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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时常在报刊、电视上看到有关上海大剧院的介绍和报道，而这只是记者和观众眼中的大剧院。
本书作者身兼大剧院副总经理和艺术总监之职，参与了大剧院的筹建和后来的演出经营。
作为一名完全的知情者，作者站在大剧院的立场上，把大剧院演出、管理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部”
故事汇编成书，让我们领略到其中浓厚的现代文化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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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
196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演奏专业，遂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乐队任演奏员。
剧组改制为上海芭蕾舞团后，积极投入剧团的创作活动，曾撰写了《玫瑰》、《魂》、《阿q》、《
伤逝》和《青春之歌》等多部芭蕾舞剧的文学台本。
1985年调入上海交响乐团，先后任艺术室主任、团长助理、总经理。
1991年改任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公司副总经理，参与策划“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上海国际哑剧节
”、“上海国际魔术节”等大型活动。
1996年7月加入到上海大剧院的建设队伍之中，负责筹划、设计大剧院开幕及以后演出的剧节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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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宽容  访谈录：上海大剧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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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作者1996年10月9日特地赶到北京，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剧院耳闻目睹此前只能在电视或唱片中才
会相遇”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果然名不虚传，维也纳爱乐乐团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有着深厚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表演团体。
    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舞台上空无一人，没有通常见惯的那种演奏员在台上随意练习的闹哄哄景象
。
时间一到，音乐家手持乐器鱼贯入场，各人走到自己的谱台前，却又不马上坐下，直到最后一位演奏
员入位，方全体安坐。
乐团首席也并不单独在指挥之前出场，而是和“大部队”一起进入。
如此严谨的场面，决非一日之功。
对之，场内听众无不报以热烈掌声。
    指挥祖宾·梅塔出场，乐团照例全体起立。
此时，我发现一提、二提、中提琴声部的每第二个谱架上都“吊放”着一把提琴，而在整个演奏过程
中并没有发现谁去动用这些琴。
原来这是为演出中可能出现的断弦做的准备。
这大概也是维也纳爱乐的传统吧!    与一些著名的欧洲大乐团一样，维也纳爱乐灶没有女性演奏家的。
下半场演奏瓦格纳《众神的黄昏》选曲，乐团用了两个竖琴，其中有一位是女性，这是整个乐队中的
惟一女性。
但在节目册上，乐团现职人员名单的竖琴栏目下，赫然只有一名男性：Harald KautZky。
    维也纳爱乐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莫扎特、贝多芬时代，这似乎给人不可思议的感觉，但它又是实实在
在存在着的现实。
想到这些，再看看台上那百多位令人尊敬的绅土们的出色表演，对他们在舞台上所表现出的一切也就
不足为怪，以至肃然起敬了。
    1999年6月下旬访问上海的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是近四十年间才崛起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该团已跻身世界著名芭团行列(有外电评论说“已可排名前十位之内”)。
    澳芭上次来沪是1996年10月，由于上海大剧院还未建成，当时，他们认为在上海找不到适合演出大
型芭蕾舞全剧的场地，而他们团的布景又全是按国外大剧场的尺寸设计的。
因此，1996年的上海之行，只演出了几个舞剧片断：《睡美人》第三幕《奥罗拉的婚礼》(压缩版)和
麦克米伦编导的《曼侬》中的卧室双人舞等节目。
澳芭团当时的艺术总监是为该团的发展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玛伊娜·吉尔戈德女土，她对艺术的要求非
常严谨。
不过在交往的过程中，她却神色黯然地告诉我们，待访华演出结束后，她就要被“解除艺术总监的职
务，而改去丹麦工作”。
    据舞团的某位演员介绍，吉尔戈德被解职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澳芭团十三年只重视古典芭蕾，而对
现代芭蕾缺乏热情”。
可当时在上海演出的几个节目中第一个便是现代芭蕾呵，看来这种批评似乎有失偏颇。
    记得1997年春天，上海大剧院正在紧张地建设之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还挤在工地上的工棚里办公
。
澳芭团总经理马克，伊恩先生就特地赶到上海，向我们表达了“澳芭团下一次作海外巡演时希望能把
上海大剧院作为一个点”的愿望。
伊恩先生强调，“我们是冲着大剧院来的，因此未来的亚洲之行中国站只到上海而不再安排去中国其
他地方。
”这使我们十分感动，但同时也很不安，因为对大剧院建成后该如何管理和操作，我们心中确实还没
有底。
后来，伊恩先生又来过上海一次，我们也去了澳洲，双方就澳芭团访沪的诸多技术细节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最后决定访问大剧院的剧目为已故著名芭蕾艺术家努里也夫1973年专为澳芭团排演的古典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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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诃德》全剧。
在墨尔本澳芭的总部，我们还遇到了曾在1995年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奖的女演员鲁辛达。
她说她对上海的印象非常好，她也期待着再次访问上海，并能在新建成的上海大剧院舞台上跳舞。
      1871年，三十一岁的柴可夫斯基来到妹妹家中小住。
作为好舅舅，他决定送给可爱的外甥们一份特殊的礼物——根据孩子们平时阅读的德国作曲家莫采乌
斯的童话《天鹅池》(讲的是一位青年骑士怎样打败恶魔，救出了被魔法变成天鹅的少女，最后与她结
婚的故事)而创作的独幕芭蕾音乐。
1875年，作曲家的好友、莫斯科大剧院的艺术指导弗·别吉切夫约请柴可夫斯基为大型舞剧剧本《天
鹅湖》谱写音乐，并许诺事成之后将付给八百卢布酬余。
这对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俸仅一千五百卢布的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当然，除此之外，渴望能在芭蕾领域作一些大胆尝试的想法也是他接受这一委托的主要动机。
    在正式投入《天鹅湖》的写作之前，柴可夫斯基精心钻研了当时足以代表舞剧音乐成就的那些总谱(
如德里勃的作品)，而且还时常亲临剧院观摩舞剧演出，观察演员的表演特点。
一年后，即1876年3月，作曲家写完了四幕舞剧的钢琴谱，4月20日完成了乐队配器。
    作品交出之后，柴可夫斯基渴望莫斯科大剧院能像管弦乐队对待他的交响乐一样，尊重他的芭蕾总
谱。
可是，被委派来编导《天鹅湖》的德国人朱·列津格尔是一个十分平庸的角色。
在他看来，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显得太“交响乐化”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合上这样的音乐跳舞
。
为了迎合女主角卡巴柯娃的口味(《天鹅湖》首演式是为了褒奖她而进行的特别演出)，他随便地用了
一些以前上演过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曲谱去取代柴可夫斯基的原作，以便博得一部分人的喜欢可见
，1877年2月20日的《天鹅湖》首次公演是如何令所有的人，尤其是作曲家大失所望。
评论家拉罗什看了演出后说道：“我从未见过大剧院的舞台上有过比这更糟的演出⋯⋯服装、布景和
效果也未能将舞台上的空虚掩盖分毫。
没有一个芭蕾舞迷能从中获得哪怕五分钟的乐趣。
”作曲家感到万分沮丧，但他仍谦逊地把演出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音乐不好，并表示打算重新修
改《天鹅湖》的音乐，但直到作曲家1893年11月突然去世，此项工作一直没有展开过。
    1895年1月15日，编导大师彼季帕和伊凡诺夫重新编导了《天鹅湖》，由于他们充分理解和运用了柴
可夫斯基杰出的音乐语言，使演出大获成功。
著名的意大利芭蕾明星皮，莱娜尼扮演了剧中的双重角色——白天鹅奥杰塔和黑天鹅奥吉莉雅。
她以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坚韧的耐久力和完备的技巧体现了编导者的意图。
据载，在第三幕奥吉莉雅的独舞变奏中，莱娜尼一口气做了三十二个弗韦泰(Fouett é s，芭蕾术语，
意为挥鞭转，一腿一直像鞭子似的挥动，身体则有规律地在另一腿的支撑下旋转)，这一绝技至今仍保
留在《天鹅湖》的演出中。
从此，《天鹅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坛，成了人见人爱的精品。
    音乐剧《悲惨世界》1987年3月12日登陆纽约百老汇帝国剧院，从此十五年久演不衰。
1988年10月，我得到了访问美国一个月的机会，出发前就计划要去看这部大名鼎鼎的音乐剧。
可惜住在纽约一个星期，通过各种门路居然搞不到一张入场券。
朋友告诉我，门票一年前便预订一空了。
我不死心，知道两星期后在洛杉矶有另一场《悲》剧演出，便赶紧请洛杉矶的接待人员订票，这才第
一次看到了这部音乐剧。
说实话，此前我还从未看过什么音乐剧。
《悲》剧全长约三小时，完全用电影的节奏来变换时间和场景，推进剧情，差不多每五六分钟就会有
一个情节切换，或歌舞或布景，不断给观众以惊奇和刺激。
我在观看中，身心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
《悲》剧对我的心灵震撼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次再看《悲》剧是十年后的1998年了，在伦敦雕楼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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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进入百老汇之前，《悲》剧就是在此地作英语版首演的。
观看演出前，我见到了第一个打入百老汇音乐剧世界的中国演员王洛勇，他在另一部音乐剧《西贡小
姐》中演三号人物。
因为他也受雇于制作《悲》剧的麦金托什公司，因此对我讲了许多他对音乐剧的理解。
他说：“现代百老汇音乐剧彻底是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就像生产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你在中国吃和在
美国吃没什么大区别。
”“这是一个品牌，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一部音乐剧生产出来以后，无论它在哪儿演，虽然演员不同，但他(她)们的个头、面相、表情以至服
饰、化妆，甚至台上一个洞、一根钉子都不能走样。
“‘每天有一个值班经理坐在下面看戏。
如果说一部戏按标准应该有一百一十六个地方出剧场效果，而今天在第五十三处没做到，就要查为什
么。
是演员台词没念好，还是灯光出来晚了，或是道具没到位?都得找原因，检讨责任，第二天纠正，如还
不行就走人。
”事隔十年，我第二次看《悲》剧时，确确实实体会到了王洛勇讲的道理。
当时，我已全然记不得十年前第一次看戏时的演员是谁了，但台上出现的人物，却仿佛昨天才刚见过
似的，那么的职业化，一丝不苟，表演到位!    音乐剧《悲惨世界》演出时，由于有一些不听劝告的观
众在剧场内对舞台上的表演偷偷地进行摄像，引起《悲》剧组方面的强烈不满，差一点还惹出一场风
波。
其实，在每场演出之前，大剧院工作人员都要在广播中反复提醒观(听)众注意协助做到几点，如“未
经允许，请不要在场内摄影、录像”、“严禁使用闪光灯”等等。
道理很简单，舞台上演出的节目是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不能随意受到侵害。
对于这一点，虽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但如同政府制定了那么详细的交通法规，总还有那
么些人不遵守一样，到剧场来看戏或听音乐的某些人总要把照相机、摄像机偷偷地带进去，乘人不注
意，拿出来偷拍，被发现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不是为了商业用途，只是自己玩玩罢了”!殊不知，这
种“拍着玩”实际上已经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上海芭蕾舞闭新排的经典芭蕾舞剧《仙女》在大剧院作首演的那天，就有一位女士拿着一架傻瓜相
机，看到台上仙女们整齐动人的舞姿时，旁若无人地端起相机就拍，闪光灯一亮把台上的演员和用围
的观众吓了一跳。
大剧院礼仪小姐和为法国编导当翻译的黄女土见后赶紧跑过去制止她的行为，这位女士不得不收起相
机⋯⋯    库尔尼科娃到上海参加国际网球比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原来对网球不了解不喜欢也
看不懂的朋友，居然也都涌进仙霞网球中心，据说不过是为了一睹库娃的风采。
网球运动，特别是国际级的网球赛事属于高尚文体活动范畴，去现场的人不论是运动员还是观众，都
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就像到大剧院看演出一样，也有一套必须遵守的规矩。
比如，比赛在进行时观众不能随意在看台上走来走去，不能大声喧哗，携带的手机要关闭或调至振动
状态，当然更不能用闪光灯拍照，因为这会极大地妨碍运动员的正常发挥。
可惜的是，这次在有库娃参加的比赛中，随意照相几乎成了一大“公害”。
尽管主办方一再提醒请带照相机(大部分都是傻瓜机)人内的观众不要拍照，后来甚至发出了“再拍就
要没收相机”的警告，但仍有一部分人我行我素，库娃对此十分不满，几次停赛。
    ⋯⋯插图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上海大剧院>>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我第一次认识世锦兄是在19％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龚学平对我说：“建好大剧院后，你就留
下来管理，我帮你推荐一个做演出的人才。
”世锦就这样和我风雨同舟了这么多年。
个头矮矮、眼神睿智、语速极陕、掌故很多、充满艺术激隋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在热火朝天的大剧院建筑工地上，我们一见如故。
他和我谈到了帕尔曼大师1994年访沪演出时留下的一句“名言”：“上海有世界上最好的听众，但也
有世界上最差的剧场。
”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想用我们的努力把上海大剧院建造成中国最好的剧院，让上海大剧院通过几
年的经营和发展跻身于世界著名剧院之林。
于是，我力荐他任大剧院的副总经理、艺术总监。
就这样，我们在大剧院开始了充满甜酸苦辣的漫长岁月。
我们身上所共有的对事业的投入和激情让我们七年多的合作愉快而默契，相辅相成。
大剧院的每—份节目单记录了从大幕拉开后世锦在演出方面的每一份心思和努力。
从盛大的开幕演出季到三大男高音的陆续登场，从经典西洋歌剧、芭蕾舞剧的引进到音乐剧《悲渗世
界》和《猫》的中国首演。
当演出开始时，观众厅内音响控制室里总有他不知疲倦的身影。
《猫》的五十三场演出，他几乎都在现场，观众的反映、舞台的效果、演员的更换，甚至是字幕的每
点变化他都了然于心。
也正是有这份对艺术的执著，才有大剧院舞台上更新、更好的精彩呈现。
倏忽间，上海大剧院开幕已经五年了，算算我在大剧院这个从工地到艺术殿堂的日子也已经是第十个
年头了。
时间就是这样稍纵即逝，有回忆留下，也有不少已经淡忘。
有的时候，翻出节目册，可以依稀记得当时的灯火辉煌，幕后的酸甜苦辣其间的百转千回⋯⋯我很想
作个有心人，把这些故事一一记录，留待日后翻拣。
毕竟，我们这批人是上海大剧院这座水晶宫的第一批开拓者、创业者、管理者和经营者，是大剧院的
第一代主人翁。
无奈事务繁杂，这个梦想一没有实现。
但人称“演出界老克勒”的世锦兄不仅是位精于艺术的管理者，也是一位有心人，他文字一点一滴聚
在一起，讲述了大剧院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和演出片段。
世锦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看着摆放在案头的这些文稿，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我们并肩工作的日日
夜夜。
从1994年始建到1998年8月上海大剧院开幕至今，它让我感叹大剧院建造的艰辛、经营的甘苦和演出的
辉煌。
我们经常在报刊、电视上看到大剧院的报道和介绍，这是记者和观众们眼中的大剧院。
现在，世锦站在大剧院立场上把大剧院演出、管理中的许多故事汇编成书，介绍给读者，这无疑是一
份特殊的纪念。
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大剧院的未来，让上海大剧院在更多的支持与呵护中成长。
又逢8月27日，当绛红色的大幕再次开启时，大剧院的所有同仁们还会一如继往为新一轮的事业发展而
锲而不合，为每一场精彩演出而全力以赴。
也请您与我一起走进大剧院。
我相信，它的光彩一如从前，带给每一个人的将是艺术独有的愉悦感受。
                                                                 200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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