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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尧大剧院里的“婚礼”与观念转变

慕尼黑歌剧节随笔之二
! 陈唯正

! ! ! !今年慕尼黑歌剧节以威尔第的
《游吟诗人》新制作开幕。

卡鲁索曾说过：“演这部歌剧，
人们只要将世界上最好的四位歌手
作为‘卡司’（主角阵容）即可。”这段
戏言点出了这部歌剧演出的至关重
点：需要四位一流的歌唱家担任主
演。这个要求即使在世界上财力最雄
厚的那些歌剧院也常常不能满足。

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间，国际歌
剧舞台上优秀男高音屈指可数、一
片荒芜残象。然而在今天，国际上
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男高音歌唱
家，多数属灵巧型或抒情型。德国男
高音考夫曼（!"#$% &$'()*++）是多
年来少有的嗓音质地具备威尔第要
求《游吟诗人》男主角曼理科所需要
的力量，也就是能够以声乐手段表
演“肌肉”秀。他的中声区色彩暗
淡无光，但在高音区具备一种罕见
的暗色光芒和力拔千钧之势。他是
一位少见的智慧型歌唱家，他不会
无原则地秀“肌肉”。在“,-.%/0 12+

)/"”中他运用了精彩的高弱技巧，
整个唱段完成得非常内敛。

著名的“3/ 4'2556 7/86”被许多
人看作是整个歌剧的高潮。不少行
家关心的是男主角唱一段还是两
段？唱不唱高音 9？对于后者，由于
威尔第在乐谱里没写高音 9，因此
学术界关于是否唱高音 9 一直有

争议。反对者往往是那些纯粹主义
者：作曲家没有写，就不要乱加。:;

年前，指挥家穆迪在斯卡拉歌剧院
禁止男高音 </=/>8*唱高音 9，认为
“谱子上并没有写高音 9，因为高音
9破坏了音乐结构弧线”。但是现场
观众们却失望至极；赞同者认为：作
曲家并非把所有能唱该唱的音符都
写在谱子里，这早在威尔第之前的
美声时代已司空见惯，而威尔第早
期作品也没有例外。何况在此用高
音 9 已成意大利演出传统。这一
次，巴伐利亚歌剧院总经理 ?/@"!

56'% A$=-528、导演 B5/C/28 DE和指
挥家 D$"5" 9$8/F+*+/ 共同决定，为
了编剧需要，让考夫曼唱足两段。但
考虑到考夫曼是首次演这个角色，
因此将整个唱段降了半个音。观众
们似乎并不在乎那个高音是 A 还
是 9。考夫曼在第一段的表演一反
常态，带了几分惆怅和忧虑，第二段
才情绪递进，迸发出惊人的爆发力。
这同导演的处理倒是一脉相承。本
来《游吟诗人》的剧情就有点莫名其
妙，导演索性用一个旋转舞台将历

史和今天、梦幻和现实、骗局和事实
进行罗列、交叉、重叠，基调是阴沉
与令人沮丧的。
《游吟诗人》的女主角莱昂诺拉

由德国希腊裔女高音哈特罗斯
（,+G* H68>28"%）演唱，她是 :III年
威尔士卡迪夫声乐大赛的大奖获得
者，具有柔美的嗓音、出色的技巧和
优异的乐感，近年来在国际歌剧舞
台塑造的角色类型非常广泛，从抒
情灵巧到力量戏剧、从巴洛克到意

大利真实主义、从莫扎特到瓦格纳
等等。这样的多面性正是演好莉昂
诺拉的前提：连绵起伏的悠长乐句、
灵活跳跃的花腔、加上震撼人心的
花颤，她都完成得游刃有余。她拥有
“当今威尔第女王”的外号也实属
名副其实。
考夫曼和哈特罗斯的组合如今

在欧洲已红得发紫。除了这次的《游
吟诗人》以及年底即将上演的《纳布
科》，他俩几乎包圆了欧洲重要歌剧
院的威尔第《唐·卡罗》：不久前的伦
敦皇家歌剧院，今夏的萨尔茨堡艺
术节以及本届慕尼黑歌剧节。本届
慕尼黑歌剧节有指挥家梅塔、男低
音帕佩（J2+2 D$72）和斯汤达（K$8$%
L->"+M$）、女中音古巴诺娃（N@$>2!
8/+$ O'P$+"C$）等实力强劲的艺术
家加盟，音乐水准不容置疑，足以傲
视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男低音
歌唱家帕佩饰演的菲利浦国王，十
多年前笔者曾在萨尔茨堡艺术节观
摩帕佩第一次饰演这个角色。前后
两次相比，他的表演有一个质的飞
跃。菲利浦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个人的感情生活却一败涂地。帕
佩在“她从来没有爱过我”的唱段中
大幅度地动态变化、大范围的嗓音
调色将国王复杂的内心煎熬表现得
淋漓尽致。笔者以为当今世界舞台
上还真难找出更好的菲利浦王。

! ! ! !国家一级指挥范焘将
执棒埃克森特交响乐团，
分别于中秋和国庆之夜，
在东方艺术中心为申城观
众带来两场主题音乐会。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

的范焘是指挥家、教育家
黄晓同先生的学生，现任
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影乐团
常任指挥，在影视配乐领
域有着丰富的经验，曾先
后执棒芬兰国家广播乐
团、赫尔辛基爱乐乐团、西
贝柳斯音乐学院管弦乐团
等。QRR:年范焘获全额奖
学金赴美国深造，师从
S-/55/7 L7'8F2"+，在这期
间，他执棒佛罗里达交响
乐团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成功举办了音乐会，还受邀
在第十一届佛罗里达现代
音乐节中指挥了一系列极
具特色美国当代作曲家的
作品。他还执棒中国爱乐乐
团录制了热销唱片《音乐
之门》并指挥中国广播民
乐团录制了唱片《四大名
著》《黄河》《梁祝》等，做了
不少音乐普及工作。
由范焘担任音乐总监

的埃克森特乐团，虽然成立时间不
长，却已颇具雏形，一直致力于古典
音乐的推广，从约翰·施特劳斯父子
作品到久石让的宫崎骏系列，从斯
皮尔伯格御用作曲家约翰·威廉姆
斯的电影配乐到民族管弦乐曲，埃
克森特乐团的选曲总是以普通老百
姓是否耳熟能详为标准。
据主办方爱乐汇透露，此次演出

仍然以中外经典为主，只是侧重略有
不同。I月 :I日中秋夜的主题为“花
好月圆”，将演出《彩云追月》《月亮代
表我的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曲
目。:R月 :日国庆节当天则将奏响
《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

! ! ! !前不久，北京《晨报》记者李澄
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则调侃：当他来
到国家大剧院版《费加罗的婚礼》新
闻发布会的门外时，正好遇到了滑
稽的一幕：“一位游客走进会场看了
一眼背板上的巨幅海报招贴，于是
问工作人员：这里在举办婚礼啊？！
两位女孩不够机智，真该顺势问：您
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留下红包，
签个名。呵呵！”
这则轶事其实反映了围绕着国

家大剧院正在发生的很无奈的现
实：这座剧院正在十分认真且努力
地创造艺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其
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国最好的
艺术），但它服务的对象却有一部分
是对艺术不了解也不打算去了解的
“看房团”———只是为了看看这富丽
堂皇的建筑而买票进来参观的游
客，他们对音乐、舞蹈或是歌剧的认
识可能还只停留在电视晚会上呈现
的那些片段。尽管各地的艺术院团
都在做着许多普及方面的工作，但
仍需要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国家大剧院这次上演《费加罗

的婚礼》，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剧院
在歌剧制作方面观念的转变———华
丽但大而无当的《罗恩格林》与《奥
赛罗》的残影似乎还没有完全从眼
前消退，猛然看到这样一部清新雅

致的歌剧制作简直有些不适应了。西
班牙导演何塞·路易斯·卡斯特罗仍
严格遵循着国家大剧院只制作古装
剧目的传统，但他设计的舞台简洁明
快、透视感与层次感强烈，令听众不
至于在冗长的剧情下再被多余的舞
台花哨分散注意力。笔者也十分喜爱
导演对灯光的运用———当第三幕中
伯爵演唱他的咏叹调时，从高大的窗
户里投射出的光线正好在他的脸上
制造了绝美的伦勃朗效果，人物复杂
的内心活动也从光影中得到体现。当
然，作为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剧，导
演不展露几手“舞台魔术”肯定难以

过关。第三幕至第四幕的换景时，手
持烛台的切鲁比诺旋转起舞，舞台也
跟着旋转着从卧室来到了庭院，整个
过程流畅自然且显得顺理成章。
这场演出选在了国家大剧院的

戏剧厅演出，而不是通常使用的歌
剧厅。两者相比，戏剧厅尽管乐池、
舞台与观众席均小了不少，但声学
条件却比歌剧厅好了太多；不过也
正因为上述限制，这里只适合上演
如莫扎特、罗西尼等相对早期的歌
剧，并且由于座位数量较少，全部四
场演出的票都早早售完。笔者只有
幸观看了“中国组”的演出———这组

演员以活跃在海外歌剧院里的中国
歌唱家为核心，黄英、沈洋、于冠群
与周正中都是最常在欧美一线歌剧
院的卡斯名单里见到的中国名字，
他们不论是声音还是演技均可以令
人放心———这也许是大剧院历届“中
国组”歌手里阵容最豪华的一次。然
而这些优秀的歌手也暴露出演唱莫
扎特歌剧经验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
重唱段落里的唱法仍偏向咏叹调，使
得声音的融合度不高。相信随着莫扎
特歌剧在国内越来越多地上演，他们
的表现也会日益成熟。首次演出莫扎
特歌剧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表现
不俗，非常有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韵
味。在指挥家吕嘉的调教下，这支乐
团已经不是第一次给人惊喜了。
当然，最令笔者感到开心的，莫

过于观众对这次歌剧制作的喜
爱———从早早售罄的票房，到演出
现场时时爆发出的掌声与笑声，都
表明国家大剧院此次将重心重返戏
剧与音乐层面的歌剧制作得到了观
众的认可。随着歌剧演出在北京已
成为常态，华丽的舞台布景不再是
观众关注的唯一要素，他们欣赏歌
剧的方式已经愈发成熟。随着这样
的歌剧制作越来越多，也许在不久
的将来，“看房团”在国家大剧院终
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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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老中青三代音乐家来沪 ! 余 悦

———《游吟诗人》考量歌剧院艺术与经济实力

" 国家大剧院"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 威尔第歌剧"游吟诗人(场景

! ! ! !热带气候，悠久历史，混合非
洲、欧洲和美洲本土元素形成的多
元文化，为巴西音乐的多样化提供了
丰厚土壤，也因此孕育了巴萨诺瓦、
桑巴等明快热情、充满动感的曲风。
在本月举办的“巴西文化月”活

动上，巴西总领事馆邀请老中青三
代音乐家为沪上乐迷带来多台演出
和大师班，原汁原味的巴西音乐，将
丰富大家的拉丁文化体验。

I月 T日，巴西巴萨诺瓦作曲
家弗朗西斯·海姆就带着他的爱妻
奥利维亚，在浅水湾文化艺术中心
献演了一场南美风情音乐会。海姆
在上世纪 UR年代是巴西流行乐坛
举足轻重的作曲家，他 U岁时开始
学习古典钢琴，:U岁时前往瑞士深
入学习，当巴萨诺瓦在巴西萌芽后，
海姆便回国壮大到这股新音乐风潮
中。他的作品被吉尔贝托·吉尔、东

尼·班尼顿、比尔·伊文斯录制成专
辑广为流传，而同时，他创作的爵士
作品以及为电影写的配乐很快在巴
西和美国风靡，这使他的作曲方式
成了巴西艺术的一种模板。除了爵
士乐，海姆的古典音乐作品也很卓
越，他创作出的诸如《第一交响乐》
《里约热内卢交响乐》和《圣塞巴斯

蒂昂交响乐》等深受巴西人喜爱。
如果海姆代表的是曾经的流

行，那么马尔科·佩雷拉则可以说是
当今世界古典吉他界的红人了。出
生于圣保罗的他直到 :;岁开始学
习音乐，可是起步晚对他的吉他造
诣却没有影响，他在巴黎国际音乐
大学获得了古典吉他的硕士学位，
并在西班牙赢得两个国际古典吉他
比赛大奖，他录制的《巴西当代流行
吉他》和《弦圈》两张专辑，让他获得
了在纽约市政厅演出的邀请。I月
:T日，由他领衔的吉他、手风琴和
低音贝斯三重奏音乐会将拉开上海
音乐厅新演出季的序幕。
而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创作型歌

手安娜·拉图和大提琴演奏家路易·
科因布拉则是巴西近几年炙手可热
的年轻音乐人，他们将在 I月 QT日
联合演出，为巴西文化月收官。

"马尔科,佩雷拉-中.领衔的三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