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次见到二胡
,

见它象

一个长着两 只 耳朵 的大 烟

筒
,

模样怪有趣的
。

又见那

两根长长的弦丝
,

一支弯弯

的弓能奏出许 多美 妙 的 音

乐
,

我感到挺新鲜
,

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它
。

但我毕竟是

生性好动的女孩
,

在幼儿 园

上课时常常是满教室乱跑
,

怎么也不安心
,

让我安安静

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练琴
,

实在难 以做 到
。

为 了 帮助

我
一

尽快改正这个毛病
,

刘老

师操尽 了 心
。

这 常常 激励

我坚持练琴的毅力
。

同时
,

同学的进步
,

无疑是催逼我

奋迸的一把火
。

在刘老师重

点辅导四个拉 二 胡 的 学 生

中
,

段皑皑和戚晓春首先双

双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
, 、

与我同一天学琴的周奕也连

中三元 在 盯年
、

年两

年中
,

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接连夺得了江苏省少儿民乐

比赛的一等奖
,

紧接着又在

全国少儿民乐比赛中获得了

一等奖
。

唯独我默默无闻 , 我

恨 自己为什么这样没出息
。

刘老师耐心地帮助我分析学

习 中的缺点
,

鼓励我不泄气
,

继续做好充分准备
,

等待时

机参加比赛
。

就拿这次获奖

曲目落江南春色 》来说吧 在

演奏时我牢牢抓住三个字
。

即
“

情伙情绪
、 “

景 ,’意境
、

“

味 ,’风格
,

并运用好江南

丝竹 中常用的垫指滑音
、

三

度滑音
、

装饰音
、

打 音等小

巧的技巧
, ,

充分发挥二胡善

于表演抒情
、

悠扬乐曲的特

点
,

以至能在比赛中获得好

名次
。

当前
,

尽管社会上有些

人瞧不起中国乐器
,

而我却

乐意坚持学习我们祖国艺术

宝库的瑰宝
、

深受人们喜爱

的二胡
。

我要牢记刘老师的
“

学习艺术最重要的是艺德
”

的话
,

提高 自己的思想境界
,

为二胡这朵民族艺术之花增

添异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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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的吃语
⋯一 花燕叫 舜仁六奎

矛
「

吏二竺

忌端戴
粼 高 自成

,

周延甲两位先

生的启蒙和苦心更巩 固了我

对筝的热情
,

但在先生身边

也只是呆了短短几下月
,

便

去独
·

自挣扎了
,

其中自有说

不尽的惘然
。

孤独地闯荡五

年有余
,

总算有幸跟着姚怡

德老师学习
。

四年中
,

略有

长进
,

浏览了各家风貌
,

才

认识了一些古筝世界
。

然仍

不能成为职业筝人
,

依旧做

着苦苦的筝之梦
。

梦筝的人越梦越狂妄
,

竟要做个今 日龟兹乐人
,

于

是请新疆的 作 曲 家 一 起 合
作

,

作出一只 《木卡姆散序

与舞曲》的筝曲
,

这就是我献

给这次民乐大赛的新曲儿
。

在筝上演奏维吾尔地道

土风的音乐
,

这是头一 回尝

试
,

我想让每个听见这乐曲

的人看见空 气 中颤 动 的 阳

光
,

尘土 中飞扬的舞蹈
,

听

见苍凉
、

古老的吟唱
,

感受

到大漠人生
’

中的 艰 忍 与 浪

漫
、

深沉与亮丽
,

于是我献

上 了这支古老的曲儿
。

古筝的五声音阶排列对

维吾尔音调的多律特征是个

天然的局限
,

因而带来了创

作上的很大难度 古筝的吟
、

揉
、

点
、

压
,

以韵补声的技

法特征又最善于生动地表现

维吾尔音乐中音律游移多变

的独特之处
。
《木卡姆散序与

舞曲》基本上可说是解决了

这对矛盾
,

较为准确地体现

出维吾尔音乐的韵味
。

当然

这并不是说这 曲子已非常好
了

,

它的结构还稍欠平衡
,

仍须改进
。

评委们给我予厚

爱
,

授我一等奖的殊荣
,

我

惶然
,

欣然
,

更迫然
。

我的

环境
、

我的职业使我难于接

触 白渐发展的古筝演奏新技

巧
,

而参赛的众选手漂亮的

技巧
,

扎实的功力 ,

令我瞪

目
、

令我钦羡
。

这次大赛集

中了这样多演奏高手
,

涌现

出如此多而好的新作品
,

谁

能再简单地说一句
“ 民乐处

于低谷 ”呢 民乐界的社会活

动是寂寞的
,

但界中之人的

内心一直是热烈的
,

感谢这



次比赛的发起人
,

想出这样

好的点子
,

给民乐一次机会

证明它的不俗
。

我该高兴
,

因为我得到

了一等奖
。

我并不高兴
,

因

为我前边还冠了一个
“
业余

组 ” ,

我仍旧还是要一直单恋

着迷人的筝乐
,

这是我永远

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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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至

日
,

在北京举办的
“

杯

中国乐器国际比赛
”

中
,

来 自

北 国文化名城长春的宋涛脱

颖而 出
,

一举获得琵琶少年
业余组的一等奖

。

在比赛中
,

这位满脸稚气
,

年仅 岁的

小演员以娴熟 自如的技巧
,

落落大方的台风以及洒脱
、

细腻的音乐表现
,

完美地演

奏了现代创作 曲《彝族舞曲 》

和气魄宏大
,

力度较强
,

具

有一定难度的汪派传统武曲

《霸王卸甲》两首风格迥异的

乐 曲
,

给比赛评委和观众留

下了深刻 的印象
。

年 月 日
,

宋涛

出生在长春市的一个 电信工

人家庭
,

父母都是音乐爱好
者

。

当她稍大时
,

父母为了
「

使她能在音 乐 方面 有所 发

展 , 一打算让她学拉小提琴
,

她摇摇头 说
“

不
,

我 不 喜

欢尸不久护在一次看电视时
,

屏幕上 出现 了当代琵琶大师

刘德海独奏的画面
,

宋涛眼
·

睛一亮
,

兴奋地用小羊一指
,

“

妈妈
,

我就要学这个 ’’就这

样
,

刚满 岁
,

个子几乎和

琵琶一样高的小宋涛便在幼

园里学起了琵琶
。

年 月
,

宋涛被专

门培养艺术人材的长春树勋

小学艺术班录取、 她先受教

于省京剧团王湘云老师
,

后
一

又从师于我国一代琵琶宗师
一

李廷松先 生的嫡传弟子
、

汪

派琵琶演奏家
,

吉林艺术学

院孙树林老师
。

小
、

宋涛天资

聪颖
、

,

勤奋好学
,

每天练琴

多达
、

个小时
。

经过老

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
,

她的演奏水平有了飞快的进

步
。

名 年 枪 月在
“

长春市

中小学民族器乐独 奏 比 赛
”

中
一

,

岁的宋涛以一 曲 《春

江花月夜 》而崭露头角
,

获得

二等奖
,

并被吸收为
“

少年

宫艺术团”成员
。

此后
,

她不

断参加独奏
、

伴奏 合奏等

各种演出活动
。

这对她的艺
术成长提快了极好的实践机

会
。

短短的几年学习
,

她已

经掌握了较扎实的基本功
。

她接受能力 和 表 现 力都很
强

,

乐感也非常好
。

她的演

奏
,

音色饱满
、

圆润
,

力感

突 出且很有魄力
。

在舞台上

她是一个小演奏家
,

在学校
里她也是一个品学兼优

、

全

面发展的好学生 , 曾多次被

学校评为优秀学生
。

从 年初至 工 年

夏
,

一连串的省
、

市
、

全国

及国际比赛
,

使宋涛升阔了

艺术视野
,
增强了竞争意识

,

她的琵琶技艺也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
。

年以来
,

她先

后获得过
“

长春市少儿民族

器乐 比赛
”一等奖

“

吉林省

少儿民族器乐比赛
” 儿童组

一等奖
“
全国首届少儿民族

器乐
、

西洋管乐邀请赛
”
儿

童组 四等 奖 琵 琶组 第
名

。

在这次
“

杯中国乐

器国际 比赛
”

中
,

她连闯三

关 初赛
、

复赛
、

决赛
,

再

举夺魁
,

成功的喜悦
,

又一

次出现在那 张可 爱 的 圆脸

上
。

比赛结束后不久 , 她 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
院附小

,

在这块培育未来音

乐家的园圃申
,

一棵琵琶新

苗正在茁壮成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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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告 读 者

本刊原定于今年举办的
“ 优秀论文评奖

”

活动
,

因故

暂停
。

敬希鉴谅
。

薄洋苏林

琵琶后起之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