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1日，上海歌剧
院全新制作的威尔第成名
作《纳布科》首演，一票难
求，隔着上海大剧院几条
马路，就有黄牛拦着路人
问“歌剧票子有吗”。上海
滩宛若一夜间被威尔第笔
下炽热的合唱燃烧起来。
不过策划《纳布科》的许忠
倒显得十分冷静，他甚至
没有怎么看上海版《纳布
科》的排练。对他来说，4月
11日的首演成功只是水
到渠成般地完成他心中预
想进程中的某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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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古典音乐界!提到许忠!大家的

印象首先是钢琴家" 传说许忠有绝对

音感! 对于自然界中任何一个音都能

分辨出音高! 这种能力在普通人中万

里挑一" !"#$年!才三岁半的许忠跟着

钢琴教授王羽习琴! 王教授一眼就看

出许忠的与众不同! 一个三岁半的孩

子#%&$喊出来永远是一个 ''!赫兹或

者将近 ''$赫兹的音准% 大家常看到

演出前都会由第一小提琴手带领所有

乐手做整体的微调! 交响乐队就是按

照 ''$赫兹音准来调音的! 让整个乐

团都贴近融合" 许忠命中注定就应该

是一个指挥家! 就像格林童话里的小

孩子! 终究是要被哈穆林的吹笛人带

走的" 但要打通钢琴与指挥的任督二

脉!并非易事!更何况许忠对自己的要

求是最终要能掌控宏大的歌剧舞台!

这其中的辗转艰辛&机缘巧合!或许只

能用传奇来形容了"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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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歌剧院版《纳布科》首演前一周，许忠
在德国指挥爱尔福特剧院乐团上演瓦格纳的
《漂泊的荷兰人》。德国报章用“具有历史意义”
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中国指挥家如何让整
个德国文化界为他指挥棒下演绎的史诗而动
情。这其实也是许忠的计划和布局。今年 !月
"#日和 "$日，许忠将会把这版《漂泊的荷兰
人》带到上海，爱尔福特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将
结合德国和中国元素，联合把瓦格纳的“爱情、
死亡、救赎”呈现给上海观众。这也是上海歌剧
院对德语歌剧的首次挑战。

魔指

$%岁的许忠有一双魔指。他在上海音乐学院
附中时便有神童美誉，念高二时便去了法国，以专
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
院。仅仅六个月，许忠就过了法语关，这是天赋，除
了眼看和耳听，许忠有着“复印机”式的记忆力。

许忠的老师是钢琴大师多米尼克·墨赫莱。
墨赫莱的教学方式有点特别，举个例子，他要求
许忠这样弹巴赫：一只手从乐曲的头开始弹，另
一只手从尾开始弹，两只手从不同的地方进入，
可想而知那有多别扭。他教给许忠的视谱方法也
非常古怪的，刚上手一下子就弹总谱，各种乐器
的调号及记谱方法都在总谱上，逼着许忠去弹去
记。真是吃尽了苦中苦，但正是这样高强度训练，
才把许忠的天赋化为技术，变成扎扎实实的肌肉
记忆。而这些，也是一个指挥所必备的童子功。
作为钢琴家的许忠获奖无数，但他很早就

自觉音乐家不能在一个位置上停留太久，否则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要在音乐之路上确立更
高的目标和挑战。指挥，是许忠要转向的目标。

&%%$年，许忠成了指挥教育家黄晓同的关
门弟子。曾培养出了包括陈燮阳、余隆、汤沐海等
一大批优秀指挥家的黄晓同时年已七十有余。此
外，许忠经常得到马里斯·杨颂斯、约尔玛·帕努
拉等当今世界最著名指挥大师的指点。逐渐地，
许忠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指挥家开始出现在
国内外乐坛，时至今日，他每年指挥乐团演出的
场次远远多过作为钢琴家参演音乐会的数量。

惶恐

卡塔尼亚风光旖旎，是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
地，那部著名的《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就是在这
座小城取景的。卡塔尼亚有座著名的贝里尼歌剧
院，没错，卡塔尼亚是意大利伟大歌剧作曲家贝
里尼的故乡。卡塔尼亚有贝里尼的手稿、贝里尼
基金会，更有意大利歌剧的魂。这座 &$万人口的
小城市，有两万忠诚的歌剧粉丝。京剧行话里头
有一句叫“不疯魔不成活”，许忠在歌剧指挥上的
疯魔，是在卡塔尼亚完成的。整整三年，许忠浸淫
在意大利式的浅吟低唱中，卡塔尼亚的歌剧氛
围，让他完成了指挥艺术的脱胎换骨。

&%'&年 &月，许忠成为了意大利贝里尼歌剧
院的艺术总监、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这不仅是意
大利歌剧院历史上聘请担任这三个职务的第一位
中国音乐家，也是西方歌剧院历史上的“第一次”。
歌剧指挥许忠正是从贝里尼歌剧院毕业的。
许忠在卡塔尼亚比当年去法国留学更加惶

恐，因为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许忠说从 &%"&

到 &%"(年很辛苦，很煎熬。在意大利当歌剧指
挥就是一项如履薄冰的工作，因为你将面对的
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歌剧也最为挑剔的观众。许
忠需要迅速地掌握最地道的西方歌剧传统。比
如指挥威尔第的《纳布科》第三幕中最著名的
“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唱段，乐队最后
一个音收尾后，指挥应该让合唱声部自由延续
一段。如此处理，卡塔尼亚的观众会报以雷鸣般
的掌声，否则你就会迎来嘘声一片。没有为什
么，这就是口传心授的西方歌剧传统。幸运的
是，许忠在贝里尼歌剧院有几位著名的歌剧专
家在身边可以时时请教，有人说许忠接棒意大
利贝里尼歌剧院，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但这个馅
饼许忠吃得冷暖自知。

登顶

一部伟大的歌剧《卡门》，一座历史名城，有着两
千年历史的剧场，五百名演员，指挥百年歌剧节开
幕，许忠这张中国面孔靠这一场演出，加入了世界一
流歌剧指挥家之列。许忠说，这样的歌剧指挥一场就
够了，华山比剑，一招天下知。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于 &%%%年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在维罗纳圆形剧场，
维罗纳歌剧院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夏季歌剧节。&%)*

年 *月 &(日是第 !(届维罗纳夏季歌剧节，开幕歌
剧是《卡门》。特别要描述一下维罗纳圆形剧场，这座
具有千年历史的石质露天剧场是典型的古罗马建
筑，一万五千人的观众席围绕着舞台，演员在台上唱
歌无需借助现代电子扩音设备也能被最后一排的听
众听到，被誉为人类声学建筑史上的奇迹。
不过这样一个奇迹般的剧场，对歌剧指挥来说，

无异于是一场“灾难”。且不说要如何摆平一万五千
名观众的视觉听觉，光是维罗纳圆形剧场超级大舞
台，有着与普通剧院相比大上好几倍的布景道具，舞
美搭建的安装说明手册厚度甚至超过所演剧目的总
谱。许忠的指挥手势必须让离他 $+米之远的数百位
舞台演员清晰地收悉，此外他还需要考虑演员与乐
队之间的融合。古典音乐圈内人都知道，不知道有多
少名指挥在维罗纳圆形剧场功亏一篑。
在意大利修炼数年的许忠，恰如其分地完成了

《卡门》的演出。欧美乐评人称“这是对西方指挥家长
期执掌歌剧豪门的一项突破”。
对于歌剧指挥的惶恐终究退散，迎来的是指挥

《卡门》时的游刃有余。许忠自认为在贝里尼歌剧院
的日子，他终于打通了歌剧指挥的任督二脉。歌剧中
许多精髓的风格、唱法，在卡塔尼亚都有所涉猎，吃

透了，对指挥其他歌剧很受用。

理性

许忠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医学世家，
家里几乎都是医生。许忠的父亲是做肿

瘤研究的，据说当年许忠初学钢琴的时候，他就以一
个科学家挑剔、精准的姿态陪着许忠一起上课，每一
堂课他都做笔记，做完笔记后，拿着笔记回到家里，
按照上面的要求来督促许忠练琴。这些笔记至今还
在许忠家里，拿着这些笔记，原来完全不懂琴的人，
都可以去做钢琴老师。

理性一直躲在许忠感性的艺术生涯中悄悄发挥
作用。对于自己未来的艺术走向，许忠很早就有着明
确的规划。比如，他 &(岁之后便不在参加任何国际钢
琴比赛，甚至在 &%"%年之后，许忠再也不担任任何国
际钢琴比赛的评委。钢琴家，指挥家，歌剧指挥家，同
时进行艺术管理工作，许忠的艺术生涯，脉络非常清
晰。他很小就被家里告知，天赋最不可靠，随时都可能
离你而去，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踏实的奋斗与经营。

&%"*年 ,月，通过全球选聘无记名测评，许忠
被聘为上海歌剧院院长，成为上海歌剧院历史上第
一位聘任制院长。许忠上任后对歌剧院的同事说的
第一句话是，歌剧不可能一夜爆成，它是对耐力的考
验。从 &%)*年的《卡门》《法斯塔夫》，&%)-年的《军
中女郎》《阿依达》，到 &%).年的《纳布科》，还有将要
上演的《漂泊的荷兰人》，上海歌剧院进步喜人。
艺术管理是对艺术质量的管理，对艺术家水准

的把控，以及对艺术提升进程时间表的把控。这是很
多艺术家最怵、最不愿意触碰的领域，许忠则不然。
事实上从 &++)年许忠创办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
开始，他作为艺术管理者的能力就已经体现出来。能
将艺术家感性和管理者的理性和谐调和，“这是经过
自我训练的。”许忠说。

这两年，许忠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一直致力于
加快上海歌剧院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通过与国际上的
其它演出机构进行多元、紧密、深度的合作，让世界越
来越频繁、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上海歌剧之声。如今的
许忠，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歌剧指挥中游刃有
余的他，更想搭建一座中西文化的桥梁，用西方的歌
剧语言讲述东方的故事。上海歌剧院正在与英国皇
家歌剧院协商联合制作，把中国一个深受喜爱的神
话题材故事创作成歌剧，在全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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