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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历史
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最早可追
溯到 !"#$年的上海公共乐队，当
时被誉为“远东第一乐队。”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自
%&!' 年 $ 月在复兴中路建成并
向公众开放以来，因拥有一个马
鞍形的屋顶，而被市民亲昵地称
呼为“馄饨皮”。

这个拥有流畅线条的神奇音
乐盒，不仅仅是一座音乐厅，其本
身也是一件坐落在衡复历史风貌
保护区的巨型“乐器”。厅团合一
后的上交，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透露，他们曾一度考虑过把这
座音乐厅命名为———“复兴”。

这里是音乐厅。这里是一
“座”乐器。这里是融入历史积淀
的人文风景。这里更是以音乐沟
通世界的“文艺复兴”之地。

是器
房子本身是件乐器
音乐厅设计与一般建筑不

同，首先考虑声学效果。日本声学
专家丰田泰久表示：“舞台上所有
艺术家通过音乐厅的声学设计，
返听到自己演奏的声音，然后决
定在这个厅里他们怎样演奏。这
意味着，当演奏家们在演奏，音乐
厅里的声学效果也是乐器的一部
分。”换言之，“我们不是在建造一
座房子，而是在制作一件乐器。”

进入 !(&& 座的主厅或 '&&

座演奏厅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听
到声音响起，哪怕是自己说话的
回音，就能立刻领悟为何音乐厅
本身也是一“座”乐器的含义。

交响乐的英文是 )*+,-./*，
其另一个意思是“和谐”。乐音回
响在音乐厅里达到的效果越和
谐，聆听体验就越舒适。彼此和谐
共振的不仅仅是乐器，还包括所
有乐器的和声与音乐厅之间的共
鸣———音乐厅才是最大的共鸣

箱。这就是丰田泰久把音乐厅也
当作乐器制作的根本道理。

因而，主厅舞台地板采用厚
达 0&++ 的日本北海道扁柏木，
保证最佳的返听效果。墙上有 1

块经过周密计算的大型反声板，
被安置在最佳的角度，可以均衡
传递反射出来的声音到主厅中的
每一个座位。室内天花板和墙体，
则选用坚硬而沉重的材料，且把
墙的表面制造得粗糙不平，能够
形成丰富而温暖的音色。

'&&座演奏厅的体量比例更
为完美。条状“竹木帘”包裹全场，
是声学与美学结合的范例。演奏
厅的地板设置成 !( 块等标高的
可升降平台。举行独奏会的时候，
可以只升起舞台中央的圆形部
分，观众可以围坐四周。

因而，这个音乐厅本身也是
一“座”乐器。

是景
中国首座全浮建筑
丰田泰久携手后现代设计师

矶崎新共筑的这座音乐厅，内部
充满科技与智慧，不限于声学与
美学的“双高”，还刷新了一个纪
录：中国第一座全浮建筑。

上交音乐厅所处的位置是轨
交 !&号线之上。其中，地下轨道
离音乐厅最近的距离仅仅 1 米，
飞驰而过的列车引发的震动与噪
音，差点震碎了音乐厅实现声学
效果的念头。为此，在深达 !1米
的地下钢筋水泥支墩上，总共加
设了 2&&只隔震器，将两个厅全
都架起。因为有了这些神奇弹簧
的鼎力支撑，音乐厅成为了中国
第一座全浮建筑。

距离地下轨交近，是因为它
要融于周边历史风貌———地面高
度不能超过 3"米。和谐的不单纯
在于乐音，还在于建筑这种凝固
的音乐，与周边环境的美学匹配
度。因而，外观视觉的设计注重柔
和朴素、简约大方。陶土砖就成了

外立面，红灰色调为主的颜色随
机分布。如果从空中鸟瞰，馄饨皮
与周边不少洋房和住宅的红房顶
和谐共处。

是厅
中西大师音乐对话
上海交响乐团拥有自己的音

乐厅，也就是“厅团合一”。“厅团
合一”后，夏季音乐节（45)6）这
一与国际接轨的思路，就能更加
开阔且落得实。每逢暑期，西方古
典乐界“歇夏”的时候，美国纽约
爱乐连续三年整团驻扎上交音乐
厅，为上交、古典音乐乃至市民生
活“加料”。(7!0年，纽爱在 45)6

的首场音乐会被命名为“加辣”。
虽然“加辣”是英语“89:9”

（节日）的音译，但是其暗含着古
典音乐也能为生活“加料”的意义。
上交音乐厅，自此每逢夏天就真
的被“加料”，从外墙投影数字节
目单、广场上摆出创意集市，到厅
内的音乐会不仅能听还能“看”，
以及专为孩子们设计成“职业体
验”的青年音乐会项目……古典
音乐，通过一个“;”，面向市民，成
为周边社区居民的“好邻居”。

暑期是孩子的天地，在 45)6

也有他们重要的一席。纽爱带来

拥有 $7年历史的教育品牌“青年
人音乐会”让大师为孩子们伴奏。
负责引座、发放节目册、翻译等服
务观众等工种的，也是 !7岁至 !1

岁的中外年轻人。这是青少年融
入剧场礼仪的切身教育，也是融
入音乐氛围的直接感受。而各类
学生乐团，也在此得到充分磨炼。
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学生合唱
团、波兰国家青年爱乐乐团、上海
学生民乐团等等，都在此“斗琴”。
民乐、交响、合唱交相辉映、中西
对话，充分展示出年轻的力量。

至于春秋冬三季的日常演出
之中，来自海内外的音乐大师，在
此上演的数量之多、规格之高，都
有点像是“过江之鲫”般“不足挂
齿”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上交请不来的。

是文艺复兴
一团一策和谐共鸣
“厅团合一”的策略，得益于

上海近三年来“一团一策”的文艺
改革。自 (7!'年 !7月 !0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承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
艺，得到了上海这个文艺重镇的
高度重视和实干践行。

虽然全市 !" 个院团基本可
分为交响、芭蕾、歌剧等“世界语
言”；京昆等“民族语言”和沪剧、
滑稽戏等“本土语言”三大类，但
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还是依
据每个团的特质形成“一团一
策”，亦即每一个团都要根据自身
特色制订符合规律的策略。并且
也进行了为期 0年的细化实施。

上交的“厅团合一”，让乐团
有了“家”，得以与国际接轨策划
三五年后的演出季且不用为没有
合适的演出场地而担心。而且，创
作计划、演出日程、人才培养也都
有了足够的硬件“容纳”。上交梳
理人才梯队可谓“人尽其才”。该
团率先进入“乐器管理模式”的创
新尝试，可谓“物尽其用”。团长周
平表示，登记造册后发现的可能
闲置的乐器，将通过慈善捐赠、教
育使用、社会拍卖等途径，使乐器
发挥最大效益……

上交音乐厅之所以先前动念
起名“复兴音乐厅”，并不仅囿于
以地理位置起名的常规思路，而
是拥有“复兴交响”的澎湃动力。
虽然交响乐在上海奏响的延长音
从 !"<$年起从未休止，但是由音
乐而联动文艺、沟通世界的复兴，
正期待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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