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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
,

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筝教
师及学员相聚在山 西 太原

,

参加 由 《中国古筝音 乐
网 》主办

,

, 演奏家 》杂志社
、

北京筝和天下艺术
科技有限公司

、

北京天艺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
协办的筝艺名 家古筝艺术大型 系列活动

以
“

探梦春秋筝乐
,

寻华夏文明摇篮
”

为主题的
本次活动

,

本着弘扬古筝艺术
,

推动中国民族音乐发
展的 目的 通过向广大古筝爱好者介绍大师级古筝名

家的精湛技艺
,

让所有对古筝音乐充满热爱的人能够
近距 离亲耳聆听古筝大师演绎古筝音乐的真谛

。

活动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教授周望教授
、

西

安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曲 云教授
、

留英博士孙卓女
士

、

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李宜铭女士做客龙城太原
。

每天上午是一位专家的专题讲座
,

下午是让参加活动
的学员自愿上 台演奏

,

再 由专家根据学员的表现
,

进
行现场点评

,

进一步的解决一些技术和音 乐上 的问

题
。

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
,

这些名 家给参加活动的古

筝学友和老师们 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古筝大餐
。

一一编者按

回去
。

虽说这个会议大厅还能再摆上五六十台筝
,

但

考虑到专家们在台上讲大课
,

后排的学生听讲的效

果很难保证
,

我们必须对每个学员负责
。

讲学活动开始之前
,

学员们都在埋头做课前
“

热

身
” ,

每人一筝
,

千指齐舞
。

由于来参加活动的学生

属于不同流派
,

南腔北调
,

混为一
“

坛
” ,

整个大厅

好不热闹
。

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
,

很多演奏者却能

旁若无人
,

心境如水
,

各 自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

百筝课堂 蔚为壮观
这个黄金周中

,

记者可谓饱享筝乐餐餐
。

初到太

原活动场地 —煤炭宾馆会议大厅
,

人未到场
,

却先

闻筝声灌耳
。

近 台古筝摆在酒店的大厅里一起鸣

响
,

其情景真可谓蔚为壮观
,

让记者着实地吃了一惊
。

一了解才知道
,

这就是这次活动的教学场地
。

像这样

壮观的培训课堂
,

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
。

“

筝艺名古筝艺术系列交流活动
”

今年举办的是第

三届
,

较之前两届
,

规模明显大了许多
。

学员的人数

和水平也高于往届
。

主办方的王津兵先生告诉记者
,

本届还有很多学生要来
,

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都挡了

专家篇之教学有道

曲云叙挽 伶统攀掌渐狱邃定

月 日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师资培训的课程

作为此次活动第一位出场授课的专家
,

曲云教授刚

一上台
,

很郑重地对大家说道
“

在座的有很多老

师
,

包括我自己在内
。

我认为
,

我们从事古筝演奏
,

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
,

我们做古筝老师等需要严

谨
。

如果你的节奏错了
,

手法错了
,

那就是害人害

己
。

因为古筝演奏往往是一错便是一片
。

教师首先

要 自己弄明白再去教别人
,

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 ”

曲云教授之所以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

是另有缘

由的
。

活动开始之前
,

曲教授便早早地坐在台下
,

向学员们了解了她们演奏时存在的问题后
,

有感而

发的
。

课堂上
,

对她在课间发现的问题
,

逐一讲解
。

这次来学 习的老师们大部分来 自基层
,

曲教授认

为
,

大部分学员的水平还不错
,

有些甚至并不比专

业院校的差
,

他们的学习精神很让人感动
。

曲云教授主要讲授了她多年精心创作的 《香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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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鼓 》及 《赚
·

梅花吟 》等在国内古筝音乐行业中

的知名曲目
。

令人感动的是在活动之前
,

她将 自己

创作作品的手抄谱提供给这次参加学习与交流作为

学习资料
。

曲老师说
,

她为了这次活动
,

在授课的
’

选曲方面格外用心
,

若选得简单了
,

怕各地的老师

们
“

吃不饱
” ,

若选难的
,

又担心地方特色太严重
,

怕其他地区来的学 员接受不了
。

所以
,

开场曲目她

还是选择了大家熟悉的
,

她的作品 《香山射鼓 》
。

记者在现场里了解到
,

很多学员们都是第一次这

样近距离的聆听名家讲解
。

从曲目的演奏技法到表现

形式和创作背景方面都进行了很细致的阐述 , 现场解

答学员提问
,

使大家受益匪浅
。

不管是对初学者还是

具有一定基础的学员
,

对每个学员提向
,

曲老师都会

耐心细致的讲解
。

在短短几天的交流中
,

曲云教授讲

解的古筝曲目多达十几首
。

学员们赞叹道
,

几天的学

习
,

不仅学到了很多演奏演奏技巧
,

更深深感受到了

老一辈古筝名家的谦和以及对古筝艺术的造诣
。

曲云教授在跟记者谈起古筝时
,

感慨颇深
。

她

告诉记者
,

现在的古筝老师太多了
,

而且业余教育

只重视考级的应试曲目
,

而真正传统的曲目却渐被

渐渐遗忘了
。

这是不应该的
。

所以
,

我们肩负着拯

救各 自流派的传统艺术的任务
。

我来 自陕西
,

那里

是中国筝的发源地
,

有着很悠久的历史
。

我们的老

一辈艺术家们
,

几乎用尽一生精力给我们留下 了那

么多的精辟之作
,

如今却逐渐在被越来越多的应试

曲目所替代
。

像曾经的 《闹元宵 》
,

如今就几乎已经

没人再弹 了
。

我们当老师的
,

一定要将传统的 曲 目

搬进课堂
,

让更多的学生知道
。

周妞救授 推为老师 定契全面
月 号的深夜

,

当所有的学员在结束了一天的

学习进入梦乡的时候
,

凌晨时分
,

周望教授和李宜

沱老师不顾身体不适
,

带病赶到 了活动的现场
。

她

们一下飞机就径直询问活动的 日程安排
,

在从机场

到驻地的路上
,

一直都在不厌其烦的沟通活动交流

的内容
,

了解学员们的学习需求
,

虽然已经是深夜
,

但还是认真地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
,

次 日一早
,

就
开始了与学员的古筝技艺交流

。

她们的敬业精神让

我们不得不感动
。

在这次活动中周望教授针对在专业院校教学中

的许多教学方法和古筝表现技法作了详细的讲解
,

并且详尽的示范和演奏
,

让学员们认识到了许多的

学习中的问题以及盲点
。

通过对 《临安遗恨 》
、

《秦

桑曲 》等曲目的细致讲解
,

让所有的学员不仅在以

后的学习中掌握了更多的演奏技巧和技法
,

而且在

音乐的表现力和理解方面真正的感受到了名家如何

处理这些曲目的真谛
。

周望教授不仅在曲目演奏上

进行系统的讲解
,

而且在曲目的理解和创作过程中
所表现的丰富感情和思想都作了诊释

。

从她的讲解过

程中一句句经典名言
、

一段段引古论今的故事生动入

情
,

真不愧是一位多才多艺
、

知识渊博的古筝名家
。

周望教授告诉记者
,

作为一名古筝老师
,

要不

断地 自我提高
。

搞教学需要全面
,

不能局限于一个

流派
,

无论原来的起点如何
,

自己要要求自己广取

众长
,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

全才
” 。

现在许多人
,

学

习古筝都比较心急
,

他们在演奏的规范性和必要师

资培训都没有跟上
。

由于学习古筝的学生人数较多
,

偏远地区没有好的老师
。

所以我很愿意来到地方机

构
,

把 自己所学的知识和 自己演奏的经验传授下去
,

让更多的老师掌握更多的知识
,

以免误人子弟
。

地方上的很多老师都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
,

所

以很多东西还不是深入 了解
。

这样在教学上就难免

存在欠缺
。

她希望 多举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

给墓层

老师们多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
。

古筝学习不仅是演

奏技术的问题
,

还有很多是文化和音乐的知识问题
。

让他们知道音乐应该是怎样的
。

让他们发现 自己的

不足
,

从而快速的提高
。

教师的水平提高了
,

教学

的质量才能真正提高
。

最后
,

周教授通过本刊对正在学习古筝对学生

们说几句话 基本功一定要加强 有些学生
,

只练

习了几个月
,

就敢弹八级
、

九级的曲目
。

古筝虽然

很容易上手
,

但要真学好却特别难
,

想弹得好就更

姻叻咬匆艘到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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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了
。

另外
,

学习音乐主要的目的是为提高素养
,

学

习不能急功近利
,

学习期间先学好文化课才是根本
,

真正能够成为演奏家的毕竟是极少数的
。

抓卓
、

事宜浩 年桂新挤力
孙卓老师是与筝艺名家活动合作多次的海外年

轻专家
。

在受活动组委会的邀请之后
,

月 号匆

匆从英国回国
,

不顾时差的劳碌就赶到了太原
。

一

到活动现场便投人到和学员的交流中去
,

教大家弹

奏 《弦板调 》
、

《乡韵 》等经典曲目
。

在活动中孙卓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国外学习

中许多前沿的民族音乐理论
,

以及中国古筝音乐在国

际上的影响和前景
。

还对学员关心的许多曲目从古筝

的演奏方法到表演中的表现形式
、

技巧上逐句逐段的

讲解
,

让大家大开眼界
。

孙卓在国外的学习中通过自

身的不断努力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
,

以融合中西方的

音乐为一体的理念也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学习感触
。

记者在与孙卓老师聊天时
,

觉得她是非常博学
。

对筝文化在国外的发展也很有见解
。

她告诉记者
,

在国外教学时
,

如果真的将中国本土原汁原味的传

统音乐搬上课堂
,

学生们就会非常疑惑
,

因为他们

不能够理解
,

他们对中国传统乐曲的概念很模糊
,

比较熟悉的也都是 《梁祝 》之类的那个年代传到国

外的乐曲
。

所以
,

我们有时也很无奈
,

只能将传统

文化经过包装
、

改 良之后
,

再教给他们
。

当问到外国学生对中国古筝的接受程度
,

能否

理解中国文化时
,

孙卓老师很肯定地说
,

能
。

因为

在伦敦
,

学生们会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
,

比如印度

的古乐
、

日本筝
、

还有其他国家的传统乐曲
,

所以
,

他们的接受能力非常强
,

基本上我在课上示范一次
,

他们就能跟着弹出那种韵味
,

而且弹奏得水平和我

在中国教的学生不相上下
。

李宜铭老师从师于周望老师多年
,

深得古筝名

家多年的精心指点
,

在这次活动中将 自身的古筝教

学和古筝音乐的许多学习心得与学 员们倾情交流
。

带领大家对专业古筝曲目和技法进行了深人的探讨
,

她认真和谦逊的教学态度深得每一位学员的喜爱
。

李宜铭 对记者说
,

这样大型的活动很少见
,

一

般古筝的教学都是一对一
,

最多也就是十多个人左

右
,

所以
,

当自己进到会场
,

看到这样的场面
,

有些

吃惊
。

同时也觉得这活动办得真的很不错
,

很成功
。

学员篇之
‘’

不只是学习
”

在每位参加活动的学 员眼里
,

这次到场的筝艺

名家们都是他们心 目中的偶像
。

当偶像站在台上
,

为他们细心讲解时
,

他们除了激动就是认真学习
’

。

课间时
,

学员们总是不肯休息
,

纷纷围到台前
,

与

专家们亲密接触
,

有的不断提出自己的各种问题
,

也有忙里偷闲的抢着与专家拍照留念
。

几位专家在

那里可是绝对的明星啊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
,

这次活动最小的学员中
,

有一个竟是刚读幼儿园的孩子
。

当初家长带她来报

名时
,

被主办方婉言谢绝了
,

可是这个执拗的小姑

娘却怎么也不听劝解
,

一定要来参加
。

由于主办方

实在不忍再上孩子和家长为难
,

无奈之下
,

收下可

这个
“

特殊的学员
” 。

为了对其负责
,

因为她年龄太

小
,

听不懂大课
,

主办方只能给她一些
“

特别
”

的

照顾
。

奇怪的是
,

这个孩子竟真的能和大学员们一

样
,

坚守在 自己的
“

筝位
”

上

学员中年龄最大的
,

要属山西省艺术学校的史

老师了
。

尽管她已经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
,

现场就

有很多老师都是她的学生
,

可史老师依然来到现场
,

认真聆听专家的讲课
。

她说
,

做老师的
,

就要活到

老
,

学到老
,

不断地充实自己
。

来自太原的王老师
,

不但带领着自己艺校的学生

前来学习
,

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

还主动利用

自己午间的休息时间
,

为大家调试那百余台学习用筝
。

学生们拿着工具
,

一点一点地认真地调试每根琴弦
,

其

精神就很令人感动
。

那可是纯粹的奉献精神啊

一叱 姻峨 组性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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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

这一次活动中
,

他们不只是学到了精妙的古

筝技巧
,

更学到了很重要的一堂人生课
。

因为
,

他们有

着很好的榜样
,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最后都会对记者说
,

这些专家们真的非常敬业
,

即使拖堂
,

也要把所有的知

识教给我们
,

像曲云老师
,

最多的时候
,

拖了一个多小

时
,

连午休时间都占用了
,

我们真的非常感动

家长篇之
“

半个专家
”

在课前准备过程中
,

记者见到一名学生家长正

在大厅内为自己的孩子和各位老师们合影留念
。

开

课之后
,

他又拿出摄像机拍摄起来
。

不料
,

他的行

为
“

违规
”

了
,

被工作人员请到了门外的休息室
。

记

者见状也跟 了出去
,

与这位临时下了
“

岗
”

的 因

为他的孩子到处学习上课
,

他总是陪在一边帮助记

录或录像 陪读家长攀谈起来
。

没想到
,

这是位博

学的家长
,

真是没有枉做
“

陪读
” ,

谈起古筝来
,

竞

是条条是道
,

俨然一副专家学者的模样
。

这位家长姓杨
,

是山西钢铁集团一名普通的工

人
,

女儿今年 岁
,

但已有 年琴龄了
。

杨先生告诉

记者
,

他经常会带女儿来参加这种交流活动
,

让她增

加一些见识
。

之所以来课堂拍摄
,

只是想录些资料
,

回家给女儿复习时参考用
。

当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
他

,

本次教学结束后
,

会有刻好的光盘发放给客位学

员时
,

杨先生说
,

我就是想来感受一下名家教学的气

氛以及课堂讲学的特色
,

回家也好辅导女儿 我的孩

子一直在家里闷头苦练
,

以前总觉得不错
,

可这次一

来
,

才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呀

这时
,

另一位在休息室的家长柴先生也凑 了过

来
。

他来 自山东临清
,

说 自己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

古筝活动
,

就决定要和孩子商量要来参加
。

正巧孩

子 回家后告诉他
,

老师已经告诉了这个消息
,

也希

望他们来
。

柴先生当时就觉得事情真
“

巧
” ,

所以就

跟着孩子一起过来了
。

有意思的是
,

这两位来自山
“

两边
”

的家长
,

因孩子而来
,

因古筝相遇
,

凑在一起的话题竟然很

学术
,

像两个古筝专家或研究教育的学者
,

侃侃而

谈
。

杨先生说之所以让孩子学古筝
,

就是想让她以

后可以
“

两条腿走路
” ,

不能被文化课给框住
,

要发

展专业特长
。

有些学生
,

大学毕业都不一定能找到

工作
。

可是有一项特长之后
,

哪怕以后独 自任教也

好啊 还有
,

我喜欢看武侠书
,

里面有一门功夫叫
“

左右手互搏
” 。

这种功夫可以同时开发左右脑
,

而

学习古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

古筝学习
,

眼
、

手
、

心

全都得用上
,

有些孩子好动
,

古筝的精美韵律可以

让他安静下来 而有些孩子太静了
,

也就是俗话说

的 自闭
,

古筝却可以让他动起来
。

柴先生凑过来说
,

现在所有的学习是同理
。

抓

住关键
,

一通百通
。

不仅要学习古筝
,

孩子们还需

要听交响乐
,

要听琵琶
,

要听钢琴 ⋯ ⋯全面的吸收
,

充实自己
。

其实
,

很多学琴的孩子
,

文化课都非常

的好
,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 已经灵活 了
。

也许
,

这些家长们的话不那么精辟
,

却也有些

道理
。

下午记者在会场内又见到 了这两位家长
。

此

时的他们
,

俨然 已经成了好朋友
。

筝艺名家古筝艺术大型系列活动组织的这次活

动
,

让来 自全国各地的古筝爱好者以及教学师资流

连忘返
。

从每一张与名家交流时的场景记录
,

从每

一张对古筝艺术虔诚追随的笑脸中
,

我们看到了中

国古筝的辉煌
,

我们更加敬重每一位为中国民族音

乐古筝艺术献身
、

为古筝艺术的发展和推动做出的

巨大贡献的名家们
。

日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