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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A46

金色大厅“中国热”真相：不差钱

在中国人眼中，近140年历史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有着金色的光环，那里的新年音乐会等演出有着世界级的影响。随着国际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演出商业运作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国家级乐团、地方乐团，甚至是中小学乐团都有机会到金色大厅一试身手。

一个乐团能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是不是很牛？未必！场地可以租，给钱就能演。中国许多乐团演出只为镀金，过多依赖赠票，
制造轰动效应，已让维也纳当地民众出现审美疲劳。当中国演出团体一窝蜂地奔向金色大厅时，奥地利并没有真正掀起中国音乐热。

金色大厅全称为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
厅，建于19世纪60年代末。在金色大厅进行的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有全球几十个国家
和地区卫星转播，10多亿人收看。“金色大厅”
也由此成了一块名声响亮的“百年老字号”。

中国人第一次“成建制”在金色大厅演奏还
是1998年。那年年初，中央民族乐团在这里举
办“春节民族音乐会”，引起了中外听众的强烈
反响。2003年，歌唱家宋祖英又在此成功举办
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此后，国内一些有实力
的歌唱家，也来到这里演出，反响热烈。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是所有的演出团
体都有资格登上金色大厅的舞台。而如今，金
色大厅除了每年固定的新年音乐会还保留着最
高规格的头衔以外，一年当中的其他时间，场地
都可以出租。

场地出租给外国演出团体，金色大厅也成
为一个真正的“金钱大厅”，不仅演出经纪公司
可以运作，甚至连有资源的旅行社也可以做
到。曾在国内某旅行社工作的李女士，前两年
策划和组织过国内演出团体赴金色大厅演出。
据她透露，一场演出的场租费高达7万欧元，而
附属的许多其他费用还并不包含在内，比如乐
器的搬运就需要额外的4000欧元，印制节目单
等项目也均有明码标价。另一位知情人士透
露，除场地租赁费外，还要支付金色大厅版权费
用约 20万元人民币，摄像设备架机费（由金色
大厅指定公司负责拍摄）40万元，以及票务费、
人工费、装饰费等。

在场地可以出租的金色大厅里，中国的演
出团体频繁现身。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
2008年，平均每年都有大约10个中国演出团体
在这里演出一二十场。仅2009年初至今，已有
8个来自中国的演出团体或个人在金色大厅演
出。而日本、韩国等国家来奥地利演出，选择
金色大厅的，近两年只有一两次。

中国演出“扎推”最严重的时候，是在春
节、国庆和学校暑假期间。2009年初，金色大
厅就接连举办了 3场“中国春节音乐会”。奥
地利当地朋友问记者，哪场才是正宗的中国
春节音乐会呢？而在 2010年的 1月底 2月初，

已确定有 4场来自中国的“新春音乐会”在等
待奥地利观众。暑假期间，来自国内的学生
演出团体则比较集中。

由于市场需求大，最近，金色大厅针对中
国演出团体的要价也越来越高，相当于外租价
格的最高档了。记者调查近 10年来在金色大
厅演出的国内演出团体发现，95%以上的只在
金色大厅表演一次，而且是非商演形式，相当
部分“镀金”的色彩明显。一些演出与金色大
厅的风格根本是格格不入，比如一些舞蹈节目
和带有少儿夏令营活动色彩的演出，竟然也挤
进来，甚至提出“非金色大厅不演”。

或许是金色大厅的光环过于光亮，几
年前，国内媒体喜欢把它描述成音乐界的

“权威象征”，认为只有世界一流的音乐设
施、一流的乐团、一流的指挥家才会出现在
那里，而且觉得那里的观众最挑剔，把一些
中国艺术家在那里的表演说成是去挑战、
去征服、去升华，甚至是“不辱使命的音乐
之旅”。对此，国内一些老艺术家提出，不
要神化金色大厅，也不要神化在金色大厅
的演出，特别是民族音乐领域的演出，更不
能把它看成是代表音乐成就的唯一标杆。

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保护中心主任、作曲家田青就提醒说，对金
色大厅的迷信和神化，是近几年在民族音
乐推广中出现的重大误区。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颐武表示：“国内演出团体着魔金色大厅的
现象会逐渐递减。因为民众会越来越清
楚，有的演出是有钱就可以进金色大厅。”

他认为，中国人迷信去金色大厅演出，
既是渴望让世界了解，也是借机提高自己
在国内的美誉度。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
这样做要考虑西方民众的接受度。另外，
中国演出团体要消除跨语言障碍，还有一
定难度。他建议，先要把中国国内的文化
市场做好。

演出扎堆严重，95%非商演
相当部分“镀金”的色彩明显

金色大厅不是成就象征
民族音乐推广陷入误区

金色大厅也是“金钱大厅”
一场演出场租7万欧元

更令人尴尬的是，有些国内去的演出，到场
观众大多是拿着赠票去的。据策划人李女士介
绍，一旦缺乏了赠票“渠道”，演出现场会十分尴
尬，比如一次中国某小学生演出团的演出，近
1700个座位只坐了不到300人。只要上座率不
错，演出团体就满意，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内关于

“此次演出在金色大厅获得巨大成功”的报道。
与国内相比，欧美文艺演出赠票很少，高

级别官员也会坚持自己买票。金色大厅票价
从 5欧元（站票）到 90欧元不等。新年音乐会
的票价则可达两三百欧元。据维也纳当地华
人讲，有的中国团体演出能送 900张票甚至更

多，市场损失可想而知。
当地华人打趣说，一些中国团体的演出，

“观众基本靠组织，门票基本靠赠送，当地媒体
基本没报道和评论”。华商张先生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既为能有赠票去欣赏国内演出而高兴，
也感到近年来的演出“多而杂”，雷同较多，缺乏
创新。过多的赠票会使中国民乐演出“掉价”。

金色大厅演出部经理也曾坦言：“我们对中
国民乐团的水准搞不清楚，不太可能进行任何
的艺术认证。一般交了场租并签合同，就能在
这里演出。”这位经理认为，金色大厅的演出不
会标志一个乐团的水平。

维也纳金色大厅维也纳金色大厅

纽约一位艺术经纪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一些演出团体不想闭门造车，把出国巡
演当成向西方学习的机会，也有可取之
处。但如果在国内属二流三流的演出团
体，还是要先立足国内。随着中国人演出
水平得到世界的公认，今后会有更多西方
音乐厅的邀约主动送上门来。对中国艺术
团体，特别是传统民族艺术演出团体走出
去，欧美当地华人也认为，只要不是盲目
的，不是以次充好，“走出来”是应该的。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仅仅通过
文字或者媒体报道，远远不足；如果能走进
音乐厅，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肯定会对中
国文化了解得更深。

维也纳华商李先生认为，国内有关部
门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遵循“少而
精”的原则，将国内的音乐精品展示给国外
观众。他举例说，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也
是在金色大厅举办音乐会比较多的外国
演出团体，每年基本都会举行一两次巡
演，每次演出近 10场，音乐会表演曲目主
要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因为它的演出
质量高，观众群比较固定，完全采取商业
演出的运营模式，已发展成当地观众认可
的品牌演出。 据《人民日报》

出国巡演也有可取之处
应展示国内音乐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