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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11月对于北京的古典音乐爱好者

而言无疑是充实和幸福的，无论是帕尔曼、科瓦切

维奇等器乐独奏大师还是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

慕尼黑爱乐乐团等世界顶级交响劲旅都“扎堆”登

台。托马斯·汉普森与乔纳森·考夫曼两位大师的

连续献艺更让声乐艺术爱好者们大呼过瘾。11月

29日，德国花腔女高音戴安娜·达姆娆在国家大剧

院音乐厅的独唱音乐会，可以说为这个绚丽多彩的

深秋时节画上了最完满的句号。

作为一个演唱曲目范围极广的女高音歌唱家，

尽管达姆娆在包括《拉美莫尔的露琪亚》《霍夫曼的

故事》《弄臣》等诸多剧目中都留下了令人信服的精

湛诠释，但对于更多的听众们而言，她的名字仍然

与莫扎特《魔笛》中“夜后”一角直接挂钩。从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达姆娆用兼具

清丽音色与极佳爆发力的一曲“复仇的火焰”征服

了无数听众。当中国的观众发现此次演出的节目

单上并没有安排这一曲目的时候，不免有些遗憾，

但就像达姆娆在采访中顽皮的回答——“没有夜

后，高音也绝对一个都不会少”，聆听完全场音乐会

的朋友绝不会感到不过瘾。

音乐会以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中女主

角罗西娜著名的咏叹调“一个美妙的声音”开始，

舞台上一袭粉装的达姆娆完全化作剧中情窦初

开的少女，一颦一笑、抬手低眉间无不带着自然

而精湛的表演，这非但没有影响她高水准的声音

发挥，反而让作品前后两段气质迥异的音乐个性

间拥有了合理的关联与过渡，尽管每个听众都能

感知到作品触及的极高音区与巨大的戏剧张力

对演唱技巧的挑战之高，但达姆娆强大的气场与

浑然的阐释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带入了音乐本

身的美感之中。在古诺与贝里尼两位歌剧大师

塑造的“朱丽叶”中，达姆娆证明了自己绝非是仅

有超凡嗓音天赋的炫技歌者，即使在那悠远甚至

是凄美的旋律中，她依然能以清晰的咬字归音与

细腻的行腔变化赋予作品灵动且朴实的美感。

本场音乐会中，达姆娆的丈夫、法国低男中音

歌唱家尼古拉·泰斯特同样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无

论是罗西尼作品中狡黠阴暗的巴西利奥还是威尔

第笔下狠厉坚决的卫队长费南多，泰斯特醇厚的

嗓音都能在角色形象之外保持一种独属于意大

利歌剧的流畅美感。在上半场结尾，达姆娆与泰

斯特联袂为大家带来了贝里尼《清教徒》中的二

重唱“哦，亲爱的叔叔，我的第二个父亲”，尽管在

同台对比下泰斯特的嗓音穿透力与达姆娆相比

仍有差距，但这对舞台伉俪的高度默契与全情投

入依然让听众领略了这部鲜少在中国舞台上完

整演出的歌剧作品情真意切的魅力。

整场音乐会的最高潮无疑来自惟一一首出自

德国作曲家笔下的作品：梅耶贝尔《迪诺拉》选段

“影子之歌”。四年前女高音歌唱家巴托丽在国家

大剧院登台时，就曾让包括笔者在内的听众感叹

——当人声拥有了器乐般的准确性与颗粒性，将会

产生何等神奇的效果！此番达姆娆再次用无懈可

击的演唱与生动幽默的肢体语言重现了这样的美

妙体验，高音弱唱、跳跃感与连续性间的平衡、单音

持续中圆融的力度弧线……这一切都令达姆娆“当

代最杰出花腔女高音”的荣衔显得当之无愧。

在观众的欢呼与掌声中，达姆娆以青主创作的

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作为献给中国观众的特别

礼物，那种基于对歌词意境熟稔把握下的精妙诠

释，体现了顶级音乐家直觉般的作品解读能力，钢

琴大师克劳迪奥·阿劳的再传弟子马切伊·皮库鲁

斯基同样用精湛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声乐艺术在

合作呈现中甚为广阔的可能性以及亲历某种难以

再现时刻的巨大幸福感。

《阿依达》之后的16年间，威尔第没有再为任

何一部歌剧谱曲，却以两部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

和喜剧《法斯塔夫》再度震惊乐坛。《法斯塔夫》在音

乐上的贡献体现在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德奥作曲大

师理查·施特劳斯评价《法斯塔夫》是现代意大利音

乐最伟大的杰作，理查·施特劳斯更称自己的喜歌

剧如能够达到这样崇高的美该有多好。12月3日，

国家大剧院在九部威尔第悲剧作品之后，以与维也

纳国家歌剧院联合制作、取材于莎士比亚《温莎的

风流娘们儿》和《亨利四世》的这部喜歌剧作为十周

年院庆的献礼作品，在国家大剧院完成了该制作的

中国首演。深谙意大利歌剧的指挥家雷纳托·帕伦

波在祖宾·梅塔病退后火速驰援，让这部威尔第的

歌剧力作依然散发着足够的音乐能量。英国歌剧

导演大卫·麦克维卡在这部歌剧中所展现的现实主

义美学更令人称奇。

今年，雷纳托·帕伦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歌

剧《假面舞会》中担任指挥，这位意大利本土歌剧指

挥展现了与生俱来的音乐才华，尤其帕伦波在本剧

听觉上最为享受的十重唱《世间万物皆玩笑》中展

现了威尔第旋律之王的气质，并在剧中多处戏剧场

景以极具抒情的音乐予以诠释，雷纳托·帕伦波尝

试结合了个性十足的莫扎特及欢声笑语的罗西尼

音乐味道，可谓“独具匠心”的音乐处理。意大利歌

唱家罗伯特·德·坎迪亚在剧中称职的表演堪称不

可多得的法斯塔夫男中音，多年在罗西尼歌剧中的

磨砺使得意大利人对此类喜歌剧男主角驾轻就

熟。中国男高音石倚洁饰演的芬顿也极为出彩，第

三幕芬顿的咏叹调“爱情的歌声随风飘荡”中演唱

极富穿透色彩。

英国歌剧大导大卫·麦克维卡的作品有着浓厚的

古典主义戏剧美学，这在他此前为英国皇家歌剧院、

大都会歌剧院所做的一些制作中可见端倪。在前卫

主义、实验性制作大行其道的欧美舞台，麦克维卡这

种写实主义风格的制作在当下并不讨好，然而他献上

的这版《法斯塔夫》还是令人眼前一亮，英国人骨子里

对莎翁剧作的虔诚为国家大剧院带来了一部上乘水

准的艺术品，舞美不仅美轮美奂，演员调度的精准足

见指导功力，一些细节如卧床、浴缸、大树、圆月的巧

妙设计都一如麦克维卡式的风格，博人眼球。

本剧舞美主创团队的呈现有着欧洲中世纪的

古堡风格，小镇温莎的旅馆、贵族家的客厅、花园等

依次出场。舞台上的道具诸如铠甲、油画、地图等

物品都极具中世纪画面感。在第三幕温莎公园的

场景中，法斯塔夫以头戴鹿角、身背天使翅膀服饰

出场颇有喜感，再度贴合全剧的喜歌剧主题，就像

在这部作品中，理查·施特劳斯称威尔第达到了真

正艺术完美的境地，大卫·麦克维卡以现实主义画

风重塑的温莎小镇可谓同样称奇，将威尔第的整部

作品提升至美学意义的巅峰。

2016年的11月，瓦莱里·捷杰

耶夫率领马林斯基这艘俄罗斯乐

坛的航空母舰登台上海大剧院。

今年的11月26日至28日，捷杰耶

夫再度率领马林斯基重返上海大

剧院，本届的“马林斯基艺术节”虽

然规模小，但主题非常集中——舞

剧音乐。在三天中，共上演三场普

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灰姑娘》、一

场“斯特拉文斯基之夜”音乐会。

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舞剧中，

最有名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和

《灰姑娘》。2016年“马林斯基艺术

节”上演的是前者，今年上演的是后

者。普罗科菲耶夫曾为这两部舞剧

都分别改编过三套组曲,前者的组曲

在音乐会上的上演率远高于后者,其

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灰姑娘》的音

乐与剧情、演员的表演配合得更加

严密,几乎容不得音乐的“独立”。如

果纯粹从音乐的角度而言，《罗密欧

与朱丽叶》更具光彩，更为先锋前

卫，《灰姑娘》更趋古典性。

指挥马林斯基,捷杰耶夫可谓

驾轻就熟，对《灰姑娘》也是了如指

掌，几乎不用排练就能上场。他的

指挥洗练流畅，音乐紧随舞者和剧

情进行，不作个性化铺张，直到最后

王子和灰姑娘的独舞、双人舞，乐队

才尽情舒展了一把。此番的乐队状

态颇佳，音色温暖滋润，木管尤其

出彩，有助对舞者的烘托渲染。

在两天中接连演出了三场《灰

姑娘》后，28 日晚，捷杰耶夫带领

马林斯基乐队走出乐池，步上舞

台，演奏斯特拉文斯基专场。专场

自然少不了《火鸟》，这次演奏的

《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1919年版

的组曲（7首），从引子的静谧到火

鸟出现时的灵动、公主舞蹈的抒情

温馨与卡什切伊王狂暴阴暗的地狱

之舞的对比、最后是摇篮曲与终曲

的安宁悠扬，捷杰耶夫与乐队诠释

得层次分明、起伏有致、一气呵成。

音响色彩绚丽多姿，强劲的铜管和

打击乐锦上添花。后段象征伊凡王

子的圆号悠悠吹出，渐渐弥漫舞台、

全场，圆润美妙，令人陶醉。乐手的

技巧和气息控制非常出色。

《随想曲——为钢琴和乐队而

作》创作于 1928 年-1929 年，已进

入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时

期”，这个时期的主要音乐特征是

“玩”，轻松愉悦好听。这首《随想

曲》从头至尾几乎就是玩、就是炫

技，对身材魁梧像头大熊的俄罗斯

钢琴家丹尼斯·马祖耶夫来说正中

下怀。钢琴在他手下就像是个太

轻巧的玩具，他的演奏势大力沉、

火花四溅。安可的普罗科菲耶夫

《第七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是如

此惊心动魄。

下半场的《彼得鲁什卡》，不久

前柏林爱乐刚在东方艺术中心演

出过，正好是个对比。如果说柏林

爱乐是精致，那么马林斯基是粗

犷，不说大出风头的铜管和打击

乐，即便是弦乐的几处齐奏（如第

一段和第四段），也是绵实粗厚，劲

道十足，乐手好像都灌了伏特加。

长久以来作曲界一直在致力

于解决一对矛盾，即如何达到通俗

性与专业性的平衡，在所谓“难听”

和“好听”的评价之间，既取得大众

审美的制高点，又在专业界拥有立

足之地。好听的音乐偶尔会被诟

病为商业音乐从而影响其专业价

值。基于和声、曲式、结构的考量又

很难被大量听众捕捉。即使是在勋

伯格统治的现代音乐界，这对矛盾只

有在面对像埃里希·科恩古尔德这

样既有旋律又有才情的能人时，才

会成为统一体。

王云飞就是一位融旋律和才

情于一体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给

人的最直观感受就是接地气。11

月 29 日晚，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厅

上演王云飞民族器乐作品音乐

会，由洪侠指挥浙江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等演出。上半场以室内乐编

制突出作曲家精致玲珑的一面，下

半场以百多人的震撼编制展现其

驾驭大型乐队的技巧。来自新疆

和延边的少数民族音乐家多姿多

彩的舞台扮相和生动形象的演

奏，述说王云飞的采风成果和嫁

接少数民族风格音乐的尝试。

相较于下半场的包罗万象，上

半场的不俗配器更让笔者印象深

刻。创作于 2014 年的开场曲《武

生》，采用琵琶加二胡及中阮，模仿

京剧代表性旋律、过门和节奏，发

掘五把琵琶组合的重奏可能性。

作品以点带面，用拨弦乐器敲击共

鸣腔来制造京剧锣嚓点阵，短小精

悍的演奏极具驱动性和原创性，就

像水墨画一样充分考虑到留白的

意境。如此“惜墨”式写法犹如巴

托克在乐队协奏曲中简洁地对民

族元素的大胆开发改造，但更接地

气，顿时让人“眼睛一亮”。极富新

意的配器组合得到演奏家强有力

地呼应。

与之相比，第二曲中，合鸣笙

乐团带来的形形色色、各种音高的

笙首先在视觉上让人大开眼界，所

演奏的《西寻》一反《武生》风格，大

气磅礴，蔚为壮观。这部 2014 年

的作品旨在“用音乐表达对指挥、

道德、人生的体味和思索”，以笙簧

这一古老而高贵的吹奏乐器演来，

一股浓浓的宫廷雅乐之风扑面而

来，余音袅绕。

两首开场曲传达的“灵动”和

“磅礴”特色贯穿整场音乐会。王云

飞纯熟运用朴素曲式结构制造出万

千变幻的效果也反映在下半场的

《云水镜》中。这是他最新创作，为

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大型民族

管弦乐套曲《钱塘江音画》中的一

首，用流动的音乐描绘飘忽不定的

云和水，全曲意境之美如亲临化境。

这是一场难得的音乐会。新成

立的浙江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集全

系之力为年轻老师开办专场音乐会

实属不易，作品听来全不费功夫但

效果出众极为不易。王云飞的音乐

值得拥有更为广阔、立体的天地。

没有“夜后”
她仍是花腔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