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建筑 一 音乐
、

声学
、

建筑 》 评介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项端祈高级工程师撰写的

《音乐建筑 一 音乐
、

声学
、

建筑 》 一书已于 ���� 年

� 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

这是一本内容丰富

的参考书
，

它提供了大量有关音乐厅
、

歌剧院
、

多功

能剧院
、

琴房教室和排练厅
、

音乐录音室的声学设计

资料
，

并配有精美的插图和照片
�

建筑师和建筑声学

工作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参考
，

其中包括国

外的和国内的
，

国内的多来自作者多年工程设计的实

践经验
�

音乐建筑设计涉及音乐
、

声学和建筑诸多方面
，

是比较特殊的建筑类型
�

由于音乐欣赏带有相当大的

主观性
，

故要满足使用者的要求
，

除了已掌握的音质

基本物理参量和与之相应的建筑措施外
，

还需考虑不

少不确定的或未知的因素
�

但不能因此而认为音乐厅

的音质设计成功与否要
“
凭运气

” ，

是
“
黑箱作业

” �

本书所总结的一些设计经验和教训
，

无疑对今后的设

计有积极推动作用
�

我国在音乐厅设计方面还刚刚起

步
，

加上民族音乐有其自身的特点
，

因此极需要这一

类的著作
�

本书所提供的国外形形色色音乐厅设计
，

给我们

一个很重要启示
�

音乐厅设计从建筑上看固然也是一

项工程性的创作
，

但不能脱离它的重要使用内涵
，

否

则只重形式
，

忽视功能
，

便不会是成功之作
�

大家熟悉

的悉尼歌剧院音乐厅设计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
。

它的造型之美及与环境之良好配合
，

是近世少有的成

功
�

但是长期来音质不佳
，

后果严重
�

据人民 日报 ����

年 �月 � 日报导
� “
自����年建成以后

，

对室内音质

设计的非议一直不绝于耳
�

悉尼交响乐团抱怨音响效

果太差
� ”
又据世界 日报 ����年 �月 � 日报导

� “
常

驻歌剧院的悉尼交响乐团更威胁
，

如果音乐厅不重新

设计
，

将抵制在此演出
，

并考虑迁往其它场所
” �

《世

界建筑 》 ���� 年 � 期 ��� 页 �报导
� “

悉尼交响

乐团一些成员最近指责歌剧院的声学歪曲了他们的音

乐 � 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终止了悉尼歌剧院的世界

遗产的申请
� ”
事态之严重

，

可想而知
�

想当初
“
大量

资金花费在建筑外部
，

室内因资金缺乏而装修简陋
”

�录自上述同期报导 �
。

我读了本书还联想起两个问题
�

第一是设计人如

不从书中寻找灵感和启发
，

不明其真谛
，

而只是照抄

又限于技术和经济条件
，

结果可能会复制成一个
“
假

冒次品
” �

所以希望建筑界阅读本书时不要忽略有关声

学内容
�

第二是声学顾问如根据最新音乐设计原理提

出一些要求来
，

往往要打破一些建筑设计上的常规或

传统做法
，

这就向建筑师提出了挑战
，

是考验设计水

平和艺术修养的时刻
。

书中介绍的一些成功之作
，

往

往都能体现建筑和声学两方面高水平的合作
�

�同济大学声学研究所 王季卿�

中国声学学会四届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敦煌召开

中国声学学会 四届 四 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甘肃省敦煌市召开
。

有 ��人出席会议
，

会议由副理事长候朝焕院士主持
�

各工作委员会和分会汇报了 ���� 年度的工作
，

将各

自办会的经验在会上进行交流
，

并就今后学会工作如

何开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
秘书长宗健高级工程师汇

报了学会办公室 ���� 年度的工作
�

《声学学报 》 编

辑部
、 《应用声学 》 编辑部派人列席了会议

�

并汇报

了办刊情况
�

会议重点讨论了 ���� 年分会换届改选工作及总

会理事会换届的工作进程
�

根据我会章程每四年换届

的规定
，

在换届之前要先进行理事会换届
，

会议决定在

���� 年 � 月底前总会在原理事会理事中推选出 ���

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候选人
� 各分会要在 ���� 年 ��

月底前改选完毕
，

并推荐出 ���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

候选人上报总会
�

总会将根据各分会会员人数按比例

�� ��卷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