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润宽厚男中音
梅第扬在找到中提琴这一“灵

魂火花”前，也是以小提琴开蒙的。

直到 2005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到长沙招生，中提琴专业老师王绍

武一眼相中梅第扬，破格录取了年
仅 11岁的他，并让他从小提

琴转为中提琴专业。

在梅第扬考入之前，中央音

乐学院附小是没有中提琴专业
的，他是第一个以这个专业被录

取的学生。“可能是当时我年龄虽
小但手大，王老师觉得我更适合

拉中提琴吧。”
转学中提琴的梅第扬在刚进

入附小学习时，适应了好一段时

间。而心理上的转变更需要时间，
小提琴拉不好才去学中提琴的偏

见，让梅第扬难免感到委屈：

“都是弦乐器，为什

么要遭到歧视呢？”在梅第扬看来，

中提琴某些技术的难度甚至超过
小提琴。

所幸，外界纷扰的声音并没有

影响自带辨音体质的梅第扬，他
说：“中提琴的音域接近男中音，迷

人又富有磁性，特别适合讲故事。”
选择一门被“误解”很深的乐器，会

不会行路艰难？梅第扬回答：“音乐
就是表达演奏者内心情感的，至于

乐器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生活不只有音乐
技巧高超、感染力却有限，是

很多中国琴童的通

病，然而，自小就是“学霸”的梅第

扬却早有自己的体悟：“音乐最重
要的是打动人，要拉到人心里去才

可以。如果只是要求技术的话，那
么机器、电脑做的、拉出来的要比

我们更精准。音乐是心灵的艺术，
情感的东西是人的，弦乐演奏起来

更像是人的歌唱。”

比起反复枯燥练习，梅第扬习
惯先思考再“下手”。每每拿到一首

作品，他会常常思考作曲家为何这
样写，自己要用怎样的方式与状态

把自己心中所想在音乐中表达出
来。梅第扬也不是那种苦行僧般生

活中只有音乐的人，中学时的梅第
扬和其他普通学生一样，爱玩电脑

游戏、打台球和乒乓球。

即兴音乐最美好
“最美好的音乐一定是即兴

的，一定要抓住舞台上涌现出的灵

感，马上表现出来，不给自己留下
遗憾。”在梅第扬眼中，在古典乐器

上展现多元化的音乐风格，与抓住
灵感同样重要。他认为音乐没有界

限，古典乐器并不仅仅只能演奏古

典音乐。此次演出的曲目单也是他
根据上海观众“海纳百川”的特性

所定制。

梅第扬为申城观众准备的四
部作品横跨多种音乐风格。其中，

巴赫的《恰空》也是梅第扬 10岁第
一次听后至今最喜爱的作品：“就

像宇宙一样，使我想要永无止境地
探索下去”。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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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断。昨天，上
海保利大剧院

“2021 远香湖艺
术节”暨七周年演

出季发布，41 台

51场精彩演出为
观众奉上秋日里

的“艺术大餐”。

作为“远香
湖会客厅”的重要

一环，上海保利大
剧院将依托独有

的户外水景剧场，
打造为期三天的

首届“远香湖艺术

节”。艺术节计划
于十月开幕，于

户外的水景剧场
集中推出三台高

质量演出。

王者荣耀携
手保利演艺打造

的《听见王者世
界———2021王者

荣耀交响音乐会》
将融汇民族、摇

滚、交响、流行等

各种音乐风格，以
跨界融合的方式

演绎“东方幻
想”。音乐诗人莫

西子诗将跨界联
动国内优质爵士

乐团队Mr. Miss，
带来一场充满诗

意的 《落日诗

会》。民谣歌手小
河领衔的“寻谣

乐队”将带来《风
吹不走的童谣———2021寻谣计划年

度音乐会》，在夜幕星空下的远香湖

畔，与观众共同进行一次音乐实验。

建成至今的七年间，上海保利
大剧院吸引来自 27个国家和地区

的 580多个演出院团，举办 2039场
演出，接待观众 114万人次。七周年

演出季中，“缤纷戏剧”“舞跃斑斓”
“艺动时尚”“艺动时尚”“周末小剧

场”五大经典板块，将再度与观众

见面。由经典小说改编的舞台剧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百老汇经

典音乐剧《拜访森林》中文版、南昆
传承版 ·昆剧《牡丹亭》、国家京剧

院 2021年重点新创剧目《风华正
茂》、舞剧《青衣》、杨丽萍的舞台作

品《十面埋伏》、辽宁芭蕾舞团原创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川味谍战舞

剧《努力餐》都将一一亮相。10 月

14日，被誉为“首都明珠交响乐团”
的北京交响乐团将在指挥家李飚的

带领下，用交响乐串联革命先烈的
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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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提琴家梅第扬

一个人的古典
无数人的感动

交响乐队特色各异的乐器中，地位
最尴尬的当属中提琴。因常年处于“陪
衬”地位，它被“黑”得最狠。网络上，时常
有这样的帖子：“选择中提琴，是为显脸
小吗？”“回课被怼，老师说你不如改行拉
中提？”“乐团小提位置满了，问要不要凑
合先拉中提？”

然而，纵然世人“偏见”如斯，依然有

人在第一次听见中提琴的声音就被它迷
倒，他就是梅第扬———2018 年第 67 届
ARD 慕尼黑国际音乐大赛中提琴第一
名获得者、现任慕尼黑爱乐乐团中提琴
首席。他实现了中国中提琴选手在世界
大赛上的多个突破。

日前，梅第扬在上海大剧院奏响“一
个人的古典”，完成申城首秀。

文体人物

■ 梅第扬在“一个人的古典”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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