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漫 步 乐 林 异域风情

今年3月下旬我应邀到纽约的

曼哈顿和茱莉亚音乐学院讲学指

导大师课，此行感触颇深。首先,

这两所世界著名音乐学院大提琴

学生的才能和演奏水平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茱莉亚的

学生，的确是具有很高的音乐天

赋和技术功底，而且自学能力极

强。

走进“茱莉亚”

——音准，不是问题
一位“茱莉亚”的美国女生

在大师课上为我演奏了《所罗门

狂想曲》，整个演奏除了有点偏

于理性及缺少些揉弦和音色的变

化外相当完整。但令我真正感到

意外的是她的教授Richard 

A a r o n 告诉我，这个乐

曲他只给她上过一次课，

在美国，这也就意味着只

是一个小时的课而已！只

上了一堂课学生就能达到

如此水平！我不由自主地

联想到同样的乐曲，我得

花多少时间和下多么大的

功夫才能教会我们的学生

掌握它呢？！ 此外，回

想起来在整个上大师课期间我完

全没有意识到“音准问题”的存

在。大师课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

是围绕在音乐结构、线条，乐句

的走向和音乐诠释方面，当然，

右手的发音及音色的变化也是涉

及到的话题，然而，在国内上课

中时时刻刻困扰我的“音准

问题”却是唯一无需涉及

的，因为这些大提琴学生

的音准都精确！事实上，

我再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存在是当我回到上海，

恢复上课时，旧的记忆才

猛然被“唤醒”。这使让

我联想到在纽约感受到的

清新空气和蓝天、白云⋯⋯纽

约-上海，同样是有着2千万人

口的大都市，同样拥有那么多的

汽车，为什么那里没有我们所面

临的颇为严重的环境和空气污染

问题？同样演奏大提琴，为什么

那边大提琴学生的音准就这么精

确，而我们的大提琴学生却普遍

存在着严重的音准问题？这虽然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现象，但其中

是否有着某些类同的问题因素

呢？

“茱莉亚”的“韩流”

——卓越的才能和投入
韩国裔学生的出色表现再次

让我感受到“韩流”的强力存

在。我在茱莉亚和曼哈顿音乐学

赴纽约茱莉亚赴纽约茱莉亚

和曼哈顿音乐学院讲学有感和曼哈顿音乐学院讲学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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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er教授同样

也看出了她的问

题，也做了她的

工作希望她改进

右手的发音方

法。这次正好借

我这个“外来和

尚”再助他一臂

之力，促进和加

强这位韩裔女生

调整方法的内心

愿望。

两所学院学生的共性

——艺术水平高 文化水

平更高
我们都知道，大师班的讲课

基本上只能起到蜻蜓点水的作

用，但有时候是会有这样的情

况，多几个“外来和尚”强调相

同的问题，学生们就会对所提问

题更加给予重视。此外，我还注

意到了美国教育体制及文化大环

境下培养出的“通才现象”。例

如，目前就读于茱莉亚附中的一

位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生在大师

课上演奏了肖邦大提琴奏鸣曲第

一乐章。我认出了这位去年在瑞

士小老柴大提琴比赛中进入半决

赛的她和她的母亲，一位二十几

年前移民美国的上海人。这位华

裔女生的演奏同样很出色，非常

有乐感，非常投入。我认为她如

果在右手运弓方面再讲究一些，

再多下点功夫，将来完全可能成

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

家。但从她母亲口中得知，她女

儿不但学习大提琴，而且钢琴的

演奏水平也同样达到了相当的高

度，曾与著名的纽约爱乐合作在

乐团为少年儿童演出的专场音乐

会中演出过钢琴协奏曲。与此同

时，她的文化课也好到足以考取

美国一流的高校！听她母亲说她

女儿很可能会选择后者作为附中

毕业后的去向。这个现象十几年

前当我生活在休斯顿时就注意到

了，当年我认识一位学小提琴的

华裔男生和一位学钢琴的韩裔女

生，两人各自的演奏水平都达到

了极高的水准，都在全美级的比

赛中获过奖，但最终却都堂而皇

之地考进了哈佛大学，一个学

医，一个学法律。

两所学校的大提琴招生
最后顺便提一下，从两所音

乐学院的教授口中得知，茱莉亚

音乐学院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地3

百多名大提琴学生报考，经录像

筛选后仅剩下120人有资格参加

面试，最终录取18人，其中本科

生10名，研究生8名。曼哈顿音

乐学院今年有91名大提琴学生报

考，最终录取本科和研究生共17

名。M

院的大师课中共听到四位韩裔学

生的演奏。去年在瑞士举行的

“小老柴”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获

第一名，来自茱莉亚附中的那位

韩裔小伙子也来听了我的课，他

的姐姐在大师课上为我演奏了贝

多芬第三奏鸣曲第三乐章。在我

看来她同样是一位具有很高音乐

才华和扎实基本功的学生。她演

奏的非常有乐感，非常投入，但

右手的音色变化略嫌不足，有时

发音中缺少“核心”或者说 “聚

焦点”。在某些乐句中，她演奏

的乐句线条或音乐的走向受到

了因弓段用力不合理而产生的

干扰，进而破坏了乐句的正常

shape和走向。

在曼哈顿音乐学院，一位韩

裔女生为我演奏了舒曼A小调协

奏曲第一乐章，又是一位才华横

溢的韩国人！她的演奏同样非常

乐感，技术上同样没有任何负

担。她是曼哈顿音乐学院副院

长、大提琴教授David Gaber 的

学生。Gab e r教授在我讲课之前

就特地向我提到了他的这位韩裔

学生，说起她的右手持弓和用力

方法还没有完全达到令人满意的

状态，特别希望我在这一方面给

她些建议。我当然遵命在上课

时着重在这方面向她提出了些

建议，并当场验证效果。可喜

的是她反应挺快，做出来的效

果很好，这就皆大欢喜啦！为

此Gab e r教授在我回国后给我的

email中还特地提到他的这位韩裔

高才生现在非常认真地在按我给

的一些建议练习右手发音，很认

真的在进行调整。其实，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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