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楼演出厅外的回廊上方“ 海上
蓝”的配色十分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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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民族建筑师
告别了那个略显灰色的名字，董

大酉，向我们走来的是和董大酉一
样，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建筑事务所
的又一位美国留洋归来的中国建筑
师———范文照。长董大酉几岁的范文
照，24岁毕业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上海
圣约翰大学。

在中国革命之路的转折点上，五四
运动爆发的1919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求
学，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和当时其
他的中国留洋建筑师一样，毕业学成的
范文照也选择了将才华献给祖国。

回国后，年轻的他在中国建筑界渐
渐崭露头角，1927年，范文照开办了自
己的私人建筑师事务所，事务所第一个
让历史铭记的作品，就是和赵深合作设
计的，坐落在以当时英王爱德华七世之
名命名的爱多亚路旁边的南京大戏院，
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厅。可以说，它
是范文照这一生之中最具有古典韵味
和浪漫气息的作品，没有之一。

虽属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然而这
栋建筑却打破了古典主义一贯讲究对
称美的传统，甚至，它都不是个四方
体。在东北方向上还有第五个侧面，颇
窄，第一层为售票处，独当一面。但这
有些奇异的不对称并不能掩盖，北面
入口上方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陶立克
式廊柱，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希腊古典
风情。褐色墙上镶嵌着的铁栅劵拱琉
璃窗，以及廊柱上方的西洋吹奏乐队
浮雕，无不给人一种精致之感。无疑，
这栋建筑完全够格称得上是一曲“ 凝
固的音乐”，在这里吟唱了八十多年。

从那凯旋门式的大门下方拾级
而上进入音乐厅，雍容华贵的气息就
扑面而来。黄色灯光之下，乳白色石
头打造的空间镶嵌着金色装饰物和
少许花纹，和三十年代时的样貌相差
无几，正对入口的楼梯那圆润的扶手
不知承载过多少人掌心的温度。十六
根柯林斯柱子在二楼围绕着整个大
厅，在从琉璃窗中流泻进来的天光
中，它们的贵族气质展露无遗。二楼
演出厅外的回廊上方是以一种柔和
的蓝色打底，有大量金色立体花纹装
饰的十字拱顶天花。金色和蓝色的配
色方案很少见，但实际上，这样的搭
配是设计之初的原版配色，是范文照
他们的审美情趣。这一抹蓝色还有个
特别的名字：海上蓝。

柔美飘逸的“ 海上蓝”
走入观众厅，主色调同样是金色

和“ 海上蓝”。镜框式的舞台和头顶的
圆形吊顶天花都以“ 海上蓝”为底色，
以金色花纹作装饰。蓝色削弱了金色
的浮华之气，增加了飘逸之感，更反衬
出一丝暖意。历史上，墙壁经历过从咖
啡色到土黄色到肉色的转换，直至新
世纪初平移修缮工程之时，工人们把
墙面一层层刮开，才发现了最里层，属
于范文照和赵深的“ 海上蓝”。

如今，雅致的米白和金色、蓝色
一起，让整个观众厅显得雅致而梦
幻，试想，入座在蓝丝绒鎏金边的座
椅上，聆听高雅的交响乐、室内乐抑
或独奏，仿佛置身于经典音乐摇曳的
大海上，连呼吸里都氤氲着带有经典
音乐分子的水汽。

参观之时恰逢彩排，伫立于观众
席间，我们聆听着台上三角钢琴前的
英俊男人指尖流泻出的音符。置身于幽
暗的二楼，听觉，甚至触觉神经都变得
敏锐起来。我们分辨着音色的轻重缓
急，体会着琴音中音乐家所表达的情
感，甚至能够想象音锤敲击琴弦的情状
来。他对曲子的诠释散落在空空荡荡的
大厅里，加上脚下绵软的地毯，四周一
片蓝色的幽然，我们的内心也安稳妥帖
地随着《 降B小调夜曲》而沉浮。

在这样一个高雅而浪漫的空间
里漂浮着的这一片“ 海上蓝”，仿佛
裹挟着在这里寻求片刻精神和心灵
的小憩的人们所怀揣的蓝色的情怀，
它见证了这个建筑里流过的人群和

岁月，见证了这栋素来提供高质量服
务、高品质娱乐生活的建筑的变迁，
不论作为南京大戏院，抑或建国后的
北京大戏院。是的，它总是以首府的
名字冠名。

曾经的高端娱乐场所
1930年，南京大戏院开张，以美

国歌舞对白有声电影《 百老汇》作为
首映。从此，它加入了上海滩头轮电
影院的行列，第一时间播放国外原版
电影，成为了上海滩最时尚最奢侈的
娱乐场所之一。

坐落于当时各类文娱场所、饭
店、小旅馆云集的这片英法租界边界
之地，南京大戏院的规格和服务也必
须是上海滩第一流的。以洋人和“ 高
等华人” 为主要顾客的南京大戏院，
从服务员到经理也一律都是洋人。即
使是检票员、领票员，都一律穿西服，
打领结，戴白手套，口中不断溜达出
几句英语。门外还有穿红马甲、戴小
红帽的孩子以帮汽车开门为业，要知
道，洋人给的小费可是颇为可观的。

戏院内，进入北面大厅之后，东
面为衣帽间，西面则是小卖部。戏院
还专辟了一处阅览室，供提早到达的
观众候场时休息和消遣。二楼外墙上
的落地大镜子，方便坐车前来的客人
们整理衣冠，体面地入场。

西面则是一个托儿所，用于安置
与洋太太们偕同到来的孩子们和保
姆。不得不感慨，人性化至此，何以复
加？然而，还有复加：为了让前来观影
的“ 高等华人”不至于因为语言障碍
看不懂电影，戏院还雇了少女在放映
同时进行同声翻译。我不知道当时的
上海，当时的世界上，有几家影剧院
能够做到这般高质量的服务，南京大
戏院的做法已然让人惊叹。

如此的高品质服务必然导致价
格的水涨船高，当年南京大戏院的票
价最高达到了一块半大洋，这显然不
是个小数字。但即使如此，电影票依
然供不应求，手握南京大戏院的电影
票，绝对是个“ 路道粗”的象征。新中
国成立后，“ 观众就是上帝” 的理念
也依旧被秉承，经常发生由于让电停
电而退票并赔偿来回车费的事件，真
不知该说是观众的维权意识强，还是
这里的服务太过体贴入微。

上海滩的顶级声场
这座建筑物之所以成为上海滩

如今奏响经典之声的首选场所，是其
在上海滩首屈一指的混响时间。混响

时间是判断一间音乐厅优劣的最重
要指标。混响时间不够，乐声会显得
单调干瘪不连贯，清脆却没有质感，
过长则又会影响声音的清晰度，只有
适当的混响时间，才能使声音产生音
续，从而显得丰满圆润。

1959年，文化繁荣的上海也有自
己的代表团参加世界各地的音乐节，
面对形形色色的“ 夏季音乐节”，以
及沪上多个乐团共存的局面，任职于
文化局的孟波先生脑海中萌发了“ 在
上海开辟一处专门演出用的所在，办
春季音乐节”的念头，“ 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便诞生了。选址问题接踵而
至，最终，南京大戏院的1.5秒的混响
时间胜过了大光明电影院，音乐厅坐
落在了这里。

这是凑巧吗？也不尽然。1926年，
有声电影进入上海滩，两年后，范文照
和赵深着手设计南京大戏院，可以说，
南京大戏院是迎着有声电影的浪潮而
诞生的。为了凸显有声电影的效果，两
人将南京大戏院设计得具有一定吸音
和隔音的效果。为了增加保暖效果而
加了木栅栏并和上稻草和烂泥的墙
体，又巧合地增加了吸音的效果。再加
舞台上的反声板和顶上的音罩，舞台
就像一个大喇叭，自行反射声波到观
众席间。如今，音乐厅可以完全不依靠
扩音器举行交响乐和室内乐，同时在
听觉上不怠慢任何一个观众。

2003年，音乐厅为配合市中心整
体改造需要，进行了整体平移。如此，
位于居民区之间的音乐厅彻底告别
了刷马桶、摇铃声等的市井之音，也
不会再上演“ 德国指挥放下指挥棒，
等待外面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散去，再
边摇头边继续指挥”的故事了。它甚
至成为了建筑声学的教学点，每年都
有教授带学生前来实地参观。

贴近生活的高雅之乐
也许如今的人们依旧对“ 古典音

乐”有着类似“ 曲高和寡”的感觉，但
上海音乐厅已经慢慢来到了普通人之
间。在收视甚高的“ 达人秀”之前，上海
音乐厅就早已推出了“ 星期广播音乐
会”，和广播台以及电视台合作，每两
周举办一次，让普通人在家中就能收听
收看一台台精彩的交响乐、器乐或声乐
表演，真正把经典音乐带进了家家户
户。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领着孩子
走入星广会，越来越多的情侣会携手走
进音乐厅，经典音乐在慢慢褪下其高不
可攀的外衣，拥抱每一个人。

如今，音乐厅附近的白领又多了
一个午休的去处———“ 音乐午茶”。这
是音乐厅新近推出的长期项目。每天
的午后，只要花十元钱就能坐在富有
格调的一楼南厅，听一个小时的音乐，
品一杯安宁心神的红茶。在音乐的陪
伴下，不知那茶水是否也格外齿颊留
香呢？

这项对音乐厅而言是亏本的项目，
旨在利用白天音乐厅闲置的场地，在附
近打造出音乐厅自己的影响力和“ 粉
丝”。如今，“ 音乐午茶”已经吸引了不
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要买票需要提前
一周预订，其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上海音乐厅这个高雅的去处，观
众早已不再局限于“ 高等华人”这样
令人不舒服的字眼。午后的阳光下，
不断有新人来音乐厅外的广场上拍
婚纱照，这是他们对范文照赞赏的一
种表达。而在西藏中路的另一边，还
矗立着范文照参与设计的另一栋不
同风格的作品，那是范文照的另一种
情怀的表达。不知夜深人静时，它们
之间是否会说说悄悄话？让我们继续
前往，一个不同的“ 范文照”。

上海音乐厅
“ 海上蓝”一直蓝到了今天

需要提前一周预订的“ 音乐午茶”也别有一番风味。

古老的音乐厅至今依然是奏响经典之声的首选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