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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乐团锻铸俄式音乐造型 ! 杨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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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乐会

!月 "日起售票

! ! ! !被中国乐迷戏称为“姐夫”的
指挥家捷杰耶夫，日前率著名的
伦敦交响乐团（!"#）在上海大剧
院连演两场。这位俄罗斯最当红
的头牌指挥大师，出道以来一直
以力推俄罗斯作品为专长，并因
此成为“俄罗斯最有力的文化象
征”（《纽约时报》语）。如此尊称果
然名不虚传———“姐夫”此次再度
访沪，依然以俄罗斯曲目为演出
核心。两场音乐会的安排，除开场
以《四首海的间奏曲》向英伦的布
里顿致敬之外，其余曲目均为清
一色的俄罗斯作品。

于是我们就连续两夜领受了
特别的俄罗斯声音和俄罗斯风格。
经过与“姐夫”的多年磨合，来自英
国的 !"$也显然适应了这位俄罗
斯大师的特殊调理，从而能够勾勒
出正宗的俄式音乐造型：长气息、
大气象，粗犷的姿态与浓重的音
色，并在时间流中雕刻出明确而硬
朗的建筑。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俄

罗斯作品本身蕴涵的音乐内在品
质，它向演奏提出要求，也为演绎
提供机会。柴科夫斯基、普罗科菲
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三位俄苏作
曲家，虽不能说“一脉相承”（三人
的艺术旨趣和音乐目标都相当不
同），但音乐中的起运落笔每每彰
显出只有俄罗斯人才有的浓烈气
韵。

听者能够下意识地感到“姐
夫”对这种特殊的俄罗斯风味有出

自血脉的亲情认同，这尤其体现在
最富俄罗斯味道的悠长线条伸张
和扩展中———如老柴《罗密欧与朱
丽叶幻想序曲》中那个如泣如诉的
副部主题（尤其是再现部乐队全奏
的高潮段），柴“六”末乐章“悲伤的
柔板”，肖“五”的第三乐章“广板”，
以及肖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著
名的帕萨卡里亚乐章。在这些需要
持续张力并不断加力的音乐流动
中，%"$的乐手在“姐夫”的指引

下，以层层叠加的动态和绝不松怠
的投入绷紧一个又一个大跨度的
旋律弧，从而给听众带来极大的情
感满足和听觉享受。另一方面，俄
罗斯人特有的极端化性格在这些
作品中得到释放，其奔放、热烈乃
至疯狂也令在场观众沸腾。肖氏小
提琴协奏曲和普氏《第三钢琴协奏
曲》由于协奏曲体裁特有的辉煌炫
技倾向，不啻加强了这方面的印象
（尤其在快速乐章中）。小提琴独奏
萨拉·张和钢琴独奏马祖耶夫，两
人作为“新生代”技巧派的代表人
物，可谓极尽动感和迅疾之能事。
尤其是马祖耶夫，将普氏该作中淘
气、捣蛋与刻意“刺头”的形象表达
得酣畅淋漓，并在加演中以一曲带
爵士风的即兴继续延伸和扩充了
如此体验，让观众在逗趣中欢笑，
在欢笑中陶醉。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与多年前

相比，“姐夫”此次演出的外在形体
动作收敛了许多。好像与一般的预

期有意相左，在音乐或震耳欲聋、
或热情似火的高潮处，“姐夫”反而
几乎纹丝不动，似用“四两拨千斤”
的手势让音乐自动展开。显然，“姐
夫”意在避免俗套的“煽情”，这为
常见的俄式音乐表达习惯平添了
一份他特有的超然感。音乐本身的
热烈和悲切，与“姐夫”指挥风格的
冷静掌控形成一种有趣的反差。在
音响组织的大尺度建筑感的营造
方面，“姐夫”手下的 !"$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如肖“五”第一
乐章发展部最后至再现部开端高
点的奋力跋涉，如此刚劲的线条
和如此有力的推进，让人不禁屏
住呼吸。尽管由于指挥手势的拍
点不是非常清晰而有时影响了乐
队声部气口间的整齐统一，但瑕
不掩瑜。与柏林爱乐乐团众所周
知的“精准”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
乐厅乐队享有盛誉的“精细”相当
不同，“姐夫”所代表的俄罗斯管
弦风范，因那片广袤大地的孕育
而生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趣味：

出色的大结构造型，以及
粗壮而深厚的歌唱

能力。

! ! ! !空旷的舞台上，只有几把座
椅，不见人影。隐约舞台左侧响起
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只见
一位高个男子从舞台左侧走出，边
击鼓边走向舞台中央，而后又转身
招手，一、二、三、四、第五位，“穿越
巴洛克———丹尼尔·霍普音乐会”
开场亮相！真是别出心裁。
巴洛克在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

地位，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
群星璀璨，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音
乐会上，除了以上几位，更多是平时
难得一见的巴洛克作曲名家，如西
班牙迭戈·奥尔蒂斯、意大利安德
烈·菲尔科尼尔、德国约翰·保罗·
冯·魏斯特霍夫、意大利尼古拉·马
蒂斯、法国琼&玛丽·勒克莱尔，还

有爱尔兰民谣《绿袖子》……让我
们领略了天高云淡、清风明月、悠
闲淳朴的巴洛克风韵，即便是维瓦
尔第《'小调双小提琴奏鸣曲》中
表现人性情感痛苦、甚至魏斯特霍
夫表现战争场面的《威严之战》，其
音乐的激烈程度远不能与古典、浪
漫时期相比。因此在快节奏的红尘
滚滚的当下，聆听这些巴洛克曲
目，尤显舒心清耳。

音乐会的主角和中心自然是
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曾在唱片
中欣赏过他出色的琴声。音乐会中
他还做起了主持，对作曲家和曲目
作了风趣幽默的解说，拉近了巴洛
克与听众的距离，仿佛几百年前的
音乐是为现代人写的。他的演奏完

全融入乐队中，独奏部分很少（琴
声浓郁淳厚如中提琴），即便到了
返场，也没来一段独奏，不免让人
有些遗憾，真是惜“墨”如金。须知
光临本场音乐会的听众，主要也是
冲着他来的。其他五位乐手分别是
古钢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琉特
琴、鼓手。这六人组合的演奏灵活
多样，情趣盎然，配合默契，富有现
代气息。印象尤其深刻的，当属那
位高个子的鼓手，手上功夫相当了
得，多样乐器在他手中被玩得出神
入化，精彩至极！

音乐会压轴曲目是巴赫《咏叹
调》。在演奏了整整一台巴洛克音
乐后听巴赫，不得不由衷感叹：还
是巴赫最伟大！

! ! ! !日前，史掌元的儿子来电，说
()岁的父亲因心力衰竭而驾鹤仙
去。这是一个怎样鲜活、耐劳而又
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体。一颗勤勉的
星辰忽然陨灭了！让我怅然不已。
许多人都是从一首久传不衰的

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而对史掌元
有所了解，我也并不例外；在我未
曾与音乐结缘的懵懂阶段，那首歌
就以清新流畅的印象令我倾心。其
后，我与妻子分别从不同路径投身
文艺工作，没想到她的前期歌唱生
涯，也有这首民风浓郁的名曲。
这首歌问世于 *(+(年。当时文

化部举办全国业余歌手作品大赛，
他从《红旗歌谣》挑选了同名诗作为

之谱曲。仓促五天的写作中，史掌元
白天劳动，晚间挑灯夜战落笔成谱，
最终请山西专业民歌手刘改鱼演唱
录音，这才忐忑地送往北京。
歌曲被评为全国一等奖，史掌

元被授予农民作曲家称号。此后又
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和中国音
协扩大理事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
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文教群
英会上，史掌元还被指定现场演唱
了自己的另一首新作《请到我们山
庄来》；歌声刚落，周总理就带头鼓
起了掌……其后的数十年间，史掌
元一直站在生活和时代的潮头，频
频出手可圈可点的佳作：《担肥小
唱》《我为总理扎花圈》《二娃上了

因特网》等作品，广受欢迎。
史掌元佳作迭出，常令人好

奇：就在那太行山麓，以“七沟八梁
一面坡”为标识的昔阳县，这位普
通乡民，究竟是怎样从那津津有味
的粗茶淡饭之中，咀嚼出源源不断
的流泉乐思，并成就为几乎是举国
无二的乡村音乐传人？

生于 *(,-年的老人，用双手
的厚茧、佝偻的躯干，镌刻了开山
凿石、扶犁耙地、打洞筑窑的生平
印迹；两度贫病丧妻的劫难，迫使
他拖着三次婚姻所留下来的 *,个
子女，勉力走过人生。但他一天也
不曾忧愁，始终乐呵呵地迷醉在丝
弦鼓乐和吹拉弹唱之中，怀着纯真

的对故土山乡的报效之心，毫不疲
倦地忙碌着写曲子、唱民歌、当导
演、做指挥、演大戏，以及担任村庄
业余剧团团长的使命。晚年还在昔
阳县创办史掌元音乐学校，培养民
歌人才。还连续在昔阳、太原，包括
上海，举行过多次影响颇大的史掌

元作品专题音乐会。
前年此刻，我们还向他举杯祝

福：愿史老先生活过 *..岁！如今
却匆匆辞别……他的离去，让我们
的文艺风景线，少了一抹异趣的色
彩，但是那“满坡的幸福”，却会更
加璀璨！

天高云淡“巴洛克” ! 仁 义

3/13晚 东艺 塞利梅纳·
都德钢琴独奏会

3/14-15晚 大剧院 苏州
芭蕾舞团《罗密欧与朱丽叶》

3/14晚 上海大舞台 罗
克赛特演唱会

3/16晚 贺绿汀音乐厅

崔岚钢琴独奏会
3/17上午 东艺 城市交

响乐团音乐会 指挥：曹鹏
3/17晚 东艺 宁峰小提

琴独奏会
3/17晚 上海音乐厅 上海

交响乐团音乐会 钢琴：阿什卡
小提琴：袁琛儿 指挥：李心草

3/18上午 上海音乐厅

《怀旧金曲》开播千期音乐会
3/18-19晚 大剧院 舞剧

《舞台姐妹》
3/18晚 上海音乐厅 闵

嘉欣钢琴独奏会
3/18晚 贺绿汀音乐厅

戴晓莲师生古琴音乐会

永恒的浪漫音乐盛典 4月
22日 东艺

美国伊曼尼木管五重奏 5
月19日 东艺

马蒂亚斯!霍夫斯小号独

奏会 5月30日 贺绿汀音乐厅
威尔士 ##$ 交响乐团音

乐会 7月12日 东艺
订票热线"%&'!((

心音凝止 乐音长流
! 何兆华

———追念农民作曲家史掌元

! ! ! !自从 ,..)年“申遗”成功后，古
琴一改以往清冷孤寂的境况，活跃
了起来。茶楼酒肆，时有古琴挂壁，
间或也有人上前抚弄一曲，以为茶
楼招徕客人的手段；年轻人各种爱
好中，古琴也悄然成为一抹风景，让
旁人自叹不如；申城的各种音乐会
中，古琴音乐会时有出现，已经不再
让人感到陌生；而去年 *,月中旬，
更出现了以古琴为主的一台原创古
琴重奏音乐会———古琴开始未必非
古曲不弹了。
种种现状当然有借“申遗”成

功的东风。但浮躁年代，人们确也
需要寻找更能让人远离尘世的寄托
所在。周遭环境虽不免陷于红尘滚
滚，身心疲惫之余借“秘方”安抚内

心也不失为良策。那么，因风乍起的
古琴涟漪，又会走向何处去呢？

我曾请教上海音乐学院戴晓
莲教授，对此她也深感焦虑。对她
来说，习琴者多当然是好事。但操
琴者走向商业化道路，却让人始料
不及。戴教授并非是一个见不得有
人拿古琴去赚钱的保守人士，只是
在众多乐器中，古琴是太独特的一
件物事。

古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含
蓄内在。古人操琴不是为了表演，
更多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
工具，是弹给自己听的，随心所欲，

连乐谱都不是固定的。因此，古琴
的交流范围一般很小，若有知音则
更难得。这是这件乐器的独特个
性，与其他任何乐器在本质上有根
本不同。

但社会毕竟已经走到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上千座位的音乐会剧场，必
须依赖电声设备才能进行表演的现
实……事实上古琴既要保持原本的
样子，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享受掌声
是不现实的。因此，今天的古琴，必须
借扩声设备在大面积音乐厅为听众
演奏。对原本抒发内心情感的本质，只
能是琴家独处时的消遣方式了。

戴教授邀请多位作曲家，为她
和学生们写了一些能让古琴与其他
乐器同时演奏的室内乐重奏作品，
并着手出版乐谱，希望以此改变几
千年来古琴孤芳自赏的传统形象。

合奏与重奏讲究的是团队合
作，是相互间的配合，这是现代音乐
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戴教授认为
自己的努力是否会成功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古琴。她
表示自己还会继续努力下去，她是
上海音乐学院目前唯一的古琴专
业教师，她希望自己能为古琴尽一
份绵薄之力。

戴晓莲为新时代古琴独辟蹊径 ! 沈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