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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钢琴大师亲临济南演奏

莫莫什什塔塔科科：：学学琴琴最最忌忌讳讳成成为为匠匠人人

本报讯（记者 邱祎） 11月
30日，由齐鲁晚报主办的首届“秦
川杯”全省青少年钢琴大赛在山
东大学圣昆仑音乐厅圆满结束。
除了初赛的10位山东省权威钢琴
家作为评委外，决赛还邀请了世
界著名钢琴家、美国茱莉亚音乐
学院教授维多利亚·莫什塔科和
著名钢琴家、中国音乐学院钢琴
系主任李民教授以及著名钢琴
家、教育家王并臻教授担任决赛
评委。部分获奖选手，明年将赴美
国莫尔金音乐厅汇报演出。

本次大赛的报名人数和参
赛选手水平都远远超过以往比
赛，经过激烈角逐后最终产生四
个组的一二三等奖以及最佳人
气奖和秦川特等奖。著名钢琴家
李民教授对获奖选手做出精彩
点评，他说这次比赛水平很高，
很多选手都有很精彩的表现，发
现了很多苗子，对山东钢琴界给

予了很大的期望。不足的是也有
相当多的选手在认谱与节奏上
不仔细、手指僵硬、过分重视了
技巧的显示而忽略了对音乐的
表现和作曲家风格的理解。

比赛中13位获奖选手都有精
彩的表现，圣昆仑音乐厅座无虚
席，观众不时有热烈的掌声，其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次获奖选手
中年龄最小的张书达，来自济南的
他年仅5岁却已经能演奏高难度
的《土耳其进行曲》，在台上穿上小
燕尾服已经有了演奏家的气质。获
得秦川特等奖的获奖选手孟文皓
今年14岁，从小酷爱钢琴，虽然父
母都不是音乐专业，但他立志当一
名钢琴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像秦
川老师一样跨入世界著名音乐学
府美国茱莉亚音乐殿堂。

据悉，明年3月25日，部分
获奖选手将赴美国著名的莫尔
金音乐厅进行汇报演出。

本报主办“秦川杯”钢琴大赛圆满落幕

部分获奖选手
将赴美演出

日前，由本报和山东大学国际钢琴艺术中心联合主办，济南新泺港琴行有限公司赞助的“秦川杯”全省青少
年钢琴大赛暨钢琴艺术节已经圆满落幕。世界著名钢琴家、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教授维多利亚·莫什塔科专程来
济南担任评委。11月29日晚，她在山东大学呈现了一场精彩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众多琴童近距离接触大师独奏。随
后，本报记者专访维多利亚·莫什塔科，大师畅谈了对中国钢琴教育的思考，以及中美钢琴学习的差别。

本报记者 师文静

中国学生学琴很专注，

孩子最好多走出琴房

齐鲁晚报：现在中国学习钢
琴的孩子太多了，你对琴童有什
么常识性的建议？

莫什塔科：其实最重要的是，
孩子们学钢琴要注重音乐的表现
和音乐素养的培养，而不能仅仅
训练技术、指法等，仅技术很流畅
是没有用的。中国孩子学钢琴流
行的趋势是太注重技术方面的东
西，反而削弱了音乐素养上的表
现。学琴者不能忘了钢琴最灵魂
的东西，尤其是情感的表达。

我非常喜欢中国学生，因为中
国学生非常专注，对学钢琴也非常
热心。美国孩子的兴趣太宽泛了，
他们应该向中国的学生学习。

齐鲁晚报：你对孩子学钢琴
有什么建议？他们应该几岁开始
学习？

莫什塔科：这要根据不同孩
子的特点进行指导，一般来讲5-
6岁开始学钢琴最好。

教孩子们学钢琴没有统一的
方法，要根据老师的情况而定。我
是在圣彼得堡接受教育的，俄罗斯
有一套非常系统的音乐教育方法，
但是美国的音乐教学没有统一的
标准，都是分散的，根据老师的不
同特好而不同。其实，对于中国孩
子来说，他们有一套钢琴测试和训

练的技巧标准，他们知道先学什
么，后学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背景优势。

齐鲁晚报：让孩子们参加诸
如“秦川杯”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对他们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莫什塔科：美国也有很多这
样的钢琴比赛，其实任何比赛都
有好的一面，参加比赛能够刺激
孩子们学习钢琴的积极性和兴
趣。通过比赛，孩子们获得了一
个表演和锻炼的机会，同时他们
也能看到其他演奏者的表演，这
是一个互相促进互相学习的机
会。无论是参加比赛，还是参加
活动和聚会，大家能遇到对钢琴
同样感兴趣的人，这是很好的一
件事情。

孩子们最好能把比赛当做
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他们应该
非常高兴，他们的表演能有机会
让别人听到，否则他们只能在琴
房练习。得奖不是最重要的目
的，不应该过分看重参加比赛的
结果。

高强度练琴不可取

造星运动全世界都流行

齐鲁晚报：现在越来越多的琴
童选择出国深造，去欧美接受西方
的音乐教育，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莫什塔科：我觉得这是好事
儿。一个国家的文化还是比较单
一的，出去留学后学生们能接触
到多元的文化和文明。钢琴也是

起源于西方的乐器，能到西方去
接受音乐教育对于一个学生来
说好处很多。

齐鲁晚报：美国很多孩子学
琴也是为了成为钢琴明星吗？我
们有很多琴童都渴望出名。

莫什塔科：美国孩子学琴不
会把成为钢琴明星定为目标，反
而中国的孩子更多地渴望出名，
成为超级明星。很多美国人整个
家庭环境就喜欢钢琴，他们让孩
子去学钢琴是没有太大目的的。

我们时代的流行文化就是造
星，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是中
国、美国的特色，而是全世界流行
文化的特点。这个时代任何行业都
在造星，钢琴行业也不能避免。流
行音乐和摇滚乐都在造星，古典音
乐也在造星。当然钢琴明星对孩子
们学钢琴也有促进作用，明星就是
一个榜样和目标。

齐鲁晚报：在国内经常看到
一些学钢琴的孩子，进行高强度
的钢琴练习，一天十几个小时，
你赞成吗？

莫什塔科：我非常不支持这
种做法，这样坏处比好处多。练琴
的时候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学
琴是由大脑控制的，不仅仅是手
指肌肉的反复动作。十来个小时
的训练强度，大脑非常受不了，我
非常反对这样的训练方式，这样
只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光练琴就
成为一个钢琴的匠人了，学琴的
同时孩子们还要多看书、听音乐
会，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

获奖名单

A组
一等奖 于成昆 二等奖 李逢辰 三等奖 杨之光

B组
一等奖 孟文皓 二等奖 王充 三等奖 安子诚 杜晓越

C组
一等奖 李天佑 二等奖 赵自宽 三等奖 信莹鑫

D组
一等奖 张书达 二等奖 马一雯 三等奖 冷思昱

秦川特等奖 孟文皓 最佳人气奖 张书达 安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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