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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钢琴独奏音乐会 5月 31日
城市剧院

捷克布拉格交响乐团音乐会 5月18
日 东艺

! ! ! !陈燮阳先生送我的 !" 中，有一张是他
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九交
响曲》实况录音，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音响，因
为“肖九”是我最喜欢的交响乐曲之一。

乐曲开始时的活泼、愉快的音乐旋律，
是肖氏 #$部交响乐中绝无仅有的。陈燮阳
的演绎，使人联想起普罗科菲耶夫《古典交
响曲》，甚至是海顿的交响曲。
“肖九”中的大段管乐独奏，以及渲染

危机感的迭句，每每使管乐迷称道不已。短
笛、单簧管、长笛、大管、法国号以及小号此起
彼伏、环环紧扣，时而忧伤阴郁，时而竞相角
逐，独奏、重奏不停顿地交替出现，听者的情
绪也被感染，愉快、伤感、惊悚、谐谑、狂野接
踵而来，直至曲尾如同 %&'赛车般的旋风速
度……我因故错过了当年上海交响乐团的演
出，但从实况录音中依然能感受到陈燮阳指
挥“肖九”功底之深。

俄国著名舞蹈家阿历克谢·拉特曼克
辛已将肖氏的《第九交响乐》改编成舞蹈。
美国芭蕾舞剧院去年在纽约曾上演了拉氏
编舞的“肖九”。拉特曼克辛今年 (( 岁，至
今已经将肖氏的七部作品改编成舞蹈，由
此一举成名，成为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总
监，)**+ 年又被美国芭蕾舞剧院聘为驻团

艺术家。在 ,*-. 年的演出季，拉特曼克辛
的三部根据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改编的芭
蕾舞将在大都会歌剧院悉数登场，“肖九”
是其中的一部。

拉特曼克辛认为“肖九”没有故事情
节，但并非是一部抽象作品，而且是肖氏交
响乐中最适宜用舞蹈来表现的。音乐像风
一般地扑面而来，反差十分强烈———忧郁、
浪漫、怪异、英勇、平庸无所不在。他设计的
舞蹈语汇，重现了肖氏充满曲折的人生经
历以及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

肖斯塔科维奇《第九交响曲》创作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 -+(/ 年，这部作品
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之前他的第七、第
八两部交响乐描绘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
西斯军队的战争场景，受到苏联当局的赞
赏。作曲家曾预言他的“第九”将是其“战争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欢庆卫国战争胜利
的交响乐。而事实上“肖九”却是一部不满
半小时的轻松活泼的乐曲，让当时评论界
大跌眼镜。

对此肖氏曾自我解嘲道：“这是一首活
泼愉快的小曲，音乐家们会愿意演奏它，评
论家会高兴攻击它。”今天，音乐爱好者一
定会说：“我们愿意欣赏它0 ”

! ! ! !德国老一代指挥大师萨瓦利什
的去世，让古典乐迷一片唏噓。上海
人最早知道萨瓦利什的名字，大概是
在 -+1(年。那年他率领巴伐利亚国
立歌剧院访沪，演莫扎特歌剧《费加
罗的婚礼》，轰动一时。当时改革开放
不久，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极少，
作为世界级歌剧院的到来，还是前所
未有的第一次，因而让申城乐迷大开
眼界。可惜笔者当时对歌剧还处于懵
懵懂懂的状态，未去观赏，其演出盛
况还是后来听朋友介绍的。
转眼到了 -++.年，萨瓦利什接

替穆蒂出任美国费城管弦乐团音乐
总监，不久便率团访华。费城是解放
后第一支访华的美国一流乐团，时在
-+2.年，由奥曼迪率领，由是名声大
噪，成为中美外交与文化交流史上里
程碑似的崭新一页。时隔 )3年，萨瓦
利什与费城乐团第二次访华，双方高
层都十分重视，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写
了贺词。遗憾的是，那时上海还未建
大剧院，缺乏合适的演出场所，演出
被安排在体育馆，无法尽显华丽优美
的“费城音响”。然而作为有幸亲临现场的听
众，笔者还是领略到萨瓦利什大师严谨儒雅
而又不失热情的指挥艺术风采。
能够在现场亲炙大师风采固然是一种幸

运，不过机会毕竟不多。平时欣赏音乐，更多
的还是通过唱片。笔者手头正好有两款萨瓦
利什的 !"：一张是他指挥德累斯顿国立管弦
乐团的舒曼第二、第三交响曲（见下图）。我买
的是特价片，记得那天在原音乐书店选了几
张正价版 !"正要离开，不想在下楼转弯处
特价柜里发现了这张 456版，外壳已陈旧，
蒙上薄薄的灰垢，这可能是它特价处理的原
因吧。虽然品相不佳，但名家名团，价格极其
优惠，于是便买了下来。回家后取出片子欣
赏，却让我大喜过望，深感物超所值。从封底
标注看，唱片母盘制作于 -+2.年。萨瓦利什
正在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音乐总监任上，颇
能展示他处理德奥作品的艺术风格。此时大
师刚满 /3岁，正是音乐家的黄金岁月。他指
挥乐团在其特有的浑厚绵密的音响的基础之
上，又奏出了通透优雅的音色，让舒曼的这两
部交响曲于朴实热情、忧喜交织之中，充满了
悦耳的歌唱性。
第二款萨瓦利什唱片是他指挥的贝多芬

《第九交响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和
莫扎特《第 ,3钢琴协奏曲》。当时，我正在写
《,3世纪指挥大师》一书，其中有唱片鉴赏部
分，由于觉得萨瓦利什的唱片还不够，便去选
了 456版的这套两片装 !"。这三部作品分
别录于 -++,年（实况）、-+1,年和 -+1/年，
都是他在费城管弦乐团上任之前的制作。大
师将这三部交响名作处理得条理清晰，没有
刻意夸张的痕迹，一切都让音乐自己来说
话，很能体现老一代的德奥指挥大师纯正隽
永的趣味。

德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施瓦茨科普夫
多次与萨瓦利什合作，她曾这样评价这位老
搭档：“萨瓦利什从来不标榜自己，彰显自己
的价值，他只是想把音乐无拘无束地展现出
来，这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就像你在与他
私下交谈。”乐如其人，我们能从萨瓦利什指
挥的音乐中，感受到这一评价恰如其分，生
动贴切。

! ! ! !说起克莱采（7898:;<= >?=@AB=?，#2CC&
#1.#），音乐爱好者想到的往往是贝多芬题献
给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也就是后人称之为《克
莱采奏鸣曲》。出身于音乐世家，他十八岁时就
在音乐会上演奏自己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三
十五岁时任巴黎歌剧院首席小提琴，后因手臂
骨折改任指挥。从 #2+/年起，克莱采任巴黎音
乐学院小提琴教授长达三十余年，他也是小提
琴法国和比利时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贝多芬一生写过十首小提琴奏鸣曲，顶峰

之作是写成于 #1*.年的第九小提琴奏鸣曲，
演奏技巧超过一般室内乐的要求。这首乐曲原
先题献给首演的小提琴家，后与之发生芥蒂，
贝多芬就转赠给在维也纳曾有过一面之交的
克莱采。这样的故事或许是音乐史料中的一个
并不引人瞩目的细节，也或许是一个能让人津
津有味地说事的一段佳话。然而让人始料不及
的是，克莱采竟然从未公开演奏过。我们无从
猜测其缘由，但克莱采本身是一位伟大的小提
琴作曲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三百多年小提琴的教学中，经典的练习
曲如开塞，顿特，马扎斯，罗德和克莱采，都是在
#1**年到 #1/*年这五十年间写成。其中最有
影响力的，便是克莱采于 #1#,年出版的《四十
二首练习曲》。十九世纪的维尼也夫斯基说这
本练习曲让小提琴家一生受益。二十世纪的海
菲兹称它为小提琴演奏的“圣经”。到了二十一

世纪的今天，在全世界每一所音乐学院的小提
琴教学中，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教材。即使是
当红一时的小提琴家，也还会在繁忙的演出中，
通过这些练习曲来稳定和改进自己的技巧。

为了获得更有力的声音，小提琴的结构
在十九世纪初发生一些变化：加长琴颈和指
板，增加琴马的高度和弧度，同时也加长低
音梁和加粗音柱；腮托让左手在换把和揉弦
更加自如。这些对手指的伸张，双音，换把和
运弓等有了新的要求。克莱采总结了在巴黎
音乐学院任教的经验，编写出四十二首练习
曲。由于这些练习曲的音乐性和技术性，再
加上后世的优秀小提琴教师不断添加新的
指法和弓法，如 #+,*年的艾森伯格版，#+/*
年的扬波尔斯基版和 #+C*年的莫斯特拉斯
版。到了 #+1*年，加拉米安版又增加不少新
内容，如换指八度，密集指法，半音指法和伸
展指法等，使得这本教材更加完善。

海菲兹曾说过，克莱采练习曲虽然是
为小提琴学生的练习而写，但在作品结构
上，却称得上是极其规范的“范文”。因为它
们都有完整的曲式结构，大多用复调写成，
旋律线条优美自然，和声进行得非常有逻
辑，代表着古典音乐的普遍美学原则。从音
乐情绪和风格来说，既有歌唱性的主题，也
有华彩性的乐段；既有温柔深挚的情绪，也
有华丽辉煌的风格；每首练习曲都有极其

鲜明的个性。
两百年来，(,首练习曲也让小提琴学习

者喜忧参半，喜的是拿得起这本练习曲就说
明自己的琴技已经从中级向高级迈进。忧的
是从第一首开始就是座令人望而生畏的高
山：深情的旋律需要优美的揉音，柔板的运
弓要有极高的功力，拉好第一课就非易事。
小提琴学子就像孤独剑客在坚忍不拔地登
山。只有翻过山峰站在高山之巅，才能领略
到小提琴演奏的真正境界。我们必定要感谢
克莱采，两百年来，他的练习曲展现了小提
琴技艺可能表现的空间，成为取之不尽的技
术和艺术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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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多米尼克·墨赫雷是享誉世
界的音乐家，原为巴黎国立高等
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现在是日内
瓦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法兰西文
化骑士勋章。许忠 #C岁赴法留
学，就在教授指导下学习。许忠毕
业回国后每次去巴黎，都要去看
望教授。师生每次见面，教授总要
听他弹琴，边弹琴边谈话，也是上
课。从上世纪 +*年代至今，没中
断过。自从许忠拿起指挥棒，并有

了自己的乐队，也多次邀请教授
来国内一起演出。这时，弹琴的是
老师，指挥的是学生。老师在学生
的指挥下弹琴，学生带着乐队为
老师协奏。手起手落，琴声飞扬，
情谊融合。音乐家之间的感情交
流，在这时得到充分的满足。

许忠记得，#+1C年 +月的最
后一天，是墨赫雷教授第一次向
他授课。他用东方人对俄罗斯音
乐的理解弹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
三钢琴奏鸣曲，弹得柔情又不失
壮美。而教授听他弹完后，则用
“骑着自行车扎着辫子的小姑娘”
作比喻，重新描绘了普氏作品简
练而朴实的形象，使许忠茅塞顿
开并重新审视和领会了这部钢琴
名作。浩如烟海的钢琴作品，就是
这么一首一首地累积起来的。

学音乐，最初面对的是演奏
技术，达到一定的深度就是面对
对不同作品的理解了。曾有人问
墨赫雷教授对钢琴家当指挥的看

法，教授答：“这是非常个人的选
择，我无法得出规律性的见解。他
们常常会从莫扎特和海顿的钢琴
协奏曲开始边演奏边指挥，然后，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他们渐渐
地就会有勇气去面对更全面的曲
目”。这个现象恰恰与许忠在指挥
台上一路走来完全相同。许忠指
挥的音乐会节目单最初出现最多
的正是莫扎特协奏曲，以后作品
逐渐展开，出现海顿、比才、德彪
西、德沃夏克，乃至贝多芬、普罗
科菲耶夫等，作品逐渐复杂，乐队
编制也越来越大。

墨赫雷教授为人严谨，平时
不苟言笑，更不轻易对人作出评
价，无论是褒还是贬，尤其是对
自己的学生，不会轻易称赞。当
了几十年的教授，桃李满天下，
其中不乏国际上著名的几大钢
琴比赛夺冠者。但墨赫雷教授从
不轻易炫耀。唯独对许忠的指挥
少见地给予明确肯定：“他对音

乐有很好的悟性，很好的音乐修
养。他曾经随扬颂斯———非常出
色的指挥家学习。正因为修养
好，才让他的音乐风格给人印象
深刻。我们合作多次，都是钢琴
协奏曲，这些作品他都弹过，许
多还是我为他上的课，所以我们
一起演奏时，我的感觉很好。”

墨赫雷教授与许忠曾合作
演出三次，四部协奏曲，分别是
贝多芬第三、第二协奏曲，舒曼
和拉威尔 D大调协奏曲。本月 .#

日，墨赫雷教授将再次与许忠合
作，弹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
曲》。这是这对师生之间的第四
次合作了。而在这期间，许忠的
指挥生涯越走越宽阔，不仅国内
国外常有邀约，去年更是获聘意
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之
职，前几天又刚刚获的以色列海
法交响乐团的聘任，加上他自己
一手创建的东方交响乐团，许忠
的人生要像陀螺般地转起来了。

许忠和他的法国老师墨赫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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