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誉乐评论
。

精湛的技艺 渊博的学识

一一听著名 小提琴家郑石生教授演出讲 学后记
.

田 润 德
·

哈尔滨人对小提琴有着特殊的爱
,

不 些不同时代
、

不同风格的音乐精品演释仔
谨由于在历史上

,

哈尔滨为我国培养小提 使人如醉如痴
。

声j 」被他那充瀚激愉而又

琴人才上做出过贡献
,

而且也培育了人们 富理性的演奏风格所感染
,

赞不绝口
,

称

咭好小提琴艺术的特殊习惯
,

因此
,

每逢 他为技艺超群的演龚大师… …
。

而听过他

有小提琴演赛
,

都象盛会一样受到众多音 讲学的人
,

又无不为他那深厚的修养
,

洲

乐爱好者的欢迎
。

博的知识而叹服
。

在历时一周的讲学中
,

郑石生是遥迩于国内外乐坛著名的小 他不但善子准确发现每个学生及不同曲目

提琴教育家
、

演奏家
。

他在工% 1年埃涅斯 的关健所在
,

而且以自己几十年演出教学

库国际小提琴比赛上获奖 , 1 , 63年在
`

上 实践
,

讲述自己的美学原则
。

他对乐曲或练

海之春
,

全国小提琴比赛获第一名
。

曾在 习曲
,

都极为娴熟地准确无误的示范
。

一

国内外举行过近百场独赛会 ; 在阳年代初 般人俱怕的艰难大曲或难点
,

他翔嫦轻松
应聘去芬兰讲学

、

演出二年之久 ; 还多次 自如飘逸而过
,

特别是他对古典音瓜 浪

担任国内小提琴比赛评委和出任国际小提 漫音乐及现代音乐等不同时期作品的不同

琴比赛评委
,

往来于伦孰 北乳 巴黎
、

风格及处理方法 , 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

东京… …
。

这次他在百忙的工作中应邀来 趣味标准
,

都有与之相应的处理手段 ; 对

哈
,

为哈尔滨仲夏乐坛
,

带来 绚丽 的异 最新版本的曲目和教材的选择等诸多技术

彩
。

间题 ; 如持琴
、

发音
、

运弓位置
、

弓速和

演奏会上
,

他演出 了 《 渔舟 唱晚 》 弓压等间题都有很精辟的见解
。 一

他十 分

《 庆丰收 》 《 新盔之春》 《 牧歌 》 《 苗岭 重视基本功训练
,

一点都不 准走 过 场
。

早晨 》 以及新作 《 宋甸 二首 》 (篇溪梅 有的人持琴方法不当
,

双肩 簇 张
,

他 让

令
、

角招 )
。

外国作品
:
克来斯勒 《 爱的欢

`
放下架子

,

把琴头提高
,

间 题就 解 决

乐》 《 爱的悲哀 》 《美丽的罗丝玛琳 》 ; 了 ; 有的人发昔松散无力
,

他训巴弓子拉

拉威尔的
`
G 大调奏鸣曲

》 ; 德彪西的 《月 直并靠上琴码
,

声音立即圆润饱满了 ; 针

光 》 ; 莫斯考夫斯基一萨拉 萨 蒂 的 《 吉 对曲目版本的选择
,

他说: 社会在进前
,

他 》
。

这些大多是郑教授月月
`

年的珍爱的 正如服装要更新` 样
,

知识 也要 更抓
保留曲目

,

他时而大刀阔斧
,

时而丰富多 版本要选最新最好的
,

指法弓法也不是

变
,

时而细腻严谨
,

时而热情奔放地把这 一成不变的
,

要随需要经常变换 新的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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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
、

指法
。 .

他还就增加阅历
,

了解姊妹 必须是技巧和乐感的高度综合休
,

总之
,

艺术
,

丰富头脑和乐感等间题谈了许多独 他非常注重风格和趣味上的典雅与优美
,

到的见解
。

郑石生教授作为音乐教育家
,

即使一首小曲也要求有充满新意的效果
。

(他现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

厦门 四十多年的艺术路程他为融会贯通中西音

音乐学校校长 )
,

一向以洽学严谨
、

教学 乐文化
,

传播小提琴技艺洒下了辛勒的汗

有方而著称
,

他因材施教
,

注 意发 展 技 水
,

他为祖国培养了许多出类拨萃的音乐

巧
,

但决不允许表面的哗众取宠
,

而注意 人才
。

薛纬
,

顾维航
,

于苑青等十几位高

挖掘其潜在的艺术秉赋
,

对音高的要求有 足都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获过大奖
,

由

时过于苛刻
,

在艺术处理上更注重鲜明的 于在小提琴教育上的突出贡献
,

评论家们

力度对比
,

平淡清雅处要轻描淡写
,

跌宕 将他誉为
“
东方杰出的小提琴大师

。 ”

起伏处大起大落浓彩重墨
,

呈现于舞台的

,. 音乐轶事
·

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时

期
,

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家冼星

海正在哈萨克北部的库斯坦纳

依
,

帮助当地音乐馆整理民歌

和开展群众音 乐工 作
。

有 一

天
,

正在写作的冼星海
,

忽听门

外传来小提琴声
。

随着琴声
,

冼星海拿起谱纸走 了 出 去
。

挤进围观的人群一看
,

却发现

提琴手是个喝多了的醉汉
。

这时
,

那醉汉用膝脆的眼睛看了看这

位异国来的陌生人
,

并点了点头
。

冼星海

也向他报以微笑
,

并劝告说 ; `

朋友
,

战

争时期
,

把酒戒了吧生
’

谁知那醉汉却把

头一歪
,

挑战似地说道
; “

戒酒 ? 那……

好办 ! 除非在这个地区有比我拉得更好的

人
。 ,

站在旁边的同伴向冼星海悄悄地递个

眼色
,

冼星海会意的笑了
。

他摊开手中的

谱纸
,

说道
: `

朋友
,

那就让我 试试看

吧 !
”

原来
,

具有神速记谱能力的冼星海

早已把醉汉演奏的哈萨克 民间乐曲记录下

来
。

当冼星海以娴熟的技 巧
、

深 刻的 内

涵
、

浓郁的韵味拉完这支乐曲后
,

围观的

的人群如醉如痴
,

连醉汉也惊呆了
,

他们

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异国朋友演奏技巧如此

高超
,

琴声如此悦耳动人
。

在一片赞赏的拿声中
,

醉汉紧紧握住

冼星海的手
,

诚挚地说
:
好

,

我从今天开

始戒酒 ! 可是
,

我还有个要求
。 ’

.

什么要求?
.

`

请收下我做您的学生!
.

冼星海爽朗地笑着回答
: “

好
,

我也

从今天开始做您的老师和朋友 !
’

.

春文
·

一曲醒醉汉

先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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