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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能聆赏到整场贝多芬作品已
属不易，而能一次听到平时较少演
奏的贝一、贝二加上《埃格蒙特》序
曲更是难得，可库尔特·马舒尔给
我们带来了。
前不久在上海音乐厅，由莱比

锡布业大厦乐队首席指挥马舒尔
带领上海交响乐团成功地演绎了
贝多芬这三部经典之作，誉为“王
者归来”，名不虚传，让乐迷过足了
贝多芬之瘾。
年高 !"岁的马舒尔颤巍巍的

身躯，须发皆霜，左手不停地抖动，
说实话真有点令人担忧，可随着他

的右手一沉，《埃格蒙特》序曲第一
个重音和声便震撼了整个音乐厅，
也震惊了我的心弦。乐曲在继续展
开衍生，马舒尔的指挥沉着严谨，
缜密厚重的乐句仿佛阵阵惊雷滚
过，跌宕起伏，听者浸淫在埃格蒙
特故事的叙述中，予人惊怵、亢奋，
最后欣慰于凯歌之中。令人兴奋的
是上交乐队有如此磅礴而深厚的
爆发力，音韵的密度和分量如此的

紧凑凝聚，乐思是如此的喷涌飞
扬，充满无垠的挺拔张力。我会意
地瞥了一下身旁的乐友：这就是贝
多芬的声音，是马舒尔带来的。
接下来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也

不同凡响，把贝多芬早期作品轻松
活泼、优雅精致、内涵丰盈的风格
意境演绎得酣畅淋漓，使人如沐春
风、如饮甘露，不愧为大师腕底的
精湛功力，挥洒风生水起，将上交

乐队托向更高层次的境界。难怪老
人在演出后吐露心声，上交相比两
年前有了明显的进步，诚哉斯言。

马舒尔是第二次来上海执棒
上海交响乐团，似乎比上一次老了
一些，但依然指挥若定，犹如手持宝
剑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老当益壮、
老而弥坚。他的乐坛成就、艺术硕果
自不待言，而他的精神更具价值和
高华。马舒尔指挥贝多芬交响曲有
一千多遍了，他的理解他的经验，是
一潭汲取不尽的学术修养源泉，我
们的指挥，我们的乐队应该有所补
益，作为乐迷更是有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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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语言排练意大利乐队

! ! ! !莱奥哈德是古琴修复的顶级专
家，他有自己的修复哲学，即保存高
于修复。古琴是独一无二的古董，要
尊重原始制造者，在保存的基础上，
还原古琴的演奏功能，并尽可能地
留下原始制琴材料。他的这种理念，
如今已被小提琴修复界普遍接受。
莱奥哈德拿出一把斯氏琴，指着

面板说，这部分油漆是原始漆，那部
分是修复后的油漆。莱奥哈德曾成功
地修复了多把意大利顶级古琴。#$$"
年，小提琴大师温格洛夫在拍卖会上
买到一把 #%&%年的斯氏琴“克鲁采”
（'()*+,)(）。当时这把琴的状态很差，
莱奥哈德将其拆开，用了五个月的时
间，清洗琴身，在尽可能保留原始材
料的前提下，采用最好的修复材料，
并更换了指板。修复后的古琴状态非
常好，起码可以再用上百年。此琴是
温格洛夫目前唯一的小提琴，一直被
大师随身携带。

莱奥哈德也收藏小提琴。一件
艺术精品，是出售还是收藏，这是收
藏者经常面临的两难处境。莱奥哈
德笑着说，他没有这种困惑。他最大
的乐趣，便是为名琴找到一个好的
拥有者，“让琴成为别人生活的一部
分”。钱固然重要，但他会将琴卖给
最合适的买主，而不是出价最高的
买主。很多名琴的演奏家和收藏家，
将琴视为自己的孩子，倍加珍惜之
际，又在莱奥哈德处“挂号”，为他们
的琴寻找合适的主人。
主人与琴一见钟情的情景，莱奥

哈德先生碰到很多。小提琴大师卡瓦
科斯来到工坊，一把琴仅试奏了 #"

分钟就喜欢上了。当时马上要过圣诞
节，卡瓦科斯说节后再来试试。当晚
卡瓦科斯梦到了这把小提琴，第二天
就赶到工坊，将小提琴借回家，五个
小时后打电话说，这就是他寻找的小
提琴，他决定马上筹钱购买。一般来
说，顶级琴由于品质优良，短时间内
便可获得买家的青睐，其他的琴则需
要买家长时间的反复权衡。

莱奥哈德也在到处寻找古琴。
#$$-年，他和妻子一起在拍卖会上
以 #.-/英镑的价格，买到一把估价
为三千到五千英镑的克雷莫纳制琴
大师斯特瑞奥尼制作的小提琴，这是
他的第一把古琴。还有一把斯特拉迪

瓦里在 #%&0年为英国爱丁堡公爵制
作的小提琴，这把琴在宫廷流传了几
百年后，流入市场，最后被他收得。

莱奥哈德的工坊里目前有 #%"

把待售的高档琴，其中不乏斯氏和
瓜氏顶级琴。他经手的每一把琴，都
会留下档案，这份记录能让他追踪
这些琴的下落，并为后人留下珍贵
的第一手资料。历史上意大利古琴
的订制者大部分是音乐家，那时的
音乐家普遍生活穷困，死后小提琴
被留在阁楼上，然后被人拿到市场
出售，辗转流离，命运多舛，这是意
大利古琴历史支离破碎的主要原
因。直到 #$世纪初，人们才开始意

识到意大利古琴的价值，对古琴的
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才开始出现。
如果说意大利顶级古琴的制作

有什么秘密，这秘密便是三百年前
意大利制琴大师的制作传统。在与
莱奥哈德的交谈中，笔者能隐隐感
觉到前辈制琴大师的精神传承。莱
奥哈德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闲暇时
喜欢开车、航海、远足、绘画等等。这
种乐观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生态度，
是一种宝贵的古典精神：执著但不
极端，自律而不自恋，清醒但不愤
世，有终极追求也享受尘世欢乐，在
现实和永恒之间维持着健康的张
力。在人类古典精神高扬的时代，诞
生了拉斐尔的绘画、巴赫的音乐以
及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如果后
人秉承这种精神传统，借助自身的
天赋和高超的技艺，就有可能重现
意大利制琴大师三百年前的灵光和
荣耀。（完）

追寻三百年前制琴大师的灵光
! 肖 龙

为意大利古董名琴找到合适的主人

! ! ! !曾几何时，作曲家都是技艺精
湛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作曲家为自
己，也为朋友写作，重要作品的首
演有亲朋好友参与，历史上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贝多芬弹自己的钢
琴协奏曲，指挥自己的交响曲，巴
赫弹自己的管风琴作品，克莱斯
勒、帕格尼尼以及李斯特独奏自己
的作品，马勒及理查·施特劳斯指
挥自己作品的首演……而且在首
演前，作曲家通常还会对新作多次
试奏。这些做法至今仍保留在话剧
甚至流行乐制作和演出过程中。但

不幸的是，在古典音乐界，这一传
统从上世纪的下半叶便逐渐消失。
如今一部新作只有几小时的草草
排练，大多作曲家不再演奏，演奏
家也不再作曲。久而久之作曲与演
奏两者间形成一道鸿沟，接踵而至
的便是相互间的沟通产生障碍。
香港科技大学去年推出“创意

间的亲昵”活动，便是弥合这一鸿
沟的最新尝试，试图将这一丧失许
久的传统复归于古典音乐。很难用
一个鲜明的概念来界定这一活动，
因为它包括了音乐会、试奏、公开
排练、预演、公开讨论和电台专题
等。笔者有幸列席了今年的第二届
活动，自 0月底到 "月初驻扎于大
学校园内，亲身体验了活动所带来
的亲昵接触———作曲家与演奏家、
音乐与大众、创作与媒体、学子与
老师、前辈与新人以及同行之间的
积极沟通和思考。从世界各地入选
的青年作曲家们和演奏家们聚会
一堂，公开讨论并修改他们的室内

乐作品。修改后的作品在香港大会
堂剧院首演。

这一活动由著名作曲家盛宗
亮发起，其核心便是公开讨论、排
练和试奏，因为这是将神秘的古典
音乐创作过程和作曲家的乐思和
灵感来源毫无保留地展现给演奏
家和大众的宝贵机会，也让演奏家
和大众的意见得以反馈在作品的
修改之中。笔者参与了两节公开讨
论和排练，第一节是美国格文美尔
古典作曲大奖得主，著名作曲家
1234 526)(，第二节是一位年轻的
葡萄牙作曲家。一段试奏之后，在
场的其他作曲家、演奏家和学子都
会纷纷对作品提出自己看法，随后
作曲家则综合反馈，作出一些修
改，现场奏出不同的修改版本，让
大家选择出自己最爱的版本，以供
在首演中使用。

然而作曲是一项个人化的创
作。如此敞开心扉和虚心受教的
做法，会否影响作曲家的独立判

断？对此盛宗亮说：“作曲家一个
人的智慧有限，通过公开排练和
试奏，作曲家能够集结到很多人
的智慧。”笔者则认为，公开排练
和试奏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引申
意义上都旨在消弭鸿沟，而作曲
家甘愿作出的修改则是一种难得
的姿态，大众的参与与其说是智
慧的叠加，不如说是长久蛰伏于
艺术创作上的独断让步于民主的
延伸。作出姿态的作曲家和初尝
艺术创作自由的学子及演奏家很
难在对话过程中碰撞出电光火
花，但这些活动无疑为艺术生产
和制作开拓一条新路，而在国内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当下
则具有开宗明义的作用。
除 1234 526)(外，今年的活动

还有美国格莱美大奖得主作曲家
73(8 9:;2442(的加盟，以及大提
琴家李垂谊、钢琴家张昊辰、粤语
流行乐明星王梓轩以及太平洋四
重奏团等。

老而弥坚马舒尔
! 郑菁深

香港科大试图复古 作曲演奏再度联姻
! 唐若甫

华师大交响音乐会 6月10日
上海音乐厅
冰岛二重奏 6月24日 城市剧院
东方交响乐团 6月9日 东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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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乐会

5/20晚 文化广场 音乐剧《基
督山恩仇记》

5/20晚 东艺 上海芭蕾舞团
《花样年华》

5/23晚 大剧院 巴什梅特与莫
斯科独奏家乐团音乐会

5/23晚 商城 上原广美爵士三
重奏音乐会

5/24晚 大剧院 张昊晨钢琴独
奏音乐会

5/25-26晚 大剧院 大都会歌
剧院高清歌剧《秦始皇》

5/25晚 上海音乐厅 麦斯基大
提琴独奏会

5/25晚 东艺 上海民族乐团音
乐会

5/25晚 东艺 路易莎·塞罗与
布鲁诺·卡尼诺长笛、钢琴音乐会

5/26晚 上海音乐厅 上海交响
乐团音乐会 指挥：水蓝
5/26晚 东艺 吴迪钢琴独奏会
5/26晚 贺绿汀音乐厅 巴洛克

合唱作品音乐会
5/27上午 上海音乐厅 上海爱

乐乐团音乐会 指挥：林友声
5/27晚 大宁剧院 何声奇长笛

音乐会

! ! ! !本报 0月 !日刊载《许忠获聘贝
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的报道，如今有
了进一步的延伸。上周一，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与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在上海
浦东签约，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东
艺总经理林宏鸣（图左"与贝里尼歌剧
院总经理嘉里·辛奎格拉纳（<=+3;=4!
3*)>(343?3(=图中）签署了两家艺术
机构有关歌剧演出的交流意向。

签署仪式结束后，记者与嘉里·
辛奎格拉纳作了一次交谈。嘉里总经
理坦率地说：“近年由于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蓬勃
展开，世界各地音乐家纷纷登上中国
舞台。贝里尼歌剧院高层也有意向亚
洲，尤其是向中国发展。为此我要对
许忠先生（图右）表示感谢，感谢他为
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机会。”

嘉里总经理表示原先她只是邀
请许忠担任歌剧院艺术总监，之后才
知他还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艺委会副
主席。在许忠的努力下，终于与东艺建
立了这个让人兴奋的战略合作计划。
嘉里总经理对这次合作的成功抱很大
的信心。她透露“在新任艺术总监许忠

的安排下，贝里尼歌剧院决定明年 $

月到中国巡演，具体安排由许忠决定，
但上海和北京是肯定要到的。”
与嘉里总经理一样，东艺总经

理林宏鸣同样很兴奋。他在签约仪
式上说：“东艺歌剧厅自建成以来，

芭蕾舞剧演得比较多，而歌剧演出
却相对较少。与贝里尼歌剧院的合
作计划，将有助改变这个现象。”显
然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计划。
与嘉里总经理的交谈让人感到

亲切，在我们刚见面时，她就主动说
自己也是媒体人。她毕业于卡塔尼
亚大学哲学系，多年来写了不少戏
剧作品，当过新闻记者，也写过不少
戏剧与电影评论，之后便进入演出
机构。交谈中让记者稍感意外的是，
在谈到许忠时，她显然已经把许忠
作为自己的下属来评价：
“管理层很满意，乐队与合唱团

的反应都很好，听众也认可。”
“他已经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对

我们来说都很有建设性，很受重视。”
“他的艺术成就很高，此外他还

具备组织能力，这是许多艺术家不
具备的能力”。

“他与乐队之间有一种感应，这
很不容易”。

嘉里总经理第一次听许忠音乐
会是在 &/##年 .月，那一次音乐会
上许忠独奏李斯特钢琴协奏曲并指
挥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乐队
版，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听众与乐
队都反应热烈。在接下来与许忠的接
触中，嘉里总经理注意到许忠在法国
留学的艺术背景，开始萌生邀请他当
艺术总监的想法。之后趁贝里尼歌剧
院前往西西里第一大城市巴勒莫巡
演，嘉里总经理让许忠担任指挥，曲
目分量很重，有瓦格纳《罗恩格林》序
曲、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马克白》
和《玫瑰骑士组曲》，嘉里亲自率领全
体歌剧院高层前往观摩，事实上这是
一次“考试”。之后嘉里又征求乐队意
见，在获得多数乐队成员的肯定后，
歌剧院高层一致同意邀请许忠担任

新一任艺术总监之职。
在问到许忠在排练中与乐队语

言交流的问题时，嘉里总经理认为“完
全没有问题”。但当记者拿这个问题问
许忠时，许忠则告知：自己只会一小部
分意大利语，其中或还包括一些音乐
术语（许多国际通用的音乐术语是意
大利语）。但让许忠感到意外的是，乐
队居然对法语交流没有问题。这让他
大为高兴。许忠的语言能力原本就很
强，能流利地说法语和英语，再加上一
小部分意大利语，便成为嘉里总经理
口中的“完全没有问题”了。
许忠对乐队也很满意。许忠说，

原先他一直认为在欧洲乐队中，意大
利乐队向来以不够严谨著称，这可以
从近年来几家意大利乐队在上海的
演出得到证实。但在接触了贝里尼歌
剧院乐队后，他发现并非如此，乐队
表现整体强劲。在进一步接触中，许
忠发现这个西西里岛的城市中多数
人是希腊人后裔，或带有希腊血统。
或许这就是原因所在。当然，许忠也
在猜测：“因为前任指挥是德国人，或
许影响了乐队的演奏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