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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构架中所蕴含的情怀

——观鲁道夫·布赫宾德演绎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系列音乐会有感

孙 超

[摘要]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笔者有幸聆听了来自奥地利的古典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

德演绎的贝多芬钢琴奏呜曲全集系列音乐会，这是一场古典音乐的盛宴，也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全集

在中国的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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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秋意正浓的季节，耳畔响起贝多芬11l号《c小

调钢琴奏鸣曲》，随着旋律的跌宕起伏，记忆不由得被拉回

到2012年的深秋，在第十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笔者有幸

聆听了来自奥地利的古典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演绎的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系列音乐会——一场古典音乐的

盛宴。

32首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通过7场音乐会呈现，在国内是

首次演出，至今没有人再做这样的表演。这一系列的音乐会

是对贝多芬奏鸣曲进一步的认识和新的发现．也是一次美的

享受和灵魂的洗礼。

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795年一1822年，

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曲集之一。首次完整演奏三十二首奏鸣

曲的是德国钢琴家和指挥家汉斯·冯·彪罗。首次对这些作

品进行录音并灌制唱片的是德国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

他也是背谱演奏全部三十二首奏鸣曲的第一人。在中国，布

赫宾德则是完整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的第一人。

鲁道夫·布赫宾德是维也纳钢琴学派的传人，自幼便显

现出超越一般人的音乐才华，青年时期曾在贝多芬与范·克

莱本钢琴比赛上获奖。与许多年少成名的钢琴家不同，布赫

宾德是钢琴界大器晚成的代表，多年的蛰伏，让他对以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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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内涵见长的德奥经典钢琴作品积累了深厚的造诣。在大

众所熟悉的唱片领域，布赫宾德已录制了超过100张专辑，

其中包括两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这位66岁的钢琴家

在世界各地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已超过四十次。

为期7天的系列音乐会在最后一场．随着作品lll号

《c小调钢琴奏呜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的结束，全场回晌起

久久不断的掌声和喝彩声。那一刻，台上演奏家鞠躬向大家

致谢的身影，周围观众起立鼓掌的激动，为一场堪称完美的

贝多芬奏鸣曲全集系列音乐会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在这一系列音乐会中，布赫宾德的演奏展示了纯熟高超

的技艺，对历经沉淀的德奥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使其表

达出了不同一般的音乐内涵。逐一演奏作品的形式，不论对

初识这套作品，抑或研习过整套作品的人，都建立了或是重

塑了整体性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风格的把握及音乐精神的理解，并间接性地延伸扩展了对其

他作品的涉猎研读。

在音乐会之三，布赫宾德演奏了第二十八号《A大调钢

琴奏鸣曲》作品101号，这首作品是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之

一。也是此次系列音乐会中演奏的第一首晚期作品。这首作

品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奏鸣曲式，不过分的小快板，A

大调。第二乐章，活泼的进行曲，F大调，复三部曲式。第

三乐章，深情而短小的柔板，也可作为下一乐章的引子。第

四乐章，刚毅果断的快板，奏鸣曲式，A大调。演奏家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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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作品的处理没有太多的主观色彩，如实而又富有感情地描

述着贝多芬的创作。第三乐章所带来的宁静让人恍如隔世，

闭起眼睛，放空思绪，只是纯粹地倾听旋律的走向，感动充

满内心．净化心灵的声音大抵就是如此。旋律走向乐章末通

过右手急速的颤音和左手下行和弦一气呵成完成情绪的迅速

转换．直接进入第四乐章。演奏家细腻的手上功夫清晰地展

现了贝多芬晚期作品中的卡农形式，从中可以感受到贝多芬

巧妙的构思和对仗的赋格部分。

在音乐会之五．布赫宾德演奏了第二十三号《f小调钢

琴奏鸣曲“热情”》作品57号。这首作品在许多方面都显现

出了交响曲的气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充分的

快板．奏鸣曲式，f小调。第二乐章，流动的行板，降D大

调．变奏曲式。第三乐章，从容的快板，f小调，奏鸣曲式。

对于这首作品不同演绎版本带来的冲击也各具特点，布赫宾

德的演奏尤其称赞，演奏家对作品整体的安排和把握非常到

位．技术上棘手的部分完全没有影响，曲子所表达的音乐层

次．逐渐积累的情绪，爆发时音色和表情的饱和度恰到好

处．在一个音响条件并不完美的音乐厅，声音能够直达听众

的内心。仿佛一座雄伟的建筑，被演奏家一个音一个小节一

个乐段一个章节在无形中堆砌起来，给人带来的震撼和感动

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音乐会之七——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曲目是贝多芬最后

三首奏鸣曲(109号一111号)，其中最吸引笔者的是作品109

号。这首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E

大调，奏鸣曲式。第二乐章，最急板，e小调，奏鸣曲式。

第三乐章，充满表情的如歌的行板，E大调，变奏曲式。第

一乐章优美的主题如行云流水般在演奏家的手中响起，左右

手每一拍的和声流动起来组成乐句，极是动听。旋律线条清

晰，略带弹性，忠于作曲家原创，但又非常带有表情，不慌

不忙地弹奏叙述。第二乐章没有过多的修饰，展现了其源源

不断的动力性。第三乐章是这首作品的灵魂所在，也是整场

音乐会最让人期待的演奏。主题低沉而又安静地响起，在平

静的表面蕴藏着动感。第一变奏的圆舞曲风格表现得华丽却

不过分。第二变奏在十六分音符的动态进行中，演奏家触键

的音色仿佛展现了虔诚的贝多芬与上帝的对话，和弦的涌动

在诉说着不如意，但却欲言又止，引出第二段更为安静更为

内心的诉说，情绪逐渐饱满引向后面的乐段。第五段赋格变

奏，演奏家用精湛的技艺如实地表现了作品中丰富的织体写

作和更具旋律性的声音效果，创新的写作手法把听众带向最

后一段变奏。这段变奏可理解为这首作品精神上的升华。延

续不断的颤音背景和左右手交替出现的主题旋律，最后渐渐

远去，回归到安静的主题，令人感慨万千。

这一次跟随布赫宾德走过的贝多芬音乐之旅，带给笔者

许多思考．也有诸多收获。

通览音乐会的曲目单，除了最后一场音乐会演奏贝多芬

最后三首奏鸣曲(作品109—11l号)，其他场次的音乐会的

曲目顺序并不是按照作品顺序来安排的，比如第一场音乐会

在《G大调钢琴奏鸣曲》Opl4之2之后安排的是《降E大

调钢琴奏鸣曲——幻想曲风格的奏鸣曲》0p27之1。布赫宾

德认为：“把一首小奏鸣曲和一首较宏大的奏鸣曲对比在一

起．是十分美妙的。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在形式、技巧和风

格上各不相同，一场完整的表演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演奏

家所言，这样的曲目安排让整个系列的音乐会不乏味，重点

有分布．也更能领会到同一系列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各具特色

千变万化的美感。因此，如何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

演奏时间长度的作品合理安排，制作一张搭配得当的曲目

单．也是音乐会准备初期的首要工作。

“我的任务是将乐曲呈现给观众。同时总揽全局。我们

一定要知道贝多芬为奏鸣曲的形式带来了多巨大的变革。”

这是布赫宾德在演奏前对音乐会的期许。在感叹演奏家熟稔

的演奏技巧和自然自如的音乐表达的同时，不得不对贝多芬

这样一位音乐史上的巨匠再次致敬。有了一度创作作为基

础．才能引发演奏家各具风格的二度创作。这个过程中，需

要演奏者潜心研习，用心感悟，不断提升艺术表现。

曾在布赫宾德的访谈中看到他对幸福的理解，谈到他所

认为最幸福的事．是“自己从来就没有引起过轰动”。他认

为：辉煌不会来第二次。巅峰过后可能就是下坡路，不如老

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在艺术的台阶上登高。这段话让笔者极

为感触。作为一位已经有着不小成就的艺术家，能够始终保

持勤恳治学，不断前进的态度，这对现下不免浮躁的环境，

是一次沉淀。对于从事古典钢琴演奏的业者来说，有着巨大

的指导意义和影响，自省而后踏实前进，是对艺术执着的坚

持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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