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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世锦

要不要去参赛
———从张昊辰独奏音乐会说起

! ! ! !上周，第 !" 届（#$!! 年）柴可
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音乐会
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两周后的 %

月 &" 日，第 '( 届（&$$) 年）范·克
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得主张昊辰
又将在大剧院登台，演奏肖邦、贝多
芬的钢琴名曲。

目前全球国际钢琴比赛多达
($$多个，几乎每天产生一位国际
大赛第一名。面对如此众多的国际
赛事，无数学子到底要不要去参赛，
似乎已经成了一道哈姆莱特式的难
题。赞成者很多，反对者也不在少
数。许多人以郎朗为例，来证明比赛
得奖并不重要。确实，郎朗小时候虽
然参加过几次国内赛事，但真正让
他一夜成名的却是 *)))年临危受
命，顶替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演
奏老柴钢琴协奏曲，戏剧性地一夜
成名。

由于现在中国琴童不计其数，
许多家长都抱着望子成龙的愿望，
舍得花大本钱让孩子学习各种乐
器。就如张昊辰，(岁半开始学琴，%
岁登台，+ 岁起先后参加上海市钢
琴比赛、第 "届老柴国际青少年音
乐比赛、第 "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
均获第一名，*)岁那年更荣获克莱
本比赛第一名，从此扬名国际乐坛。
但无数琴童中，能有这种幸运的毕

竟是少数。今天报名参加比赛并不
很难，但要在众多高手林立的比赛
中脱颖而出可谓千辛万苦，压力可
想而知。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考
验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作为演奏家
必须具备的全面素质。
比赛最后的输赢都要由评委来

定夺，而评委则是由不同经历、不同
审美情趣的专家组成，有时甚至会
发生水火不相容的场面。第 *,届国
际肖邦比赛中，波格莱里奇由于演
奏备受争议而在第三轮被淘汰，但
评委阿格里奇为了表示抗议，随即
退席，造成轰动一时的赛场新闻。但
波氏也一举成名，登顶世界乐坛。
综上所述，尽管参赛并不是让

世人发现音乐天才的唯一途径，但
像中国这样音乐生态发展并不成熟
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多去参加各类
比赛，仍不失为一条有效捷径。因此
我们仍应该鼓励有才能的琴童去比
赛，特别要到强手林立的大赛中去
闯荡、去获奖。

! ! ! !钱世锦先生提出要不要参加比
赛的问题，其实对很多年轻家长来说
更纠结的问题是：要不要让孩子学琴。

这些年来的各种耳濡目染，让
许多家长开始对让孩子学琴有了新
的看法。他们注意到孩子多半不愿
意弹琴，也注意到许多琴童在考出
*$级证书后再也不愿坐回琴凳的
现实。*$级之前，已有不少琴童落
马。而一纸 *$级证书，其实仅证明
你曾经是个业余钢琴学生。
进入专业学校学习，让人纠结

的问题就更多和更复杂。学生之间
有层次，教授之间也有层次，学校之
间更有层次。谁高谁低就看你能否在
层出不穷的竞争中最终出人头地。
这是一条充满变数的路。虽然

出现了郎朗、李云迪、王羽佳这样的
出类拔萃之辈，现在又有了张昊辰，
但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概率，实在小

而又小。这座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从
一开始就不断有人中途而退，而无
论你是处在哪个高度。
虽说榜样对望子成龙的家长充

满诱惑，但当家长们在消耗了大量
的财力人力之后，在孩子完全没有
了童年的欢乐之后，在努力前行的
路上不断遇到各种无可奈何的社会
力量之后，许多家长终于明白这条
路并不是自己咬咬牙就可以走到顶
点的。或许这还是在孩子的音乐天
分得到肯定的情况下。
因此，对于少数几个成功者，虽

然人们多半只看到他们面前的鲜花
和荣耀，但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这
份荣誉是来得多么的不容易。郎朗
父亲当年的经历已经众所周知。而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是，有多少家
长可能付出的代价远超朗朗父亲，
但最终却一事无成。

英国利兹国际钢琴大赛的创办
者、评委会主席范妮·沃特曼女士曾
经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作过一个形象
的比喻，说“一个在国际比赛胜出的
选手，就像一个泳者刚从家乡的池
塘游进专业生涯的大海”。这个比喻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想成为一名
真正成功的钢琴家，需要面对的困
难之多是难以想象的。
钢琴演奏最容易上手，却也最

不容易成为高手。平庸的钢琴家多
如牛毛，真正的高手却难得遇见。上
海近年得天独厚的是，舞台上钢琴
独奏会络绎不绝。于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困惑是，究竟如何区别它们之
间的差别。一般听众冲着郎朗、李云
迪的名声前往，音乐会结束后却不
知所云。这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欣
赏。其实任何一位有成就的演奏家，
都有其独到之处。听音乐与学琴一
样，一个音乐家能在众多同行中颖
脱而出，必然经过勤奋多练之路。而
对欣赏者来说，多听与广泛地听也
是必须的经历。否则在名家的演奏
面前，你依然一头雾水。

要不要让孩子学琴
! 沈次农

! ! ! !为了重现斯氏琴和瓜氏琴的音
响效果，后人精心模仿大师们的琴
型和尺寸，并在选材和制作工艺上
狠下功夫，甚至运用先进科技手段，
从声音、材料、工艺、油漆配料等各
个方面，对意大利古琴进行全方位
的分析，并运用到提琴制造中。但无
论怎样，其音色总是略输一筹。
人们传说，斯特拉蒂瓦里用一

种神秘的油漆，能让琴发出独特的
声音。更有人宣称，对意大利古琴的
简单模仿和复制是不可能的。这些
琴不仅仅是一件乐器，它们本身就
充溢着灵性的生命体，是精神与物
质的精妙结合。现代科技可以制造
一部精密机械，但无法创造一个有
灵魂的生命体。
莱奥哈德承认，油漆确实能影

响琴的音质，斯氏琴的神秘油漆配
方确实失传了。借助现代技术，后人
得以更多地了解斯氏琴的油漆配
方，但这种油漆对提琴品质的作用
不应过分夸大。实际上，小提琴制作
没有秘不示人的诀窍，当代的制琴
师仍有可能造出优秀的小提琴。

优秀制琴师首先要具备超凡的
记忆力，要尽可能地记住所有看见过、
听到过和触摸过的经历和感觉，包括

每一把小提琴的特性、每一次制作和
修补的经验教训、甚至每一块木头的
不同特性。这些虚无缥缈、瞬间即逝的
经历和感觉，很难转化为数据，不能变
成图形和表格，也无法被现代仪器所
记录。制琴师要不断地将经年累月的
记忆进行梳理、分析、领会，从而提升
自己的制琴技艺。掌握这种记忆力极
其困难，很多现代制琴师宁愿相信测
量仪器，也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优秀制琴师还必须熟练使用传
统工具。在提琴的关键部位，每一刀，
每一凿，都考验制琴者的技巧和功力。
一般学徒需要十年左右才能熟练掌握
传统工具，而功力的提升则没有止境。
前辈制琴大师正是在工具的使用上，
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技巧。
好琴的关键是木材。适合造琴

的木材有一种独特的“响应”特性，
这种特性无法用科学参数来描述。
优秀的制琴师对好木材有一种“感
觉”，通过触觉、听觉、视觉甚至直
觉，便可确定一块木材的好坏。中国
历史上有“焦尾琴”的故事，也是闻
声知良木，以此获得好琴的例子。木
材确实是好琴的基础，而具备挑选
好木材的慧眼，则是制琴师的能力。
很多现代制琴师放弃了基本功

的训练，转而求助于现代仪器和一
大堆数据，这对制琴技艺的提升没
有多少帮助。很多制琴师还有个缺
点，他们认为新琴需要经年累月的
演奏才能出好声。为了早点卖好价
钱，他们把新琴的琴身做得很薄，使
得新琴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好，但强
度不够，很容易破碎。意大利顶级古
琴的用料很厚重，这样的琴经久耐
用，并且随着演奏家的使用，木头的
共鸣性能越来越好，声音品质越来
越高。现代制琴师不是没有技术，也
不是没有好材料，而是缺乏正确的
制琴理念和等待的耐心。

三百年前的意大利制琴大师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融为一
体。他们走进树林，仅依靠听觉和触
觉，便知道哪块木头能做小提琴。他
们记得每一块木头的特性，每一刀下
去的感觉，每一张面板的弧度、每一
种油漆的特性，每一个模具的尺寸，
每一把小提琴的声音特性，精益求
精，锲而不舍地追求最高品质。

莱奥哈德认为，现代技术要面向
未来，而制琴工艺则要面对过去。现代
人制作的小提琴有可能达到古代大师
的水平，但这需要制琴师自身的天赋
与努力，也需要时间去证明。（三）

重现意大利顶级古琴遥远的绝响
追寻三百年前制琴大师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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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音乐会

! ! ! !去年元旦前后的
&"小时内，本市有两场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演出，两位指挥家分别
是库特·马苏尔和曹
鹏。马苏尔时年 -(岁，
曹鹏 -%岁。本报当时
把两位指挥家的照片
并排刊出。马苏尔虽然
小两岁，却明显老态毕
露，而曹鹏先生目光炯
炯，更显精神。

最近乐坛爆出新
闻：马苏尔于 " 月 &.

日指挥法国交响乐团
时不慎从指挥台上跌
下，音乐会不得不中
止。而 "月 *%日曹鹏
在上海音乐厅指挥上
海交响乐团演奏整场
俄罗斯作品音乐会，下
台后依然精神抖擞，还
拿起话筒对着听众讲
话。非但没有气喘吁吁
之状，还思路清晰，语
言表达准确，足见最后
长达 %,分钟的拉赫玛
尼诺夫《第二交响曲》
并没有把曹老拖垮。

曹老今年 -+ 岁，

是上交 *(,年历史中最
高龄的指挥家。

现场听众见证了曹
鹏先生的精神面貌，以
长时间的鼓掌表示他们
的敬意。然而多数人并
不知情的是，整场音乐
会的三部作品，曹鹏先
生都是第一次上台指
挥，其中《悬崖》还是国
内首演。而下半场拉氏
《第二交响曲》又分量
很重。以 -+ 岁高龄对
三本新总谱进行研读，
还要在排练中传授给
乐队，这么繁重的工
作，即便是 %+ 岁，也属
不易了。

说起这几个作品，
曹老坦承刚拿到节目
时，曾经有过动摇，想过
要改，“作品都长而重，
我担心自己这么大年
龄，体力怕不能承受，当
然更怕影响音乐会质
量，直到排练前还在担
心。但是通过排练，我觉
得很好，很愉快，便坚持
下来了。”音乐会后是三
满意：观众满意，指挥满

意，乐队满意。演完后全乐队都
对着曹老鼓掌，让他感到很高
兴。由于多年没有指挥上海交响
乐团，所以这个乐队对他来说几
乎是全新的，熟悉的脸庞没有几
张。但通过排练和演出，他对这个
乐队大有好感，称赞他们作风好，
修养好。
曹老第一次指挥上海交响乐

团是在 *)%)年，那时曹老在莫斯
科音乐学院留学。*).* 年毕业
后，曹老回国正式进上海交响乐
团任常任指挥，至今已过半个世
纪。-,岁那年，上海交响乐团为
曹老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包

括庆祝从艺 .,周年，让他
感到欣慰。

5/13晚 东艺 密歇根大
学男声合唱团音乐会

5/13晚 贺绿汀音乐厅
顾屹峰二胡独奏会

5/14晚 贺绿汀音乐厅"

15晚 上海音乐厅 法国斯特
拉斯堡打击乐团音乐会

5/15晚 大宁剧院 苏格
兰巴洛克弦乐合奏团音乐会

5/16晚 上海音乐厅 上
音小提琴获奖选手音乐会

5/16晚 贺绿汀音乐厅

华师大夏良作品音乐会
5/17晚 东艺 俄罗斯新

西伯利亚交响乐团音乐会 指
挥：金塔拉斯·林克威库斯

5/17晚 贺绿汀音乐厅

上音合唱新作品音乐会
5/17-18晚 城市剧院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周璇》
5/18晚 东艺 原创芭蕾

舞剧《舞之魅》
5/18晚 上海音乐厅 谭

璐与尼姆罗德·大卫·普费弗钢
琴音乐会

5/18-20晚 文化广场

音乐剧《基督山恩仇记》
5/19上午 东艺 凯·约翰

森管风琴音乐会
5/19晚 东艺 美国伊曼

尼木管五重奏音乐会
5/19晚 上海音乐厅 上

海爱乐乐团音乐会 长笛、指
挥：彼得·鲁卡斯·格拉夫

5/19晚 奔驰文化中心

张宇演唱会
5/20下午 上海音乐厅

上海民族乐团二胡音乐会
5/20下午 贺绿汀音乐厅

王永德教授师生二胡音乐会
5/20晚 东艺 上海芭蕾

舞团《花样年华》

! ! ! !问!家中的双声道

音响的声音效果一直

不很满意#不知道问题

出在哪里#能指导一下

该如何更换器材吗$

答! 音响器材的
搭配有个“系统环链”
的概念，可以理解为
系统是由若干“链条”
组成。如果搭配合理
的话，意味着每个“链
条”的质量是相近的。
此时“性价比”最高。
也有可能其中一件配
置不妥，出现“薄弱”
的链条，影响到系统
整体音效的正常发
挥。

对成套器材，在没
有经验的情况下要找
出薄弱环节有一定的
难度。实用的方法多半
是用替换法来试验。如
果有条件，请先试着更
换功放，感觉一下是否
有改善，再不满意的话
可以替换音箱，如此试
验下来应该能够得到
满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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