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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巴黎艺术学园，这好
像是法国剧院命名时的惯例，有一连串的剧院都叫这名字。
但只要一提 “歌剧院”，那指的就是巴黎歌剧院以及它属下
的艺术团体。

巴黎歌剧院创建之日，法国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当政。
路易十四信奉的是君权神授，他精力过人，独揽大权，事必
躬亲。那时有位意大利的音乐家吕里，最得他的宠幸，此人
才华横溢，而工于权术，媚上欺下，阴谋百出，到１６６１年
左右，他已将任免王室音乐家和批准歌剧上演的双重大权把
持在手。

但在１６６９年６月２８日，剧作家佩兰神父和音乐家罗伯
特·康贝尔，因为在改革歌剧上成功的尝试，打动了路易十
四。国王亲手批下一纸专利权，准许他们独家上演法语歌
剧，于是二人次年开始租地装修，到１６７１年３月３日，就
推出了一部两人合作的法语剧作 《波莫纳》，由此拉开了巴
黎歌剧院的帷幕。

不过，吕里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隔一年，吕
里就借着剧院经营不善，境况窘困，轻而易举地攫取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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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巴黎歌剧院的两位创建者，下场都很凄惨。佩兰神父
负债累累，锒铛入狱，最后潦倒而终，一纸特许权让吕里轻
松将巴黎歌剧院买到了手；康贝尔被迫去伦敦的科文特花园
剧院谋生，在那里遭人谋杀。

吕里也是好景不长。１６８７年他举办演出，庆祝路易十
四龙体康复，以杖击地指挥乐队，一不小心捣在自己脚上，
竟然伤口坏疽，不治而亡。吕里人品虽不端，却是开一代风
气的大家。他与莫里哀合作的芭蕾舞剧，在巴黎歌剧院推出
的１７部大歌剧，确立了一种宏大壮丽、豪华繁复的风格，
并且对芭蕾的发展也颇有贡献。

巴黎人迷恋芭蕾，由来已久，路易十四就常常粉墨登
场，大跳其舞，这种风气经过吕里之手，更加绵延久长。到
一百年后，居然害得目空四海、眼底无人的瓦格纳，在这上
面吃了个大亏。

那是在１８６１年，瓦格纳预备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歌剧
《唐豪瑟》，巴黎人按老规矩，非要在第二幕看一场芭蕾不
可。瓦格纳岂是成规所能束缚，虽然老大不情愿加了一场，
却偏不放在第二幕，这一下惹火了跳舞的芭蕾女星们，因为
这么一来，爱迟到的捧场客们，就赶不上替她们叫好了。于
是找了一伙 “赛马总会”的人来，搅黄了这场演出。这次事
件，在巴黎歌剧院的历史上，可谓是臭名昭著。

第一座巴黎歌剧院，在１７６３年遭火焚毁。新剧院设在
杜伊勒里宫内，在１７６４年以拉摩的歌剧 《双子星》开幕。
拉摩是法国音乐世家出身，吕里的继承者，为剧院写了几十
部歌剧，很受欢迎。

第一场火灾６年之后，剧院迁回原址，经过改建，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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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２５００名观众。这期间让巴黎人看得兴高采烈、赏心悦目
的，不仅是高水平的歌剧演出，还有一场音乐大师之间的对
决。对决的双方，是意大利的皮钦尼和德国的格鲁克。两位
大师，风格迥异、旗鼓相当，整个巴黎分成两大阵营，各捧
一方。支持者中，不乏好事之徒，还有些人，别有用心，出
于忌妒，也跟着摇旗呐喊。于是有人借题发挥，拿同一题
材，约他们两人，各作一部歌剧，就是 《伊菲姬尼在陶立
德》。较量的结果，格鲁克的作品略胜一筹。

１７８１年６月，新建的剧院又遭回禄之灾，１０月，安托
瓦奈特皇后主持了新剧院的开幕式。皇后是皮钦尼的声乐学
生，随后而来的法国大革命，不但送了她的性命，也使得巴
黎歌剧院人事动荡，更名频繁，１７９４年剧院搬到里舍利厄
大街，座位减少到１６５０个，名字最终定为皇家艺术学园。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过后，富裕的中产阶级随之崛
起，他们的口味，更偏爱那种不惜工本的大场面、大制作，
巴黎歌剧院的艺术家们乐得投其所好。１８０７年，意大利作
曲家斯蓬蒂尼的歌剧 《贞洁的修女》大获成功。紧接着他又
写了一部 《费尔南德·科蒂兹》。科蒂兹是西班牙冒险家，
在美洲，靠铁血手段令强大而无防备的阿兹特克帝国臣服于
他脚下。这部歌剧场面之大，无以复加，有骑兵的冲杀，有
女主角投湖的场面，还在舞台上烧了一支西班牙舰队。剧中
的重头戏，包括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大合唱，还有盛大
的芭蕾场面。这就是说，后来法国大歌剧的两个重要特征，
在此已初露端倪。

创作大歌剧的风气，既由斯蓬蒂尼开了先河，便一发而
不可收拾。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巴黎歌剧院的一块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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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
大歌剧之大，大在场面壮丽，布景豪奢，题材也要庄重

肃穆，有史诗风格。一般写来不是革命爆发，就是人民起
义，再就是宗教战争。要知道当时巴黎政局动荡，群情不
安，这类故事，既可刺激感官，娱乐观众，又可以略慰不稳
的民心。

这类大歌剧，多分为４到５幕，其间一场芭蕾，是万万
不可少的。对白要绝对禁止，早先的作品，如有对白，则巴
黎歌剧院在上演之时，全都得加写宣叙调。这时最出名的大
歌剧，要算罗西尼的 《威廉·退尔》、梅耶贝尔的 《恶魔罗
勃脱》、《胡格诺派教徒》和奥柏的 《波尔弟契的哑女》。大
歌剧风气所至，全欧洲追随其后，巴黎歌剧院此时可谓风光
独占，煊赫无比。１８２２年巴黎歌剧院上演 《阿拉丁》，首次
用煤气灯照明，到１８４９年演出梅耶贝尔的 《先知》时，已
用上了电灯。剧院的地址几经搬迁，最后搬到勒佩勒蒂埃大
街，当时的座位能容纳１９００余名观众。１８７３年剧院又遭大
火焚毁，这才引出一座由加尼埃设计，豪奢无比的大剧院。

其实修建这座大剧院的主意，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已
经提出，当时正是第二帝国时期，法皇拿破仑三世想在巴黎
盖一座举世无双的大歌剧院。他的目的，正如一位法国前总
理所说：“法国的政府首脑如想让自己彪炳史册，先就会大
兴土木。”此话重在借古讽今，但一语中的。拿破仑三世不
但想创造一种自己时代的建筑风格，更欲借此粉饰太平。

当时的情形，果然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为了征集设
计方案，还特别搞了场竞赛，参赛的方案，多至１７０余件，
就连皇后也御手亲拟了一个。但最后脱颖而出的中标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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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当时尚属名不见经传的铁匠之子———夏尔·加尼埃。
加尼埃设计的剧院模型，深得拿破仑三世的赞赏。加尼

埃也竭诚报效，在研究了几百年来欧洲各地的剧院建筑，考
察了各种视听效果之后，他决定一反当时盛行的拟古风气，
而创出一种 “拿破仑三世”的风格。实际上，就是用流行的
巴洛克风格为主，杂揉以五花八门的装饰题材。用材必求讲
究，越贵越好，装饰务需繁复，不留空白。装修时，金粉朱
红用去无数，大理石、马赛克更不在话下，主楼梯铺设的大
理石，连花纹条理的搭配都十分考究。据说加尼埃曾为此周
游欧陆，遍觅石材。所以整座剧院里里外外都是珠光宝气、
雍容华贵，与国家歌剧院的身份和第二帝国的时代特征都相
符合。

不仅富丽堂皇，不管从哪方面看，巴黎歌剧院都可称得
上是无与伦比。剧院的舞台主台宽３０多米，深２０多米，如
果连主台后面的附台都用起来，进深可达４０余米。马蹄形
的观众大厅，仍采用传统的意大利式样，也设有多层柱廊式
包厢，不过在建筑功能上，更显成熟。剧场的长、宽各为

１７０米和１００米，当年初建时，座位是２１５６个。前厅豪华
而又复杂，比观众席还要大上数倍，这些再加上排练厅、舞
厅等等，总面积１２２５０平方米，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在如此巨大的空间里，加尼埃用各式各样的艺术品，雕
塑、绘画、挂灯、吊灯……布满了每一个角落。剧场正上方
的穹窿顶吊着一盏大水晶灯，据说有６吨多重，屋顶的巨幅
画作，出自名画家夏加尔之手。马蹄形剧场里上千个座位饰
以一色的红丝绒坐垫，极为华丽。以往分散的小休息室，由
一个金碧辉煌的休息大厅取代，回廊曲折幽深，总长十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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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面布置着著名演员的肖像和雕塑。
剧院的主立面又是一番气象。宽大的台阶，引入首层拱

廊，柱墩之前，是诗、画、乐、剧诸位文艺女神的立像，两
侧还有各色巨型群像，分成四组。右侧有一组舞蹈群像，手
法大胆泼辣，造型生动浪漫，是雕塑家卡尔波的名作。原作
十分珍贵，已收藏在卢浮宫中，而在原位代之以复制品。

若论建筑风格，巴黎歌剧院代表着奢华的折衷主义的一
大成功，并且它本身就是 “建筑艺术多色画法理论”的绝佳
体现。剧院的平面设计，尤其耐人寻味，加尼埃独运匠心，
于本来易受忽略之处，通过对多种功能，不同空间，每处细
节的巧妙安排，取得了惊人的效果。虽然加尼埃最终没能如
愿以偿，形成一种流派，但巴黎歌剧院仍不失为第二帝国时
代法国建筑中的代表作。

另外剧院还有一部分场所属于法国国家音乐科学院以及
一所培养儿童的舞蹈学校，剧院的图书馆，更是远近闻名。

现在的图书馆，过去叫帝王阁，巴黎歌剧院东西双侧，
各有一个穹顶楼阁，其中西面的一个，建得饱满挺秀，两边
的坡道，可容车马直入无阻，极为气派，这就是昔日帝王阁
的所在。当年拿破仑三世由这里直达包厢，远避平民，为的
是提防刺客。时过境迁，帝制废除后，１８８１年这里改为图
书馆，如今以收藏丰富而知名。

拿破仑三世甚至没等看到剧院完工，便已倒台。由于普
法战争的缘故，剧院一直修到１８７５年第三共和国麦克马洪
时期，方始竣工。这一年的１月５日，巴黎歌剧院新址正式
落成开幕。自落成之日起，新剧院就有一种开放自由的气
氛。一方面尊重传统，也扶持了马斯内、古诺等新一代作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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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另一方面，对国外艺术团体和现代派作品也很欢迎。剧
院曾有过一系列重要的俄国剧目演出季，瓦格纳在经过那次
《唐豪瑟》的惨败后也重返这里的舞台，就连一向不讨本国
观众喜欢的柏辽兹也开始有了一席之地，虽然他的 《特洛伊
人》直到本世纪才得以演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剧院曾经多次改组，１９７３年，
在凡尔赛宫上演 《费加罗的婚礼》，庆祝由指挥家索尔蒂爵
士和经理莱伯曼组成的新领导班子上任。此后巴黎歌剧院在
组织上，越来越倾向于皇家科文特花园剧院和大都会歌剧院
的形式，更加国际化，演出中也开始允许使用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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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

柏林德国国家歌剧院，初建于１７４２年，自从建成以来，
它饱经了沧海桑田的变幻，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见
证者。

２０世纪初，经过１９１８年的革命之后，激进、探索的艺
术风气，曾在这里盛极一时，几乎每年，都要举行新作品的
世界首演。但是仅仅２０年后，这座剧院就目睹了一场文化
的劫难。当时在戈林的指使下，纳粹分子连同一些天真的青
年学生，在剧院前的广场上，堆积起如山的进步书籍，然后
统统付之一炬。

到１９４５年，苏军攻克柏林，剧院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
又成了第三帝国灭亡前最后一场血战的战场。剧院也在炮火
中化为一堆瓦砾。二战结束后，经过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
府的全力振兴，才重新繁荣起来。

剧院坐落在柏林市最有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这条街东
起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西至勃兰登堡门，全长１４００米。道
两旁，古老的历史建筑，像博物馆、图书馆、洪堡大学等
等，比比皆是。

因为菩提树树影婆娑，清香宜人，所以深受柏林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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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不但在街两旁遍栽菩提树，还特别设了法规，不许沿
街的建筑物盖得太高，免得影响树的生长。

就是在这条街上，１７４０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刚
一登基，就下旨盖了一座豪奢的大剧院。兴建的目的，当然
是要为自己新执掌的专制政权扬威争光。

承当这项工程的任务，落到了当时在波茨坦宫廷效力的
著名建筑家文茨劳斯·冯·诺贝尔斯多夫头上。他用了两
年时间，将剧院盖成，到１７４２年１２月７日，就以时任
宫廷指挥的克劳恩的一出 《凯撒与克里奥帕特拉》，正式
开幕演出。

这家剧院虽然注定了日后要成为德国歌剧的大本营，但
在初创时，仅仅为了想扶植本民族的艺术风格，就很费了一
番周折，因为上至腓特烈二世本人，下至大小廷臣，这一班
亲贵显要，嗜好的是意大利的艺术，而所谓皇家剧院，就是
要满足他们的消遣娱乐之兴，普通民众在这件事上，根本没
有发言权。剧院所有的演出都向公众开放是迟至１９世纪初
的事，那得感谢当时占领柏林的拿破仑大军。

一般皇家剧院里等级森严的情形，这里也不例外。贵族
总是有楼座包厢可坐，而即便是最上层的资产阶级，也只被
允许坐在池座的前排。所以有人把皇室的包厢，当做官场的
阴晴表来看———延臣与王上距离的远近，大至就反应他得宠
的程度。

这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楼座不许平民擅坐，有权坐
的贵族却又总是坐不满，因为全柏林与波茨坦两地权贵的数
目，也不足以每晚都将剧院的楼座坐满，用礼服和珠宝装点
得花团锦簇、气派非凡。而王上不惜巨资修建金碧辉煌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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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院，就是要的这个气派，不得已，只有采取变通的办
法，削减演出的场次。所以剧院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每周最
多只演两场。

等拿破仑的大军横扫欧洲的时候，普鲁士原本牢固的封
建制度，也被触及，随着柏林资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剧院顺
应时尚，也向平民开放。但同时，又在１８０７年，设立了一
名专门的总监。这个职位，管辖柏林市全部的皇家剧院，由
国王在普鲁士的世家贵族中，挑选担当。

然而名为总监，实则从确定剧目，到人事任免，无一不
是秉承御旨而行，任职者若是个唯命是从之辈，不妨坐享其
位，但若是有思想，有见地，想顺应民心，做些改革，则不
免要夹在上下两方之间，左右为难了。

在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８年间，管理着剧院的，就是这么一
位人物，名为冯·布吕尔的伯爵。布吕尔在政界很有影
响，他私下里中意的人选，是德国人韦伯，希望由他来出
任宫廷指挥。但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在巴黎看了意大
利人斯蓬蒂尼的剧作，大为倾倒，执意要将职位授与此
人。加之斯蓬蒂尼为人狷急自负，很难共事，所以平白生
出许多事端。

１８２１年斯蓬蒂尼的歌剧 《奥林比亚》上演，轰动一时，
谁知没过几天，不顾他的竭力反对，布吕尔一手策划，在柏
林的另一家剧院首演了韦伯的 《魔弹射手》，顿时令他的成
功黯然失色。

这次事件，在德国文化史上意义重大。韦伯的作品，角
色、情节、音乐，全取材于德国人的生活，它能战胜意大利
的歌剧，正表明德国民族文化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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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蓬蒂尼由于王室的眷顾，在他的位置上依
旧巍然不动，直到１８４０年新王即位之后，才由梅耶贝尔和
尼柯列先后继任，后者的 《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就是１８４９
年在此首演的。

从１９世纪后期到１９１８年革命，剧院一直保持着高水准
的演出，但其间由于俾斯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风格显得保
守，６０余年间，只有三场首场演出。

革命后，剧院正式更名为国家歌剧院。从１９世纪末到
纳粹上台前这段时期，剧院的历史极为辉煌，它广邀名家助
阵，不断推陈出新，指挥包括克莱伯、施特劳斯、魏恩加特
纳和富特文格勒。１９２５年，剧院首演了贝尔格的名作 《沃
采克》。

然而辉煌过后，紧接着是空前的黑暗，在纳粹统治时
期，剧院往日开放与探索的风气荡然无存，很多艺术家被迫
流亡国外，但仍有一些名家在此工作，如卡拉扬等人，水平
并未下降。

剧院在１８４３年曾经毁于火灾，１９４５年再次毁于战火，

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５年间，由原东德政府修复。１９５５年重新启
用，首演瓦格纳的 《纽伦堡的名歌手》。

修复的剧院有１４５０座位，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无
论外形还是内部装饰，都有很浓重的德国风格。

剧院外观端重大方，希腊式的主立面，上有浮雕和塑
像。剧院后还设有办公大楼和布景大楼。观众大厅由一层池
座和三层楼座组成，布置得金碧辉煌，整座剧院里布满了精
美的艺术品。休息厅更是有名，叫阿波罗大厅，大厅以白色
为主，饰以金色，上面悬挂着巨大的枝形水晶吊灯，典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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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为剧院增色不少。

１９５５年剧院重新开放时，指挥为孔维奇尼教授，现任
音乐指导是苏伊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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