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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振宇：
我算是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师

新闻晨报·周到：都市人快节奏压力大，你觉得音乐
是自己平时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吗？

李振宇：在我看来，音乐更重要的是一种享受方式，
就是 enjoy 音乐，而不是靠它放松，至少我个人不完全是
把音乐当做一种放松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享受音乐还是
蛮紧绷的。比如说，我上次在“馄饨皮”听了一场马勒的
《第六交响曲》，这个听完了以后，其实你人是不放松的；
而你听了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可能人就感觉很轻松。

新闻晨报·周到：你平时会选哪些曲子来听？
李振宇：现在我选得最多的曲目第一当属巴赫，巴赫

是我非常喜欢的作曲家，他很了不起，对乐理有根本性的
和革命性的推进，我听过盛原老师现场演奏的《哥德堡变
奏曲》（90 分钟）； 交响乐方面， 我一直喜欢贝多芬的作
品，“贝九”现场听过四个版本，有柏林爱乐、北德交响乐
团、意大利斯卡拉、上海歌剧院等。当然，我现在的音乐曲
目菜单扩大了，我开始对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感兴趣。也
包括其他很多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比如马勒、比才、肖邦、
威尔第、莫扎特、海顿、维瓦尔第，等等等等。

新闻晨报·周到：你曾经担任过“中国建筑师好声音
大赛”评委，并谈到“建筑和音乐一样，都是可以给人们带
来幸福的”，那么，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区别在哪里呢？

李振宇：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建筑师做建筑设

计时，他会受物理条件的限制，有具体功能的承载，比如
说我们现在要造个会堂，地皮只有这么大，但是要容纳一
千人，每平方造价控制在多少？建筑师要面对很多现实的
挑战。但是对于音乐家来说，他所要挑战的就是他自己的
作品和前人的作品———我要跟百年前的马勒不一样，我
跟拉赫玛尼诺夫不一样，我也不能跟谭盾一样，我要做出
有新意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新闻晨报·周到：在人们的传统印象当中，同济大学
建筑系属于工科专业，在与同事们交流当中，你会和他们
分享古典音乐吗？

李振宇：我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大概有一百多位老师。我自己知道的就至少有 10 位以上
的老师是那种要去现场听音乐会的爱好者， 个别老师是
发烧友，还有大专家。比如说，今年 90 多岁高龄的王季卿
老教授，是中国建筑声学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徐风教授，
他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上音歌剧院的建筑施工图设
计总负责人，也是宛平剧场的项目设计总负责人，专业工
作跟音乐紧紧连在了一起。徐磊青教授，他是著名的乐评
人；青年教师朱怡晨博士，她是从 5 岁开始学钢琴，是业
余中的高手。

我担任院长时还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为
学院添置了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放在地下空间，谁都可
以去弹奏。为了这架钢琴的去留，学院的青年教师还和我
有过交流。如今，这架钢琴一直有人去弹，已经成为学院
艺术文化的一部分。

新闻晨报·周到：你认为自己算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
师吗？

李振宇：我算是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建筑师吧！我觉
得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相通的，而鉴赏艺术也是相通的。
参加音乐会，一般来说，我都能从头到尾欣赏全过程。

文/晨报记者 严峻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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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柏林爱乐乐团来沪开启在上海的演出和文化交流之行。对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原院长李振
宇教授来说，柏林爱乐乐团是他非常喜欢的演出团体，在德国柏林留学期间，他就经常去参加包括柏林爱乐乐团
在内的各种音乐会。

这次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一座难求，李振宇抢到了两场音乐会门票，他告诉记者：“去音乐会，对自己来说是
一份新的知识拓展及感悟。而这些顶尖的艺术家，值得你去现场亲眼看一看。”

作为建筑系教授和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李振宇认为，艺术都是相通的，音乐与诗画是相通的，而古典音乐与
建筑之间也有相通之处。

古典音乐与建筑之间，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

在德国深造期间，开始近距离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

1999年到 2001 年期间，李振宇受
国家公派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
资助，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柏林工大
留学。正是在德国深造的这段时间，使他
开始近距离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
“我去的时候 35岁，当时学校有一

门课是专门针对外国学生的，叫做德国
文化课。原先是德语课，后来随着大家德
语水平普遍都提高之后，就变成一门德
国文化课，主要是介绍德国的历史和艺
术等各方面情况。”
当时，学校有一位老师叫艾尔玛·恩

格斯，在李振宇的眼中，这是一位非常博
学的师长。“他特别热爱古典音乐，对于
交响乐和歌剧尤其喜爱，他向我们这些
外国留学生推荐柏林爱乐，而且他会逐
一进行解释———柏林爱乐好在哪里？卡
拉扬（水平）怎么样？后来接替他的阿巴
多怎么样？”
在文化课上，艾尔玛老师给李振宇

和其他同学讲得非常生动，他带留学生
们去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会。
“最开始是听歌剧，一上来我们肯

定是似懂非懂，经过老师的解说你慢慢
就知道了，比如说男高音和女高音，比如
说乐队，比如说他是怎么处理的，原作是
什么样的一种背景，这样对音乐的历史
和文化也有所了解。”

李振宇告诉记者，自己当时最喜欢
的有三位音乐家：“第一个音乐家是柴可
夫斯基，尤其是看了柴可夫斯基作曲的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把各种各样的音
乐舞蹈风格串起来，比如西班牙舞曲、中
国舞曲都组织在一起；第二个音乐家是
约翰·斯特劳斯，在德奥音乐当中，约翰·
斯特劳斯的许多作品，包括《蓝色多瑙
河》在内，是非常雅俗共赏的；第三个音
乐家是贝多芬，是交响乐的高峰。我们有
机会现场听了合唱交响曲，也听了贝多
芬第三交响曲和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不过，艾尔玛老师告诉李振宇：

“你喜欢的这三位音乐家都不搭，
三个人不是一路的，别人要喜欢
贝多芬的话，可能跟他喜欢斯特
劳斯不是一回事。”
据李振宇回忆，当年他其

实还问过艾尔玛老师一个问
题———莫扎特和贝多芬哪个更
伟大？艾尔玛老师就开玩笑说：
“你问的是个美国式问题，只有
美国人才会去比较莫扎特和
贝多芬哪个更伟大。在我看
来，贝多芬就是贝多芬，莫扎
特就是莫扎特。我们没有必要
去比较这些音乐家，因为他们带
来的是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作为建筑师，李振宇认为古典音
乐与建筑之间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节奏感。因为

音乐是由小节组成的，不管你是以什
么速度，不管什么拍子，它这个节奏
是持续的，基本上能够贯穿整个一个
乐章，而我们建筑都是有结构的，建
筑有柱有墙，比如说太和殿的建筑，
它就是个九个开间，那么这间与间之
间构成了建筑的整体。
第二，建筑和音乐之间有个共通

的地方，就是比例。音乐离开了比例就
不是音乐了，所有的音阶都是由振动
频率的比例关系构成；而建筑也是特
别讲究比例，不管是黄金分割，是渐变
还是均衡还是重复，它都有一个比例
关系在里面。
第三就是时空关系。音乐叫做瞬时

艺术，从某种程度来讲，建筑它也是跟
时间相关的一个艺术，它不仅仅是一个
静态的照片，而是你徜徉在这个建筑当
中，你在你使用这个建筑或者你在里面
起居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整个空间，不
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所给你的影响。
我觉得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第四点，音乐是有色彩的。
李振宇笑着告诉记者，不过自己目前
还未达到这样的鉴赏水平。“不同的
调就有不同的色彩，我们建筑也是讲
究不同的色彩之间形成和谐和对比。
所以我想，就这四个方面来说，
应该能感受到建筑和古
典音乐之间是有相通
之处的。”
李振宇长期从

事建筑学教学和
设计实践工作，古
典音乐给他的工
作带来哪些影响
呢？李振宇对此
表示：“实际
上，有意无意
的我们都会用
到跟音乐相
通的地方，有
些案例是比
较务实的，
而有些案
例是超脱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