风趣的世俗场景，令已经日久的古乐焕
发出勃勃新意。在这些作曲家中，既有我
们熟悉的维瓦尔第、亨德尔、约瑟夫·海
顿、莫扎特（后几位其实都是德奥人，可见
当时意大利音乐的强势和盛行），又有我
们平时鲜知的阿德里阿诺·班基耶里、亚
历山德罗·斯特拉代拉、奥拉齐奥·维奇、
居古拉·波尔波拉等———其中居古拉·波
尔波拉还曾经是约瑟夫·海顿的老师，如
果不是这样的音乐会，我们可能要忘记他
们了，而他们的“复活”表明，红花还需绿

叶，长长的音乐史，有主角，也要有配角，
这才是一部活色生香的“戏”。

其次，从节目单上了解到，从 %""%年
开始，威廉·克里斯蒂与他的繁盛艺术古
乐团又创建了每两年一次、为青年歌唱家
建立的声乐学院———声之花园。学院的最
终入围者，将与繁盛艺术古乐团一起进行
国际巡演，以作为这些声乐演员职业生涯
的出发点。这次随团来上海演出的六位
（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男中音、假声男
高音、男低音）声乐演员，就是“声之花园”
声乐学院的佼佼者。虽然还是新秀，但已
展现出相当高的演唱水准，我尤其欣赏其
中的抒情女高音露琪亚（唱亨德尔《时间
与真知的胜利》中的咏叹调《离开荆棘，采
摘玫瑰》———此曲我们最为熟悉的是出现
在亨德尔另一部歌剧《里纳尔多》中的“让
我哭泣”）、曾经已两次来上海演出巴洛克
歌剧的女中音利亚·德桑德勒（唱维瓦尔
第《奥托尼在维拉》中的咏叹调《让我嫉
妒》）和假声男高音卡洛（唱尼古拉·波尔
波拉《独唱康塔塔第十首》，虽然他演唱时
有一个小失误）。而我们此次欣赏到的这
台《意大利花园》音乐会，其实已经是克里
斯蒂“声之花园”的第七版了。也就是说，
经过十几年的成长发展，“声之花园”已经
是繁花似锦，蔚为壮观了。这样的曲目组
合与演唱机制的培养，相得益彰，真是充
满了创意啊！

此番二十多人编制的繁盛艺术古乐
团，虽然是担任音乐会的伴奏，但其醇
厚而又纯真的古乐韵味，在我所听过的
林林总总的古乐团中，绝对是名列前茅
的。这就必须要说到乐团的灵魂人物威
廉·克里斯蒂，看他指挥演出，已不仅仅
是在演出，而是在享受音乐———他的举
手投足，优雅亲切，深深陶醉在音乐的
喜悦中———所以啊，乐队才会焕发出如
此迷人心醉的神韵。

最后要赞的是，整场声乐音乐会，上
海音乐厅在舞台两侧荧光屏上都配以中
文字幕，便于观众对剧情和唱词的了解，
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的———如果不
是这样，对这样一台古乐演出，观众很可
能会一头雾水。回家细看节目册，又是一
喜：除了常规内容的介绍，还附有音乐会
所有曲目的中文翻译，令我再度沉浸在回
味音乐会的涓涓细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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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贝多芬逝世 !&"周年之际，
上交新乐季安排了多场贝多芬系列
音乐会，以席夫演奏的《“皇帝”钢琴
协奏曲》作为此次“贝多芬之旅”的
开端再合适不过。席夫前半生录制
了大量经典唱片，从 !'世纪的巴赫
到 %"世纪的雅纳切克，偏偏遗漏了
古典核心贝多芬。这位较真的钢琴
家认为弹好贝多芬需要足够的阅
历，他也曾在 %"多岁时登台演奏
《“皇帝”钢琴协奏曲》，却自认为无
力驾驭。直至过了知天命之年，席
夫现场录制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
集，并因此获得波恩贝多芬博物馆
颁发的荣誉会员称号。如今，#(

岁的席夫对于贝多芬音乐的把握臻
于完美，在今年 '月的韦尔比耶音
乐节和 $月的 ))*逍遥音乐节上，
席夫均以《“皇帝”钢琴协奏曲》技惊
四座。

!"月 !+日晚，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当“皇帝”开篇的华彩和弦
从席夫的指尖流淌出来，熟悉他的
听众可以立即辨认出来：没错，这就
是席夫！稳健的步伐、晶莹的音色以
及王者的气场，没有丝毫多余的刻
意煽情，举重若轻，是现场听席夫演
奏“皇帝”给我的直观感受。北德广

播爱乐乐团与其说是在曼泽的指挥下协奏，毋宁说是
紧随在席夫的坐骑之后，哪怕在最高潮时，依然保持同
样节制的声音，而这种节制，自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从
中仿佛有阳光浮现，让我们不得不以仰视的态度聆听
来自乐池底部的声音。

在钢琴声部休止时，席夫的双手也在不停挥
舞———这位深谙指挥艺术的钢琴家，在两个月前的韦
尔比耶音乐节上演奏“皇帝”时，是边独奏边兼任指
挥的。然而，随着乐队呈示近两分钟的柔板主题，席
夫双手聚拢在胸前，闭上眼睛纹丝不动，表情像一个
孩子，这圣洁的一幕让在场听众终生难忘。席夫随后
弹出的钢琴柔板旋律足以将人带入天堂般的幻境，他
的弱奏比耳语还轻，却给人温柔的力量。
相比之下，曼泽的表现令人有些失望。或许因为

刚接手乐团两年，磨合期尚未形成默契，乐队和钢琴
的衔接多次出现问题，下半场的“英雄”交响曲末乐
章也略显疲态。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曼泽多年的古乐
研究和演奏经验，导致他在指挥现代乐团时要面临一
些矛盾。尽管本场音乐会乐团基本上运用的是现代演
奏法，但谨慎的处理还是让我想起古乐指挥家加德纳
的贝三版本。这种矛盾体现在其指挥姿态上，像是一
位久居书斋的老夫子，竭力想模仿马勒当年的夸张动
作，出来的声音依旧是保守的。
不可否认，席夫的演奏中也出现了一些瑕疵，如装

饰繁多的快板段落钢琴声部出现两处错音和漏音，但
瑕不掩瑜，他们在许多细节张力的处理上甚至比之前
的录音版本更精彩，更重要的是，这场音乐会向听众诠
释了真正的古典精神。贝多芬的同时代文学家歌德曾
将古典精神归纳为：强壮、新鲜、欢乐、健康、纯朴、英
雄。即便贝多芬自《“英雄”交响曲》转向浪漫主义风格，
他的浪漫主义始终维持着歌德晚年倡导的古典精神，
而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在贝多芬去世两年后写出《幻想
交响曲》，正式宣告病态式浪漫主义的到来。尽管席夫
的演奏风格在近年来经历了很多变化，但始终维持着
德奥音乐的古典精神，听他的现场演奏很容易让人想
起温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理想：“庄严的单纯和静穆的伟
大”。所以，虽然席夫毕业自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却
一直不愿染指李斯特的钢琴曲，因为他骨子里排斥那
种滥情的浪漫主义。
由于是与乐队同台上演协奏曲，所以本场音乐会

并未再现 %"!(年加演了“第三个半场”的“席夫之夜”。
席夫此次加演了贝多芬的《降 ,大调钢琴小品》（-./
!%# 01/#）和舒伯特的《降 ,大调即兴曲》（-./&" 01/

%），与“皇帝”和“英雄”的调性相统一。乐团最后加演了
门德尔松的戏剧配乐《仲夏夜之梦》之谐谑曲（-./%!），
再次以轻松活泼的小品与英雄交响产生对比，始终保
持的，是德奥音乐中最可贵的欢乐、健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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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古乐 别开生面
! 任海杰

! ! ! !在小提琴女神安妮2索菲·穆
特的音乐会上，喝彩声最多的当为
最后一首，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
曲》。但我却要特别为她在传统的节
目里加一曲现代作品的做法叫好。
这一曲就是库瑞尔（*3445647的“齿轮”。
库瑞尔是美国当代作曲家，他的音乐

被誉为“声音独特，抒情多彩，扎根传统，
却是绝对创新”，大受世界好些著名的交
响乐团、重奏团和独奏家之欢迎，其中就
包括穆特。他为穆特以委约的方式
创作了多首作品，最有名的是“时间
机器”协奏曲，由穆特携纽约爱乐合
作首演，后来美、欧、亚一些乐团相
继演出。这次音乐会上的“齿轮”，则
是最新的一首。
听此曲，我们当然可以按其标

题进行一番联想：齿轮转动的摩擦
声，或受阻，或顺畅。当琴弦按到极
高音时，那似乎是上紧了发条。然而

我更喜欢抽象地去欣赏它。注意钢琴的伴
奏，相当篇幅是分解和弦，当然有不协和
的和弦，但总是有序的。而小提琴，则常常
出现无调性，听来抓不住旋律。两者合起
来，显然就是无序的却有情感起伏的线
条，游荡于有序的形式美结构之中，营造

出有序与无序灵动交融的抽象美。
二十世纪现代音乐中，有的乐

曲已在“异端”的指责声中被公认
为经典。二十一世纪了，创新还在
继续。在我们享受古典、浪漫悦耳

的旋律之际，来点新奇的、初听可能并
不顺耳的音乐，扩大自己的“听野”，激
发起与时俱进的审美情趣，未尝不是一
种乐趣。
穆特拉“齿轮”，正是一种引导。

! 许锡铭

赞穆特拉“齿轮”

原汁原味的俄式大餐
! 张菲儿

———威廉·克里斯蒂的《意大利花园》

! ! ! !捷杰耶夫（昵称“姐夫”）与马林斯基
剧院交响乐团（简称“马林斯基”），这两个
极其响亮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票房保障。
几年前我们还在叹息无法在国内看到这
两个神话的合体，而今在上海大剧院的
努力下，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从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至斯

特拉文斯基，姐夫与马林斯基给我们带来
了原汁原味的斯拉夫民族风味大餐。上半
场极其绚丽的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
与质朴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
曲》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姐夫和马林斯基
也给我们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
式。《火鸟》组曲野性十足，断裂而干脆的
乐句，突出的铜管以及逼真的拟声手法令
人印象深刻。俄罗斯乐团独特的粗粝音质
真实地再现了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中的原
始感。而在“拉三”中，他们则将拉氏特有
的绵长旋律展露无遗。乌兹别克斯坦的
&"后钢琴家阿布杜瑞莫夫近年来可谓是
中国的常客。“小鲜肉”自 %"!+年在东方
艺术中心与波士顿交响乐团以拉赫玛尼
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引起轰动后，

每年都会“上海一日游”。阿布杜瑞莫夫擅
长演奏抒情片段，高音音色如水晶般剔
透，旋律处理细腻轻柔，阳光的男性外
表下透出一股小女生的羞涩之美。论演
奏技术，他无可指摘；但也许是由于太
过年轻，与马林斯基协奏时便显露出稚
嫩来，无法尽善尽美地把控乐队，多少
有些“少年与老人的对话”之感。

如果说上半场的马林斯基是一只停

留于树枝的小鸟，那么下半场便是翱翔在
天空的雄鹰。相信没有一个词比“火力全
开”更适合他们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第五
交响曲》时的状态。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
是姐夫与马林斯基的看家本领，脱谱指挥
的姐夫第一乐章几乎享受得在舞台上
“跳”了起来，第一个和弦一出便震慑全
场。虽然之后有些倦怠，但第二乐章又立
即拾回状态，独奏中展现的 4389:1对《第
五交响曲》的神秘猜测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经过第三乐章情绪收敛而沉重的铺垫
后，第四乐章冲上云霄，将高潮推向极
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俨然看见“音
乐沙皇”坐镇“航母”开了过来。长号
与长笛出色的表现，定音鼓带领其余打
击乐器霸气的演奏，都让我们真正感受
到来自俄罗斯音乐原汁原味的魅力，如
果不是圆号偶尔的“打岔”，我们也许会沉
浸其中，久久不能回到现实。

没有指挥棒，也没有指挥台，姐夫始
终与亲兵保持在同一平面上感受着音乐
带来的美好。他指泛莲花般的巧妙与波澜
壮阔般的音乐永远地留在了我们心中。

———评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