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色 列

平 头 舞 团 带

来 现 代 舞

《冰 树 》 ， 给

沪 上 观 众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柏林爱乐的指挥家们

■ 汉斯·冯·彪 罗 与 尼 基 什 这

两位指挥家，为柏林爱乐成立之初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富特文格勒于 1923 年出任

柏林爱乐艺术总监。 他与乐团合作

的 20 世纪 30 年代，是公认的柏林

爱乐历史上的黄金岁月。
■ 接棒富特文格勒的，是艺术

上的唯美主义者卡拉扬。 在上世纪

80 年代，卡拉扬发起创办了柏林爱

乐新年交响音乐会。
■ 1989 年 ， 阿巴多继任柏林

爱乐艺术总监 。 他崇敬 富 特 文 格

勒， 使乐团的音色变得清澈明快，
更富有现代气息。

■ 在如今的音乐总监西蒙·拉

特卸任之后 ， 俄罗斯指 挥 家 彼 得

连科将成为柏林爱乐新 一 任 艺 术

总监 。 他会赋予柏林爱 乐 怎 样 的

新面貌， 颇令乐迷期待。

在卸任柏林爱乐艺术总监帅印之旅的中国

终站，听西蒙·拉特娓娓道来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

位置的一支乐团，让他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以及

下一段旅程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童薇菁

快 评

■本报记者 范昕

“再见”帕尔曼：
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听伊扎克·帕尔曼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刘青

曾获得过 15 次格莱美奖的小提
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日前第三次造
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为听众
带来了舒伯特的 《b 小调华丽回旋
曲 》、理查·施特劳斯的 《降 E 大调小
提琴奏鸣曲》与德彪西的《g 小调小提
琴奏鸣曲》。据说大师电脑里有一个专
门的文件夹， 上面记录了他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演奏了什么作品，下次再
去巡演的时候 ，尽量避免重复 ，这体
现了一位演奏家的职业素养。 所以，
这一次帕尔曼选择了清一色的小提
琴奏鸣曲。

舒伯特的《b 小调华丽回旋曲》首
演于 1827 年， 帕尔曼以此作为音乐
会的开场， 这部作品有着舒伯特罕见
的华丽与高调， 对技术有着较高的要
求。 引子部分先是带有法国序曲的庄
严而后又转换成意大利风格的抒情旋
律， 帕尔曼并没有刻意凸显色彩与细
节，而是如行云流水般的倾诉。转入回
旋曲快板段落后弓速急转直下， 弓弦
间的摩擦分明是岁月的痕迹， 没有了
当年的激情与热烈， 更多的是冷静与
客观。 不要忘了，1945 年出生的帕尔
曼如今已年逾古稀， 他已不是当年那
个顶着一头卷发胖乎乎的可爱小伙，
而是一位满头白发七十多岁的老人。

《降 E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于理
查·施特劳斯 23 岁时写就，作为其唯
一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也是他的“室内
乐告别作”，从此创作中心转向了交响
诗与歌剧。 旋律在三连音的推进下流
动，处理更为淡然，没有多余的修饰，
即便在激动处也显得极为克制； 第二
乐章伊始，音色开始回暖，展现了他那

丰厚手指下极具魅力的揉弦。 担任这
次音乐会钢琴部分的是罗昂·达·席尔
瓦，也在朱丽亚任教，即便在大师的光
环下他也丝毫不逊色， 他细腻而丰富
的演奏让人感受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德彪西的《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
是作曲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完成于
1917 年，此前他饱受癌症的折磨，但
这丝毫没有减弱作曲家的灵感。 作曲
家首先完成的是第三乐章， 其中不乏
吉普赛音乐的元素，当然，第三乐章的
素材也用在了第一和第二乐章中，当
时恰逢瓦格纳称霸欧洲， 所以德彪西
下意识地想要确立一种本国的语言。
中场休息后大师似乎状态渐佳， 开始
为听众调配色彩， 印象派的朦胧与民
歌的韵味相得益彰， 闭目聆听让人忘
记了他的年龄……

从舒伯特到理查·施特劳斯、再到
德彪西， 帕尔曼为听众勾勒了一条浪
漫主义初期到晚期再到二十世纪印象
派的路线， 当然相信不少听众都是冲
着最后的“返场”而来。 当年帕尔曼是
何等的自信，从一沓乐谱中随意抽出
一份进行演奏 ， 现在他也不卖关子
了，直接告诉听众自己将要演奏的曲
目 ，如现场听众所愿 ，他演奏了肖邦
的一首玛祖卡、约翰·威廉姆斯的《辛
德勒的名单》、 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
曲第一号和维尼亚夫斯基的 《a 小调
随想曲》……全场沸腾。

帕尔曼已不再年轻， 昔日的轮椅
也换成了电动小车， 红色唐装在他身
上有些松垮， 据说这次也是他的谢幕
演出。即便已过了巅峰阶段，听众依然
热情高涨，对于“真爱粉”来说，陪伴就
是最长情的告白。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展现以色列多元文化魅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色列文化周”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今年是

中国和以色列 建 交 25 周 年 。 昨 晚 ，
在以色列钢琴演奏家亚龙·科尔伯格

所弹奏的乐曲声中， 本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 “以 色 列 文 化 周 ” 落 下 帷

幕。 为期六天的文化周期间， 以色

列平头舞团、 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等

艺术家和表演团体陆续亮相， 让观众

充分领略了以色列深厚的民族传统和

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
以 色 列 平 头 舞 团 带 来 的 现 代 舞

《冰树》， 凭借富于表现力的 “哑剧”
和丰富的动作语汇， 给沪上观众留下

深刻的印象 。 《冰 树 》 是 一 出 悲 喜

剧， 讲述了在一个无名的地方， 孤独

居住的老年夫妇要开一个讨论人生真

谛的演说会 ， 两 人 喋 喋 不 休 地 “说

着”， 对象却只有面前的椅子。 人与

椅子， 舞出一台戏。 极简风格的舞台

上， 以色列的舞蹈艺术家仅仅凭借动

作， 为观众描绘出一个由梦境和想象

所构成的世界。
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来自以色列

的小提琴演奏家伊扎克·帕尔曼。 艺

术周期间， 他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

乐厅带来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演

奏 了 舒 伯 特 《b 小 调 华 丽 回 旋 曲 》、
理查· 施特劳斯 《降 E 大调小提琴

奏鸣曲》 以及德彪西 《g 小调小提琴

奏鸣曲》， 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浪漫

主义、 浪漫主义后期和印象主义三种

不同的音乐风格。
此外， 以色列歌手伊丝特·拉达

也亮相于本届艺术节的 “艺术天空”
板块， 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为观

众带来一场爵士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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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点定位一个动作，一笔下来就有立体感
被誉为“中国素描第一人”，陈盛铎画作课件在沪开展

2017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

季入选项目、“润物无声———陈盛铎艺术

展” 昨天登陆刘海粟美术馆， 呈现了陈

盛铎为中国美术教育倾注一生、 默默奉

献的艺术人生。展览缘于一年前，该馆偶

得一批上海美专早期的画作、 课件及资

料， 为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素材， 不少方面甚至填补了相关

文献资料的空白。 遗留下这批宝贝的主

人即陈盛铎，被誉为“中国素描第一人”。
他以独到的素描理念和方法培养出大批

的艺术家，人们熟知的黎鲁、贺友直、汪

观清等知名画家都是他的学生。
上世纪 20 年代初，陈盛铎进入上海

美专西画系学习。 当时这所学校已然构

筑了相对完全的美术教育理念和体系。
毕业后，他又赴日本深造。1929 年，陈盛

铎学成回国从事美术教学， 先后执教于

西湖艺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 新中

国成立后， 他受聘于同济大学任美术教

授，其间还曾自办过画室、到出版社辅导

素描等。陈盛铎一辈子投身于素描教学。
画素描，陈盛铎反对“繁琐杂碎、浮

光掠影的表面描写”，主张运用“结构素

描” 表现对象， 不依赖光线明暗塑造物

体，强调对结构的观察、理解和表述。 他

要求学生作画前先观其全貌，一目了然，
从而胸有成竹、一气呵成。陈盛铎的素描

示范被评价为“一笔下来就有立体感，虚
实、浓淡、粗细、转折尽在其中”。

上世纪 30 年代末，版画家赵延年于

上海美专跟随陈盛铎学习素描。他回忆：
“陈老师上课，首先强调观察方法，对所

画对象的整体动态感觉、 大的体面结构

关系、 整体明暗变化等等， 必须认真看

清、看准。 要求我们落笔要肯定，形与结

构要抓紧抓准，通过大的块面塑造，使对

象的体感具有张力。”连环画大家汪观清

上世纪 50 年代曾在陈盛铎画室学画，他
坦言自己至今画速写时仍在沿用陈老师

的方法，一个动作用几个点来画定位，几
个点一连就确定了人的结构。“陈老师对

我们说，你要学画要按照我的规矩来画，
光线（明暗）不能画、模特不能画，只能先

从画几何模型开始。 几何模型不能衬光

线，只能画线条。要老师坐下看后找不出

毛病了才算过关，才能衬光线。 ”
可见， 大半个世纪以前陈盛铎就摸

索出一套素描的教学体系， 对于今天的

艺术创作而言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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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配送，将艺术的柔光照在每个人身上
“艺术天空”打造公益演出和专业导赏，越来越多市民从“走近”艺术到“走进”艺术

30 个箱子、一辆

皮 卡 、12 名 演 员 ，中

福 会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小八腊子流浪记》剧
组， 上周先后到访嘉

定 、松江 、青浦 、崇明

等地的剧场和学校，给孩子们“变”出老

上海的城厢景观和充满童趣的故事。 上

周，斯洛文尼亚皮亚佐拉奇五重奏乐团，
把音乐会办进徐家汇东方商厦。本周，美
国大提琴家纳撒尼尔·罗森大提琴奏鸣

曲音乐会则将走进普陀区图书馆剧场。
本届艺术节 “艺术天空 ”板块的 46

台 94 场演出全面覆盖本市 16 个区，深

入市民的生活圈、工作圈，将艺术的美好

变成可以感知的柔光，照在每个人身上。
与此同时，艺术节“艺术教育”板块则通

过演出前的 40 分钟，为观众做好聆听的

准备。 正如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评价，艺术让城市有了更生动的气质，浸
润着一座城市的灵魂，于细微处，改变着

每个人的精神气息。

高品质演出，有专业服务
“保驾护航”

“艺术天空”是与艺术节主板演出相

平行的大型演出单元。 相比去年 42 台

88 场演出，今年“艺术天空”规模更大 ，
46 台 94 场演出预计可惠及观众 50 万

人次。 今年入选艺术节主板演出的名家

名团中，有近六成同时参演“艺术天空”，
囊括英国小提琴家查理·席姆、捷克布尔

诺国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悉尼舞蹈团、瑞
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 德累斯顿国家管

弦乐团等。 虽然走的是免费和低票价的

公益亲民路线， 但演出的品质和水准丝

毫不逊于主板演出。
从“天天演”到“艺术天空”，经过多

年的努力， 艺术节的公益演出板块已经

成为许多市民心目中 “没有围 墙 的 剧

院”。 不久前，“艺术天空 12 小时特别活

动”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举行。民谣

女歌手坐在音乐厅前阶梯上， 捧着吉他

歌唱；大草坪上，来自上海爱乐乐团的乐

手们带来民间小调《听见中国》；音乐厅

里， 十位国际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上演了

一场“马拉松”式的贝多芬音乐盛会。 整

个艺术节期间，遍布上海各区的商场、学
校、图书馆等场所也成了艺术家的舞台。

场景可以变化， 但是对艺术的追求

却始终如一。 “艺术天空”公益演出的背

后， 有专业舞美和技术团队在 “保驾护

航”。舞台监督胡孟明给记者讲了一个细

节， 世界知名的芬兰赫尔辛基男声合唱

团来到奉贤区政府会议中心剧场演出，
开场前十分钟，他听合唱团领队说，按照

专业剧场最佳效果要求， 应该从两边观

众入口进入，第一首歌边唱边走上舞台，暖
场效果最好。 胡孟明立刻指挥会议中心剧

场将灯光和幕布在十分钟内按照专业要求

调整完毕， 让来自北欧的艺术家挑起了大

拇指。

艺术教育， 有准备地聆听
鉴赏艺术

杨燕迪认为，有文化准备的聆听，才是

对音乐真正的鉴赏；有明确期待的观剧，才
是对演出真正的尊重。 当艺术浸润生活的

深度不断提高之后， 更多市民则开始主动

“升级”，从“走近”艺术到“走进”艺术，专业

的导赏成为新的需求。针对这一需求，近年

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艺术教育”板
块，会选择在部分节目开场前，邀请参演

艺术家和观众进行 40 分钟的交流。
今年，作为交响合唱《启航》的创作

者， 龚天鹏向观众介绍了他的创作故事

和经历。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团长理

查德·佩隆、 巡演经理胡安·包蒂斯塔和

领舞孙佳勇，共同呈现了一场《魔笛》导

赏， 讲述如何将莫扎特的歌剧与贝嘉的

编舞交织在一起。艺术节还首度招募“学
生观剧团”，关于音乐、戏剧和舞台的讨

论，在 200 多名大学生中热烈展开，而强

大 的 导 师 阵 容 来 自 于 各 大 院 校 的 名

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 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王勇等纷纷加盟。
公益演出和名家导赏， 悄悄地改变

着很多人的生活，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气

质。 王福庆是艺术节的铁杆观众，他说，
大师名团的免费演出 给 他 带 来 许 多 快

乐与憧憬，还自学起了口琴和乐理。 这

几年，50 多岁的王福庆总是风雨无阻提

前赶到演出现场， 从受众变为参与者，
和其他热心观众一起为演出做准备，并

发动更多人走进现场。 他说，艺术让他

觉得“在精神上越来越富有”。

从和平饭店到黄浦江边
上海赋予我无尽的想象和灵感

执掌柏林爱乐乐团帅印长达 16
年的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终于到了

要和这支乐团告别的时刻。今明两晚，
柏林爱乐将在他的带领下， 携手钢琴

家王羽佳登上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
上演两场“柏林爱乐乐团 2017 上海音

乐会”。此番中国之行，是西蒙·拉特以

艺术总监身份率柏林爱乐最后一次访

华，而申城是最后一站。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记者见到了

这位年过六旬、满头银发的指挥家。今
年5月， 当柏林爱乐公布2017/18乐季

时，第一句便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以
此形容西蒙·拉特担任乐团艺术总监

的这最后一个乐季。“我一直不愿意想

这件事， 但所有人都在提醒我该说再

见了。 ”西蒙·拉特目光有神，谈吐风

趣，嘴角露出亲切的笑容。 提起告别，
他的话语流露出一丝不舍；提到上海，
他说这座城市带给他想象和灵感。

“50 多年前，我父亲常来上海，那

时他住的酒店是位于黄浦江边的和平

饭店。我每次来上海，都像是沿着父亲

的足迹探索这座城市。 ”西蒙·拉特多

次强调他对上海的喜爱，看得出，他对

来沪演出抱有非常大的期待。“我喜欢

漫无目的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散步，
这座城市魅力无边， 赋予了我无尽的

想象空间。 ”

一支乐团：我的任务是
让这个“庞然大物”跳舞

正是西蒙·拉特让柏林爱乐这支

顶尖乐团焕发出年轻的光彩。

2002 年 9 月 7 日， 西蒙·拉特在柏

林爱乐大厅以托马斯·亚当斯的现代管

弦乐作品 《避难所》 作为他的 “就职演

说”， 宣告了一个新的音乐时代的开始。
他似乎尤为钟爱处于“两端”的音乐：一

边是马勒、斯特拉文斯基，以及更加先锋

的作品；另一边则是海顿、巴赫、拉莫，或
更加古老的乐曲。 他还帮助乐团委约了

多部被他称为“点心”的小型作品，体量

虽小但别具风味。因此，柏林爱乐的演奏

曲目范围在西蒙·拉特执掌期间得到了

极大的扩充，进而使乐团的适应性、可塑

性和丰富性获得质的提升。
“柏林爱乐每位乐手本身都是出色

的独奏家，他们每个人个性鲜明，这也成

为我们乐团引以为傲的特征。 而我的任

务，就是施展让这个‘庞然大物’跳舞的

魔法。”西蒙·拉特告诉记者，柏林爱乐的

所有成员在展现个人魅力的同时， 从来

没有忘记他们对乐团所应担负的责任，
“乐手齐心协力献上最完美的音乐会，这
永远是摆在首位的”。

西蒙·拉特不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

指挥家， 也是一个致力于推陈出新的创

造者， 他把柏林爱乐的各个方面都引到

了全新的方向。 为了拓宽乐团的演出曲

目，他创立了“深夜音乐会”，于常规的柏

林爱乐交响音乐会结束半小时后在同一

地点举行， 专门演奏那些因体裁跨界而

少有机会上演的作品， 如里盖蒂的 《冒
险》《新冒险》，沃尔顿的《门面》等。 在他

的推动下， 柏林爱乐率先在世界一流乐

团中完成了数字化进程， 全球乐迷可通

过互联网欣赏乐团自 2008 年以来绝大

多数音乐会。

一座城市 ：在上海 ，我看
到了古典音乐的未来

“很多柏林爱乐团员告诉我，他们喜

欢上海浓郁的爵士乐氛围， 喜欢这里风

格多样的建筑。”前天，西蒙·拉特还抽空

去黄浦江畔散步， 申城再次激发了他的

想象力。
2005 年， 西蒙·拉特曾携柏林爱乐

首次造访东艺。 这 12 年来，他发现申城

的古典乐迷越来越年轻， 而且在观演时

变得愈发专注。 因此，西蒙·拉特对自己

和乐团提出了更高要求，“不能让申城乐

迷对我们的音乐会感到丝毫失望”。
西蒙·拉特在上海感受到了既接纳

古典、又拥抱新潮的音乐氛围，也领略了

申城市民对音乐的热爱。“这座城市中的

每个角落都发出了多元的艺术声音。 在

上海，我看到了古典音乐的未来。”西蒙·
拉特坦言， 他希望进一步体会心中那个

既饱含活力和温暖， 又充满 “众声喧

哗” 的上海，“我绝不会满足于一个平

静而没有波澜的城市”。

一段旅程：柏林爱乐并
非终点，我的探索之路不会
停止

此番沪上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将

呈现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
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斯特拉文斯

基的芭蕾舞剧音乐 《彼得鲁什卡》、拉
赫玛尼诺夫《第三交响曲》等曲目。 此

外，乐团将携手中国钢琴家王羽佳，演
出以高难度著称的巴托克 《第二钢琴

协奏曲》。西蒙·拉特表示，这套曲目将

最大程度地体现柏林爱乐的演奏整体

风貌和水平。
西蒙·拉特透露， 拉赫玛尼诺夫

《第三交响曲》是他在卸任柏林爱乐艺

术总监以前， 无论如何想要和乐团一

起演奏的。“这部晚期浪漫主义风格的

作品演奏起来非常不容易， 它是一部

略被低估的曲目， 我很想和上海乐迷

分享如此美丽的音乐。”在执掌柏林爱

乐的最后一个演出季， 他为自己列了

一份庞大的曲库， 分门别类地整理出

了最想要指挥的作品。
告别柏林爱乐之后，西蒙·拉特将

回到他的故乡英国， 成为伦敦交响乐

团的艺术总监。“每个人在有生之年不

可能事事如意， 但我希望自己可以永

远探索下去。 我将在伦敦交响乐团继

续发掘演奏更多新曲目的可能性，拓

宽古典音乐演奏的维度。 ”他说，近两

年内， 计划率领他的新团尽快与中国

乐迷见面。

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执棒柏林爱乐演出时的资料图片。 （东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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