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朗
1982 年 6月出生于

辽宁沈阳，钢琴家，曾被
数家美国权威媒体称作
“当今这个时代最天才、
最闪亮的偶像明星”，他
曾经在白宫演出，并且是
受聘于柏林爱乐和美国
五大交响乐团的第一位
中国钢琴家；曾被《人物》

杂志称为“将改变
世界的 20 名
青年”之一。

郎朗和网络MV名人Marquese Scott。 索尼音乐供图

新京报：这应该不是你
第一次录肖邦的专辑了。

郎朗：这是我第一张肖
邦独奏专辑，以前和祖宾·梅
塔、维也纳爱乐录过协奏曲，
但是独奏专辑这是头一次。

新京报：你这次会对肖
邦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郎朗：大家可能也都知
道，肖邦的练习曲我从13岁
开始弹，24首练习曲全套的，
其他曲子也都练过，大波兰
舞曲弹很多年了，所以应该
说这次准备得非常好，因为
我的成长就伴随这些曲子。
这次我更多注意的是细腻的
处理，细致的变化，如何将肖
邦曲子里诗情画意的这部
分表现出来，还有他的音乐
控制力。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连音和歌唱性，这是他
在钢琴作曲家中最独特之
处，他写的曲子像歌曲一样，
有歌唱性和抒情性。

新京报：你微博上，曾
经说想对肖邦这位音乐诗
人说——“你若安好，音乐
晴天”，这是什么意思？

郎朗：很重要的一点，
肖邦身体状态不太好，他的
人生比较坎坷，他被迫离开
祖国，在波兰很乱的政治局
势下。他这一生挺艰难的，
国家没有主权，流亡在巴
黎，在这些困难下，他能够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很尊
重他。

新京报：你的上一张专
辑是李斯特，你说李斯特是
你的英雄，那肖邦呢？

郎朗：偶像。李斯特属
于全民英雄，他是最流行
的、最受欢迎的演奏家，他
作曲当然也很棒。但从表
演艺术上讲，从古至今在技
巧方面和表演方面没人能
超过李斯特，他的表演达到
最高级别。肖邦活的时间比
较短，很多人对肖邦不像对
李斯特那么了解，肖邦的公
开演出也比较少。另外所有
接触李斯特的人，都对他的
沟通能力很佩服，而肖邦更
多的时间是在学习东西。

新京报：你提到很多人对
肖邦的了解不像对李斯特那
么深入，那你觉得在今天人们
对肖邦的理解是否到位？

郎朗：从全世界来讲，
肖邦可以说是受欢迎程度
排最前面的几位作曲家，受
到最高级别的尊重。对钢
琴家来讲，没有人会不喜欢
肖邦，如果不喜欢肖邦肯定
会出现问题。

新京报：你提到过肖邦
练习曲是非常珍贵的文献，
反映了作曲家对钢琴这件
乐器性能的深刻了解。是
否这意味着作曲家将钢琴
的使用开发到一个新的高
度？又是否会为演奏带来
更大挑战？

郎朗：我从小就弹，挑战
性并不太大。但他的练习曲
不光是练技巧，也是练音乐，
这是新式的练习曲，不是完
全练习手，是更全面的练
习，练习你的脑，你的力量，
你的心，当然技巧也很难。

【谈肖邦】

大家都爱他 肖邦可以说是陪郎朗经
历了其音乐事业的每个重要
阶段。

郎朗最初学习钢琴时
弹奏的曲目之一就是《辉煌
大圆舞曲作品 18 号：降 E
大调第 1 号》。1994 年德国
埃特林根的比赛及 1995 年
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
赛中，郎朗凭借演奏肖邦的
作品夺魁。

而也是因为 14 岁时的
郎朗在北京音乐厅弹奏肖
邦叙事曲，成就了他日后在
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
院长加里·格拉夫曼的学习
生涯。

为了配合专辑发行，一
部 DVD 短片《我与肖邦》也
收入CD+DVD《肖邦特别珍
藏版》之中。短片内容涵盖
郎朗 1994 至 1996 年少年时
期的音乐会与比赛视频，以
及近两年在维也纳、柏林、
伦敦演奏肖邦各部作品的完
整录像。

一周前郎朗在自己的微
博上贴出新专辑中《大海练
习曲》的MV，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MV 里竟然还有美国
达人秀热门选手有“机械
哥 ”之 称 的 Marquese Scott
为其伴舞。

MV 一开始，郎朗款款
走向摆在一间舞蹈教室内的
钢琴，同一时间Scott则将手
里提着的录音机放在教室地
上，郎朗手指触键的一瞬
间，Scott的机械舞随乐曲节
奏舞动。这个MV在官网上
首发一天时，点击率已经超
过7万次。

郎朗称，第一次看 Scott
的舞蹈时，就想与他合作，
考虑良久后，他觉得肖邦的
音乐是与这种现代艺术最理
想的结合。

而机械哥本人也对这
次合作很兴奋，他说郎朗是
全世界都欣赏的艺术家，伴
着肖邦的音乐起舞很有挑
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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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辑《肖邦》今日全球首发，而立之年回归肖邦

郎朗 李斯特是英雄，肖邦是偶像

【谈味道】

在大师堆里熏出来

新京报：你 8 月份的时
候曾经在微博上说正在录
一个很有意思的 MV，但
是暂时还不能透露具体内
容，是不是指的就是和机
械哥的合作？

郎朗：对，我当时说的
就指和他的合作。我之前在
网上看过他一个MV有6000
多万点击率，我看完他的录
像觉得这人太厉害了！浑身
哪儿都能抖，分明是无骨头
哥。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别人
跳的机械舞，但都没有他这
么牛，他特灵，创造很多新动
作，技术无懈可击，有让人不
可思议的感觉。

新京报：怎么就想到要
跟他合作了呢？

郎朗：我一直关注他。
正好有一次我音乐会的时
候，他也来看现场。音乐会
结束我们在后台见面，我当

时还看了他在长城录的一段
舞蹈，我们就觉得应该一起
干点儿什么。等我录这张新
专辑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
美 国 芭 蕾 舞 训 练 场 地 练
习。我们去练的时候旁边
还有一些芭蕾舞演员，等我
们练到一半，所有人都围过
来看，他们说“这个太有意
思了！”这些芭蕾舞演员也
觉得这是一种创新。然后
我们就去维也纳录MV。

新京报：为什么挑了这
首曲子？他以前听过吗？

郎朗：肖邦的《大海练
习曲》有固定性节拍，他能
抖起来。效果还真不错，在
国内国外放网上，大家都觉
得挺有创意。他以前从来
没和古典音乐合作过，原来
对肖邦也不了解，听完以后
他非常喜欢，他头一次诠释
古典音乐，确实不容易。

【谈机械哥】

应该是无骨头哥

新京报：你怎么看古典
音乐家和阅读文献上之间
的关系？

郎朗：如果只是背景资
料，任何一个学生这事儿都
能做，上音乐学院第一年老
师就会让你读，这个东西很
重要，但所有人都能做到。
最难的是，把音乐的灵感弹
出来。很多时候你弹的是
音，什么时候你能把内容弹
出来？悲伤、伤感、有感情
的，这都能做到，只要练就
能练到，怎么能升华？变成
艺术作品。变成艺术作品就
不光是把喜怒哀乐展现出
来，还有更多细微变化，整体
分寸的把握，控制气息，控制
色彩转折点，怎么把手中音
符弹到和你心里想象的声音
完全结合在一起，把心里感
应的东西非常有味道地弹出
来。好的演奏家你会感觉，
他在跟你叙述一个故事，整
个给你展开，各种处理，让你
把音乐细节听得非常明白，
能领悟这个东西，这才是音
乐有意义的地方。光是说一
首曲子，这是在讲法国大革

命，那太浅了。
新京报：这种深度是如

何培养的，与生俱来还是
可以后天练习？

郎朗：味道得熏出来，
得跟很多艺术家交流，听很
多文献，看很多这方面的音
乐处理上比较有意思的作
品。看书什么之类的，这谁
都看，没什么意思。要看艺
术大师谈艺术这方面的书，
特别有意思。霍洛维茨怎
么说这个曲子？巴伦博伊
姆怎么说这个曲子？你只
是看背景资料那些东西太
笼统，看完没什么用。另外
很多东西是现场弹出来的，
一百天也学不出来，要亲自
体验，没完没了地磨合，和
别的艺术家切磋，再切磋
再磨合、再切磋再磨合。
所以有的时候努力的同时
你得有这个环境，不然也
努不明白。

新京报：去年我们采访
你的时候你说你每天练琴
两小时，现在还能达到吗？

郎朗：还是两小时。每
天都能。

今日，郎朗新专辑《肖邦》由索尼音乐
推出，全球同步发行。郎朗年少时以独奏
肖邦的叙事曲而成名，如今30岁的他，终
于推出首张肖邦钢琴独奏专辑。

据悉，12月起，郎朗的国内个人巡回
演奏会也拉开帷幕；12月27日北京国家
大剧院音乐厅将上演“郎朗·国家大剧院5
周年钢琴音乐会”。

■ 郎朗和肖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 新专辑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