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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线材在音响系统中究竟起多少
作用，一直让人糊涂。甚至是玩过多
年音响的也难辨是非。其实如果能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应该有助于
解开线材疑团。

先从线材本身的制作过程来
看，它大致要包含下列因素：铜材的
选择，有纯度的高低，还有铜材本身
结构的不同，如单晶铜和多晶铜的
差别；线材结构上也有许多差异，比
如平行式、绞合式，螺旋式等。不管
是喇叭线还是信号线，都有两股铜
导线，它们之间还有用于绝缘的内
衬材料的区别，从普通的塑料直到
高级的特富龙材料。在线材外边，还
有包裹材料的不同，比如松软的和
紧绷的等等，另外还有电气方面的
像电阻电容等参数，线材的电气参
数还能由仪器测试出来。
在国外，不同牌号线材还会带上

不同国籍的烙印，比如像美国的许多
线材都是以硬质的单枝铜芯线制作，
而英国产的线材则往往是选用多芯

软线来制作。在音效上，相似地，偏硬
材质的线材往往带有偏硬的音效，而
软线同样附带了柔软的音色。
对于有一定玩音响经验的烧友

而言，多半能够察觉线材带来的音
效上的变化，而如果感觉不到变化
时，可以留意以下因素：

!"器材本身无法将线材的特点
反映出来，比如某个器材本身对于
高音段存在衰减，那么对于高音段
有特点的线材就很难发挥作用。

#"播放的片源没能将线材的特
点反映出来，比如某副线对提高低
频的控制力比较擅长，然而播放的
碟片则是以小提琴，二胡等中高频
段偏多的音乐，再比如，有的线对空
间感中的细节还原很好，而听的碟
片却是普通的人声和流行曲。

$"对线材的本来特性了解不够
以及试听的时间不够长，有些线，它
可能不会一连接上去就给人惊艳的
听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或者
多换了些唱片试听后，就会察觉和

以前的线材存在区别。
%"有些线，经过一番广告推销、

华丽的包装以及较高的标价后，就
会给人一种是高级线材的印象，其
实很可能本身就是一副很普通的
线，这样试听比较线材的话可能会
听不出差别。

&"听觉障碍，人的听觉和视觉
一样，也有分辨能力的高低差异，尽
管人的大脑神经会经过有意和无意
的训练而作些修正和补偿，但听觉
差异还是会存在，由此便会对线材
的差别缺乏分辨力。

'"心理因素，一旦由于某种外
部的或内心的因素使得对线材的作
用失去信心时，再怎么试听线材也
分辨不出差别。

如同大千世界，音响世界里的
不少线材也是彰显各自特性的，它
提供给了发烧友多样化的选择，有
的注重控制力，有的则能提供纤细
的分析力，有些线材，尽管带上明
显的失真、带上了音染色，却也能
合乎某些人的胃口，更有些线材会
对某种乐器施加像画家般润色的
功能，或者提供拾遗补缺、阴阳调
和的功能。

! ! ! ! !()#年出身于西伯利亚音乐世
家的俄罗斯指挥家彼特年科（*+,+-

./0,/123），!! 岁便登台与当地交响
乐团同演钢琴协奏曲，!4 岁移居奥
地利专攻钢琴，毕业后又在维也纳
音乐大学学指挥。!(()年他担任了
维也纳大众歌剧院指挥。!(((年出
任德国曼宁根歌剧院音乐指导，其
间非常出色地连续四晚指挥了瓦格
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赢
得举世瞩目，那时还不到 $5岁。从
此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纽约大都会
歌剧院、慕尼黑巴伐利亚、巴黎、德
累斯顿、巴塞罗那、法兰克福等歌剧
院以及柏林爱乐、巴伐利亚广播交
响、巴伐利亚国立、克利夫兰、维也
纳交响、科隆的西德广播交响和汉
堡的北德广播交响等乐团的合同接
踵而至。#66#年至 #66)年他出任柏
林喜歌剧院的音乐总监，硕果累累，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曲目还练就了一
身歌剧创作的手艺。
更不容易的是，去年拜罗伊特瓦

格纳艺术节为瓦格纳诞辰 #66周年
推出新制作《尼伯龙根的指环》，艺术

节领导将这个世界瞩目的重要演出
的指挥重担交给了年轻的彼特年科。
他不负众望，以清新流畅的解读，浓
似飞云淡似烟的指挥风范，震惊四
座，也奠定了当今名列前茅的欧洲指
挥地位。无论是法兰克福的《.7-/80!
,+17》（帕莱斯特里那）还是慕尼黑的9

:/1;<79（耶努法），他的指挥才华其实
早已为德奥爱乐界所津津乐道。加上
他不达完美不罢休的精益求精创作
精神，宁缺毋滥、不愿出头露面的处
世态度不得不令人想到慕尼黑已故
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

自 #664 年奥地利人巴赫勒
（=+23-7;8 >7?@-/,）担任慕尼黑巴伐
利亚歌剧院总经理后，便开始物色音
乐指挥，并早把目标锁定在基础扎
实、聪颖拔萃、才智出众的彼特年科。
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欲将他看不
顺眼的当家指挥日本人 =7A713取而
代之。经过几个回合，=7A713眼见延
续合同无望，便早早偃旗息鼓，宣布
下个演出季不再留任，也算是保全了
面子。巴赫勒一鼓作气，签下了这位
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二"

! ! ! !每年元旦后到春节，是音乐会淡季。因年
末的演出小高峰刚过，气温又是上海一年中
最冷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演出往往很少，即
便有节目也不会是特别引人瞩目的那种，剧
院票务中心门前常常空无一人。
然而今年却有动静。!月 !#日那天，上海

大剧院为全年的“艺术课堂”开始出票。上午 !!

点左右，大剧院有员工接朋友来电问是否票已
卖完？员工认为不可能，没想到电话转声问去，
票务中心真的说票已卖完。再看时间，从九点
半开票到这会，两小时还不到。

$6场讲座，每场 !66座，总共 $666张票，
不到两小时就没了。不知道这两小时是怎样
的热闹状况。据说排最前面的从昨晚九点就
在了。这让大剧院从下到上无不目瞪口呆。须
知这是讲座，不是音乐会。票价虽然只需 !6

元，但没有表演的。“艺术课堂”早先还是免费
的，属于公益普及类节目，开办七八年来，也从
未有过这样的火爆场面。而这一次，很多人还
选择买套票，譬如陶辛全套、田艺苗全套……
像在书店买名家丛书。

听到消息，我首先想知道谁是主讲人和
讲些什么，主讲人有七个：陶辛、王勇、韩斌、
田艺苗、李严欢、吴洁和罗伯特·迪尔（B3C/,0
D+-）。除了最后两位不熟悉，前五位在音乐圈
内都名闻遐迩，是功底扎实学有成就又擅长
表述的中青年音乐专家。在上海要想再找几
位这样的人才，怕还不容易；再看课堂内容：
“多乐章套曲的逻辑进程”、“站在歌剧殿堂的
门口”、“巴赫音乐中的数学之美”……课题都

很生动，完全没有过去普及音乐讲课的那种
呆板程式与学究气。

自从上海有了西方音乐，对西方音乐的
教学与普及工作也应运而生。我们知道的最
著名人物是上世纪初的李叔同、丰子恺。以后
虽然音乐会越来越多，曲目越来越丰富，普及
方式和课题内容却变化不大。最常见的形式
便是在音乐会开演之前办讲座，演什么讲什
么，这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音乐会可
以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而一成不变的讲课
形式对听众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弱。事实上这

种内心的不满不仅存在于观众，也存在于主
办者与讲课者的心里。只是因为这种讲座的
公益属性，类似买一送一，是否真能让听众获
益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在这个问题上，上海大剧院走出了第一步。
如果说原先做一场讲座卖一次票的做法

有点像游击战的话，那么现在上海大剧院改
游击战为集团军阵地战了———集中策划选
题，集中安排系列，集中贴出告示，并在同一
天集中出票。这样做的好处是讲课者能在更
大范围内确立自己的讲课内容，可以形成更

有规模的系列讲座，可以讲深讲透；听众可以
通盘考虑自己的选择，可以从集中推出的讲
课内容中找到自己想听的课，对自己有兴趣
的内容可以成套买票；而主办方更可以在预
先制定的计划中从容安排各项准备事宜。

上海大剧院把这个新的改革方案的执行
令交给了艺术课堂新上任的主任王海凤。这
个在伦敦著名的南岸艺术中心（见图）工作了
一年半回到上海大剧院的年轻人，曾亲眼目
睹了英国同行如何在有条不紊的管理机制
下，每天居然能举办三四十场各类艺术活动。
而这么多的活动，又能吸引源源不断的伦敦
市民前来参加，让南岸中心成了伦敦市民的
艺术休闲中心。而在上海，仅从这次小小的改
变，就得到的热烈反馈。可见即使对这种低消
费的公益性课堂，市民也有不同的需求。他们
不满足于原先初级阶段的简单介绍模式，希
望从专家口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艺术知识。

限于目前上海的条件与环境，现在还不能
做到伦敦南岸中心那样的规模，但南岸中心却
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传播艺术的范围可
以无限扩大，挖掘艺术的深度也可以无限深入。
有了这两个目标，你会有做不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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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普及类艺术讲座出现关键性变化

影响声音的方方面面
! 朱大钢

巴伐利亚歌剧院的双重大庆

! 陈唯正

———基里尔·彼特年科

———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打破常规提升内涵出票便受热捧

! ! ! !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
巴多本月 #6 日在他位于意大利
博洛尼亚的海边寓所内逝世，享
年 46岁。
在许多人眼里，阿巴多代表着

同代人中最高水准的指挥造诣，尤
其是他 #666年被查出身患胃癌并
接受手术后。术后三年阿巴多复出，
与志同道合者组建琉森节日乐团。
病后他的外貌特征发生巨大变化，
一个阳刚奔放的意大利人变
得憔悴干瘦，但这反而更加
衬托出他炯炯有神的眼睛。
与他合作过的音乐家不

少都赞叹他有着鹰一样的眼
神，眼神交流也成了他指挥
技艺一大特色。他最后 !6年
的指挥动作流畅自如，简练
明快，优美而举重若轻。四两
拨千斤的风格无一不让人想
起传奇指挥家卡洛斯·克莱
伯。而那段“向上天借来的日
子”也让阿巴多把自己的每
场音乐会都当作是人生诀
别。他的音乐由此升华，尤其
是马勒的交响曲，无一不透
出浓浓离别之情。这点又让
人想起晚年因癌症而指挥得
到升华的大师费伦茨·弗里
柴，或是在盛名之中隐退十
年潜心修炼的钢琴家毛里奇
奥·波利尼。
阿巴多、波利尼及英年

早逝的路易吉·诺诺，是意大
利过去半个世纪来同辈音乐
人中的骄子。指挥家、钢琴家
和作曲家构筑成一个铁三角同盟。
他们因音乐趣味走到一起，也因为
精神追求志同道合。阿巴多历来信
奉以音乐普渡众生，这点与身为意
大利共产党员的波利尼不谋而合。
!('4年，年仅 $%岁的阿巴多出任
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音乐总
监。在执掌歌剧院的 !4年岁月中，
他率领歌剧院和乐团上山下乡，为
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召开广场音
乐会，将过去认为只有权贵阶级才
能消受的意大利顶尖歌剧院表演的
歌剧带到大众市井之间。即使 #664

年应邀重返斯卡拉，他提出的回报
也是不可思议的———“在米兰种 (

万棵树”。但他的左翼思想并未得到
意大利权贵阶级善待，阿巴多于
!(4'年离职斯卡拉，他的继任者是
以“高大上”和“强势”著称的里卡
多·穆蒂。

!(4( 年阿巴多经过柏林爱乐
乐团的全体成员投票，从逝世的卡
拉扬手中接过象征古典音乐界最高
“帅印”的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一

职，并于同年 !#月以马勒《第一交
响曲》上任。当时正值欧洲政治风云
突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两
德合并。在记录阿巴多入主柏林的
纪录片《阿巴多在柏林的第一年》
中，阿巴多在 !(4(年 !!月初排练
时对演奏员说：“我们见证了柏林墙
倒塌，这是历史性事件。”而事实上
他的潜台词是：卡拉扬在柏林爱乐
乐团留下的独断专横和帝王般的形

象将从此被打破。在全盛时
期和媒体中伤下，阿巴多于
!((4年宣布于 #66#年卸任
柏林爱乐乐团。他给柏林爱
乐乐团带去了民主与独立价
值，他也成为乐团史上首位
辞职的音乐总监。富特文格
勒的艺术遗产、卡拉扬的商
业遗产和阿巴多的政治遗产
成为现今柏林爱乐乐团的安
身立命之本。
术后的阿巴多创建琉森

音乐节乐团。琉森音乐节就
是在意大利指挥家，也是反
法西斯斗士托斯卡尼尼的指
挥下于 !($4年初试啼声的。
阿巴多是托斯卡尼尼在琉森
音乐节精神的延续。!()$年
%月，阿巴多与威利·博斯考
夫斯基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
到访中国，在北京民族文化
宫举办两场“明灯”一般的音
乐会。博斯考夫斯基指挥了
一场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
阿巴多则以与殷承宗合作的
《黄河协奏曲》亮相。据指挥

家李德伦的女儿李鹿回忆：“那时我
们刚刚经历了只能演样板戏的年
代，聆听阿巴多的音乐会，非常震
撼。他是那么年轻，他的音乐充满光
彩。那段经历我终身难忘。”
阿巴多与英国指挥家比彻姆都

热衷于创建乐团。经由阿巴多创建
的乐团大多为青年乐团，作为他扶
持年轻人的重要平台，除琉森之外
还有欧共体青年乐团、欧洲室内乐
团、马勒青年乐团、马勒室内乐团
等。阿巴多获得的象征各国最高级
别的荣誉包括意大利大十字勋章、
意大利终身议员、德国大十字勋章、
国际马勒学会金质奖章、西门子音
乐大奖、英国皇家爱乐协会金质奖
章、维也纳爱乐乐团金质奖章和金
戒指等。
阿巴多的逝世是国际乐坛的巨

大损失。他的同辈指挥家诸如巴伦
伯伊姆、杨松斯、穆蒂、拉特尔、小泽
征尔、夏依、郑明勋，自己提携过的
丹尼尔·哈丁和古斯塔沃·杜达梅尔
等纷纷悼念阿巴多的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