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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国家大剧院的 8 月合唱节距今已经举办两届，而今年 8 月合唱节正值在我国

绍兴举办世界合唱大会余音缭绕后，北京国家大剧院将再次邀请三个国外优秀的合唱团与中

国台北爱乐合唱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和国家大剧院青年室内合唱团一同，为北京观众奉献

合唱艺术的盛宴。 
 
  说起国家大剧院 8 月合唱节，很多人都还记得去年国家大剧院邀请的莫斯科柴可夫斯

基音乐学院合唱团的高水平演唱，几首俄罗斯著名歌曲演唱得色彩丰富，让你在声腔音韵之

间感受到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那些“音乐宝石”在闪闪发光。记者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采

访了解到，今年的国家大剧院 8 月合唱节再次邀请国际上优秀的合唱团为北京观众展现高

水准的合唱艺术，而今年邀请的合唱团和展示的作品与去年相比内容不同风格更为宽泛。国

家大剧院合唱团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吴灵芬告诉记者：“国家大剧院 8 月合唱节就是一个平

台，它能使北京观众不出家门就能看到国际合唱艺术的高水平演出，同时，也能从中外合唱

团演出中看到我国合唱艺术水平的差距。以前很多人对合唱艺术都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中

国内地尤其是北京，合唱艺术普及得很好，其最好的例子就是群众歌咏活动的普及。但是，

这一次在绍兴举办的世界合唱大会，为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敲响了警钟，由于参加世界合唱

大会的 200 个中国内地合唱团中，能够用五线谱读谱演唱的寥寥无几，因此在演唱高难度

和声时就不能找准音程关系和音乐的感觉，于是，在这次的合唱大会中，中国内地合唱团出

现了包圆儿最低奖项的势头，除了个别合唱团在个别奖项上有所斩获外，更多的国内合唱团

在演唱的音准和节奏上都出现明显的问题。合唱是一种文化，合唱文化的基础不解决，合唱

艺术的发展将受到阻碍。而国家大剧院的 8 月合唱节努力邀请国外优秀合唱团来北京展现

技艺，无非是告诉北京观众，什么样的合唱可以称为高水平的合唱艺术，中国合唱艺术水准

与世界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据介绍，8 月合唱节从 8 月 5 日开始，北京观众将在国家大剧院欣赏到来自中外不同

国家的七台合唱音乐会。首先登台的将是美国卡第诺合唱团，这是一个独特但艺术水准很高

的合唱团，是美国现今最负盛名的合唱团体。吴灵芬告诉记者：“在这个合唱团的演唱中，

观众能听到年轻人的心声，感受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欢乐。” 
 
  随后登台的是中国台北爱乐合唱团，这是北京观众的老朋友。吴灵芬告诉记者：“这个

合唱团演唱作品的范围极为广泛，展现出台湾音乐教育的水准。他们不仅能演唱古典艺术歌

曲，也能演唱民歌，甚至能够排演一些音乐剧作品。”他们将演唱四个部分的作品：“世界合

唱经典”、“从西方看东方”、“福尔摩沙的呼唤”和“合唱剧场：台北心情记事”。 
 
  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代表着芬兰国家艺术教育极大普及的成果，据吴灵芬介绍，在芬兰，



歌剧和合唱艺术的普及甚至达到了每一个村落，每一个村民几乎都拿起谱子就能唱几段歌剧

合唱曲，一个村子就能演出一部歌剧，从这样的国家选择出来的合唱团具有的水准不会有人

质疑。国际乐评曾形容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的表演是“前所未有”且“感动人心”。 
 
  8 月合唱节压轴出场的将是一个独特的合唱团体，英国无伴奏人声合唱团 VOCES8。

吴灵芬告诉记者：“这好似一支代表一种风格的合唱团，从合唱发源的单一声部到多声部合

唱的出现，再到歌剧合唱中复杂的重唱与合唱，当合唱已经拓展到艺术的极致时，回归小组

唱成为 20 世纪兴盛的一种合唱形式，我们知道的‘国王歌手’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而眼

下的 VOCES8 是 12 个人的小组唱组合，去年他们来到大剧院演出就很受欢迎。 
 
  在 8 月合唱节亮相的还有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和国家大剧院青年室内合唱团，他们是两

支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合唱团，吴灵芬告诉记者：“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出确实与世界优秀

合唱团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需要通过观摩、学习和交流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很珍视这

次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这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作品可谓丰富多彩，从古典到现代，

不仅有中国民歌改编的合唱作品，也有国外现代的合唱作品、由中国李白的诗词谱写的歌曲，

还有美国民歌改编的合唱《深深的河》，以及巴伯的作品《羔羊经》。应该说，涵盖了多种风

格的作品，更多的是北京观众很少听到的作品，目的是让北京观众听到更多好听的同时又是

高水准的合唱作品。8 月合唱节每年建立这样的平台，从合唱艺术普及的意义上看，确实是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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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绍兴结束的第六届世界合唱大会上，参加比赛的 200 支中国内地合唱团中，只有绍兴文理学院

合唱团在 19 个组别中获得冠军，其他中国内地合唱团均没有问津冠军的实力，而来自香港的四支合唱团以

优异的成绩斩获了 4 个组别的冠军。虽然由于要回到国家大剧院进行排练，但著名指挥家、中国合唱理协

会副理事长吴灵芬在参加了三个组别的评委工作后，就已经对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感到担忧，她日前给著

名指挥家郑小瑛写信谈到在第六届世界合唱大会看到的问题，并追根寻源找出弊病的根源。这封信被郑小

瑛发表在博客上马上就激起千层浪，中国合唱艺术与世界优秀的合唱艺术到底相差有多远？主要的差距在

哪里？记者昨天采访了忙于在国家大剧院排练的吴灵芬，她无奈地告诉记者：“现在的现状是，全国有 90%

以上的合唱团依然还用简谱读谱演唱，使他们的合唱训练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使得众多中国内地合唱团演

唱的音准和节奏出现问题，而这五线谱与简谱之间的差距是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与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体系

形成的最大差距。” 

  在看了吴灵芬的信后，著名指挥家郑小瑛深有同感，她写道：“在有 170 多个国外合唱团参加的合唱

活动中，大家在一起学唱各国著名歌曲交流经验时，通用的都是五线谱，而大多数中国人却不识谱，完全



无法融入通过歌声与世界各族人民交流感情的活动之中，只能在一边鼓掌傻笑。因此，学习五线谱，让中

国人掌握一项比学会一门外语还要重要的与世界沟通的本领，应当尽早纳入国民音乐教育的小学教材之

中！” 

  吴灵芬对记者说：“五线谱与简谱的区别就是线与数字的关系，用五线谱学音乐，首先是视觉的感觉，

比如二度音对应的就是线与间的距离。五线谱是世界上所有学生学习音乐首先要学习的，无论你今后是否

学习音乐专业，所有学校普通小学生都在学习五线谱，而在我们的学校学习音乐，教学大纲是混乱的，有

简谱的，有五线谱与简谱结合的。简谱追根寻源是从日本传来的，但是在日本，上个世纪 60 年代改革了小

学音乐教育，所有人从 6岁开始学习五线谱，经过 60 年，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合唱大国。五线谱从视觉

上就能给人一个高度、音 程、声音调整、横向协作和纵向谐和的感官影响，是简谱无法做到的。” 

  说到中国合唱艺术与世界的差距，很多人并不相信，认为：“现在的群众歌咏活动这么发达，合唱普

及已经到了社区，合唱的艺术怎么还没有提高？”吴灵芬告诉记者：“对于群众歌咏活动确实要有一个引

导，告诉观众，什么样的合唱演出是高水准的演出最为重要。国家大剧院的 8 月合唱节就是一个展现高水

准合唱艺术的平台，每年有优秀的合唱团展示，确实给合唱爱好者以正确的引导。在这次合唱比赛中，我

还发现一个老问题，就是中国合唱作品的贫乏，200 个合唱团，演唱曲目的重复率得有 40%，有些歌曲就

有好几个合唱团登台演唱。作曲家们不仅不愿意为合唱写作品，更有作曲家写出的作品由于不适宜人声表

现，把人声当乐器使用，合唱队员不愿意也无法演唱。写合唱的作曲家首先要唱好合唱，首先要了解人声，

而这次在世界合唱大会上，有些南方的合唱团原本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好的民间音乐素材，却要演唱《乌苏

里船歌》这样的北方民歌，更有的合唱团演唱的中国民歌在和声编排上更趋于欧洲化，这是特别令人遗憾

的。” 

  “读谱”与“作品”两大缺陷让吴灵芬对中国内地合唱的发展极为担忧，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记

者：“在我指挥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中，很多团员的读谱能力就比较差，我和我的助手成了义务教歌员，

因为很多人虽然在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但只凭一副好嗓子，音准、节奏都有问题，尤其对和声和音程的

概念十分缺乏，因此我们只能从头做起。现在很多音乐学院声乐系都不注重视唱练耳的训练，不注重合唱

的训练，而仅凭几首咏叹调就能毕业，等到走进合唱团，还要从头学习。这是声音疏于教育的误区。我认

为，合唱是一种文化，因为它不仅要唱出声，更重要的是唱出意境，通过各种音色的处理表达出作品的内

涵，而现在有些歌唱演员在音乐学院学了声乐，只会唱声音，唱一首《大江东去》不知道词中的意境应该

是怎样的，合唱的文化表现在全体团员对作品理解的自觉意识，能够用各种声音表现作品。” 

  吴灵芬呼吁在中小学提倡用五线谱学音乐，所有合唱团都用五线谱训练。她说：“中国合唱艺术要取

得突破性成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普及五线谱音乐教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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