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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歌剧
院自 1973年落成后，一
直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
和游客的青睐。然而是什
么原因让它的设计者丹
麦设计天才乌茨在 1966
年歌剧院外观初具时宣
布辞职，并再也没有踏上
过澳大利亚的土地？本文
揭晓这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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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茨和悉尼歌剧院秘闻（上） " 张 威

! ! ! !悉尼歌剧院的辉煌使澳大利亚
进入世界舞台，她被称为“!" 世纪
的奇迹”，然而，它的设计者并非澳
大利亚人，而是一名丹麦设计师；
它的建造历时十六年，耗资一亿多
澳元，其过程波澜迭起，几经周折，
和悉尼歌剧院本身一样，令人叹为
观止。

在这座艺术圣殿的崛起中，有
三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音
乐家尤金·古森斯、建筑设计师约
恩·乌茨以及时任新南威尔士州州
长的乔·卡希尔。而设计者约恩·乌
茨和悉尼歌剧院建造背后的秘闻，
则令人扼腕。

古森斯的建议
!"世纪 #"年代初，英国音乐

家古森斯出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交响乐团指挥。古森斯地位显赫，
其薪水远远高于澳大利亚总理。他
雄心勃勃，想让悉尼的音乐队伍跻
身世界著名的六大交响乐团。在古
森斯的指挥领域中，歌剧占据着重
要地位，但他发现，偌大的悉尼竟
无上演一流歌剧的场所。于是他开
始抱怨，竭力向上层人士鼓吹：澳
大利亚一定要建立一个歌剧院。他
对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说：
“一个没有歌剧院的都市不能称为
都市。”作为一州之长，卡希尔要安
排许多紧迫的项目，如建造学校、
医院、公路以及居民住房等，而歌剧
院，似乎不那么紧迫。卡希尔对古森
斯的建议犹豫不决，但在后者的感
染下，最后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古森斯工作之余，常在悉尼大
桥一带的海滨徘徊。他早就注意到
位于环形码头（$%&'()*& +(*,）的那
个名叫“贝内农”的海岬。
“没有比它再好的地点了。如

果在此建立歌剧院，大桥、海和后
起的建筑会浑然一体，悉尼将因此
而更加著名！”未来的憧憬像一曲

宏大的交响乐在古森斯的脑海中
轰鸣激荡。

-.#/年 --月 0"日，卡希尔宣
布，悉尼歌剧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委
员会考察了建立歌剧院的三十多个
候选地点，古森斯强烈地坚持己见：
“歌剧院的地点非贝内农岬莫属！”当
时政府正在贝内农岬兴建一个国际
航运中转站，古森斯说：“让那个中转
站见鬼去吧，歌剧院必建于此！”

-.##年 .月 -0日，筹备委员
会由州长卡希尔宣布，歌剧院设计
方案将从世界范围内招标。于是，建
筑方案设计评选委员会的四名权威
人士坐镇悉尼美术馆，严格地审查
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方案。当时有
三十二个国家的建筑师参与竞争，
方案达二百三十三个。

丹麦人乌茨来到了悉尼
-.#1年 -月 !.日，新南威尔

士州州长卡希尔宣布了歌剧院设计
获奖名单：一等奖给了一个叫乌茨
的丹麦建筑设计师。对于建筑界来
说，当年三十八岁的乌茨还是个默
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寄来的设计方

案，也并不像其他选手那样精雕细
琢，只不过是一幅草图而已。但乌茨
的设计实在是超凡脱俗。当时的评
选委员会宣称：“我们反复推敲，终
于确信，乌茨的方案不同凡响，那是
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第一流设计。”
乌茨的草图只是一个轻盈的意

念，但这个意念融和了南太平洋岛
国的海洋、天空及周边环境因素，人
们可以从几何形态的贝壳式组合中
看到这个年轻国家发展的历史和前
景，它继承了古老的欧洲文明，又召
唤着未来。总之，标新立异和意蕴无
穷使乌茨的设计一举夺魁。

乌茨的家乡在丹麦北部海滨，
那里有很多类似莎士比亚戏剧《哈
姆雷特》中古堡式的建筑，乌茨从小
耳濡目染，他回忆说，这些古堡对他
的设计“具有重大影响”。
乌茨酷爱旅游，他曾在年轻时

遨游欧美。他对墨西哥的古玛雅文
化极感兴趣，特别是玛雅古塔。“那
种主体建筑与地平线的强烈对比
令我着迷。”乌茨说。歌剧院的设
计，也得益于玛雅文化。乌茨亦喜
欢航海，他曾透露，他的设计来源

于他对未曾去过的悉尼海港的想
象，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一幅金属
画，那画上描绘的是一艘隐没在悉
尼海湾中的巨大帆船。帆的优美线
条启发了他。乌茨曾明确表示，帆
船的桅杆样式和原理曾影响了他
的设计。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乌茨的设
计图喝彩。一些人不否认乌茨是个
天才的建筑师，但他们认为，乌茨
的天才似乎更集中于构思设计上，
建筑师的另一面———实施工程，乌
茨似乎大有缺憾。据说，乌茨精于
设计，但设计完后，往往拔腿就走，
而不大顾及作品如何完成。乌茨的
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使未
来的悉尼歌剧院蒙上了一层阴影。

-.#1年，乌茨踌躇满志地来到
悉尼，他作为总设计师和工程负责
人，集中解决工程实施的问题。在
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以家乡丹麦为
基地，往返于澳洲和欧洲之间。此
时，工程正处于打地基阶段，乌茨
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他那不
同寻常的、既轻又须结实的贝壳形
建筑物的顶部。当时，混凝土刚刚
问世，乌茨试图以鸡蛋壳的球面几
何原理来解决工程的难题。他组织
了一些人在丹麦制作模型，并在英
国进行模拟试验。建筑师们在表层
上以混凝土加小钢筋制成网状结
构，并用电脑精确算出每片外壳所
承受的平均压力。这是个极其关键
的步骤，假如其中一片贝壳坍塌，
其余的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
片片地倒下去。实验最后成功了。

-.#2年 #月，专家们对歌剧院
底层进行了水下勘探，-.#. 年 /

月，歌剧院破土动工。

卡希尔的果断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一直

是歌剧院工程的倡导者、支持者和
组织者。卡希尔的极大热情，无疑是
歌剧院横空出世的重要因素。人们
非常惊讶，这个具有工党领袖背景
的一州之长如何对当时毫无知名度
的乌茨表现出巨大的激情和支持。
有人说，卡希尔是想“通过建筑歌剧
院而树起自己个人的纪念碑”。但事
后成名的乌茨回忆说：“卡希尔是一
个超越时代的人。”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卡希尔是顶

着巨大的压力支持歌剧院工程上马
的。当时，许多政坛和社会高层人士
认为，斥资修建这样豪华的歌剧院实
在是挥霍。有人说：“建歌剧院所带来
的灾难将终生压在澳大利亚人身
上。”还有人说：“工程是新南威尔士
所不能承受的奢侈。”为了解决资金
问题，卡希尔先是组织了一个以捐款
为主的基金会，后又发起了全国范围
内的“歌剧院彩券基金会”。报纸上
说，卡希尔“像狗一样地到处乱窜，为
这个新兴的工程奔忙”。
沉溺于无数次实验中的乌茨，不

断被卡希尔催促。-.#2年，工程终于
冲破种种阻力，在卡希尔的推动下着
手准备。澳洲著名建筑家、当时“歌剧
院筹委会”五人委员之一的爱思沃斯
说：“如果没有州长的狂热推动，乌茨
的设计很可能成为一个泡影。”
可惜的是，在歌剧院一期工程

进行得如火如荼的 -.#.年，卡希尔
在办公室猝死。现在看来，他的死对
悉尼歌剧院工程的命运产生了重大
影响。事实表明，这个工程很快发生
了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