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许多朋友到德国旅游不肯错过莱比锡，
因为圣托马斯大教堂内安放着巴赫的遗骸。
莱比锡也是巴赫晚年长期居留，最终功成名
就之地。而莱比锡以西 !""公里的小城爱森
纳赫是巴赫的出生地却少有人知。现在那里依
然完好的老宅作为巴赫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我们去的那天阳光好极了。走进博物
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很幸运，有一场音乐
会，#"分钟后就开始。”
音乐会在博物馆底层最大的展厅进行，

那里陈列的都是巴赫生前使用过的乐
器———古钢琴、小型管风琴、大小提琴以及
各种巴洛克时代的管乐器。我有点奇怪：巴
赫难道样样乐器都会用？这时进来一位中年
男子，看着像牧师，事实上是一位巴赫专家。
在用德语向大家作了一番介绍后，他开始弹
奏古钢琴。

他弹的当然都是巴赫作品。古钢琴弹
毕，又起身到管风琴前，同时招呼我的朋友奥

拉夫先生，请他过去帮踩风箱。大概是看到奥
拉夫个子比较高吧，奥拉夫顺从地过去了。
当管风琴的琴声响起，奥拉夫很配合地

用脚一高一低地踩着风箱时，我忽然发现一
个很夸张的对比：这两人一个是巴赫专家，
研究领域在前 $%"年；而另一个奥拉夫———
现场除了我没人会知道———是站在目前音
响科技最前沿的“$&音响”专家。他研究的
成果至少能往后运用百来年，只是今后的科
技究竟会发展成怎样谁也不知道。
奥拉夫的全名是'()* +,-../,),，0'+'1'

公司总裁。我称他奥拉夫是因为他的姓叫不
顺口。他的公司掌握的一项技术，在音响界
是了不起的———$&音响。

现在流行看 $&电影，从电影院到少数
家庭，都已经具备看 $&的条件了。然而这
$&解决的是“看”，而不是听。从听的角度，
现在 $&电影的声音并不是 $&。而奥拉夫就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在上海的四维音乐工程设计公司听
过 $&音响，在本版也曾经报道过。出于对
$&音响的兴趣，我在德国特地到埃尔福特
去，想看看他们那里的 $&音响是怎样的。
奥拉夫领导的 0'+'1'公司就在埃尔福

特市。城市虽不大，却有两件稀世珍品：圣母
玛利亚大教堂的大钟因钟声美妙被誉为“钟
中女皇”；建造于 #2世纪的克雷默桥，因桥
上盖满房子而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居住桥。

而今天 0'+'1' 公司也将因为 $& 音
响而为世人瞩目。事实上奥拉夫的老板也是
音响界大名鼎鼎的人物———34$ 的发明
人———5)6(7-89: ;6)9<-9=/6>（卡尔海因兹·
勃兰登堡），人称“34$之父”。
奥拉夫原是建筑工程师，毕业于全球名

校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建筑学院，因为喜欢
数码音响技术，便涉足数码音响行业。因聪
明勤奋，被“34$之父”相中请来负责开发和
管理 $&音响团队，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说
话和气，关键时候却毫不谦虚。我问：团队如
何分工合作。他答：“能力与创新都来自年轻
团队，而智慧则来自自己。”

奥拉夫目前最困惑的是虽然已经开发
了 $&音响，还为很多客户包括上海四维公
司设计建成 $&实验室，自己公司内的试音
室竟然还是 !&的。而络绎不绝闻讯而来的
人，开口就先要听效果，每每让他狼狈不堪。
我去的时候，他也只能把我带到他的“客户”
那里听，同时不断说“今年一定解决实验室。”

他的第一个客户是美国佛罗里达迪斯
尼乐园的“鬼屋”，让各种鬼怪声音在黑暗中
飘来飘去，一定会让孩子们吓得不轻。但奥
拉夫还是认为最有前景的是电影院，应该配
合 $&电影。他正在为此努力。
一个原本是设计建筑的人，现在却走进

了设计音响的领域。看来只要够聪明，到哪
里都能做出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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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乐迷对小号演奏家艾莉森·巴尔松
并不陌生，铜管乐器演奏家一般会让人联想
到腹围饱满的男性，而巴尔松是这样一位窈
窕迷人的淑女，她在小号界闻名实在是意料
之中。巴尔松的成长经历与许多音乐家不
同，青少年时期，小号演奏对巴尔松而言只
是课余时间的休闲，她中学就读于英国老牌
名校，学习成绩优秀，直到大学，才把小号作
为专业。因为她吹奏出的音色圆润雄浑，才华
很快就被认可，刚出道便成为 ;;?电台新生
代音乐家，@30唱片公司也循声而来与她签
约，媒体给她贴上了“黄金小号”的标签。
本月 !$日，巴尔松将和苏格兰弦乐团

一起献演上海音乐厅，尽管这不是巴尔松第
一次来中国，但是乐迷对她的到来还是颇有
期待的，!%%A年和 !%##年她两度获得全英
古典音乐大奖“年度最佳女艺术家”奖项，成
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小号演奏家，可以说现
在正是巴尔松演艺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光。
《留声机》杂志评价称巴尔松与苏格兰

弦乐团的合作是“最让人羡慕的组合”。此次
中国音乐会的曲目亮点十足，涵盖从巴洛克
时期到当代音乐的多部经典名作。除了维瓦
尔第的经典的小号协奏曲之外，巴尔松与乐
团还将演奏作曲家詹姆士·麦克米兰为巴尔
松特别新创作的小号协奏曲《六翼天使》。

! ! ! !位于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建成
于 #BC%年，然而由于设施老化和建筑容
量限制，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于现代观
众的需求。于是在俄罗斯政要的强力支
援和财力保障下，!%%%座的马林斯基剧
院第二舞台（3)6889DEF 00，也称马林斯基
新剧院或新马林斯基剧院）破土动工并
于本月 !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开幕
演出由普京致辞，当天也恰逢马林斯基
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杰基耶夫 C% 大
寿，因此新剧院普遍被民众看成是普京
送给杰基耶夫的生日礼物。

不过杰基耶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新剧院是送给圣彼得堡孩子们的礼物，
因为马林斯基剧院虽然富丽堂皇，但缺
乏公共空间和亮堂的休息区，不大适合
让孩子们尽兴。新剧院拥有足够的公共
空间和大堂，而且广泛采用玻璃幕墙设
计，剧院内外通透，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孩子们在这里不会觉得拘束。”

!日晚的开幕演出众星云集，加盟
者包括普拉西多·多明戈、安娜·涅特莱
科、尤里·巴什麦、瓦季姆·莱宾、奥尔加·
鲍罗丁那、雷尼·帕贝、丹尼斯·马祖耶夫
以及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当家舞者等，
可谓汇集了杰基耶夫的朋友们。长达两
个多小时的开幕演出不设中间休息，通
过台面的左右切换、升降和各种炫目的
舞台技术展现了新剧院的无限可能性。
开幕演出也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吸引了
全球各地的大批观众。
在长达三天的开幕演出中，安娜·涅

特莱科在新剧院呈现了柴科夫斯基冷门的歌剧
《约兰塔》，多明戈在马林斯基剧院出演了正在全
球巡演的《纳布科》，马祖耶夫、莱宾和卡瓦克斯在
!%%C年落成的马林斯基音乐厅与杰基耶夫合作
了一台音乐会。马林斯基剧院、新剧院和音乐厅
“三位一体”的达成也标志着杰基耶夫过去十年来
的对马林斯基艺术帝国构想的实现。而在这些强
势硬件背后的则是令人生畏的演出团体，包括马
林斯基芭蕾舞团、马林斯基歌剧院、马林斯基乐团
及合唱团、马林斯基青年歌唱家学院，另外也有
!%%A年 G月份成立的马林斯基自主唱片品牌。这
些都为硬件提供了强力的核心保障。
马林斯基新剧院的首个演出季的演出亮点包

括为期近两个月的“白夜音乐节”，从 G月 !2日到
H月 !B日，其间会上演瓦格纳《指环》全集、$&版
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等大部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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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AG年张洁敏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
进入歌剧院时，心里很委屈。因为她在学校
里学的是交响乐，从未学过歌剧。而上音指
挥系是没有歌剧课的。
进了歌剧院，她对歌剧还是陌生。因为

当时上海歌剧院难得演歌剧。偶尔有音乐
会，几个资深指挥在上，还常常轮不到她。
于是她去了欧洲。十多年后，!%##年，当她
带着满脑子的歌剧音乐回来时，却被上海
交响乐团聘为常任指挥。人生真是一场演
不完的戏，不过这次她并不委屈，因为歌剧
院仍然难得演歌剧，而交响乐团希望她每
年指挥一部音乐会版歌剧。

今年 !月上交在东艺的音乐会版《弄
臣》就是张洁敏指挥的。当时男中音主角因
病上不了场找人替代，成为媒体一大新闻。
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新闻是———张洁敏在
排练时，由于主角缺席，她竟然边指挥边唱
起男中音唱段，让人大吃一惊。
“她竟然对《弄臣》的音乐那么熟悉”，

人们议论纷纷。而张洁敏坦言，这还是自己
第一次指挥《弄臣》。
她行事向来认真。一旦投入，总是充满

热情。
在欧洲十多年，她到过德国、法国和意

大利，但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让她倍觉幸
运的是，从一开始，她就进入佛罗伦萨歌剧
院，成为指挥大师祖宾·梅塔的助理。
“指挥助理这个位子，旁人听起来很了

不起，其实未必。”张洁敏告诉我，“大指挥
家周围常有许多年轻人，谁都可以说是助
理。但没几个是怀揣歌剧院合同的。即使有
合同，还要肯努力，有悟性，否则合同到期
走人很正常。”

于是张洁敏全情投入意大利歌剧中。
除了研究乐谱，帮大师排练，大事小事跟着
跑之外，她还自己花钱请教师上课。

欧洲音乐学院有一门 IJ)I7（声乐艺术
指导）课，是帮助演员学歌剧的基本课。IJ)I7
教师对歌剧表演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们讲音
乐处理，讲速度，讲词，讲风格，边弹钢琴边教
你唱。而国外歌剧院的周围，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求职演员，东欧的、日本的，韩国的，为
了在歌剧院获得一个角色机会，便去上IJ)I7

课。朱慧玲、莫华伦、黄英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张洁敏虽然是指挥，也不放弃。每接触一
部歌剧，便去上课。哪怕省吃俭用，也必须去。
在这些课中，她积累了大量的歌剧音乐。
张洁敏认为：歌剧最要紧的是语言。指

挥接手一部歌剧，不是先看总谱，而是先弄

懂语言。就拿意大利歌剧来说，它的速度都
是根据语言习惯来的，吐词、语速、口气等
等，意大利人说话常常会越讲到后来越快。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威尔第的
歌剧结尾时会越来越快，这就来源于它的
语言特点。普契尼的歌剧也是速度变化很
大，这都是与语言有关。而这种变化在谱子
上是不会标明的，一定要自己去体会。你不
懂他的语言，就不能理解。我们很多指挥家
指挥歌剧却不懂语言是没办法弄好的。所
以学歌剧一定要去国外，去欧洲。

世界上的歌剧指挥中，一部分从交响乐
起家，一部分来自歌剧院底层。但相对交响
乐，从歌剧起步的指挥家通常被认为灵敏度
更高，包括反应程度与控制能力。乐池中的乐
队经过排练基本上能自己往下演奏，而舞台
上的演员则经常会出错，掉词掉拍子是常有
的事，大演员也不能幸免。因此指挥家必须时
刻处于紧张状态，随时关注台上的分分秒秒，
准备应变。所以搞过歌剧的指挥家与光指挥
交响乐不一样。

在意大利学习期间，张洁敏指挥过许
多歌剧，也指挥了许多交响音乐会。两者相
比，交响乐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歌剧制作
成本远比交响音乐会大，因此自然形成音
乐会的场次更多。

十多年前张洁敏刚从学校毕业时想进
上海交响乐团却进不去；而从意大利学了
歌剧归来，却又进了交响乐团，用一个简单
的成语来形容，便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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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硕士生到音响工程师
———到欧洲去听音乐会之四

! 沈次农

“黄金小号”巴尔松沪上献演新作品 ! 赵 州

订票热线!()*+,,

近期音乐会一览

未来大师吉他音乐会 5月23日 贺绿汀音乐厅
瑞典城市民谣歌手弗丽达"安德森上海音乐会

6月11日 大宁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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