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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晚的厦门鼓浪屿音乐厅门前，人头攒动，拿到当
晚演出票的观众兴致勃勃地急速步入音乐厅，没票的观众盼
望能买到一张退票。观众的热情如此高涨，除了这是第七届鼓
浪屿钢琴艺术节闭幕演出外，许多观众为的是一睹在鼓浪屿
长大而走向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卓贤、黄茜卡的演奏风采……

历时5天的第七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8月5日落下帷幕，
记者时隔6年再次踏上鼓浪屿。因连续参加了前四届，一直很
想念鼓浪屿，准确地说，是想念鼓浪屿的琴声，想念岛上从居
民家中飘出的音符，想念鼓浪屿音乐厅来自国际著名音乐家
对钢琴名曲的演绎，想念小钢琴家们音乐赛场上带着火药味
的比拼，就连铺在通往鼓浪屿音乐厅小道上的音符都会成为
想念鼓浪屿的理由。当然还有古钢琴博物馆、著名音乐家的故
居等等。

国际性：钢琴名家演奏会成为艺术节品牌
两年一届的鼓浪屿钢琴艺术节已走过七届，每届都以钢

琴名家演奏会、钢琴大赛、钢琴普及三大板块为主要内容。钢
琴名家演奏会已成为艺术节的品牌，每一届都能请到不同国
籍、不同演奏风格的著名钢琴演奏家，体现了艺术节的国际
性，来过鼓浪屿的音乐家走到哪里都会提到鼓浪屿和鼓浪屿
的钢琴文化，无形中起到了宣传鼓浪屿音乐文化的作用。本届
从1号到5号举行的6场名家音乐会，囊括了古典、浪漫、炫丽、
典雅、狂欢等众多关键词，来自俄罗斯的炫丽——索菲亚·古
利亚克钢琴独奏音乐会，作为开幕音乐会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高水准演奏。索菲亚2009年荣膺第十六届英国利兹国际钢琴
比赛第一名和玛丽公主金牌，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获此项殊
荣的女性。音乐家以细腻温和以及圆润的演奏著称，从她指尖
流淌的音乐，毫无炫技的刻意，传达的是纯粹的音乐。开幕当

天下午，旅加管风琴演奏家马慧元在鼓浪屿富有音乐历史的
古钢琴博物馆举行了管风琴独奏音乐会。

在北京想听一场来自欧洲音乐家的音乐会不难，但来自
中东国家的音乐家却凤毛麟角，鼓浪屿8月2日晚的名家音乐
会是来自以色列的顶尖钢琴家米甲·塔尔，她“惊人的演奏”和

“富有想象力的手指”名不虚传，其下半场与来自中国台湾的
钢琴演奏家谢承峯的双钢琴演奏，默契、流畅，给现场带来了
既典雅又狂欢的音乐氛围。8月4日的名家音乐会打破钢琴独
奏的形式，来自英国的钢琴家亚历山大·厄尔曼和来自美国的
歌唱家贾丝明·麦克尼尔、詹姆斯·麦科克尔，带来了钢琴与美
声组合音乐会，名家、名曲相映成辉。

8月5日的闭幕音乐会，海峡两岸优秀青年音乐家——钢
琴谢承峯、小提琴黄茜卡、大提琴卓贤三重奏为观众精彩演绎
了阿根廷作曲家皮耶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和勃拉
姆斯的《B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 8》两部著名作品。此次黄茜
卡拿出的是1837年制作的古董小提琴“约瑟夫·罗卡”，这是美
国某财团因其成就资助她使用的古董小提琴。卓贤使用的大
提琴是 1878年制作的古琴，两位音乐家用见证了 100余年光
阴的名琴为名岛音乐节增加了音乐历史的厚重。

这场音乐会的最大亮点就是“回家”。同出生于鼓浪屿的
青年演奏家卓贤、黄茜卡，行走世界各大音乐舞台后，黄茜卡
又一次回到了家乡的舞台。卓贤离开家乡15年后首次回家。卓
贤是鼓浪屿音乐学校第一届学生，启蒙老师是其父亲，他说，

“这次回来我感到很荣幸，像我和黄茜卡这样年轻的表演者，
鼓浪屿走出去的还有很多，我希望以后能邀请到更多的厦门
籍年轻演奏者回来。”当晚的音乐厅座无虚席，音乐会观众中
除了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们，明显多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观众，他
们可能就是看着卓贤、黄茜卡长大的邻家叔叔阿姨。演出结束

后，一些观众又拥向后台，希望能和家乡的音乐家合影、交流，
这对长在“琴岛”、家家都有琴声的鼓浪屿的孩子们来说，是难
得的机会，是莫大的荣幸。

原创性：钢琴演奏与创作同步发展
鼓浪屿钢琴艺术节在三大板块不变的基础上，每一届都力

求创新，体现鼓浪屿钢琴艺术节的独特性与惟一性。本届组委
会拿出了鼓浪屿中国原创钢琴作品大赛比赛章程，并邀请音乐
界专家进行研讨，为大赛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宣布中国原创
钢琴作品大赛正式启动，将通过一年时间的作品征集，一年后进
行评奖，获奖作品将在第八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上进行首演。

当下音乐界不缺赛事，但无论是严肃音乐还是流行音乐，
都是重演唱、演奏，轻创作，下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不仅要推
动钢琴演奏，而且在推动钢琴创作上有所引领。鼓浪屿中国原
创钢琴作品大赛将会成为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要赛事，定会被时间所证实。作曲家叶小纲认为，作品是
民族音乐成熟的关键，在今后的钢琴名家演奏会上，应对前来
参加个人音乐会的音乐家作出硬性规定——必须有一首中国
钢琴作品，通过世界级的名家演奏，加大中国钢琴作品的推广
与传播，而不是像现在把中国作品当成加演曲目小秀一下。叶
小纲建议在作品征集中，可以委约国际作曲家创作中国钢琴
作品，邀请国际音乐家举行中国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指挥家
卞祖善认为中国作品不被经常演奏的原因是目前还缺少推动
中国钢琴作品演奏的机制，他建议中国音乐作品应该纳入中
国音乐院校的教学教材，对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演奏、教学、
理论研究有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思考。谈到创作，卞祖善提倡钢
琴家、作曲家集于一身的音乐家积极参与钢琴作品的创作，以
此促进中国钢琴教育多培养演奏与创作的复合型人才。在题

材上一是抓大，二是抓面向儿童的题材，他提议每届的作品征
集切忌涉及过多题材，提倡单一题材，每届集中评选一个题
材，比如某一届专门评选钢琴独奏作品。卞祖善还建议中国音
协把钢琴音乐创作发展基地设在鼓浪屿。音乐教育家郭祖荣
建议作品不局限于时间的长度，切忌小品化的钢琴作品，他同
样建议每届集中攻一种题材，比如先征集中国目前稀缺的钢
琴奏鸣曲，不要把创作与比赛办成过眼烟云，让作品留得下
来，传得出去。

专业性：李斯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有望登岛
鼓浪屿少儿钢琴比赛与艺术节同时开幕。参赛选手是从

内地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近万名少儿中选拔出的 29
人。少儿选手在３天的比赛中，经过复赛、决赛的激烈竞争，最
终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郦笑，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的
孙志贤，台湾的麦安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王丽雅、乔宇理，
广东钢琴协会的王海莼分别获得第一至第六名。8 月 3 日晚
专门为获奖选手举行了专场演奏会。此次参赛的小选手中，
来自台湾的选手为数不少，通过本届少儿钢琴比赛，小选手
们交流了琴技，也进一步连通了海峡两岸的文脉。

记者获悉，艺术节还未结束，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领导已赶赴匈牙利，商谈李斯特国
际青少年钢琴比赛下届移师鼓浪屿钢琴艺术节的有关事宜，
以此看出下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将进行一次优化调整，更加
突出国际化和专业性。

群众性：“音乐去哪里”琴岛音乐总动员
每届钢琴艺术节都有很多精彩的配套节目，本届除了钢

琴家大师班、音乐摄影展、音乐图书展以及音乐讲座等之外，
新增加的“音乐去哪里”琴岛音乐总动员系列活动推出了庭院
音乐会、音乐家庭秀，这些群众性音乐活动遍布在鼓浪屿游客
中心、日光岩小广场、菽庄花园壬秋阁、皓月园凉亭及6家家庭
旅馆设置的10个钢琴定点演奏点，音乐名家和厦门本土音乐
家定时演奏钢琴，比赛选手、岛上居民和游客踊跃参与互动。

随着闭幕音乐会上谢承峯、卓贤、黄茜卡一曲三重奏《鼓浪
屿之波》最后一个音符的停止，第七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圆满
落幕，观众对第七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依依惜别……

名家名曲拥抱名岛名家名曲拥抱名岛
——第七届鼓浪屿钢琴艺术节综述 □本报记者 高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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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暑期单元从8月1
日晚拉开大幕，首场演出是由法国圣丹尼国家剧院带
来的《四川好人》。这部戏的作者是德国剧作家布莱希
特，由法国新时代导演让·贝洛里尼执导。

让·贝洛里尼对这部戏从舞美、灯光到音乐等各个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次演出的剧本虽然是由意大利
文翻译为法文的，但还是能够原汁原味地把剧作呈现
在人艺舞台之上。本剧女主角沈黛的扮演者，是与让·
贝洛里尼从学生时代就相识，并为戏剧共同奋斗了 11
年的女友。因此，两人对戏的处理可谓是珠联璧合，心有
灵犀。冥冥之中，这也符合布莱希特最理想的演剧模式，
因为布莱希特的夫人魏格尔也正是他戏剧演出中的御用
女主角。布莱希特曾说，只有魏格尔才能真正领会他的意
图，对他的戏能够作出最精确的阐释。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陈颙和“鬼才”魏明伦曾经先
后将这部戏引入中国舞台，魏明伦将《四川好人》用川
剧来演出成为了当时的热点。此外还有其他单位团体
也曾做过尝试。但此次演出是截至到目前，在中国舞
台上演出过的众多版本的《四川好人》中最忠实于原著
的演出之一。布莱希特对东方文化非常向往，也曾对
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做过一定的研究。但是，毕竟他从
未到过中国，也未曾深入并系统地了解中国，说他对中
国戏曲了解，也仅仅是偶然在莫斯科与梅兰芳的相
遇。因此，这部戏虽然名为《四川好人》，其实与中国并
无太大关系，只是采用了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而正因
为其中的人名、地名取自中国，使中国观众对其有了莫
名的好感。但实际上这部戏的创作是布莱希特想象中
的中国的场景，与中国实际的国情有些不符，在情节设
计上也多少有些偏差。因此，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情节
的发展难免有些难以理解。

但这次演出的《四川好人》，从欧洲人的角度对这
部戏作出了新的阐释，使中国观众有了更直接的体
会。这部戏的舞台呈现贴有明显的布莱希特标签，让·
贝洛里尼导演把舞台分割成上下两层，在上层空间中，
乐队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观众，而所有的演员则坐在下
层舞台的右边，依次站立起身径直走向台中央进行演
出。这些细节设计，都最大化地实现了布莱希特所倡
导的“陌生化”效果。在整个演出过程中，首先起到“陌
生化”效果的是演出的语言。剧场中在座的大多数中
国观众是不懂法语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观看字幕上，
这无形之中就将观众与角色、剧情疏离开来；再次，法

国演员的表演也与中国演员的表演
存在些许差异；三是在情节的发展过
程中，有大量的叙事性情节，演员既
参与演出，又抽离出来向观众叙述情
节的发展。可以说，此次《四川好人》
在舞台呈现的各个方面基本都符合
布莱希特的演剧理论。其中有些遗
憾的就是，由于演剧的语言是法语，
当演员从演出中抽离出来与观众进
行交流时，观众基本没有反应，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演出的效果，但对
于演出整体效果并无大碍。

法国圣丹尼国家剧院的《四川好
人》在人艺舞台上的演出是非常成功
的，这与导演与演员及整个团队的精
诚合作是密不可分的。让·贝洛里尼
是法国新生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而
参与演出的众多演员也是蜚声国际
的知名演员。有专家对这部戏的演
出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演出中亮
点众多，从舞美设计到音乐的运用都
与演员的演出配合默契，充分烘托出
了剧本的核心。演员表演非常到位，
全情投入且十分放松，对于戏剧节奏
的把握非常到位，既能表现出戏剧的
主题又符合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让·贝洛里尼导
演对于音乐的追求十分苛刻。在他
导演的众多剧目中，音乐一直是戏剧
的核心之一，这可以说是让·贝洛里
尼所导演的戏剧的标志。但他不是
单纯地追求音乐，而一直是将音乐作
为突出戏剧主题的关键。这部戏对
于音乐的运用十分合理，既悦耳动听
又恰如其分；舞台的各种音响效果亦
是如此。比如：沈黛小烟店的铁门一
次又一次关闭的巨响，犹如一声又一
声的惊雷，猛地惊醒观众，迫使他们
马上对剧情作出判断；在最后法官审
判沈黛的情景中，低沉的鼓声不断地
敲击，犹如人内心怦怦的悸动，让人
觉得窒息。每一次鼓声随着情节不
断前进，就像一声声敲到了人的内心
之中，不仅仅是对沈黛，也是对每一
位观众心灵的质问。

从整个演出效果来看，此次《四
川好人》的演出更加符合布莱希特最
终的戏剧理想——“辩证戏剧”。众
所周知，布莱希特最知名的标签便是

“叙事剧”和“陌生化”理论，但这都是
他在早期戏剧实践中片面的追求。
在其后来的戏剧理论中，他将辩证戏

剧作为他的终极追求。在这部法国人导演的德国戏剧
中，必定存在着双重误读的事实，而这恰恰得到了“负
负得正”的效果。让·贝洛里尼导演将法国戏剧多元
化、包容性强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有意无意之中实现
了布莱希特的目标。该戏不仅在演出过程中追求“陌
生化”效果，让观众在演剧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作
出理智的判断；同时，也能够让观众不断地投入到戏剧
情节中去，没有失去观剧的乐趣。

（王雨晨/摄影）

8月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
津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纪念骆玉笙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
文艺家之家举行。骆玉笙先生家人及弟子代表，京津两地曲艺
界、文艺界名家百余人出席座谈会。

骆玉笙，艺名小彩舞，生于1914年，4岁开始跟随养父行走
江湖、登台卖艺，9岁学习京剧，17岁时改唱京韵大鼓，20岁时
拜“三弦圣手”韩永禄为师，22岁便在曲艺重镇天津一炮走红，
被誉为“金嗓歌王”。解放后，她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
认真致力于说新唱新，创作排演了《邱少云》《光荣的航行》《和
氏璧》等经典曲目。与此同时，她还热情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先
后两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革”后期，她担任天津曲
艺团学员队专业老师，努力发掘、培养、指导新人。恢复演出
后，她积极开展京韵大鼓的改革创新、交流传承工作，创立了独
具特色的“骆派”京韵艺术，为我国鼓曲事业的延续推广作出了
重大贡献。在担任全国政协第五至八届委员，中国文联委员、

荣誉委员，中国曲协主席、名誉主席等社会职务期间，她自觉主
动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为新时期文艺事业、曲艺
事业的繁荣发展鞠躬尽瘁。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骆玉笙80年的艺术生涯，总结她
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缅怀她的理想信念与大家风范，学习
一代曲艺大师的高尚品格与价值追求。姜昆在讲话中表示，骆
玉笙先生是一个打破旧命运的传奇，她为世人展现出的自强不
息、发愤图强、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成为她人生不朽的丰碑，是
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传扬的重要财富，是指导每一个曲艺人前
进的动力和源泉。

6日晚，纪念骆玉笙诞辰 100周年专场演出在天津津湾大
剧院举行。京津两地鼓曲名家新秀共同演绎骆派经典曲目，用
特殊的方式缅怀大师。此外，《鼓韵长馨——纪念骆玉笙诞辰
100周年》画册也同时编辑完成，以图片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
现了骆玉笙的艺术人生。 （任晶晶）

纪念骆玉笙百年诞辰座谈会举行纪念骆玉笙百年诞辰座谈会举行

由丰硕果实林兆华戏剧创作中心出品，林兆华执导，王学
兵、高亚麟主演的易卜生名作《人民公敌》，将于10月底亮相北
京。《人民公敌》是易卜生最后一部社会问题剧，剧作讲述的是：
100多年前，挪威一小城浴场的医官斯多克芒发现浴场的水被
污染，危害游客健康，于是决定登报示人……但浴场是小城的
经济支柱，一旦垮掉，连累当地百姓。斯多克芒大夫坚持公之于
众，谁料阻力重重。在市民大会上，他竟被冠以“人民公敌”，使
得众叛亲离。但他决不出卖良知，因为他认定：“世界上最有力
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虽然年代遥远，但这个故事里的困惑
与挣扎却超越了空间与时间。也正因此，《人民公敌》在这百余
年间被不停地排演，仅美国百老汇就有数十个版本。林兆华表

示，《人民公敌》是“当代的、中国的、也是自己的”，他将用自己
独特的方式来诠释经典。

值得关注的是，继 1997年参演话剧 《保尔·柯察金》 之
后，时隔17年，王学兵再次回到话剧舞台。他表示，虽有一
丝忐忑，但信心满满，“一个人坚持做他认为是对的事儿，究
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又该如何抉择？这将是我要传递
给观众的东西。”除了两位领衔主演外，该剧的其他演员均来
自丰硕果实林兆华戏剧创作中心。据悉，《人民公敌》 将于
10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4场。之后，将到全国
30个城市展开巡演。

（徐 健）

林兆华执导易卜生名剧林兆华执导易卜生名剧《《人民公敌人民公敌》》将于将于1010月首演月首演

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坐标——
喻建辉、甄巍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日前在北戴河宣和创
意楼举行。此次展览展出的40余件雕塑和油画作品，以
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时期革命军
事题材为主，也包括古代和近代历史话题。基于两位艺
术家对历史的回顾与探讨，表现了父辈时代、特别是革命
战争岁月在现代人眼中的呈现，涉及集体记忆与个人理
解、家庭记忆与艺术叙事等问题的思考。展览起名为“坐
标”，意在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一种观念与感受的参
照，力图用艺术的方式提示人们，任何历史都是当代的，
那些曾经的烽火岁月、历史沧桑，都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生
活的一部分。而忘记历史，无异于丢掉文化经验中最宝
贵的一份记忆财富。

展览突出了以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视角来表现历史
题材的创作观念。喻建辉的主题性纪念雕塑既有大型的
公共作品，也有对领袖和先辈英烈人性化视角表现的架
上雕塑。他善于将革命伟人肖像创作加入富有人情味和
亲和感的细节，同时又体现出对革命信仰和理想精神的
追求，以及对英雄主义的向往。甄巍的绘画主要是对父
辈抗美援朝历史的个人回顾与表达。他的绘画将家庭记
忆与集体记忆相重合，突出了讲述战争历史话题时的个
人艺术手法特征。此次展览还特别注重文献方面的梳
理，既有雕塑手稿和文献实物的形式，还有新媒体影像的
展示。展览将持续展出一个月。 （晓 文）

■新作点评

索菲亚·古利亚克

卓贤米甲·塔尔 詹姆斯·麦科克尔

黄茜卡

谢承峯 贾丝明·麦克尼尔

□段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