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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传统歌剧已上演了
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如何出奇制胜，给观
众新鲜感，已成为当今
歌剧演出的重中之重。
最近去英国伦敦赴了一
趟音乐之旅。伦敦是欧
洲最大的城市，也是英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十天的见闻，大开眼
界，深感那里的音乐已
常态化地融入到市民的
日常娱乐生活之中。
先说“高大上”———

英国皇家歌剧院，这是
闻名世界的几大歌剧院
之一，无论是指挥、乐
队、演员阵容，还是制作
团队，堪称一流。我在那
里聆听了四部歌剧：瓦
格纳《罗恩格林》、莫扎
特《唐乔万尼》、普契尼
《波希米亚人》、威尔第
《法斯塔夫》。《罗恩格林》由当红明
星指挥尼尔森斯执棒。他去年 !"

月曾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维
也纳爱乐乐团两场音乐会。男主角
由世界乐坛独一无二的德国男高
音 #$%&主演。演出极其精彩，音
响效果奇佳。《法斯塔夫》则由威尔
士著名男中音特菲尔主演，形神兼
备，活灵活现。除了演出阵容，印象
最深的是，这四部经典歌剧都是新
颖的大制作，给人以别开生面、生机
勃勃、妙趣横生的享受。如何让音
乐真正融入生活？这对目前方兴未
艾的中国歌剧的探索和实践不无
启发。

在伦敦乃至欧洲的各个音乐
重镇中，歌剧演出都是至高的音乐
享受，不仅门票贵，而且观众大都
盛装出席，仪表端庄。皇家歌剧院
配有高档宽敞的餐厅，演出前一个
多小时，已有不少观众在那里品美
酒尝美食，谈笑风生。音乐会前的
社交，是常态。此举，也让音乐演出
拉动了经济消费，还营造了社交氛
围，可谓“一箭三雕”，相得益彰。
几天后的又一次观剧经历，让

我感慨良多。那是在伦敦的摄政公
园，那里有个“歌剧艺术”露天舞
台，每年夏季上演多部歌剧。今年
巡演四部，都是当代音乐家创作的
歌剧。我观赏的是英国当代著名作
曲家布里顿的室内歌剧《旋螺丝》。
原本在剧场登台的歌剧，如今改在
露天舞台演出，本身就是个创新，
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当我走进
“歌剧艺术”的大门时，一下子误以
为走错了地方：在一片绿草如茵、
古树参天的田野，人们三五成群，
着装缤纷，分别围成一桌在聚餐，
场面热闹温馨，像是在度假盛地野

餐；举目环视，另一边是
连成一大片的露天酒
吧，原来这些都是露天
剧场的观众，他们显然
比皇家歌剧院的观众随
意多了。穿过这个区
域，进门，才是演出的
露天剧场。在一片绿树
环抱的区域，搭建了一
个露天舞台，自然美景
与演出舞台融为一体。
进场时，还有不少观众
带着没喝完的酒、饮料
和美食，有的甚至拎着
装满食品的篮子和小冰
箱进场。然而，一到演
出正式开始，近两千座
位的观众马上安静下
来，全神贯注。
后来，我在著名的

专演室内乐的威格摩尔
音乐厅欣赏弦乐四重奏
音乐会、在伦敦西区女
王陛下剧院欣赏音乐剧
《剧院魅影》、在卡多根
音乐厅欣赏朱克曼夏季
音乐会、在皇家阿尔伯
特音乐厅欣赏弗雷的
《安魂曲》……不管是剧
院大小，还是演出内容
有别，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些剧院和音乐厅都配有相当规
模和气派的餐厅，这不仅成为了老
百姓的社交场合，还是他们日常生
活的组成部分，其中也不乏游客。当
然，演出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所
以，他们的演出市场才会如此地兴
盛发达。据说，伦敦大小演出场所成
百上千，真是蔚为壮观。

演出甚至还扩展到其他领域
的场所。我到达伦敦的第三天，刚
刚卸任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还
不到一周的西蒙·拉特，居然在收
藏展览当代美术作品的泰特现代
美术馆，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当
代著名法国作曲家梅西安和德国
作曲家施托克豪森的作品音乐会。
音乐会的形式新颖独特，有门票进
内场的观众全部站立观赏；买不到
门票的观众，则可以在二楼的天桥
上远距离观赏；更有美术馆的工作
人员打开办公室窗户观赏。在演奏
施托克豪森的作品时，场内搭建了
三个舞台，有三个指挥。演出中，西
蒙·拉特对作品进行解释，便于观
众理解。演出中，观众也可以随意
走动和拍照。原以为这样的先锋作
品音乐会，观众一定以专业人士为
主，场面也许会颇为冷清，想不到
场内门票早已售罄，场外天桥上也
站满观众，现场绝大部分是普通
人。他们聆听专注，每演完一部作
品，即大声鼓掌叫好，气氛热烈。此
情此景，令我感慨万千。
伦敦之行，收益多多。伦敦和

上海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从地图
上看，伦敦很像上海，泰晤士河把
伦敦分为河西河东，黄浦江把上海
分为浦西浦东。伦敦丰富多彩的音
乐生活，也为上海如何成为“亚洲
演艺之都”提供了借鉴之处。

! ! ! !电影音乐一直是我较关注和喜
爱的领域，有时候，对电影情节的记
忆会变得模糊，但影片的主题音乐
却无法泯灭，连同当时观影时的那
份悸动长久留在心里。今年夏季音
乐节（简称 '()*）有两场与电影音
乐相关的音乐会：《天书奇谭》交响
电影专场以及奥斯卡金像奖配乐大
师德普拉电影音乐专场，一中一西，
通过上海交响乐团的现场演绎，再
次把电影音乐推到台前。

只有看过听过 !天书

奇谭"#才知国产动画片的

最高表现形式

这几年，'()*开启了电影交响
乐音乐会的模式，坐在上交音乐厅，
观看五块超大屏幕呈现的《黑客帝
国》《太空漫游》《莫扎特》、卓别林默
片《城市之光》，感受舞台上大乐队
现场演绎的配乐，环绕声音响，直击
耳膜，既奢侈又震撼。

今年的 '()*，把选片落到了
国产动画片《天书奇谭》上，我一
听就来劲了，犹记得儿时观看此片
时的新奇感受，那时还无法分辨什
么中国元素，现在回过头再看蛋
生、狐狸精、袁公、县太爷，这些
糅合了中国民间绘画、雕塑、戏曲
等元素的形象真是栩栩如生。看到
片中云雾缭绕、山之仙境的画面，
仿佛身临一幅大型的动感水墨画
里。而毕克、苏秀、丁建华、曹雷
的配音实在是传神，作曲家吴应炬
的配乐也是中西合璧，活灵活现地
表现了各人物形象和戏剧性，绝对
是国产动画片的上乘之作。

音乐方面，也是极尽中国元
素，活泼正义的蛋生、狡诈妖媚的
狐狸精、大义凛然的袁公、赖劲十
足的小皇帝、贼眉鼠眼的县太爷，
在音乐中都有其主导动机，很有戏
份。而蛋生背天书，狐狸精化作仙
姑施法时，用现代电子音乐来表
现，非常超前。那时动画片中启用
的是中西室内乐组合的乐队编制，
但这次青年作曲家沈逸文根据吴应
炬配乐的部分手稿，再次复原编配
了影片的音乐，全部移植到交响乐
队，印象特深的是原片中的唢呐现
用小号来代替，加上不少特色打击
乐器，虽不能说把原片中唢呐、二

胡等民乐的声音全部传递到位，但
大乐队编制也加强了音乐的厚度和
现场聆听的爆棚感。指挥家张洁敏
边看着面前监视器里播放的画面，
边指挥上交，他们一个半小时密集
烧脑式的全神贯注所带来的音画同
步的精彩演绎，非常专业！

重温经典，还是很激动人心
的。这部历时三年创作，充满奇、
趣、美的动画片搬上 '()* 舞台，
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国画、一波三折
的中国神话传说、生动幽默的现场
配乐演绎，令人回味。现在的孩子
说起熊大熊二的故事绘声绘色，真
心希望他们能在像《天书奇谭》那
样具有艺术性的优质国产动画片中
汲取养料。

如法国足球队轻盈灵

动极富色彩的电影配乐大

师亚历山大$德普拉音乐会

再次走进 '()*音乐厅，是冲
着《国王的演讲》《戴珍珠耳环的少
女》《水形物语》《色戒》的电影配乐
大师亚历山大·德普拉来的，颇为
巧合的是，当晚法国队即将在世界
杯上夺冠，而德普拉也是法国人，
他的音乐轻盈灵动、变幻莫测，与
法国球队的球风如出一辙。
德普拉配乐最大的特点是其丰

富的色彩变化。如他喜爱的法国作
曲家德彪西、拉威尔，法国人骨子
里的色彩感在简洁的配器中情调百
出，引人入胜。如《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 这部让他通往好莱坞的影
片，讲述 !+世纪荷兰画家杨·维梅
尔与有着极高艺术天赋的女佣葛丽
叶的故事，开始弦乐暗流，营造出
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之后长笛吹
奏主题，一句一个调，你刚觉得稳
定了，音乐又跑到另一个调上，和
声转换之快，那种悬疑、神秘、饥
渴交织的音乐表现出女主葛丽叶独
特的艺术感悟力和纠结的内心情
感。影片高潮处，油画般精致唯美
的正反打镜头和音乐构成了空间的
凝滞、对位和时间的延宕、交错，
极富艺术感染力。在影片《国王的
演讲》中，德普拉又用一贯的色彩
离调，钢琴主奏的清淡笔触，不禁
让我想到影片的英伦风以及那句
“只要每个人坚定信念，我们必将

胜利！”的经典台词，朴素而有力
量……
德普拉也善于把似一粒种子的

核心细胞动机不断反复出现、发展
和延伸。如《影子写手》的配乐，一个
节奏音型不断重复，横向加入单簧
管、带弱音器的小号、小提琴，直至
铜管、打击乐，不断增加音乐厚度，
形成巨大的情感推力，最后我居然
听到了全乐队所营造出的合唱效果，
令人叹为观止！在李安的电影《色戒》
配乐中，小提琴 ,-.-的伤感阴沉的
动机也是不断反复、转调，音乐敲开
一个乱世，所有爱恨都裹挟在钢琴
弦乐声浪中，圆舞曲华美的舞步掩
饰不住主人公内心的落寞，德普拉
用西方的音调毫无违和感地描摹上
海那个特殊年代的优雅和无奈。
在电影配乐中，德普拉还喜欢

运用具有鲜明特色的个性乐器，如
《水形物语》里的手风琴、《影子写
手》中加弱音器的小号，《布达佩
斯大饭店》则用柳琴来代替原作的
东欧民间乐器大扬琴，充满着异域
情调，只见作曲家边吹口哨边指
挥，尽显幽默本色。当《哈利波特
之死亡圣器》上演时，舞台上八个
打击乐手操控着几十件打击乐器，
由此钢琴片、三角铁、定音鼓等组
成的色彩斑斓的打击乐音响，为影
片陡增各种梦幻、杀气和诡异。当
然，作为早年主修长笛的德普拉，
也在多部配乐中写进冷艳的长笛独
奏片段。

配乐大师都是营造气氛的高
手，他们了解影片的内涵和深意、洞
悉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深谙影片音
乐节奏，知道用什么样的配器达到
清新灵动、深情感人、神秘悬疑的
音响，知道如何用铜管、弦乐的震
慑力奏出恢宏气势的大片爆棚效
果。在电影标版流水线里，配乐几
乎一个模式，但德普拉对各种作曲
技法、各种音乐风格都可信手拈
来，爱用小调写作的他无边的想
象力和极具色彩魔幻标签化的配
乐风格，赢得无论是文艺片、还
是商业片一线导演的青睐。

走出 '()*音乐厅，我在想：好
的电影音乐究竟应该躲在画面后渲
染气氛，还是可以独立欣赏、有其本
身的艺术价值，我想德普拉给了我
们很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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