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交响乐团“寄居”在姚江
边的宁波大剧院内。循着远处传来
的浑厚器乐声，我们用耳朵轻易找
到了二楼的排练厅。上百名乐手把
偌大的排练厅挤得满满当当。视线
穿过林立的大提琴、小提琴、铜管
等各色乐器，青年指挥家俞潞端坐
大厅中央，挥舞着指挥棒。他的手
臂或舒缓或迅疾，目光在每一位乐
手间游移，侧耳细听着每一粒音
符。突然，他似乎发现了一处不和
谐音，指挥棒用力一指，一个喊停
的动作，全场音乐戛然而止⋯⋯

在音乐世界里指点江山，俞潞
的神情有着统帅般的自信；透过玻
璃镜片，他的目光甚至带有几分犀
利。与此形成有趣反差的是，身高
一米八九、穿黑色 T 恤的他，脖子
上挂了一条白毛巾，造型像早年宣
传海报上的炼钢工人。他不时用毛
巾去对付头上“喷涌”而出的汗
水。俞潞的头发乌黑而柔软，在汗
水的作用下，它们湿漉漉地贴在主
人宽阔的脑门上。

指挥这活儿，考验脑力，还极
大地消耗体力。

排练结束，30 岁的俞潞在一众
记者的簇拥下，镇定自若地接受起
家乡媒体的集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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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潞 的 妈 妈 根 本 不 会 料 到 ，
1989 年初夏，自己居然会生下一个
八斤七两重的大胖小子。事后，她
只能将此归功于厨艺高超的丈夫：
怀胎 10 月，家里餐桌上，丈夫总
能 花 样 不 断 地 变 换 出 美 味 佳 肴 。

“意外”接踵而来，长到 3 岁时，
夫妇俩惊喜地发现儿子对家里新添
的音箱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放 《梁
祝》，他那胖嘟嘟的小手就会和着
音乐节奏，一挥一舞地打起拍子。

俞潞的学前班和小学是在家附
近的宁波荷花庄小学度过的。校长
发现俞潞的音乐天赋后，让俞潞妈
妈定制了一套小礼服。于是每周一
学校的升旗仪式上，这个脸蛋清秀
的男孩，就有模有样地指挥起全校
同学合唱国歌。

尽管自己与音乐毫不沾边，但
像普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
样，发现儿子有音乐细胞，爸妈就
让俞潞跟随甬上名师王百红学拉小
提琴。稍后，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儿
子改学音域更宽、表现力更强、与
其他乐器融合度更高的钢琴。在启
蒙老师王百红的印象中，俞潞的音
乐天分表现为超常的音乐记忆能
力。事实上俞潞 12 岁时，已能熟
练背下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曲》。

这 一 时 期 ， 挤 出 读 书 空 余 时
间，俞潞奔走于宁波与上海音乐学
院、中央音乐学院之间，寻师求
教。上中学后，父母对儿子设定的
人生目标已基本明确：报考音乐学
院。为便于儿子备考，母亲的付出
是艰辛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租住
地下三层的廉价屋，当儿子的“后
勤部长”。

2004 年，15 岁的俞潞以全国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附中，成为该学院最年轻的指挥系
学生。

19 岁那年，俞潞再次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
系，跟随著名指挥家俞峰系统地学
习指挥。毕业后，他被保送为硕士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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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一时，俞潞遇上了改变人
生走向的恩师。

那年，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
征尔先生，到中央音乐学院举办指
挥大师班。办班期间，小泽征尔想
在该校物色一名指挥苗子。在俞潞
心目中，小泽征尔简直就是神一般
的存在。“记得还在报考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时，听说小泽征尔到了北
京，我立刻赶到他下榻的北京饭
店。为了避开保安的驱赶，我在饭
店门口守候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
看他一眼。”

第一轮筛选由小泽征尔的助手
主 持 ， 俞 潞 没 能 进 入 备 选 名 单 。

“可能是我太年轻，也可能是我与
大师的身高反差太大了。”俞潞打
趣道。

第二轮，小泽征尔亲自对指挥
系各个年级的学生进行测试，俞潞
被大师选中了。

学院通知俞潞，接下去他将随
小泽征尔去日本，参加全亚洲地区
的选拔。

幸运之门向俞潞打开：与近 20
位选手比拼后，俞潞成为唯一的胜

出者。“小泽征尔当时让我指挥斯
特拉文斯基的 《春之祭》 和贝多芬
的 《第 五 交 响 曲》， 我 顺 利 完 成
了。”

就这样，19 岁的俞潞被小泽征
尔招至麾下，成为一代指挥大师的
关门弟子，并兼任他唯一的指挥助
理。“从来没有想到过，电视上的
那个人，有一天居然会成为我的老
师。”小泽征尔是卡拉扬的学生，
俞潞把小泽征尔对自己的言传身
教，比喻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当时俞潞一边要在音乐学院完

成本科学业，一边频频飞赴日本，
由小泽征尔亲自调教。“每次去日
本，一住就是 10 天、半月，吃住
行一切生活费用均由老师的基金会
支出。见我英语不好，他专门给我
请了一名英语老师，超贵。”

“他从来没有骂过我，对我只
有肯定。以至于有时我都产生了怀
疑：我真有那么优秀吗？先生总是
给我自信。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近

乎刻板的严谨。他告诉我，只有将
每首曲子的总谱烂熟于心，才能领
悟作曲家想要传递的情感，并最终
在自己的脑海里构建起一个对于指

挥家而言至关重要的虚拟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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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征尔为俞潞打开了通往世
界的大门，带领他走向欧洲、美
洲，走向最主流的音乐世界。

20 岁时，俞潞在日本京都音乐
厅成功指挥了小泽征尔音乐塾交响
乐团音乐会；

21 岁时，俞潞在日本执棒演出
普契尼的传世名作 《蝴蝶夫人》，

完成了首次歌剧指挥；
2012 年 5 月，在小泽征

尔和毕契科夫等指挥大师的
推荐下，23 岁的俞潞被指
挥大师杨松斯邀请赴荷兰阿
姆斯特丹指挥世界顶级的皇
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24 岁时，俞潞应享有盛
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邀请，前

往奥地利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
获得极大成功，他因此获得了萨
尔茨堡音乐节青年指挥大奖提名，
这也是目前亚洲青年指挥家取得的
最好成绩。俞潞对莫扎特音乐的诠
释再次感染了欧洲观众。随后，全
球知名的古典音乐经纪公司 IMG，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俞潞于是成为
继郎朗、余隆、谭盾等国内音乐大
咖之后，加盟 IMG 的第五位华人
艺术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
涯。

此后，俞潞相继获邀执棒布达

佩斯节日管弦乐团、柏林音乐厅管
弦乐团等欧洲名团。与此同时，俞
潞也以最年轻客席指挥的身份与中
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
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
团、深圳交响乐团等著名国内乐团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世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看似偶然的成功，都是一部预谋已
久的奋斗史。

“我认为，学音乐是需要天赋
的。没有天赋，就不要干这一行。”俞
潞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事一个
行业，如果你老是感到力不从心，那
就表明你入错行了。”“当然，你只有
坚持，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天赋。”他
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当寝室
熄灯、室友们上床时，他常常把桌子
搬到走廊、浴室，读谱到次日凌晨
两三点钟。

采访中，记者也见证了，在他
的一本厚厚谱子上，密密麻麻地标
注着各种复杂记号，那是他对乐曲
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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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亚洲人，30 岁就在古
典音乐领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地，俞潞已然成为宁波的骄傲。记
者请他谈谈“家乡记忆”，他露出
了纯真笑容，好久才吐出一句“宁
波很干净”。尽管常年在世界各地
奔波，但每年一两次回家总归是有
的。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宁波人，也
许他觉得对家乡的爱没必要使用过
于肉麻的语言。他说：“小时候我最
喜欢吃荷花新村旁边一家早餐店的
生煎包。很多年过去，那位摊主居然
还认识我，还叫得出我的名字。”俞
潞说，在北京，即使吃最普通的宁
波烤菜，也会觉得不地道。

俞潞与记者们互加微信。大家
发 现 ， 他 的 微 信 名 字 为 yuluznb。

“有朋友猜测它的意思是‘俞潞最
牛 B’，其实，真实意思是‘俞潞
在宁波’啦！”俞潞笑着，半认真
半调侃。

总是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的
世界里，听不听流行音乐呢？“当
然听了，”俞潞扶了扶眼镜，“我喜
欢周杰伦，也喜欢罗大佑、李宗
盛 。”“ 《双 节 棍》 也 喜 欢 么 ？”

“不、不，我喜欢周杰伦的慢歌。”
他笑道。

师从小泽征尔 7 年，记者还想
求证一事：早些时候网上流传一段
视频，小泽征尔出席某场音乐会
时，动作怪异，于是有网友推测这
位年事已高的大师得了 阿 尔 茨 海
默病。“那完全是谣言。老人现在
脑 子 仍 灵 光 得 很 ， 还 天 天 读 谱
呢。2010 年时老师被诊断出患有食
道癌，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疾
病。那段视频是 2016 年老师与祖
宾·梅塔在三得利音乐厅的一场合
作演出，当时老师病后显得体力不
支，但他的动作也充满了老友相见
刻意制造的幽默诙谐。”谈及这则
网上八卦，俞潞皱起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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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晚上，灯光柔和地
洒在座无虚席的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俞潞迎来了他的家乡处女秀，
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青年指挥家俞潞以舞蹈般的激
情和韵律感，为父老乡亲献上了贝
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和以“长”

“难”著称的马勒《D 大调第一交响
曲》。曲终，在家乡观众雷鸣般掌声
的邀请下，俞潞又加演了《雷电波尔
卡》等三首人们较为熟悉的曲子。

当晚观看演出时，记者凑巧坐
在俞潞奶奶身后。自始至终，这位
满头白发的老人脸上洋溢着微笑。
她有理由自豪，因为她拥有一位现
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儿子——俞
峰，还拥有一位正如新星般冉冉升
起的孙子——俞潞 （俞潞是俞峰的
侄子）。

观众离场时，突然发现一张熟
面孔，定睛一看，正是大名鼎鼎的
女指挥家郑小瑛！记者冒昧地询问
她是否愿意对俞潞的演出作番点
评 ， 现 年 90 岁 的 郑 小 瑛 欣 然 笑
答：“我是第一次看他指挥，很有
音乐感，很准确，‘马勒’演绎得
很 好 。” 一 连 用 了 几 个 “ 很 ” 字
后，这位中国最负盛名的女指挥家
说，“他非常有出息。”

⋯⋯
记得接受采访时，俞潞告诉媒

体记者，他有一个心愿：和大提琴
演奏家马友友同台，在家乡举办一
场音乐会。哈，这真是个令人期待
的绝妙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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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嘉兴市图书馆以
“中国梦·运河情”为主题，举办
《绘美长三角——中国书画名家作
品邀请展》。受邀艺术家创作热情
高涨，精品力作纷呈。宁波大学潘
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长
三角女子书画院名誉院长、花鸟画
家李采姣是众多参展艺术家中的一
员，其送展的艺术创作高峰作品《吉
顺太平》“惊艳”了许多观赏者。

《吉顺太平》表现的是盛开的鸡
冠花，采用勾勒与没骨点染相结合
的创作技法精心绘就。该图以四尺
整纸的尺幅来渲染鸡冠花雄奇之
美，烘托祖国繁荣昌盛；微微斜出的
枝蔓和略略下垂的花叶，枝繁叶茂
脉络清晰，代表华夏顺泽太平。整个
画面由近及远一挥洒，能看出“风
动”来，虚实结合一布局，能读出“心
动”来，高低错落一结合，能听出“韵
律”来。作者通过画笔抒发爱国情
怀，向祖国致敬的那份赤诚跃然纸
上。艺术家在作品创作中，将勾勒、
点染，层层堆积，使画面显得博大、
深远，富有层次。专工传统花鸟画的
作者，把传统花鸟画，画出苍茫意境
来，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这一大胆
尝试，既显现文人画与画匠画的区
别，也是身为高校美术教授的李采
姣内心文人情怀的一个表现。在尊
重传统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为
传统主题找到创新之路，是其一贯
创作风格。

耕耘不辍集腋成裘，终成作品
之大宗。在没骨花鸟画中，《吉顺太
平》的尺幅应属鸿篇巨制，可谓“大
画”。明沈周云：年不过四十，不可妄
作大画。沈大师尚有此感慨，可见绘
制大画之难。没有相当的阅历，没有
长久的积累，没有厚重的生命体验，

制作大画就是妄想。厚积薄发的李
采姣，长身而起，奋力创作了大画
《吉顺太平》，令人肃然起敬。她构思
成熟尽情挥洒，画作上墙后震撼人
心，摄人心魄。长久凝视此画，能够
读到轻重、浓淡、粗细、虚实、长短等
传统笔法表现，而体积、形态、质感、
量感、动感等创新突破，亦能切身
感受。四尺整纸的画芯，带入感极
强。一抬眼，那舒卷自如的茎、
蔓、枝、叶，自然亲切；一凝神，
那吉、顺、平、泽的画意表达，井
然有序；一回眸，那浓、湿、干、
淡的精到笔墨，尤显非凡。

作者在《吉顺太平》中表现出
极强的画面语言和创作能力，有心
读者一眼望去，可见满幅皆是心里
话。作者忘我投入尽情演绎并与观
者积极互动，这是一幅“写”出来
的大画！此画有三美：线条、结
构、设色；此画有三境：情境、诗
境、心境。儒释道都有各自的“三
境”描述，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
词话》 里写出了做学问的三重境
界：第一层“立”、第二层“守”、
第三层“得”；又如崇文，守静，
尚善，等等。为艺者不可不修身，
作为一名高校教授，“三境庐主”
李采姣深谙此道，她结合工作、学
习、生活、审美，衍生出属于她自
己的情境、诗境、心境这番“三
境”来，并将之融于画中，透着自
信与高远。

读李采姣《吉顺太平》图
三 省

俞潞：最接近小泽征尔的宁波指挥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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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中 （傅红兵 摄）

▲俞潞还是小不点时，就表
现出对音乐的喜爱。身后为他的
伯伯俞峰。 （受访者供图）

▲俞潞与恩师小泽征尔。（受访者供图）

▲ 10 月 12 日 晚
上，俞潞携宁波交响乐
团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演出。（叶向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