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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唱片为我们呈现更完整的音乐世界，那些故去的、在我们生命中不可复现的大师和音乐瞬间，都
可以在唱片中再次聆赏。
这是一本唱片笔记，有专业的介绍和评价，拿着它到唱片店按图索骥，绝对不会失望，书中提到的每
张都值得珍藏。
更可以将书放在手边做欣赏时的指点，你会听得更丰富、更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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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专栏作家。
1961年生于辽宁大连，1979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曾任三联《爱乐》主编，《人民音乐?留声机》
主编，现任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文化顾问，著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朝圣：瓦格纳的拜罗伊特》
、《德国音乐地图》、《音符上的奥地利》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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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色小提琴”的《四季》　　风靡全球的小提琴家约书亚？
贝尔近年在北京或上海的亮相波澜不惊，少有人知，这看起来颇有些奇怪。
先不谈贝尔的小提琴造诣究竟如何，仅从大众“追星”层面看，贝尔也许是当今古典乐界最具市场号
召力的小提琴家，一张电影《红色小提琴》原声专辑卖出几十万张，最近上市的电影《反叛军》
（Defiance）同样因为贝尔以忧郁而感伤的琴声加盟，“原声”的销售业绩亦超过影碟本身。
　　当然，爱乐界新近关注约书亚？
贝尔的也大有人在，我就常听朋友说起时下乐坛引领风骚的小提琴家，女的是朱莉亚？
菲舍尔和希拉莉？
哈恩，男的便是约书亚？
贝尔和丹尼尔？
霍普，这样说实在有点揶揄当今小提琴领域“阴盛阳衰”的意味，因为相对于两位大红大紫的“花季
”美女，贝尔和霍普可都是奔“四张”去的人了。
他们之所以现在“人气”复升，花开第二春，大概和原本钟情室内乐演奏的霍普突然以独奏家身份高
调签约DG、贝尔亦为报SONY知遇之恩而投身“跨界”有关。
　　丹尼尔？
霍普，我将在另一篇文章讨论他，因为他的最新专辑恰好也是安东尼奥？
维瓦尔第的协奏曲，合作的乐团同样是英国的圣马丁室内乐团。
　　目前在内地购买SONY唱片颇为不易，因此接触贝尔的录音总是断断续续，我主动去寻找的一个
是他和诺灵顿合作的贝多芬D大调协奏曲，另一个便是这里准备重点讨论的维瓦尔第的《四季》。
　　我知道贝尔很早，十几年前收藏的密纹唱片正是他的成名录音—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
曲，尼维尔？
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又是这个乐团！
）。
贝尔年未及二十即以“金童”蜚声乐坛，接下来十年之内，DECCA唱片公司几乎为他灌录了所有最重
要的协奏曲，这些录音珍品在贝尔转签SONY之前，以廉价“小双张”出版了“收藏全集”，应当算
作老东家赠送的很动人的“分手礼”。
　　贝尔年少成名不仅得益于他青春阳光的“帅哥”形象，他对作品严谨内敛的解读风格使他的许多
录音晋身名家版本之列，比如门德尔松、普罗科菲耶夫和巴伯的协奏曲俱为一时之选，今天听来仍能
感受到内蕴深厚、情绪激荡的生命力。
　　SONY时代的贝尔重新引起我的关注并非因为欧美家喻户晓的电影《红色小提琴》的流行，而是
来自英国指挥大师罗杰？
诺灵顿的一次谈话，他说贝尔是目前唯一可以用“纯音”演奏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主流小提
琴家。
所谓“主流”，即有别于使用仿古乐器的“非主流”；而“纯音”只是针对现代乐器而言，通俗说就
是“不揉弦”。
按诺灵顿的观点，“揉弦”陋习正是来自一百多年前独奏家的技术诉求和表现欲，以至于最终传染给
整个乐队。
当诺灵顿先后在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和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实践他的“本真演奏”理念时，他已经将
“纯音”的企图扩及独奏家身上，约书亚？
贝尔成为第一个“志同道合”者。
　　难以置信，一个以演奏浪漫主义音乐为主的小提琴家，一个在电影配乐中如此具有如泣如诉煽情
魅力的“时尚音乐家”，竟然受诺灵顿爵士的“蛊惑”，以“不揉弦”的指法和提速的弓法如履薄冰
般几近于枯燥无味地演奏完贝多芬那么才情四溢、柔情似水的小提琴抒情诗篇。
从聆听录音角度考量，我并不以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但贝尔能够沉下心来，将表现的欲望压制到
最低，仍然令我动容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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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贝尔录制《四季》的期盼出于一种反向思维，既然他敢于以“纯音”观念侵入贝多芬领地，
那么属于巴洛克风格的维瓦尔第一定能够和他的略显分裂的诠释意图相得益彰，换言之，小提琴协奏
曲《四季》以其单纯洁白的底色，足可以在任何浓妆淡彩之下从容散发万般魅力。
《四季》可以驯服一切试图驾驭它的大师，《四季》是真正的小提琴演奏的试金石和万花筒。
贝尔说他二十年前就演奏并热爱这部作品了，只因风格把握上始终飘忽不定，便一直没做出录音决定
。
贝尔不仅长期思索这部作品，而且做了大量文献甄别工作，这一点我想也是受了“古乐派”的影响。
贝尔认为《四季》即便名家演奏版本多如牛毛，却几乎很难找到观点和风格接近的，版本之间的差异
性如此巨大，以至于并不存在所谓的“范本”。
这真有点“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意思，正如贝尔所说，演奏者的个人意愿和感情决
定了他采用自己适合并擅长的方式，他所做的一切正是维瓦尔第音乐所提供的关于“和声”与“创意
”的实验空间。
这就是《四季》的真谛，也是它独有魅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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