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是师从周静梅副教授
打下基础

,

而后又
麻青年

女教师柯明
。

也许是年龄的

相近卜 柯老师民主的教学方

法颇中汪敏敏的下怀
,
她感

到磋商的气氛能充分发挥出

自己的特长
。

青年教师示范
‘

能力强
,

汪敏敏能从柯老师

的弹奏中体验到老师的表现

力和感染力
。

每当江敏敏对

乐曲的理解表现得无所适从

的时候
,

活泼开朗的柯老师

会连比带划
,

想尽一切办法

来调动学生的情绪
。

自幼好

强的江敏敏
,

学习十分刻苦
,

在南艺读书期间
,

是高中部

唯昌获得刘海粟奖学金的学

生
。

从南艺中专部毕业后
,

她被分配到苏州
,

担任辅导

小朋友李琵琶的任务
。

今年

月
,

她偶然从报纸上得知
“ 豆 杯中国乐器 国 际 比

赛
”

的消息
,

她萌生了出去
·

闯一闯的念头
,

寄上一盘《高

山流水苏 《十面埋伏 》的磁

带
,

居然得到复试的回音
。

赶京比赛
,

她在弹奏《春
雨 》时

,

充分发挥了 自己朴

实粤然的风格
,

将自己在江

南水乡生活的体驮融入乐曲

之中
,

弹 出了特色
。

主旋律

韵味 , 双轮的力度适中
,

让人

们既能体味出乐曲的高潮
。

又能品味出江南雨的轻柔
、

缠绵
,

用内劲贴切地表现出

《春雨 》的内涵
。

一曲弹毕
,

博得了
“

表现朴素
、

自然
、

细腻
”

的好评语
。

荣获琵琶青年亚余组一

等奖后
,

汪敏敏十分感激柯

老师三年来的精心指导
。

岁
,

这是一个多彩的年华
,

汪敏敏刚刚品尝到胜利的喜

悦
,

她期待着更大更多的奖

章
,

来装饰 青 春 美 好 的 年

华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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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萨气别附
不辛,朴﹄厂

‘

了﹃劝勺
、一口

、一首卜
︸

一甘哪︸叫鹅少
‘

﹄

城一一子

记汪敏敏事在人为
一

一

僵
年仅幼岁的汪敏敏是苏

州市沧根区少年宫的琵琶老

师
。

这位生长在江南古城的

姑娘没有当今女孩子惯有的

娇柔和崇尚时髦
,

纯朴
、

内

秀的性格使她选择了遭受冷

落的民族器乐
。

也许得益于父亲颇有灵

气的遗传因子
,

一

岁的小敏

敏
,

手捧小柳琴在无师 自通

的父亲指点下叮叮咚咚地弹

奏起来
。

岁那年
,

父亲感

觉小敏敏夭赋悟性好
、

乐感

强
, 就让地继学琵琶

。
一

工 岁

那年汪敏敏获得了苏州市少

儿民族乐器比赛第一名和市

小百灵器乐比赛二等奖
。

初

中毕业前夕
,

听到南艺中专

部招生的俏息
,

她即匆匆赶

到南京应试
,
专修琵琶

。

古筝新蕾
记朱蕾

丝 经 妙 丝 认
汪敏敏为了表现出江南雨的

新浙沥沥
,

将在原带轮的演

奏方法上改用一小节以点为

主 , 一小节用全轮将雨点连

成线
,

层次清楚
,

别具一格

地将江南绵绵春 雨 表 现 出

来、 乐曲尾声
,

她细腻地弹

奏出江南丽区别于北方雨的

亦 青

月 名 日中央电视台播

放了 “ 杯中国乐器国际

比赛
”

获奖选手音乐会实况 ,

观众对一位演备
’

占筝的小不

点儿那娴熟的技巧
、

多变的

指法和演奏家般的风度赞叹



不己
。

她
,

就是这次 比赛古

筝少年业余组桂冠得主
,

南

京的 岁小姑娘朱蕾
。

小朱蕾 出生在一个爱好

文艺的普通工人家庭
。

岁

时朱蕾就已是颇有声誉的南

京空军
“

小百灵
”

艺术团的小

台柱了
。

朱蕾的艺术天赋
,

使她

的父母下决
』

合为她选择了学

习音乐的道路
。

朱蕾第一次

见到绷着数十根琴弦的古筝

时
,

用她那双灵巧的小手抚

弄着琴弦 , 那一串串美妙
、

悦耳
、

动听的乐音
,

使她油

然发出雀跃的欢笑
。

从此
,

她投于南艺教师阎爱华的门

下
,

开始学习古筝
。

由于年 龄 和 文 化 的 局

限
,

朱蕾对音乐语言的理解

受到限制
。

对此
,

阎爱华除

了力求用儿童语言形象地讲

授筝的演奏基本指法外
,

还
根据朱蕾 自身的特点

,

请教

南艺教授涂永梅共同为朱蕾

编写适用而具有针对性的教

材
,

并给予严格训练的具体

指导
。

在训练中
,

他们把曲

目中难度大的扫
、

摇
、

点、

压等演奏技巧化整为零
,

逐

句逐段地进行分解施教
,

加

强朱蕾对作品的表现能力
,

以至使她的演奏技巧 日趋娴

熟
,

处理作品的感情色彩 日

渐丰富
。

爱好加勤奋
,

也许就是

人们常说的灵气
。

朱蕾 自从

接触古筝后
,

就表现 出大人

才有的 自觉性
,

在筝前一坐

便是五
、

六个小时
。

开始
,

她那没戴弹筝片的左手指
,

因炼习弹
、

拨
、

划等指祛
,

细嫩的指尖磨破了
,

但她仍

顽强地坚持练琴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小朱蕾终于闯过了

这一关
。

梅花香 自苦寒来
,

勤奋

的小朱蕾终 于 露 出 了 尖 尖

角
。

年 月
,

岁的朱蕾

第一次登 台亮相
,

一 曲 《洞

庭新歌 》震惊 四座
,

获得了

江苏省民乐 大 赛优 秀 演 奏

奖 年在扬州
,

又令人刮

目相看地夺走了全国少儿古

筝邀请赛桂冠
,

从而得到了

国内外古筝专家们的关注和

赞赏
。

曹正
、

王世横
、

孙柞

他等前辈由衷地感慨
“

小小

年纪就有翅此水平 ,

可慰可

喜可贺
,

古 老 民 乐 后 继有

人
。 ”同时他们又象爱护幼苗

一样
,

对朱蕾的演奏技巧
、

手法
、

风格给予悉心的指导

和教诲
,

并寄于厚望
。

最近
,

合湾《音乐中国》出版社
,

委

托上海音像出版公司录制了

向海外发行的 《朱蕾古筝独

奏曲》专辑带
。

朱蕾的成功凝聚着老师

的教诲
、

前辈的嘱托
、

家长

的期望
、

社会的关怀
。

她没

有因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绩而

自满
,

也没有在鲜花与赞美
的环境中与同龄小朋友拉开

友谊的距离
。

而是以优秀的

文化课成绩和连续获
“

三好

学生
”

称号赢得老师和同学

们的喜爱
一

,

使她荣获了今年

南京
“
八佳好少年标兵 ” 的

称号
。

‘

丈 当小朱蕾接过 杯

中国乐器国际比赛颁发的奖
杯时

,

她那幼小的心灵感受

到一种鞭策
,

她知道更艰辛

的艺术道路在等待着 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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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全凭
春泥护

协伙万 为零子移
高 虹

我获得这 次 杯 中

国乐器国际比赛二胡少年业

余组第一名后
,

心情很激动
,

多年来那些苦练的 日 子
,

特

别是在我身上倾注了不少心

血的刘逸安老师的形象
,

不

禁一「子涌 入跟帘 ⋯
·

‘
·

当我还在幼 园时
,

就

听说在我同一个幼几园的比

我高两级的段皑皑姐姐的高

胡独奏
,

荣获全国少儿民乐

独奏比赛的银牌奖 , 听到老

师
、

家长还有叔叔
、

阿姨的

对她的称赞
,

我打心眼里佩

服她
,

虽然还从没见过二胡
,

但从那时起
,

我幼小的心灵

里闪出了一个念头 我也要

学拉二胡
。

为此
,

爸爸妈妈

把我送到教段皑皑的刘老师

那儿学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