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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时空

讲中国故事，传中国声音
! 黑白键

! 李严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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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声中迎来新的一年名家
名团

! ! ! !在布达佩斯，有世界最美的咖
啡馆———纽约咖啡馆，也有世界最
美的音乐学院音乐厅———李斯特音
乐学院音乐大厅。在这座连空气都散
发着古朴和恬静旋律的城市，音乐并
不是奢侈品，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夜幕下的李斯特音乐学院音乐

厅显得格外典雅，学院内的两个音
乐厅比邻，我看了一下他们一二月
的演出排片表，光钢琴家就有内田
光子、拉贝克姐妹、埃玛尔、瓦萨里，
可谓群星闪耀，而上海音乐学院原创
歌剧《汤显祖》作为欧洲青年歌剧节
的开幕演出，在节目册中赫然醒目，
为它添上了一抹神秘的东方色彩。

明代大文豪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同龄，他们对东西方文化都有着深远
的影响和意义。老外知道汤显祖吗？
在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文化和韵
味，他们能听懂吗？对这部中国制造
的歌剧所描写的汤显祖不寻常的一
生，所传达的中国士君子的精神世
界会有怎样的理解和体会？带着这
样的好奇，我聆听了这部歌剧。
李斯特音乐学院索尔蒂音乐厅

音响出奇的好，空高，四周木质材料
反射混响刚好，还有个乐池。场灯暗
下，远处，飘来昆曲《牡丹亭》的念
白：“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
以死，死可以生……”身着水袖戏服
的杜丽娘（桑曼容饰演）一亮相就惊
艳全场！她行腔婉转，极富中州韵，
声音穿透力很强，轻松地直抵最后
一排。其身段、一招一式都充斥着强

烈的中国戏曲元素。她六次出现在
剧中，作为汤显祖的灵魂伴侣，与他
跌宕一生。
颇感新鲜的是，作曲家徐坚强

融入了昆曲、淮扬戏、采茶调、傩戏
等民间、戏曲元素，并在西洋乐队
中，加入了二胡、竹笛、古筝、琵琶等
民族乐器，整个音响就此发生了奇
妙的变化，浓浓的中国风扑面而来。
此外，要展现汤显祖的文学高度和审
美情怀，对词作者来说可谓难上加
难，有着深厚文学底蕴的上音院长林
在勇亲自创作，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
代语汇有机结合且毫无违和感，诗
词之美和意境尽在其笔端流淌。
从《序曲》《折柳别》《天风响》到

《我们只相隔一个梦》……这些情真
意切、博古通今、充满诗意和感情色
彩的歌词和旋律，以独唱、重唱与合
唱的形式带我们一步步走入汤显祖
的内心世界，体味他才华横溢却仕
途坎坷、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
又正义凌然的君子气度。而汤显祖
与爱妻吴氏凄美的爱情故事也化为
一个个经典唱段。年轻的编剧陆驾
云巧妙地把《汤显祖》几个重要的人
生片段勾连，植入他的“临川四梦”，

随着剧情发展，汤显祖的形象越发
清晰、伟岸。男一号汤显祖（胡斯豪
饰演），由男中音演唱，他人高，而且
帅，入戏快，音色醇厚圆润，我很难
想象这样成熟的演唱和表演居然是
来自上音声歌系的学生，可见其舞
台经验之丰富。女主角吴氏（郭昭君
饰演）的音色也是绝对的美声标配，
华丽甜美、气息稳定。此外，四个官
员四重唱的戏也很出彩，被他们演
绎得惟妙惟肖！
歌剧临近尾声，舞台上，三束追

光分照在汤显祖、吴氏与杜丽娘身
上，形成了三个锐角，各自内心之真
情、大爱、高尚、悲悯的独白在此汇

合倾吐，汤显祖跌宕精彩的一生到
这里落幕。伴着《无古无今》的音乐，
匈牙利观众发出了整齐而有力的掌
声，足足持续了十分钟。这一刻，作
为中国人，你会由衷地感到自豪！
音乐会后，几个匈牙利观众兴

致勃勃地对我说：“这是第一次听中
国歌剧，以前并不知道汤显祖，通过
此剧，我们了解了这位东方的莎士
比亚。虽然表演者都是学生，但演得
非常专业！”
其实，我们不需要所有一切都

唯美，我们需要的是带着探索的眼
光，把中国独有的叙述和表达、中国
的韵味带到西方，让更多人看到中

华艺术之精妙。诚如此剧的总策划、
词作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所
言：“现在国家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
中央，来到对未来带有探索性的前沿
阵地上，中国人不再是简单的模仿，
而应该创新。你的思考越深，你的理
念、举措、格局、远景更大，你带来的
就是可供全球共享的新的文化概念
和文化模式。我们在诗韵、戏韵中探
索中国歌剧的独特品格。”而此剧的
总导演、上音副院长、歌唱家廖昌永
表示：“上音从建院开始，从萧友梅
先生到贺绿汀先生，到现在国家要
求的中国原创歌剧，这些都是在致
力于中国原创的本土化、民族化，然
后再是国际化。”
音乐无界，我们如何把中国的

各种元素更好地糅合在一起，打造
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歌剧；如何把中
国故事讲得更为动听；如何让歌词
和旋律配器更为贴切；如何尊重艺
术创作规律；如何将创新与我们古
老的传统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独特
的中国式语境和表达……中国歌剧
的艺术性和其他各个维度值得探讨
的空间还有很多。上音原创歌剧《汤
显祖》，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在李斯特音乐学院听上音原创歌剧《汤显祖》有感

! ! ! !一月末的上海，许是
这座城市最寒冷的时日。
不过，热爱艺术的朋友们
想必正热血沸腾，期待着
城市文化地标建筑之一的
上海音乐厅新一年乐季的
开幕。开启新乐季首场音
乐会的艺术家，是被誉为
当今乐坛“卡门第一人”的歌剧天后安
娜·卡特琳娜·安冬娜琪（!""# $%&'!

()"% !"&*"%++)）。
在人们的印象中，法国作曲家比

才笔下的“卡门”，性格热情、奔放，而
安冬娜琪非但来自同样自由热情的国
度意大利，而且还能说一口无可挑剔
的浪漫法语。她既可完美诠释卡门之
类的角色，亦可浅吟低诉细腻到极致
的艺术歌曲；她的表演可以“燃烧”整
个舞台，但走下舞台，她又愿意隐匿在
自己的橄榄园中……就是这样一位令
人着迷的歌剧天后，将会在明晚第一
次来到上海，与这里的乐迷们见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歌剧和美声复

兴的时期，尤其在意大利，罗西尼的歌
剧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当时，罗西尼有
不少作品是为他的妻子、著名女高音
歌唱家科尔布兰所作，而那时科尔布
兰的高音区却已出现了一些问题，因
此她的音域确切而言，应是我们今天
定义的“次女高音”。所以，要找到一个
适合演唱科尔布兰角色的歌唱家，其
实是比较棘手的。如今许多演唱这些
角色的女高音，需要在声音的深度上，
尤其是中低音区特别下功夫。而安冬
娜琪用了六七年时间，在意大利几乎
垄断了罗西尼女高音的角色。

其中最出色的要数《埃尔米翁内》
（,(-)*"'），这部作品可谓最适合安冬
娜琪的声音和表现力。《埃尔米翁内》曾
是一部存有争议的作品，在那不勒斯遭遇惨败，
直到 ./00年在佩萨罗，才由卡巴耶重新演唱。
然而，卡巴耶的准备不足和当时糟糕的嗓音状
态，导致并未很好地将之呈现。几年后，安冬娜
琪在罗马的演绎，终于让人们重识它的精彩之
处，同时也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伦敦
和格林德波恩的音乐节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说到安冬娜琪的“卡
门”，自然要说她与英国科文
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合作。
安冬娜琪首次登上皇家歌剧
院的舞台，是在 .112年演唱
罗西尼歌剧《摩西在埃及》中
的埃尔西娅。3445年，她再次
回到这里，在新制作的歌剧
《卡门》中饰演主角。她塑造
了一个大胆、野性、独立的卡
门，她对音色的驾驭，对舞台
和肢体语言的表现，以及对
整个角色的把控，惊艳了英

国观众。这场由安东尼奥·帕帕诺（6"&*!
")* 7%88%"*）指挥，安冬娜琪领衔的新制
作空前成功。之后，她又与指挥家约翰·艾
略特·加丁纳（9*:" ;<)*& =%(>)"'(）合作，
在巴黎喜歌剧院演出该剧。接着，她不仅
带着柏辽兹歌剧《特洛伊人》中的卡珊德
拉一角再次来到科文特花园，还在音乐会
中与乐团合作演出了肖松的《爱和海之
诗》，并且参加了 ??@逍遥音乐节。

安冬娜琪的事业并不局限于歌剧舞
台，在她众多的独唱音乐会中，她选取了
跨度很大的曲目，从意大利巴洛克作品到
意大利艺术歌曲，从瓦格纳到肖斯塔科维
奇，另外还有一些法语歌曲。正如这次在
上海音乐厅的独唱会中，她就将演唱柏辽
兹、德彪西、迪帕克、普朗克等法国作曲家
的艺术歌曲。其中德彪西的《三首比利第
斯之歌》是她近年的保留曲目之一。这是
一部情绪极为细腻的作品，而安冬娜琪温
暖且略带沙哑的独特音质，以及她在处理
歌词时的用心，令人非常期待。她与钢琴
家唐纳德·苏赞（A*"%<> BC<D'"）的合作已
很默契，苏赞的钢琴恰到好处，清晰敏感
的触键搭配安冬娜琪的音色，将会呈现
出德彪西艺术歌曲中的歌词节奏、重音
和诗意，以及乐思的融合与贯通。
不得不说，安冬娜琪是一位为舞台、

为艺术而生的歌唱家。她在舞台上似乎
有着与生俱来的魅力，她的表演总能让
你投入其中，让你不得不佩服她在表演
方面的天赋。她的卡门、她的埃尔米翁

内，都是最具说服力的！即使可能偶尔有几个
高音不那么完美，但当你看到她的演出时，这
些都可以被忽略。当你面对一位将自己完全
“奉献”给所演的角色、百分百投入到角色中的
艺术家，也许你只能用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
的一句歌词来表达：多棒的一位演员呐（;++*
C" %(&)E&%）！

! ! ! !岁末年初，上海各大艺术院团的新
年音乐会照例接踵而至，可见如今用音
乐辞旧迎新已不再是乐迷的“专利”，越
来越多的人们愿以这种方式寄予对新年
美好的祝愿。
今年新年期间，约翰·施特劳斯家族

的作品依旧是申城舞台当仁不让的主
角，不仅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团第
F2年亮相上海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与上
海交响乐团各自的新年音乐会也纷纷回
归“维也纳———施特劳斯”的主题，前者
请来两度亮相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弗朗
兹·威尔瑟G莫斯特大师执棒，后者力邀由维
也纳爱乐乐团中提琴演奏员成功转型的指挥
家曼弗雷德·霍内克“掌勺”，均力图原汁原味
地呈现维也纳的音乐风情。
即使威尔瑟G莫斯特曾多次表示，施特劳

斯家族的乐曲听上去不难，然对于指挥和乐队
而言如何掌握好其中的维也纳韵味又着实不
易，但聆听他与首度合作的上海歌剧院交响乐
团演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来自山中圆舞曲》
《女人心玛祖卡波尔卡》及《帕茨曼骑士》中的
“查尔达什舞曲”，我仿佛觉得他手中的指挥棒
有着点石成金般的“魔力”。只需感受一下他对
每首舞曲中自由速度的巧妙拿捏，对音量变化
恰到好处的控制，即可知这里的一切早已融入
他的内心，而他也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爱与热
情完全传递给乐团，传递给听众。在他的引导
下，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面貌焕然一新，无
论是精致温暖的音响，灵动优雅的风格，抑或
是张弛有度的节奏，面对那晚该团种种出色的
表现，就连我等早已被世界名团“宠坏”的乐迷
都不由对之刮目相看，甚至几度生出正在欣赏
一支欧洲乐团演奏的错觉，足可见乐团受威尔
瑟G莫斯特的艺术魅力感染之大。

与威尔瑟G莫斯特对曲目选择的另辟蹊
径不谋而合，今年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新年音
乐会的霍内克同样在“维也纳的荣光”这个看
似应景的主题下大作一番文章。他以维也纳
为核心，将苏佩、小约翰·施特劳斯、齐雷尔、
马勒、莱哈尔等多位 .1世纪活跃于此的音乐
家的作品列入节目单中。不过在我看来这场
音乐会中最特别的当属由霍内科本人改编、
托马什·伊莱配器的德沃夏克《水仙女》幻想
曲。如果说在一场以“维也纳”为背景的音乐

会中德沃夏克的入选略显唐突，那么当回眸
捷克曾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那段历
史时，就不难发现霍内克此举的意味深长。何
况回归音乐本身，这也是一部成功的改编之
作。它好似歌剧《水仙女》的缩影，在让人重温
第一幕中女主角鲁莎卡深情的咏叹调《月亮
颂》的同时，也重识了一些原本因被前者的光
芒盖过而忽略的片段，在 3H分钟内呈现出原
作中诸多美妙的乐思。
在曲目变化的同时，新年音乐会的表现

形式也并非一层不变，管弦乐团之外，一些规
模不大、质量上乘的室内乐团和重奏组合的
加入让节日期间的舞台更为丰富多彩。F月
FI日晚再度登台上海大剧院的维也纳演奏
家乐团就是这样一支小巧而精致的团体。虽
从团名看来，它与以往来访的那些被冠以“奥
地利”“维也纳”之名的乐团并无二致，但在一
些资深乐迷眼中这却是一支与维也纳爱乐乐
团的音乐精神一脉相承的团体，只因它的创
建者、小提琴家莱纳·克谐尔曾任维也纳爱乐
首席 JK年之久，而另八位成员也均是维也纳
爱乐的声部首席及资深演奏家。
成员间均衡的水准、默契的配合，让我们

所听到的维也纳演奏家乐团犹如一支迷你管
弦乐团。当演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圆
舞曲》、雷哈尔的《金银圆舞曲》等作品时，不
仅依旧能营造出华丽的音响和丰富的色彩，
且其中不断流露的优雅的沙龙气息又在不经
意间将听者带回那个曾属于施特劳斯的时
代。对于至今无缘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的
我们而言，心中的遗憾也随着这份纯正的维
也纳风情得以弥补，这一刻我们与“音乐之
都”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2018上海新年音乐会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