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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曲子，确定终生事业

冯勇智的老成，大概是从儿时学琴就展露出的性

格。他很有自己的思想，确认了一个目标，就能坚定地

走下去，这让他和同龄人很不一样。

11岁那年，他第一次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一

大提琴协奏曲》，是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的录音。“可以

说，那是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冯勇智回忆道，那一年第

一代的iPad刚刚面世，他在网络上搜到了这首曲子，

至今仍然“一想到当时的场景就兴奋”。“罗斯特罗波维

奇和肖斯塔科维奇认识，音乐传来我立刻被震撼住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演奏大提琴的真正可能性的时

刻。我有穿越时间的感觉——历史在向我招手，音乐

就在我眼前，作曲家在和我对话。”冯勇智说。

谈及被誉为“苏联的贝多芬”的肖斯塔科维奇，冯勇

智总是很激动，“他的音乐作品语汇丰富，风格多变。”冯

勇智说，“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有着非常

强烈、具有律动感的第一乐章，紧接着是感人肺腑又让

人有所忐忑的第二乐章。最后的第三乐章是我的最爱，

真的是大提琴曲库中写得最棒的音乐之一。整个乐章

就像是一首给大提琴，而且是只给大提琴写就的华彩。

乐曲极富成效，充分表现了大提琴的演奏技艺。”

创作于1959年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

奏曲》，被普遍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难的大提琴作品之

一。正是这首曲子，让一个琴童将音乐当成了自己的

毕生事业。“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立志要从事音乐，

我也确信自己喜爱音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事业

中去。直到如今，我每每演奏大提琴，都还会时不时地

想到当时的情景。”他说。

事实上，肖斯塔科维奇为比自己小20岁的“大提

琴传奇”罗斯特罗波维奇创作了两首协奏曲，两首作品

的诞生相差六年，情绪截然不同：第一首热情奔放、节

奏感强；第二首阴暗、内敛，具有悲剧色彩。它们都是

冯勇智的心头好，所以，无论是后来在自己19岁那年

参加柴赛，还是如今作为职业演奏家在全世界演出，他

总是会将肖斯塔科维奇作为必选项——在柴赛，他拉

了《第二大提琴协奏曲》，而此次中国首演，他选择了

《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柴赛拿奖，迎来赞誉无数

冯勇智在2019年的柴赛中一举成名，这项赛事作

为全球三大音乐盛事之一，每四年举办一届，每次都吸

引着无数中国观众的目光。在那届比赛中，有两位青

年音乐家备受瞩目：一位是因为组委会工作失误放错

了曲子，导致被严重干扰的中国青年钢琴家安天旭；另

一位就是拿下大提琴项目金奖、成为柴赛历史上最年

轻大提琴冠军的冯勇智。

冯勇智是美国籍，但长着东方面孔。他的祖父是

2019年在著名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拿下大提琴组的金奖，1999年出生

的冯勇智被全世界的乐团都注意上了。业内对他总是不吝赞美，有乐团称他“有望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大提琴家之一”，知名古典音乐杂志则描述他为当下“少数

能点石成金的音乐家之一”。上个月底，他受邀参加上海交响乐团的2023-2024乐季

演出，连续奉上了独奏和协奏两场音乐会，大受欢迎。观众中有不少视这位也才24岁

的年轻人为偶像的同龄人——他们认为冯勇智有远超实际年龄的音乐实力和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