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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对于89岁的资深乐迷许锡铭
而言，刚刚过去的一周如同一场梦
幻之旅：世界顶级“天团”柏林爱乐
乐团来沪，掀起的古典乐旋风，席
卷着城中每个爱乐之人。
即使在资深乐迷中，许锡铭的

“乐龄”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从小
学开始听古典乐，最初是圆舞曲、
小夜曲，初中后开始听大部头的交
响乐。80多年来，他是上海这座城
市古典乐生态发展变迁的见证
者。2005年至今，柏林爱乐乐团四
度来沪举办音乐会，他都在现场，
包括这一次。

7月1日晚，被誉为“水晶宫

殿”的上海大剧院，璀璨灯光映亮
天空，欢呼和喝彩声在剧场久久回
荡。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项
目——“柏林爱乐在上海”近10天
的“上海驻演”随着“12把大提琴音
乐会”的梦幻演绎落下帷幕。几乎
无缝衔接，在被乐迷唤为“馄饨皮”
的上海交响音乐厅，音乐总监余隆
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家
王健，以“全明星”阵容奏响了2024

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
世界级演奏家纷至沓来，顶

级乐团轮番登场，这座爱乐之城，
不断上演艺术盛宴，让经典走进
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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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英雄”到“英雄”

许锡铭清晰记得，柏林爱乐首度来沪时，
两场曲目都聚焦“英雄”——贝多芬的《英雄
交响曲》和理查 ·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二
择一，当时的他选了贝多芬的“英雄”。在他看
来，贝多芬的“英雄”是对命运的抗争，就像普
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光和热。理查·施特劳斯
的“英雄”挑战的是保守和陈旧，强调的是创新
精神，这部交响曲中运用了讽刺、怪诞的笔
调，和传统古典主义作品有很大不同。
此次柏林爱乐来沪，四场交响音乐会中

最热门的本是钢琴家王羽佳参演的两场。
但许锡铭却瞄准了6月27日晚的那一场，因
为曲目中有他多年前错过的理查 ·施特劳斯
的《英雄生涯》。时隔7年，再度聆听柏林爱
乐的现场，他依然欣喜、感动、震撼，深感不
虚此行。
“柏林爱乐在上海”收官当晚，许锡铭在朋

友圈写下长长的观后感，盛赞指挥基里尔 ·别
特连科的“博爱于怀”：“他将古典音乐史上针
锋相对的两派音乐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演出，彰
显了承袭古典和创新浪漫交相辉映的灿烂场
面。”在他看来，把勃拉姆斯的《悲剧》序曲和
瓦格纳的《唐豪瑟》序曲融入同一场音乐会，
是有意为之。毕竟，当年支持瓦格纳的理查 ·

施特劳斯在其《英雄生涯》中用讽喻怪诞的音
符指向的“英雄的敌人”，正是当年支持勃拉
姆斯派的著名乐评家汉斯利克。
从“英雄”到“英雄”，不仅是许锡铭的偏

好，也是很多资深乐迷的选择。交响乐在上
海乃至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让乐迷的理解和
认知也完成了“量变到质变”，从看热闹到看
门道，再到从中悟出生命的哲理。当初选了
贝多芬的人，如今更想听理查 ·施特劳斯；最
初迷恋古典主义的人，也渐渐开始欣赏后期
浪漫主义作品，这是对古典乐更深层次的精
神追求。

二 用音乐改变生活

许锡铭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是物理
系的高材生，在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工作至
退休。他听音乐喜欢用理性思维来分析作品
的逻辑性，如何变调，动机如何展开，读物理
的人总要找到事物的关联性，古典乐对
他而言，是值得研究的艺术。他尤
其喜欢巴赫，因为能在巴赫的音
乐中听见人和自然的对话。
他还把自己对音乐的感
悟写在书里，取名《音乐
云梯》。
“古典乐不是用来

消遣的。他能真正帮助
你消弭痛苦、抚慰心灵、
开拓视野，带来不一
样的生命感悟，抵达
更高的精神境界。”许
锡铭就曾真真切切感
知过音乐的“治愈力”。
前些年，许锡铭被诊断出结肠

癌。手术后腹部肿胀难以排气，痛苦不
堪。为缓解疼痛，他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莫
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心理作用影响生
理，竟很快让肠胃蠕动起来，疼痛逐渐消失。
事后，他开玩笑地同好友分享：“古典乐总能意
想不到地帮到你。”
很多人将音乐视作感性的艺术，许锡铭

却始终认为，古典乐、交响乐既是感性的，也
是理性的、综合的、复杂的艺术。“它涵盖绘
画、戏剧、文学……我享受它带给我的一切。”
艺术是相通的，喜欢古典乐的许锡铭也

喜欢抽象画，尤其是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的
画。点、线、面和色块，对应古典乐中的节奏、旋
律和音乐图景。他喜欢细细揣摩抽象画中的布
局，“就像交响乐，给予人们无限的想象”。事实
上，康定斯基创作最初的灵感也源自古典乐，
能在他的画里看到“即兴”和“抒情”。
许锡铭喜欢出国旅游，跟团游没那么随

心所欲，他会特意选择那些时常出现在古典
乐作品中的自然风景。去瑞士旅行，别人的
攻略是哪里有好玩好吃的，他的则是哪个景
点配哪部作品。比如，坐着小火车朝着阿尔
卑斯山少女峰迈进的时候，他的耳机里就是
理查 ·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山交响曲》。

三 同道者越来越多

昨晚，在上交音乐厅，许锡铭和老友孙钢
相约听音乐会。这是纽约爱乐乐团时隔5年
回归上海夏季音乐节，音乐会由乐团音乐总监、
荷兰指挥家梵志登执棒。曲目中有两人都期待
的勃拉姆斯的《e小调第四交响曲》。现场听音
乐会，是享受也是学习，两人提前两天就在网络
上听了这首乐曲。退休前在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担任校长的孙钢，保留了语文老师的习惯：“听音
乐会也跟上课一样，总是要先预习的。”
许锡铭和孙钢差了近20岁，他们因古典

乐而结缘。许锡铭在静安区政协开设“交响
乐普及讲座”，孙钢在台下听，很快两人就熟
络了。同为乐迷，他们和其他几个志同道合
者开了个微信小群，取名“鳟鱼”。“最早就5个
人，喜欢‘鳟鱼五重奏’，所以就用了这个名

字。”如今，“五重奏”已经扩充到“八重奏”，
“乐迷的队伍在扩大，群里人也在增多”。

人以群分。爱乐人有着独特的气质和气
场。在剧院、音乐厅，一个眼神的交汇、一个
会心的微笑，就能识别彼此。6月27日晚，许
锡铭在上海大剧院聆听柏林爱乐第二场交响
音乐会，除了弥补了“英雄”的遗憾，也交到了
新朋友——坐在他左右的分别是乐评人刘恩
惠，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袁佳敏
副教授。演出间隙，三位爱乐人情不自禁地
分享各自对乐曲的感受，三言两语，就能识别
同路人。
每次听音乐会，许锡铭的微信都会多几

个新朋友，很多年轻乐迷喜欢跟他聊天，听他
把爱乐之城的故事娓娓道来。他的微信头像
是一只俏皮的米老鼠，身边围绕着流动的键
盘和跳跃的音符，让人感受到他那颗永远年
轻、永远为音乐雀跃的心。

四“补缺”到“零时差”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全球信息实现同步
传送，地球另一半举行的精彩音乐会，通过直
播已可“零时差”观看。
此次柏林爱乐首场交响音乐会，就平移

了前不久乐团刚刚举行的“森林音乐会”曲
目。帮许锡铭买到柏林爱乐关键一票的老友
李严欢认为，随着上海古典乐的普及和发展，
乐迷已从当年的“补课阶段”，进入了“与时俱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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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明显感到，现在的乐迷和爱好者和

十多年前有很大不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来追求艺术生
活，满足更高的精神追求。”许锡铭认为，交响音
乐会甚至室内乐和艺术歌曲的演出拥有越来越
多的受众，归功于长期以来电台和电视台古典
音乐节目的普及，以及音乐会演出的导赏。
作为全国唯一一站，本次“柏林爱乐在

上海”音乐会吸引了大量外省市乃至海外
观众。据统计，超过10%的观众来自境外，
47%则从全国各地而来，打“飞的”、坐高铁，
他们为柏林爱乐而来，也为上海这座爱乐之
城而来。
此次柏林爱乐带来四场交响音乐会，场

次之多、曲目之丰富是历次上海之行从未有
过的，包含了德、法、俄不同时代的多位音乐
大师的经典之作，让人们尽情享受“柏林之
声”独特的魅力。
乐评人李严欢婉拒了期间所有邀约：“听

音乐会既是享受，也考验体力和状态，这一周
属于柏林爱乐，我想沉浸式感受顶级乐团带
来的震撼和冲击。”
演出现场，既有乐迷也有不少来观摩学

习的专业人士。古典乐重度爱好者、中提琴
乐手孙扬，买了很多场交响乐、室内乐。她对
2011年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的音乐会
记忆犹新。“柏林爱乐对拉威尔《小丑的晨歌》
的演绎，使我深深爱上了法国作曲家拉威
尔。他们的演奏带给我音乐的指引。”

18岁的陈哲宇是上海市盲童学校中职中
医专业三年级学生，自小热爱交响乐。首场
音乐会上半场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和下
半场的《波莱罗》，指挥别特连科对乐曲细致
入微的处理深深震撼了他。沉浸在乐曲美妙
的余音中，他说：“我仿佛看见了光！”

五 爱乐城中爱乐人

在这座爱乐之城，散落各处的剧院、剧场、
音乐厅里，很多时候精彩的音乐会会同步上
演。世界级的指挥家、演奏家，脍炙人口的经
典曲目，让乐迷和音乐爱好者们常常陷入“甜
蜜的烦恼”：到底去哪一场？有人会在城市的
夜里上演“极限奔跑”，将音乐会曲目排成时刻
表，用有限的时间追赶无限的音乐享受。
今年的上海春夏演出季中，就有享誉世

界的小提琴大师卡瓦科斯、格莱美奖得主乔
伊斯 ·迪多纳托；已然开启的2024上海夏季音
乐节里，有梵志登率领的纽约爱乐，还有拉脱
维亚的手风琴演奏家克塞尼娅 ·西多罗娃与
德国青年男中音本亚明 ·阿普尔。
顶尖音乐家带来顶尖演奏。在上海这个

顶流汇聚的舞台，即便是世界“天团”、乐界
“航母”，也要拿出看家本领，使出浑身解数，
来赢得这方全球最年轻的古典乐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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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演奏家是很大的挑战，
对观众的鉴赏力和耐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名家名团愿意在上海“上难度”，意味着

他们对上海的观众和古典乐氛围有足够的信
心。观众也以“一票难求”“座无虚席”印证了
世界对中国古典乐发展的认可。
昨晚，在上交音乐厅售票大厅，提前来

“候场”的乐迷和观众人手一本上海夏季音乐
节的节目册，大家在演出日程上勾勾画画做
标注。许锡铭和老友边聊天，边琢磨看完这
一场要为下一场作怎样的准备。“除了传统古
典乐曲目，有些现代作品也值得一听。”他说。
大厅里始终回荡着美妙的钢琴声，那是

小琴童排着队在大厅一角标有“playme”的
钢琴上演奏。他们与这座爱乐之城中的爱乐
人一起，汇聚成薪火相传的音乐力量。

■ 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