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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曲流芳 再无肖邦邦邦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胡建明

一个拥有特权的天才

“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位
天才！”这是德国著名作曲家、钢
琴家舒曼在1831年底评论肖邦
的一句话，在波兰人的眼里，肖
邦是这个国家的骄傲。

进入波兰，你每时每刻都能
感受到肖邦的存在，首都华沙有
肖邦机场、肖邦公园、肖邦博物
馆、肖邦音乐学院，距离华沙50多
公里的小镇热拉佐瓦·沃拉还有
肖邦的故居。就连你喝酒的时候，
还能见到“肖邦伏特加”。

在华沙有一个公园叫瓦津
基公园，它是波兰末代国王斯·
奥·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行宫。这
位国王在里面建造了一座极尽
奢华的水上宫殿——— 瓦津基宫，
这就是瓦津基公园名字的出处。
末代国王统治时期，平民百姓是
不可能进入这个美丽的行宫的，
人们只是知道在水上宫殿里有
漂亮的浴室和厕所，由于不满王
公贵族腐朽奢华的生活，老百姓
就将瓦津基宫直接嘲讽地称为

“浴室和厕所”。所以，当地人也
称这里为“厕所公园”。

肖邦从小就具有很高的音
乐天赋，在6岁他开始学习音乐
的时候，就引起了当政者的注
意。“从那时候起，肖邦就能自由
出入这座公园，这在当地引起了
很大的轰动。”导游介绍说，这也
是中国游客口中“肖邦公园”的
由来。每年6月到9月，每逢星期
六和星期日，肖邦雕像下都会举
行露天音乐会，美妙的琴声回荡
在“最美厕所”里。

纠结了一生的“音乐战士”

不足20岁，肖邦已经名满波
兰。至于肖邦为什么要离开波
兰，资料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因为波兰当时战事
不断，为了追寻更安稳的音乐创
作环境，肖邦在父母的安排下，
移居法国；另外一种说法是，肖
邦受邀到市政大厅演奏乐曲，当
他在现场认真做着练习的时候，
波兰官员们前簇后拥着沙皇进
入大厅。音乐戛然而止，肖邦愤
然起身，没有合上琴盖就即刻离
开了大厅，也离开了故乡波兰。
在他离开波兰的时候，他的行李
中有一个波兰授予的银杯，里面
装满故乡的土。

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
演出，但有时也会成为权贵的座
上宾。还有人说，肖邦也曾经为
沙皇做过演出。这也是民间对肖
邦存有不同看法的原因。

把心安放在“可依靠”的地方

身在法国的肖邦虽然离战火
远了很多，但每次谈及祖国波兰，
他都会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
的波兰孤儿”。1849年，因肺结核
病情加重，肖邦已无法继续授课
和演出，最终于10月17日在巴黎
市中心的家中去世，时年39岁。

去世之前，肖邦表明了自己
最后的两个愿望：第一，希望在
他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
曲；第二，希望将他的心脏装在
瓮里并移到华沙，封在圣十字教
堂的柱子里。

波兰人纪念英雄的方式就
是将心脏安葬于神圣的教堂，肖
邦的心脏当然不例外。如今，圣
十字教堂已经成为游客了解肖
邦的必去之处，柱子上刻有《圣
经》马太福音6章21节：“因为你
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
里。”对于肖邦来说，能把心安放
在自己的祖国，是他一生中最大
的财富。

在肖邦博物馆内，游客可以
通过音乐和影像了解不同时期
的肖邦。在博物馆三楼，有间不
大的黑屋子，只能容一个人进
出，这里的主题是“告别”。展室
里有一个肖邦死后覆盖在脸上
的面具，上面有一行字：“世上再
无肖邦。”参观者的脚步像肖邦
的生命一样戛然而止。

在面具旁边有一缕褐色的
头发，这是博物馆最珍贵的藏
品——— 肖邦一直珍藏的乔治·桑
的头发，它将我们带入他的情感
世界。

乔治·桑是19世纪著名的
法国女作家，他们之间的感情
有许多版本和传说，在乔治·
桑的老家法国小城诺昂，肖邦度
过了一生中最安定和幸福的时
光。1846年肖邦在诺昂创作了著
名的降D大调圆舞曲(作品64号)，
俗称为《小狗圆舞曲》，在诺昂展
厅聆听这首一分多钟的小曲感受
格外不同。降D大调圆舞曲是肖
邦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此
后肖邦与乔治·桑分手，健康每况
愈下。如今，再听节奏欢快的

《小狗圆舞曲》就多了一分忧
郁和惋惜。

(华沙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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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肖邦心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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