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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富春雷独唱音乐会”在温州大剧院举行。
演唱会的主角是来自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从事美声教学的副教授富春

雷，她用美声唱法演唱了11首国内外知名曲目。其中很多曲目，即使是有点
“道行”的音乐爱好者也不熟悉。数百名音乐爱好者通过这场演唱会不仅见
识了专业的美声唱法，更享受了一场难得的听觉盛宴。

对于一般人来说，美声既熟悉又陌生。而富春雷跟我们讲述的，不仅仅
是她将近30年和音乐结下的情缘，更是在为所有不了解美声和不怎么了解
美声的人，揭开这种来自西洋的“音乐舶来品”的神秘面纱。

观众，真的很意外

5月10日晚，时间接近6时。温州大剧院边上的停车位早已经停满了私
家车。还有好几辆私家车围着温州大剧院周围绕了好几圈了。显然，他们
不是巡逻车，而是正在为找不到停车位而苦恼。在温州，你只需要通过周边
的停车情况就可以判断得出，里面是否“热闹非凡”。

不时还有出租车带着行色匆匆的人到来。很显然，今天晚上温州大剧
院里有演出。而且，还是一场颇受欢迎的演出。

正在后场做着演出前最后准备的富春雷显然看到了大剧院外面繁忙的
场景。但是，当她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舞台中央时，她还是着着实实被吓了
一跳。

2010年4月份和5月份，富春雷曾两度在上海音乐学院成功举办个人独
唱音乐会，也从事音乐教学20多年，她显然不会怯场。那又是什么原因能吓
到舞台经验丰富的富春雷呢？

富春雷道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原因，“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来这么多观众。
刚走出来的时候，一扫过去，座位几乎都全坐满了。我真被吓到了。啊！怎
么会有那么多观众？实际到场的观众应该说超过了我之前的心理预估。”

但凡是演唱会和表演，观众多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也表明了演出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支持。凡演出者都期盼着观众多。富春雷恰恰相反，
她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到来。

对于到场观众人数的低调，并非富春雷对自己的演出水平没有信心。
事实上，恰恰是由美声唱法在一般市民和音乐爱好者中相对“高不可攀”的
事实，在富春雷的心中形成了惯性思维。另外，由于将本场演唱会定位为相
对专业的学术汇报、展示和交流，而不是针对大众的演出，富春雷之前并未
对演唱会进行宣传。所以，在富春雷的预期中，来的观众要么是她的学生，
要么是身边非常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以及极少数的美声爱好者，基本上不可
能出现全场爆满的盛况。

当天晚上，可以容纳500多人的现场一共来了400多人。富春雷本人没
能估计到现场的状况，但是帮助她筹备本场演唱会的家人和同事已经估计
到了。演唱会前两天，朋友们不时的索票电话让他们的手机成为“热线”。

唱
美
声
的
富
春
雷

小木/文 更让富春雷意外的是，观众们都“坚持到最后”。虽然大部分歌曲，她都
是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演唱，绝大部分观众根本就不可能听得懂，部分曲
目甚至都闻所未闻。

“作为一名美声老师，我感到很欣慰，也很激动。那场演唱会一来说明美
声还是有一定的粉丝群，二来温州观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说明了我们这个
城市在进步，在提高。”

现场，震撼了观众

美声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美声音色优美，富于变化；声部区分严
格，重视音区的和谐统一；发声方法科学，音量的可塑性大；气声一致，音与音
的连接平滑匀净为其特点。这种演唱风格对全世界有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美声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步在我国生根、发芽。不过，
虽然美声来到中国已经整整一百年的时间，但是，美声对于国人来说一直处
于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所谓的熟悉，是因为不管你是不是专业从事音
乐学习和教学的人，不管你是不是音乐爱好者，大多听说过美声，也都听过用
美声演唱的歌曲。至于说陌生，美声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声
音和名称概念。真正去了解美声的人，似乎又非常有限。

作为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专门从事美声教学的教授，富春雷做了一个初步
的统计，“学习美声，没有四五年以上的专业训练是不行的。美声的技术难度
比较大，对先天声带条件有要求，很多人都学不好。如果以各大高校从事音
乐学习的人来计算的话，美声的专业人群非常少，至多也就是以百人来计
算。”

我们甚至可以用“阳春白雪”来形容美声。真正了解美声的人确实太少
了，专业从事美声学习和教学的人更少。所以，之前富春雷甚至没有想过要

将演唱会的地点定在温州大剧院。原本，她只准备在温州大
学的音乐厅开个小型的音乐会。

“温大音乐学院李杰鹏院长鼓励我将演唱会的地点改到
市区来，让更多的人来到现场，感受真正的美声唱法。”富春
雷说，因为对一般市民是否喜欢美声没有底，如果没有李杰
鹏的话，她肯定不敢将演唱会开到温州大剧院。“如果决定了
要走出温大，到外面开演唱会，温州大剧院基本上是不二的
选择。美声是一种没有麦克风的唱法，对于场地的要求非常
之高。”

演唱会的地点虽然从温州大学的音乐厅改到温州大剧
院，但是演唱会的曲目并没有改动。富春雷为整场演唱会一
共准备了11首歌曲。所有的曲目是她与自己的艺术指导老
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刘桂玲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为
此，她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备。

“我把演唱会定位在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所以，选择
的歌曲需要既能体现美声唱法的艺术特点，又能够展示演唱
者的技术水平，同时还应该是在美声专业范畴内具有代表意
义和价值的作品。”

所以，观众们在富春雷的演唱会上听到的大部分都为外
语演唱的曲目。当然，虽然因为语言的缘故，大部分的曲目
内容，绝大部分观众可以说是完全听不懂。但是，语言的隔
阂反而让观众能够更好地去欣赏美声以及富春雷的演唱水
平。

无疑，演唱会也震撼了观众。很多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了真正的美声艺术，更多的人被美声的艺术表现力深深感
染。而听不懂的内容并没有阻碍观众领悟歌曲的真谛。

美声，一生的选择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但是对于富春雷来
说，最值得她去高兴的，不是音乐会如何轰动，而是更多的人
了解了美声。也许，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今天的这场音
乐会，因为对美声艺术有更多的了解，而学习美声，甚至走上
专业从事美声演唱和教学的道路。

富春雷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因为，小时候她也是
因为相似的原因，喜欢上音乐，进而让音乐和美声成为自己
人生的选择。

富春雷出生在一个拥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家庭。父母均
在教育系统工作。音乐虽然不是他们的专项和特长，却是他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富春雷的父亲能拉一手好二胡，
母亲则拥有一副好嗓子。不是音乐世家胜似音乐世家，富春
雷说，她从摇篮开始就是在音乐声中长大。“小时候，父母经
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音乐几乎就是他们业余生活的全
部。”

富春雷对音乐憧憬也就在父母的熏陶下，从小就根植于
记忆的深处。很小的时候，因为听到亲戚说起了上海音乐学
院，富春雷就决定了自己很多年后的志愿——报考上海音乐
学院，让音乐成为自己毕生的选择。初中开始，富春雷牢牢
记着电台里播放音乐的时间。她会掐着时间，赶回家里，只
为了听歌曲。虽然，那些歌曲已经放了一遍又一遍，她依然
不愿意落下，她依然百听不厌。

“那个时候广播里放的音乐，都是革命歌曲，也就是红
歌。而且，那些歌曲是翻来覆去地放，哪里像现在，每天都有
各种各样的新歌出现。但是，我依然喜欢听，愿意每天不停
地听。到后来，电台里的所有歌曲我都会唱。再后来，卡带
出现了，我就多了一个去处——卖唱片的店铺，出了什么新
的我就买回家。”

年少的所有记忆最终浓缩成一本歌谱和一首曲子。那
本歌谱里汇集了当年全国观众评选的最受欢迎的十五首歌
曲。至今，富春雷依然珍藏着这本歌谱。曲子则是李谷一的
经典曲目《乡恋》。富春雷说，她每每听到这首曲子，就回想
起那段岁月。“这么多年了，《乡恋》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曲子。
李谷一老师也成为我最早的偶像。”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在年少时的梦想都能延续。富春雷
的音乐之路也差点在家人的干预下夭折。但是，她本人对音
乐的热爱和信念，以及父母的开明，让她最终赢得了选择的

“权利”。“父亲曾很希望我学医，他不希望我走上音乐之路。
但是，我坚持要走上音乐之路，他们最终也很支持我。”

选择音乐，选择美声，富春雷说她为自己感到高兴和自
豪。当然，还有更让她感到幸福和幸运的是，她的爱人虽然
不是音乐行内的人，但同样是一个对音乐充满无限热爱的

“发烧友”。
“他会好几种乐器，歌唱得也不错。儿子虽然不是专业

从事音乐学习的，但是也有不错的音乐素养。碰上上海有什
么好的音乐会和演出，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到上海去听一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