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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当大幕拉开! 那些来自欧美顶

尖艺术团体的阵容里! 往往少不了亚

裔艺术家的身影" 不仅在古典音乐演

奏家的坐席里!首席的位置属于亚裔!

就连一些芭蕾舞团里! 也能看到黄皮

肤黑头发的肢体演绎"

除了芝加哥交响乐团! 亚裔成员

入驻国际各大名团也成为一股全球趋

势!这也印证了西方乐坛认为#古典音

乐的未来在亚洲$中国%&的判断"早在

!"年前!古典乐在欧美的局面!就如

同上世纪 #"年代的戏曲在中国'''

听$观%众老龄化程度较高!市场份额

逐渐流失"亚洲尤其是中国人的勤劳(

智慧与刻苦! 在学音乐初期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不少音乐学院的学生回望自

己的成长路! 往往会发现自己其实到

了初高中'''往往是学琴 $%年后!才

真正喜欢上了古典音乐*与此同时!亚

洲观众对于交响乐的热情也始终不

减! 历来热情欢迎欧美交响乐团的光

临!使得演出市场始终兴旺*

眼下! 上海爱乐乐团即将启程前

往美国! 与费城交响乐团合奏新年音

乐会!以+团&的方式融入世界舞台!还

真是一项创举*这股亚洲艺术潮的+返

流&!颇令人期待* 朱光

世界舞台
亚洲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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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记
者 吴旭
颖）享誉
全球的芝
加哥交响
乐团在 !

月 !" 日
至 # 月 $

日间开启
了乐团历
史上第 "

次亚洲巡
演。这也
是乐团与
现任音乐
总监、著
名指挥家
里卡多·
穆蒂一同
第二次来
到亚洲。
作为此次
巡演的第
二站，昨
晚 和 今
晚，上海
东方艺术
中心的舞
台 上 响
起 了 来
自 美 国
的 交 响
乐。令观
众 们 感

到十分亲切的是，远道而来的
芝加哥交响乐团中，却有着熟
悉的“中国面孔”。

乐团的首席小提琴
演奏家是来自中国台湾
的陈慕融，他与穆蒂跨越
中西方的合作显得默契
无间。包括陈慕融和代首席张
立国在内，芝加哥交响乐团目
前拥有超过 %& 位亚裔成员。
二人成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首
席的起因都是在一份音乐家
工会报纸上看到了乐团的公
开招聘广告。据介绍，芝加哥交
响乐团首席演奏家的招募是面
向全世界，并且单纯按照演奏
水平进行筛选的。招募考试时，
每个应聘者都完全匿名，只获
得一个编号。而 "位考官则在
屏风后各自独立聆听演奏，不
允许互相讨论。只有拿到 '个
“通过”，才能进入下一轮考核。

此次芝加哥交响乐团将在
台北、上海、北京、东京和大阪
五个城市进行巡演。穆蒂和陈
慕融的“王牌组合”引发了观众
们的抢票热潮。昨晚，音乐会现
场座无虚席，今晚第二场演出
的门票也早早售罄。为此，乐团
将在东艺售票处现场加售少量
加座，让更多上海观众能够一
饱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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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临近春节，远在异国的游子愈
发思念故乡。对于旅居海外的中国
音乐家们来说，音乐便是他们能带
回家乡最好的礼物。昨晚，一场特别
的新年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上演，寄托着海外华人华侨音乐
家们多年旅居国外的浓浓乡愁。
随着极富江南特色的迷人音律

响起，音乐会拉开了序幕。这首开场
的交响组曲《上海》，是由旅美华人作
曲家林凯新创作的，昨晚是其部分乐
章的世界首演。这也代表着往届由歌

唱家和演奏家构成的上海侨界新年
音乐会，首次纳入了作曲家的身影。
从艺术总监汤沐海，到作曲家

指挥朱其元，再到各位演奏家，本场
音乐会的参与者都与上海有着不解
之缘。执棒的朱其元就是上海人，为

了给家乡父老带来一场完美的演出，
他提前了几天回沪，与汤沐海一起策
划、排练。他说(“那是我们身居海外
的上海人对家乡的感情，也是我们要
融入到这次音乐会中的感情。”
男低音歌唱家梅杰在德国留学

工作了八年，最终选择回到了祖国，
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剧系教授
声乐。忙于教学和演出的他每年只
有春节才能回家。虽然演出结束他
就要立刻飞回北京，但这次音乐会
还是让他有了难得的回家看看的机

会。他选了一首《望乡词》，用歌声寄
托着所有旅外音乐家对故土的思
念，曲调深情，真切动人。

对年仅 %)岁的青年大提琴演
奏员陈亦柏来说，出国深造是为了
进一步打磨自己的艺术修养，将更
有灵魂的音乐带回祖国。正在柏林
艺术大学跟随丹戎诺·石坂教授学
习的他，将老师作为自己未来的目
标，希望“能将学到的理念、技巧带
回国内，传递、分享给大家”。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旅居海外音乐家带着艺术回家过年

交响组曲《上海》抒发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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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家陈慕融告诉你!!!

怎么当好一名称职“首席”

! 穆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上海演出 记者 郭新洋 摄

! ! ! ! !芝加哥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陈
慕融首次站上独奏的位置! 还是 !"#$

年的亚洲巡演" 那时!指挥穆蒂因为需
要紧急动手术而无法成行" 为了让台
北站的观众不至于失望! 陈慕融临危
受命#担任独奏!出色的表现至今仍被
传为佳话" 对于这次化险为夷的经历!

陈慕融记忆犹新" 在上场的那一刻!他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一曲终了!$听
众反响格外热烈!因为我!他们把芝加
哥交响乐团当成自家人" %他昨天在沪
与记者谈起了成为首席的$标准%"

乐团招首席三年
最后一天考上
陈慕融考进芝加哥交响乐团

成为首席的故事，颇为“好事多
磨”。%""'年，他从茱莉亚音乐学
院毕业后留在了纽约。当时，恰逢
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退休，
所以乐团在到处招募接班人。不
过，这一次，陈慕融并没有考上，所
以转而去了费城交响乐团。在一年
半载之后，他在其他音乐节上认识
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朋友们跟他
说，芝加哥交响乐团还没有招募到
首席小提琴，是否有兴趣继续再去
考一次呢？因为听说招考人是赫赫

有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该团音乐
总监巴伦博伊姆，能与这一位大师
面对面，陈慕融还是颇为向往，因
而就欣然前往。他记得相当清楚的
是，接到招考电话的日子刚刚好是
自己的生日———# 月 * 日。第二
天，就是他到巴伦博伊姆面前演奏
的日子。这位音乐总监听完他的演
奏很高兴，当场邀约他成为首
席———“乐队招首席花了三年，从
%""' 年到 %""" 年。我第一天去
考，没考上；最后一天，我又去考，
结果最后一天考上了。”

在三年里，不少世界顶级的小
提琴家和各位首席都纷纷前去应
考。“我觉得我能考上，大概还是运
气比较好。”陈慕融谦虚地表示。

首席不仅要拉得好
还要少说多做
做首席当然要把琴拉好，无论

是巴赫、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等
一长串音乐大师的各类作品，对于
演奏者而言都要信手拈来。因为定
曲目单的时候，都是乐团来决定，
所以首席小提琴应该拥有一个庞
大的曲库，而其中的每一首作品都
要成为自己的“代表作”，这样才能
应对各种听众需求。

但是，技术过硬，只是做好首
席的第一步。因为作为小提琴首
席，还要“领导”弦乐部分的演奏
员，其中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贝斯等各位演奏者。而且，十几
年来，仅第一小提琴组的人数就换

了一半以上，但是依然要保持乐团
“声音的个性”不变。当然，大家都
会开玩笑说，“小提琴部是唐人
街”。其实，招考的时候都是有幕布
垂在评审前面，所以其实大家还是
凭耳朵来选声音的，并看不见对方
的面貌。

在指挥不在的时候，对艺术水
准负责任的就是首席。其他演奏员
都要看首席如何选择、取舍。陈慕
融补充，“其实，我觉得首席还是少
说多做，要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
明白如何处理音乐的具体动作。”

中国学生学音乐
不能只成为独奏家
中国学生学音乐，往往都是一

个人自己单独练习，他们也往往是
以成为独奏音乐家为目标。陈慕融
小时候学小提琴起，也是被当作独
奏家去培养的，他也在世界各地举
办过很多场独奏音乐会。但是独奏
音乐家要成功，需要更面向市场的
团队配置，而且，世界顶尖的独奏
音乐家的数量何其少，所以，做独
奏家，往往是去走独木桥。“我其实
更喜欢在家里的感觉，我这种个性
不一定适合独奏演出。”

最为关键的是，独奏家可能缺
乏与团队合作的能力。但是，担任
首席多年的磨合，让陈慕融既有个
性，又能融于共性。他表达了此番
与团队合作的畅快心情：“我们之
间风格相合、水平一致，给予了我
十足的信心。” 本报记者 朱光

! 陈慕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