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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和您谈钢琴系列之三

巴巴克克：：让让孩孩子子带带着着家家长长去去学学琴琴

姚晨探访

叙利亚难民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姚
晨日前抵达黎巴嫩贝鲁特，进
行为期三天的叙利亚难民探访
工作。姚晨走进学校以及难民
家庭，细心聆听他们的经历，和
难民一起聊天和劳作，并在其
个人微博图文并茂地记载每个
细节，务求让更多的人了解叙
利亚难民的情况。

探 访 黎 巴 嫩 的 叙 利 亚 难
民，姚晨除了带去问候，还自购
了生活必需品和学习文具等给
当地难民家庭和孩子。她表示，

“知道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却依旧乐观，没有放弃梦想和
希望，我因此豁然开朗。他们教
会我无论命运给了你什么，都
要勇敢接受。”

昔日笔墨竞相来

本报讯 6月10日，由济南市
城市园林绿化局、济南市园林行
业文学艺术联合会、李苦禅纪念
馆联合主办的《昔日笔墨竞相
来——— 近年来发现李苦禅先生作
品》发布会暨“蓝天野画展”将在
位于趵突泉院内的李苦禅纪念馆
举行，届时，李苦禅先生子女将在
李苦禅纪念馆现场鉴定书画爱好
者所收藏的署名为“李苦禅”的书
画作品。

据李苦禅长子李航介绍，这
次展览是为《李苦禅全集》所做的
准备工作之一。此次展览共展出作
品60余件，都是近年来发现和征集
到的李苦禅先生各时期的作品，尤
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会
使观众对李苦禅先生书画作品风
格的演变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此
同时，86岁依然宝刀不老的著名
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蓝天野画
展”将同时开幕。 (艺讯)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通讯员 张雯） 5月17日至22
日，第三届“万松浦（春季）讲
坛”在万松浦书院成功举办。本
次讲坛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教授李俊国、万松浦书院首聘
驻院作家陈占敏主讲，台北教
育大学中文系教授应凤凰、香
港浸会大学医学部教授蒋明等
分别作专题演讲，来自大陆及
香港、台湾多所高校的三十余
名青年学者参加研讨。

李俊国教授在本届万松浦
讲坛上作了《当代中国文学的
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和《当代
文学经典化研究：理念、路径与
意义（兼及张炜创作论）》两场
演讲。陈占敏先生在题为《伟大
作家的划时代意义》讲座中不
用大词、不作妄语、不假外力，
独立解读中外文学经典，以赤
子之心叩击经典之门。

张炜先生在讲坛最后一天
参加了座谈，沿用古代书院的问

答启发形式展开，一如既往地关
注文学与生命的全面发展，强调
直见性命的问题意识，不设畛
域，不落窠臼。他从文学创作的
专业化、故事化及社会化趋向讲
起，拓展开阔的文学思考，内容
涉及通识教育、方言与创作、经
典文学与通俗文学、道德与理想
等论题。他在讲座中提出了警惕
依赖词语、重审文学的道德主
义、在一个求新的时代里做一个
保守主义者等一系列富有意味

的思索，体现出深刻的反思精神
和辽阔的文化情怀。

万松浦书院是建国以来我
国第一座既具备传统书院功
能，又具有鲜明时代内容的现
代书院，同时还设为“山东省学
术（创作）基地”。建院至今，书
院先后举办了青年作家高级研
修班、“万松浦－湾园中英诗歌
节”、“徐福笔会”、“国学热的思
考研讨会”等一系列高级研修
交流活动。

第第三三届届万万松松浦浦讲讲坛坛举举办办

7月18日至20日，齐鲁晚报首届钢琴音乐节将在济南省会大剧院举行。本次音乐节由钢琴大师班授课和
史蒂芬·巴克个人钢琴音乐会暨钢琴大师班学员毕业汇报演出两部分组成。届时，著名钢琴家、山东大学特
聘教授秦川，著名钢琴教育家、全国钢琴考级教材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钢琴教学博士生导师周铭孙，世界著
名钢琴家、纽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史蒂芬·巴克将莅临音乐节现场，对选拔产生的30名优秀钢琴学员一对
一指导，并在音乐会上与选拔出的学员同台献艺。

齐鲁晚报首届钢琴音乐节
诚诚邀邀您您参参与与 报报名名电电话话：：8888995511223377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王安琪

音乐节启动前，记者专访
了本次活动嘉宾之一、世界著
名钢琴家、纽约音乐学院钢琴
系主任史蒂芬·巴克，和他就中
美钢琴教育之间存在的差异进
行了一番对话。齐鲁晚报首届
钢琴音乐节由齐鲁晚报、山东
大学国际钢琴艺术中心、济南
省会大剧院联合主办，齐鲁影
业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济南朗
声·施特劳斯琴行特别支持。

孩子要有更多表演机会

齐鲁晚报：您好，巴克教
授，这是您第一次到中国来吗？
对这里有什么感觉？

巴克：是的，这是我第一次
来中国，我很兴奋！我想了解很
多中国音乐教育的现状，特别
是钢琴教育。

齐鲁晚报：您认为美国的钢
琴教育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巴克：美国音乐教育没有
主要的体系，所以学生的学习
完全取决于内心的动力、学生的
家庭、教师的质量。如果一个学生
通过努力成为一位杰出的音乐
家，就会有很多表演和学习的机
会。与中国相比，美国学生可能获
得更多的表演机会，这对于他们
的成长非常重要。

我相信扎实的音乐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对于其他艺术来
说也是如此。学生在学校不能
只学习数学、科学和语言，我认
为艺术也具有同等的价值。它
能教人们有创造力、独立能力、
抽象思维、纪律、了解历史和传
统，并且辛勤工作。

没压力才能学得开心

齐鲁晚报：钢琴教育在西
方的普及程度令人感慨，这也

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音
乐人的原因吗？

巴克：我们有很多孩子对
音乐很感兴趣，但是产生优秀
人才有很多的原因。美国的教
育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
在大学以前几乎就是在玩中进
行的。这也是音乐普及的原动
力，因为热爱，没有压力，才能
学得开心学得好。

作为一个音乐人，他的成
功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人生
取向。我了解了一下，中国的家
长会带着孩子去学钢琴，但是
在美国，是孩子感兴趣才会让
家长带他去学琴。孩子找什么
样的老师，他愿意付出多大的
努力，就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

齐鲁晚报：这种情况能否
在中国实现？

巴克：现在中国还没有实
现。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能够提
供更多的机会，但是要得到这
些机会也不容易，因为美国非常
国际化，有很多国外来的人才，比
如俄国啊、欧洲国家啊，因为美国
的教育不够系统。但是音乐学习
有个定律，闭塞地方的孩子获得
的机会比较少。我想在中国也一
样，孩子要想见识更多就要去上
海、北京这样的地方。

音乐是一种素质

齐鲁晚报：如果说音乐是
一种能力，那么钢琴演奏在这
种能力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巴克：钢琴演奏是一种能
力，但是最终还要归到艺术对
人的熏陶上，钢琴和其他乐器
一样，并不是说钢琴演奏就比
演奏别的乐器要高明。音乐是
一种素质，是应该非常普及的
课程，而且我们对艺术的课程
都不够重视，但是艺术需要想
象力、自律能力、理解力、创造
力，所以一个孩子如果钢琴弹
得好的话，一般其他课程也不

错；如果钢琴学不好的话，其他
课程可能也学不好。钢琴对刺
激大脑有很多好处。

齐鲁晚报：相对于古典音
乐的教育，美国是否更重视流
行音乐？是否会有古典音乐流
失的问题？

巴克：在美国，流行音乐是
主流。在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包
括中国。现在的市场不容易做，
古典是个小众的东西，会受到
其他的冲击。一般年轻人欣赏
的都是流行音乐，古典音乐需
要很多人去推广，需要有自己
的市场。它需要被关注，也需要
教育的普及。

齐鲁晚报：在您看来，音乐
的传承应该依赖学校的教育还
是社会的氛围？

巴克：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
音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那么它
将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国家的教
育体现一种氛围。如果一个国家
特别重视音乐的话，那么这个国
家的音乐教育肯定非常好。教育
还是小范围的，局限于学校里，只
对学生。社会就是面向全体人，而
且从不挑剔，只要是喜欢都可以
学，都可以接触，这才是社会更优
于教育的意义。

齐鲁晚报：对即将到来的
音乐节和大师班，您有什么样
的期待？

巴克：我为拥有这样的机
会感到感激 ,很高兴我可以将
一些钢琴演奏的窍门传授给我
的中国学生，为他们学习钢琴
提供帮助，而且，我为第一次的
中国之行激动不已！

大师简介：

Stephen Buck(美），世界著
名钢琴家、教育家，师从皮特·
弗兰克、安东尼尔等世界钢琴
大师。巴克先生在耶鲁大学音乐
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是一位热
忱的室内音乐演奏家和钢琴演奏
者。在1998年的伊莎贝尔斯科蒂音
乐比赛中，凭借巴伯钢琴协奏曲
夺得二等奖并且获得了斯托克威
尔纪念奖学金。2006年，他与其
他人一起在奥地利举办了阿尔
卑斯卡莫音乐节——— 一个长达11

天、吸引了不同年龄段音乐家的
盛典。现在他在纽约音乐学院担
任钢琴系主任。

报名咨询电话：88951237
18553101857

报名邮箱：gangqinyinyuejie
@163 .com

（请将不超过10分钟的琴
童演奏视频发送至此邮箱，不
限曲目，发送邮件同时请按电
话指导完成相关报名手续，详
情请电话咨询。）

我省六件作品入选

“中国梦”作品征集

本报讯 由中宣部文艺局、
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讲
述中国故事”特别节目5月31日晚
在央视三套播出，同名文艺作品
征集评选结果同时揭晓。在总共
评选出的51件重点推荐作品中，
我省有6部作品入选，与福建省并
列全国第一。

其中，《北京时间》《一生守
候》分别入选音频、视频类一等
推荐作品；《假如你今天还在》
入选音频类二等推荐作品；《老
百姓的爱》《乡村娃的梦》《慧敏
女子》分别入选音频、视频、文
字类三等推荐作品。该项活动
旨在利用互联网等平台，征集
推广一批多种形式的优秀文艺
作品，通过艺术的形式挖掘和
讲述富有浓郁时代特色、生活
气息的鲜活故事，更好地阐释、
宣传和弘扬中国梦。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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