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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连科率团来沪
乐迷可以期待什么？

柏林爱乐见证
上海古典乐发展 20年

柏林爱乐特邀王羽佳
老搭档强强联手

去年，王羽佳曾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带来
过独奏音乐会。此次跟随柏林爱乐，王羽佳再
度回归申城，对于不少乐迷来说，这也是值得
期待的一大亮点。
介绍王羽佳，既简单也不简单。你大可以

罗列出无数标签，诸如“80 后女钢琴家”“短
裙和高跟鞋”“90 度鞠躬谢幕”“野蜂飞舞和
土耳其进行曲”。
如果再稍微懂一些古典乐，或许还能说出

“郎朗的师妹”“阿格里奇的接班人”“5小时
钢琴马拉松第一人”“格莱美得主”……
但事实上，了解得越多，你就越难用关键词来

简单形容王羽佳，甚至觉得在此基础上轻易得出的
任何结论，都像是一种冒犯。她不是只会弹奏速度
很快的曲目炫技，也并非时时刻刻身着短裙高跟鞋
出现，甚至所谓个性的张扬也特别“看情况”。
王羽佳 1987 年出生在北京，在中央音乐

学院学习的时候师从凌远教授，而郎朗当年的
老师正是凌远的丈夫、钢琴教育家赵屛国。后
来，王羽佳也和郎朗一样从“央音”进入了柯
蒂斯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并师从同一位钢琴大
师加里·格拉夫曼。
因为相似的教育路线以及师出同门的关

系，人们总是会在提及王羽佳的时候先提到比
她大 5 岁的师兄郎朗，并给她冠以“郎朗师
妹”“女版郎朗”的标签。对此，王羽佳早有表
态：“我不喜欢被这样子归类，虽然我们都是亚
洲人，都上同一个学校，有同一个老师，但我们
的性格很不一样，是不同的艺术家。”
和很多著名钢琴家动辄问鼎“柴赛”或者

“肖赛”的履历有些不同，王羽佳参加过的钢
琴比赛并不多。这是因为格拉夫曼本人非常反
对学生参加钢琴比赛，曾公开表示过不允许郎
朗、王羽佳出去比赛。他认为，“要参加比赛，你
一定会选择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曲子，平常
练习的也都是这些，久而久之，你只在有限的
曲目上打转转，反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在格拉夫曼看来，比赛拿奖无非是为了引

起业内的关注，可以让新人尽快签约经纪公
司，以获得更多工作机会。但王羽佳 16岁就签
约了经纪公司，于是比赛于她而言也就没有太
大意义了。
“我非常高兴。你要把我搁在比赛里，我觉

得我第一轮都进不去。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有
个性的弹琴风格，比较偏表达的，可能不适合
比赛。比赛是看哪个人弹得最完美，哪个人是
在框框里弹得最好的。而艺术上达到一定程度
之后，怎么比？艺术又不是体育，对吧？”王羽佳
如此表示。
王羽佳的几个重要的成名转折点，都是在

救场中完成的———2005年，顶替临时缺席的钢
琴家拉杜·鲁普，完成了北美首次演出，随后与
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签下唱片合约；2007 年，代
替玛塔·阿格里奇作为独奏钢琴家与波士顿交
响乐团合作演出，20 岁便一战成名；甚至 2017
年柏林爱乐来上海，也是因为原本的钢琴家郎
朗左臂腱鞘炎未能痊愈，王羽佳临危受命，在
第一场音乐会中演奏了以高难度著称的巴托
克《第二钢琴协奏曲》。
西蒙·拉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很惊喜遇

到了第二位在弹奏巴托克《第二钢琴协奏曲》
方面最优秀的中国钢琴家，“你找不到更好的
选择了。和郎朗相比，王羽佳是完全不同类型
的演奏家，郎朗的风格偏法式，她更偏俄式”。
王羽佳和柏林爱乐的合作开始于 2015

年，她和帕沃·雅尔维合作了普罗科菲耶夫《第
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之为“一个正确的决定”
———“演出效果非常棒，我立刻深深爱上了柏
林爱乐。于是很快我就又去柏林爱乐了，很幸运
的是我确实做到了。”
事实上，柏林爱乐向王羽佳伸出橄榄枝的

时间还要更早些，只不过最初让她演奏的理查·
施特劳斯的《戏谑曲》王羽佳并不喜欢，就果断
拒绝了。只是因为曲子的喜好，就敢于向一个顶
尖天团 say no，这也很“王羽佳”。
同样个性十足的，还有她演出时露背的短

裙礼服和高跟鞋，但对此王羽佳也曾表态：“说
衣服挺没意思的。我穿短裙，因为我觉得古典乐
就是我的派对。如果一个漂亮的男钢琴家穿了
紧身裤，我不会关心衣服之下有什么。如果音乐
是美丽而感性的，为什么不能为它穿上同样美
丽的衣服？”
或许是因为很多个性十足的舞台形象和大

胆发言，王羽佳总给外界一种不羁的印象。当
然，在弹钢琴这件事上，王羽佳拥有全面的能力
和足够的自信。
去年 1月，王羽佳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与

雅尼克执棒的费城交响乐团完成了一场近 5个
小时的马拉松式演出，演奏曲目包括拉赫玛尼
诺夫四部钢琴协奏曲和《帕格尼尼主题狂想
曲》———这五首曲目每一首都难度极高，是所
有学琴者的噩梦。
如此看来，王羽佳不仅是“钢琴学霸”，也

是妥妥的“钢琴运动员”，这一次演出也创造了
当今古典乐界的一大纪录，成为她演奏履历上
又一抹亮色。
今年年初刚刚对话过王羽佳的田艺苗向记

者分享，“除了那场著名的‘马拉松’，从她敢
于挑战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等作曲家如此有
难度的曲子也能看出，王羽佳是对自己有要求
的人。她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钢琴家，
而不是刻意地追求古典或者迎合大众。她哪里
是一个只会穿小短裙的人。”
而谈及王羽佳的性格，和她在“央音”和

“柯蒂斯”师出同门的师姐、在香港演艺学院任
教的钢琴博士郑慧向记者回忆，“上次她来香
港和香港管弦乐团合作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
曲》，结束我在后台夸她弹得好，她反而说‘这
是童子功，多亏十几岁的时候在凌远老师那里
打下的基础好’。以她如今的水平还能这样说，
是真的很谦虚了。音乐家可能弹起琴来就容易
变得热情奔放，但私下里她也有内敛甚至撒娇
的一面。”
这一次演出的曲目中，贝多芬的作品对钢

琴家来说可谓“家常便饭”，而对普罗科菲耶夫
作品的演绎王羽佳更是早已得心应手。乐迷可
以放心地欣赏，一位技巧与音乐表现力俱佳的
六边形战士，带来的视听盛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起，王羽佳也即将

迎来全新的职业起点———作为马勒室内乐团的
艺术合作伙伴，担任乐团指挥一职。早在 2018
年就担任过这支室内乐团的指挥的她，开始要
常常拿起指挥棒了。
在曾经的西方古典乐界，不管是钢琴家还

是指挥家的位置，都鲜少出现女性的身影。我们
很高兴地看到，王羽佳之前，已经有很多代女性
音乐家打破了这样的“传统”。如今，我想我们
不必再强调她是女版的谁，亦或是“女钢琴家”
“女指挥家”。

她就是王羽佳，仅此而已。

柏林爱乐乐团此前曾三次来沪演出，均作
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以下简称“艺术节”）参
演项目，由前任首席指挥西蒙·拉特执棒，2005
年和 2017 年分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各演两
场，2011年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过一场。
此次的驻场演出为艺术节特别项目，交响

乐演出分别安排在 6 月 26 日、27 日、29 日和
30日四天。虽说是四场，但严格来说只采用了三
套曲目———最后一个演出日的曲目是 27 日上
半场的曲目和29日下半场曲目的又一次整合。
首个交响乐演出日，乐团意外地没有采用

德奥作曲家的作品，而是以俄罗斯作曲家穆索
尔斯基、普罗科菲耶夫以及法国作曲家拉威尔
的作品贯穿全场，展现了柏林爱乐最大程度拥
抱乐迷、彰显国际化的态度。
此后的三天回归德国老团的本色，为古典

乐迷带来勃拉姆斯、贝多芬、瓦格纳、理查·施特
劳斯等一众德国作曲家的重头戏。其中，理查·
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和勃拉姆斯的《第四
交响曲》是柏林爱乐在 2005 年和 2017 年来
沪演出过的“老曲目”，而此次别特连科的指挥
将为观众带来怎样不同的演绎风格，也是不少
乐迷期待的看点之一。
2023 年年末，音乐作家田艺苗曾前往柏

林爱乐音乐厅，现场体验了一次“天团”的新
年音乐会，并向记者分享了对现任首席指挥的
印象：别特连科给我感觉是非常务实、细致全面
的一位音乐家，同时也很低调。柏林爱乐的指挥
家不少都会有些偶像气质，就是那种让外界一
眼就能认出的标志性风格，但别特连科对这些
好像都不是很在乎。
作为一个 1882 年成立的德国老牌乐团，

演绎德奥作曲家的经典名作必然是他们的看家
本领。当年“指挥帝王”卡拉扬在任时就十分热
衷带乐团录制德奥音乐唱片，包括贝多芬和勃
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还有舒伯特、门德尔松、
舒曼、布鲁克纳的全部交响曲，以及众多瓦格纳
的歌剧作品。
后来这也成为了柏林爱乐历代指挥上任后

的传统。每年演出季以及重要的全球巡演，这些
曲目也最能让乐迷一睹“柏林之声”的魅力。
“作为世界顶尖名团，一定要有自己的传统。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核心曲目的积累就是柏林
爱乐很重要的传统之一。”乐评人李严欢说。
但柏林爱乐也并不会仗着老牌乐团的资历

就囿于“吃老本”，在卡拉扬之后，不仅有多位
非德奥籍的指挥家接连上任，还在曲目上不断
突破固有的舒适圈，从德奥拓展到东欧、亚洲等
作曲家的现当代音乐作品。
2011 年柏林爱乐来沪，日本当代作曲家细

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就出现在了曲
目单里。2017年柏林爱乐来沪，现代音乐作品仍
然在列，上演了旅居柏林的韩裔女作曲家陈银淑
的《弓弦之舞》。
“不仅坚守德奥音乐，柏林爱乐也敢于让

乐迷们听到新的声音。在细致、严谨的基础上，
彰显百年老团的风格。”李严欢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随团来到上海的乐团

成员中，将出现一位中国乐手———中提琴首席
梅第扬。
2022 年，28 岁的长沙伢子梅第扬在柏林

爱乐乐团的中提琴首席招聘考试中表现突出，
成为史上首位正式获得柏林爱乐乐团职位的中
国音乐家。2024 年 4月，经乐团全体成员投票，
梅第扬顺利通过试用期，官宣成为柏林爱乐乐
团的终身成员。此次上海之行，也将是他首次正
式随团回到中国演出。
此次柏林爱乐除了四场交响乐演出之外，

还将在上海大剧院、YOUNG剧场、临港滴水湖
剧院以及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带来数场室
内乐演奏，涵盖弦乐、管乐等室内乐团的演出以
及12把大提琴音乐会。其中 12把大提琴的组
合形式已经有 50 多年的历史并一直享誉世
界，也是此次乐迷们颇为期待的演出之一。

天团来了。
自 6 月 25 日起，柏

林爱乐乐团将在首席指

挥兼艺术总监基里尔·
别特连科的率领下，携
手钢琴家王羽佳， 展开
近 10 天的上海之行。期
间， 乐团将会带来四场
交响乐以及若干场室内

乐演出和活动。
这是基里尔·别特连

科接任柏林爱乐首席指

挥后， 第一次带团来沪。
6000余张演出票 5分钟
售罄，足见“天团”人气之
旺。

算上这次行程，柏林
爱乐在过往近 20年间共
计来沪 4次，在某种程度
上见证了古典乐在上海

的发展。新闻晨报此番特
别策划了“柏林爱乐在上
海”主题特刊，聊一聊这
一古典乐天团和上海的

渊源，以及这些年来古典
乐名家名团相继奔赴上

海的理由。

正是因为这一古典乐“天团”的江湖地位，
此前柏林爱乐三次来沪，无一不掀起巨大的观
演热潮。
2005年 11 月，当时正式运营仅四个月的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因为地处偏僻而乏人问
津，却毅然以 1200 万元的天价 （当时全国
99.9%以上的剧场一年的运营费用都不会超过
1000万元），把柏林爱乐首次请到了上海。
即便在那个年代，最高 4000 元的票价也

没能阻拦乐迷们的热情，演出一票难求，轰动全
城，成为了当年“上海十大文化新闻”之一。

乐评人李严欢当年就在第一场演出现场，
哪怕时隔近 20年，他还是记得当时的激动。
“观众反响很热烈，事实上后来的每一次柏

林爱乐到访，上海观众都很热情，这毕竟是古典乐
团天花板中的天花板。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们
木管声部的演出，单簧管、双簧管、长笛，每一位声
部首席拿出来都是一流独奏家的水平，但合在一
起却也可以演绎出细腻且层次丰富的声音，真的
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演奏。”
在李严欢看来，千禧年前后的上海观众，开

始进入古典乐的“补课阶段”：1998 年，国内第
一座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大剧院———上海大剧院
落成；199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立，很多
中外经典演出接连上演，丰富了上海的演艺市
场；2004 年，上海音乐厅经过了整体平移后，在
新址重新向公众开放；2005 年，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正式运营。从那时起，上海观众开始有机会
大量接触国际名家名团。

李严欢印象最深的是 2004 年小泽征尔执
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两场
交响音乐会。这一古典名团的首次来沪同样是
当年沪上演艺界的一大盛事，最高票价甚至达
到了 6000 元。“那时还没有网上购票，大家都
要去大剧院票房现场买，但照样是一抢而空
的。”
2011 年，柏林爱乐第二次来沪，在上海大

剧院仅演出了一场交响乐，门票更加紧俏。为满
足更广大乐迷的热情，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创先河，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大屏幕上同步直
播演出现场，路过的乐迷都能免费观看。

演出结束之后，在艺术节的安排下，指挥西
蒙·拉特还带领部分乐手前往世纪广场和乐迷
见面，“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天气有点冷，但
我很高兴看到如此多的音乐爱好者，期待下次
能再见到大家。”

2017年，柏林爱乐第三次来沪，回到了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与 12年前的票价相比，那一次
音乐会的最高票价从 4000 元降至 3480 元，最
低票价从300元降至80元。考虑到各年龄层观
众的购票习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特意按时段
分档，线上线下结合售票。
售票日的前一天，有的乐迷中午就来到了东

艺门口排队，最长等待了 40小时只为第二天赶
早购买一张门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还特别开放
了330座的演奏厅，供通宵排队的乐迷休息。
今年，柏林爱乐交响乐演出的最高票价降

至2980元，这也是该团在中国首次将最高档票
价降至3000元以内。在李严欢看来，物价在逐
年上涨，柏林爱乐的演出票价却不增反降，这本
身就代表着，在各方持续不断的努力下，上海的
古典乐演出已经越来越能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而除了柏林爱乐，这些年来，不少名家名团

也在纷至沓来。
远的不说，仅仅去年，上海乐迷就看到了钢琴

家马祖耶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拉赫玛尼
诺夫全套钢琴协奏曲”，5小时的马拉松狂飙至午
夜；捷杰耶夫上演特种兵式演出———既在上海大
剧院指挥了完整版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又
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了普罗科菲耶夫专场；
而除了这些数度来沪的“老面孔”，乐迷还首次迎
来了鬼才指挥家库伦奇斯，在现场感受什么叫“既
嚣张又内省，既奥妙又深邃”。
今年，正在进行的春夏演出季中，观众更是

见到了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大师卡瓦科斯、格莱
美得主乔伊斯·迪多纳托……用李严欢的话说，
上海古典乐演出市场已经从当年的“补课阶
段”，进入了“与时俱进”的阶段———“当下国
际乐坛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和演出，上海观众
基本都能看到。”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关注这
些顶流音乐家们演奏的曲目也会
发现，不管是马祖耶夫的“马拉
松”，还是卡瓦科斯带来的巴赫
“小无”全本，都是难度极高、篇
幅又长的古典乐作品。不仅对演
奏家挑战很大，也对观众的鉴赏
力和耐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
他们愿意在上海“上难度”，也正

说明对上海的观众和古典乐
氛围有足够的信心。“他

们相信经过这些年的熏陶，
我们的古典乐乐迷已经有了这
个底子，可以接受这样的节目编
排。”李严欢说道。

晨报记者 王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