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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内容概要

《伟大钢琴家系列:拉赫玛尼诺夫(原版引进)》介绍了伟大的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内容包括：塔塔尔
人、圣彼得堡、莫斯科、双学科毕业生、五角星、演奏者、声音的再创造、面目一新、新世界、糟糕
的行当、曲目总表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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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作者简介

作者：皮耶罗·拉塔利诺（Piero Rattalino） 译者：陆辛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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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书籍目录

塔塔尔人 圣彼得堡 莫斯科 双学科毕业生 五角星 演奏者 声音的再创造 面目一新 新世界 糟糕的行当 曲
目总表的选择 节目单 技术 风格 黑玫瑰 田纳西州一纳克斯维尔 注解 演奏曲目：独奏乐与室内乐 演奏
曲目：歌剧与交响乐 唱片信息 唱片标签索引 地名索引 音乐家索引 乐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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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里要补充的是，1927年第二次录制这首乐曲的时候（第一次是在1919年），低音部分的强
调被弱化了。拉赫玛尼诺夫并非一成不变，他始终没有放弃考虑剧院演出的效果，无论是对那些名家
之作，还是对普通的乐曲。 之前我们谈论的是《圆舞曲》Op.64no.3，也就是肖邦1845年的作品。那时
的肖邦应该说已经相当成熟，不仅拥有自己的世界观，作为音乐家，其名声也日渐高涨。但即使我们
列举一些别的例子，比如肖邦在1829年，也就是其年轻时期创作的《圆舞曲》Op.69no.2，或是格里格
在其20岁那年写下的《圆舞曲》Op.12no.2，我们同样能够发现拉赫玛尼诺夫弹奏的强烈演出效果，他
的演奏具有相当浓郁的表现主义色彩。 而对于肖邦在其17岁时创作的《玛祖卡舞曲》Op.68no.2中的那
些悲伤片段（评论家得意地把这些片段看作是肖邦处于浪漫主义巅峰时期的表现），拉赫玛尼诺夫采
取的方法却是取消连奏，并且减少踩踏延音踏板的次数。这样的演奏好比是用毕加索粗犷的线条代替
雷诺阿画中柔和的色调。如果我们把1935年62岁的拉赫玛尼诺夫签售的《玛祖卡舞曲》唱片与1941年
年仅22岁的贝内代托·米凯兰杰利的作品对比，得出的结论会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演奏更加现代化！ 
要说拉赫玛尼诺夫作为演奏家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在那些不引入注意的乐段中更能得到体现。他把不
同的音色层层分开，重新叠加，使它们交错但不重合。听着这些乐段，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毕加索或
者雅弗林斯基。而当我们听到由拉赫玛尼诺夫改编的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以及贝多芬的《土耳
其进行曲》时，又会联想起奥托·迪克斯以及马克西·贝克曼。 如果我们重新回顾拉赫玛尼诺夫在“
一战”前和“一战”后的作品，应该能够发现他所做出的不可忽略的改进。对于任何熟悉拉赫玛尼诺
夫《第一协奏曲》的人来说，他在1917年对这首曲子的改编已经不仅只是“去除”了1891年原版体现
出的那种年少轻狂和无知那么简单。而他在1926年写下的《第四协奏曲》，也并非只是他1909年创作
的《第三协奏曲》的简单延续。另外，1934年所作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
，都会让人联想到斯特拉文斯基。一项对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研究显示：拉氏并没有坚持他曾在“一
战”前公开表明过的思想和立场。那个被1940年代许多电影表现风格视为风向标的拉赫玛尼诺夫，那
个为赫尔曼以及阿丁赛尔的作品提供过灵感的拉赫玛尼诺夫，与后来写下交响乐和《第四协奏曲》的
拉赫玛尼诺夫，似乎判若两人。总之，美国式的拉赫玛尼诺夫与俄国式的拉赫玛尼诺夫相比，是一个
全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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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编辑推荐

《伟大钢琴家系列:拉赫玛尼诺夫(原版引进)》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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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精彩短评

1、买错了书之二，本来想买的是音乐家（作曲家-演奏者）生平传记，这本强调的是钢琴家（演奏者
）的角度，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通过其演出曲目来分析演奏风格。前面两章把拉氏少年时期形容为
“Dickensian”，和Zverev的师徒感情，以及圣彼得堡/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派系斗争是我仅有的能读懂的
部分了⋯⋯作者文风挺幽默的，对Dickensian的比喻，把占领演出市场喻为“分蛋糕”，都令人捧腹大
笑。
2、言简意赅，引人入胜，这套书并不是一年表主线来写伟大的钢琴演奏家，而是大量呈现钢琴演奏
家不同时期演奏会的曲目单，从其中分析演奏家的地域文化特色，技术特点，演奏习惯等等，从而对
比剖析了同时代其余演奏家的特点，让人大开眼界，值得购买！
3、对这位钢琴家的生平有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对理解他的作品很有帮助。
4、清晰有趣，侧重点似乎和其它传记不同？
5、传记的成分不是很多，主要侧重音乐理论方面的讲述，其中关于拉赫历年演奏会曲目总表和节目
单等方面的探讨很有启发性。
6、似乎每个天才都要经受各种磨难，不知道是苦难磨练了他们还是毁了他们一部分。拉赫马尼诺夫
想当作曲家，却生逢乱世，被迫离开故土成了演奏家。想起沈从文，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7、人生经历有点像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老师兹维列夫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人（笑）还
讲了些当时乐器的革新。
8、磨蹭在飞机上看完,感觉这本书对读者专业性度和技术性的要求更高...还是喜欢人民音乐翻译的德
国那套(￣ー￣)
9、对于古典音乐我几乎可以算是一无所知，除了听过诸如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巴赫这些极其知
名的音乐家以及他们部分作品之外，对于其他人和作品知之甚少，拉赫玛尼诺夫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
说，对于布索尼、霍夫曼、鲁宾斯坦、霍洛维兹也同样是闻所未闻，他们都曾是所处时代较有名的演
奏家。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即使是那些知名作曲家的作品也因演奏家诠释方法不同而使表现出来的
效果大相径庭，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谁演奏的呢？对于一场演奏会，不同作品之间的次序安排也会造
成不一样的效果。我们对古典音乐的欣赏方法是不是跟听凤凰传奇没什么差别？或者说可能获得的享
受还不如后者？对乐理知识的缺乏，对乐器演奏的无知是不是使我们欣赏古典音乐的功能处于萎缩状
态，从而导致无法进行更高级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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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

章节试读

1、《拉赫玛尼诺夫》的笔记-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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