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家一定是悲天悯人的，左手是心智

对音乐的诠释，右手是感情对音乐的回应，双

手交错间绾回人类对于苍茫岁月的情愁。问
许忠为什么要发起这场历时 12小时，由全

球十余个国家的知名乐团、剧院和近百位音
乐家接力演出的线上音乐会？“每当人类的重

大时刻，古典乐从未缺席”。“是的”，他又强
调了一下，“从未

缺席”。

许忠是一
代中国人的岁

月倒影：生于上
世 纪 60 年 代

末，16岁以自己
的勤奋刻苦考

入法国巴黎国

立高等音乐学
院学习钢琴，求

教于欧洲古典
乐黄金一代的

诸多大师，中年
之后又专攻交
响乐和歌剧指挥。许忠曾私下和我说，他很

小就被家里告知，天赋是最不可靠的，随时
都可能离你而去，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音乐

家，对于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踏
实的奋斗与经营。使命感在他的身上显得特

别强烈。
“作为音乐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

么。”许忠说，“这是传统，更是使命。”其实，在

与许忠的对话中，音乐家的使命是他反复提
及的话题。他喜欢讲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指

挥家伊利亚斯博格带领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完
成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公演的故事。

人们从街上、从掩体里、从住所里聚集到广播
扩音器前，倾听着英雄的乐章。这场演出堪称

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传奇。那时的列宁格勒
全民皆兵，苏军派人到前线逐个寻找乐团的

乐手并把他们安全撤回市区进行排练和演

出，而所谓的市区离敌军只有几公里。
出身医学世家，许忠说，家里几乎都是当

医生的，当他看到逆行的白衣英雄们，怎么能
不激动。“对于我来说，武汉的抗疫就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所以我会特别
焦急，特别想为武汉做点事情。”而之后疫情

在全世界范围的蔓延，更是让许忠下定决心

一定要用一场特别的音乐会为全人类加油祝
福，“面对疫情，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只有携起

手来才能共渡难关。”许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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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底，许忠从上海飞到悉尼。

应澳大利亚歌剧院邀请，他作为首位登台悉
尼歌剧院指挥歌剧的中国音乐家，于 2020年

1月 24日晚，也就是中国的农历除夕夜，执
棒歌剧《唐璜》。就在那个时候，武汉突然发

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许忠一边如火如荼地排

练，一边焦急地关注着疫情的变化，许忠说，
那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黄河》。

时钟拨回 17年前的 2003年 5月，当时
“非典”病毒在中国肆虐，许忠与著名钢琴家

菲利普·昂特蒙和昂特蒙的学生劳拉·米考
拉、塞巴斯蒂安·柯纳决定要在上海举办一场

公益音乐会。消息刚一传出，便引起了海内

外的极大关注。昂特蒙同样也是许忠的老师，
他对许忠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为

中国人民做些事，帮助和鼓励你们渡过难
关。”许忠问老师：“你怕不怕？”昂特蒙说：

“我不怕，我想在这个时候用我的行动来表明
对你的支持。”在许忠的努力下，这场音乐会

得到了上海市相关部门的特别批准，而在演
奏曲目中，昂特蒙特别挑选了钢琴协奏曲《黄

河》中的《保卫黄河》。
在老外看来，黄河波涛汹涌，是中华民族

的象征，而在许忠看来，《黄河》所赞颂的黄河

精神———中华民族不断抗争、不断奋进、不断

发展的自强自立、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抗疫
时期鼓舞士气之所需。

许忠向澳大利亚歌剧院提出是否可以
由中澳音乐家共同排演、录制钢琴协奏曲

《黄河》的第二乐章《黄河颂》，将澳大利亚
音乐家美好的祝愿通过音乐，以视频的方

式从大洋彼岸传递到中国，为武汉加油，为
中国加油。“澳大利亚歌剧院乐团是澳大利

亚规模最大、演出日程最繁忙的乐团。那段

时间，在乐团常驻的悉尼歌剧院，一周内同
时上演《唐璜》《卡门》《浮士德》3部歌剧，涉

及乐手达 180 人。想要从 3 部歌剧的演出
日程中，抽调出 50 多人挤出时间排演从未

接触过的中国作品《黄河》并且配合录制，
并不容易。”许忠说。在中澳两国音乐家和

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
《黄河》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黄河颂》在悉

尼歌剧院奏响。许忠同时担任指挥和钢琴
演奏。

“这其实就是历时 12小时，百位音乐家

接力线上音乐会最早的初心和起因。”许忠
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它的感染力能够

直抵心灵。

    古典乐是刚需，提
升勇气和力量

    在许忠的策划下，4月 22日早 8 点，

这场线上音乐会带着来自澳大利亚歌剧
院的问候，拉开直播帷幕。当熟悉的《黄河

颂》响起，许忠显得颇为感慨。事后他告诉
记者，“录制此曲时是中国国内抗击疫情

的关键时刻，很多国外音乐机构、乐团与
艺术家发来声援，而现在，我们要为世界

送上问候。”

当年与许忠在上海共同参与“抗击非
典公益音乐会”的钢琴家昂特蒙和柯纳也

参与了此次直播活动。与非典那年不同，
与他们一起携手用音乐温暖世界的是全

球十余个国家的知名乐团、剧院和近百位
音乐家。音乐会的直播，从南半球的澳大

利亚出发，经过日、韩等亚洲近邻，穿越欧
洲，纵贯北美大陆。整整 12个小时的直播

中，许忠作为发起者全程参与了与音乐家
的对话。“很多乐团正处于疫情的重灾区，

他们为了这场线上音乐会付出了太多太
多。”大邱是韩国疫情的重灾区。韩国大邱

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是德国指挥家朱利
安·科瓦切夫。巧的是，科瓦切夫是许忠在

意大利维罗纳歌剧节的同事。同事情深，
科瓦切夫在这次音乐会上指挥大邱交响

乐团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
片段。在科瓦切夫发给许忠的留言中他这

样写道：“现今的世界充斥着太多负能量，
对我们来说，这部作品象征着人道主义的

胜利。超越战争、仇恨，人性的光辉最终会
照亮一切。”

许忠说，他要感谢的太多，那么多国
际上知名的乐团，全球各地的音乐家，特

别是自己任职的上海歌剧院和上海广播

947艺术总监沈舒强。“其实这次线上音乐
会是和沈舒强一起发起的，经典 947调频

与上海歌剧院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他们才
是这次音乐奇迹真正的创造者。”许忠说。

许忠打开手机让记者观看，从音乐会
发起到最后实施只有 10天时间，许忠的

手机里共收到了 14 个小时的音视频素
材，最后因时间有限，忍痛割爱，直播音乐

会中用了 8小时。此次直播音乐会的全平
台观看人数达到了千万级。“我觉得古典

乐是刚需，音乐可以提升我们面对困难时
的勇气和力量”，许忠说。

疫情之下，全球演出行业停摆，但上
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正日日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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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钢琴家、指挥家许忠发起的“用音乐温暖世界———

世界地球日特别直播”，激起了全球乐迷心灵的碰撞。

去许忠任院长的上海歌剧院找他，上海清晨金黄色的阳

光染遍了歌剧院的花园，黑瓦红墙的房子让蓊郁的杂花老树

遮得若隐若现，歌剧院的草坪很大，绿得像翡翠，让人不禁想

立刻把口罩摘下，大口呼吸。

许忠的办公室不大，墙的一面挂满了他指挥的歌剧海报，

另一面摆了一壁的书。我们窝在沙发里闲聊，开头谈的自然是

当下的疫情。许忠说起他在海外看到国内的抗疫故事，时而沉

默，叹气说：“你知道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好不忍心。”

黄河精神，是鼓舞士气之需2

    人类重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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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忠在世界地球日特别直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