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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1年以来，蔡馥如不仅是《钢琴艺术》的忠实读者，而且大力支持编辑部的工作，积极为刊
物编写文章，丰富了刊物的内容，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周铭孙老师在《钢琴艺术》第100期纪念特刊中，就特别指出：“蔡馥如的文章和译作，知识性很强，
有很好的阅读价值。
尤其是访谈录很生动，并有很好的可读性。
”蔡馥如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她不单是个钢琴老师，她还是个博学的文化交流工作者。
她写文章介绍国外的音乐动态，翻译介绍著名钢琴家的事迹。
现在我们编选了她近几年的一些文章，汇集成册，便于学钢琴的学生和音乐爱好者阅读。
　　蔡馥如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父母虔诚信教，所以一直按《圣经》的教义来教育子女。
蔡馥如一家有十二兄妹，她是大女儿，在她年幼时，就懂得帮助父母照顾弟妹们，而且她立下了志愿
，一辈子要做一个好人。
父母热爱音乐，有意培养她和她的弟妹们学音乐。
后来的确，不单是她，她的妹妹蔡郁如和小弟弟蔡光耀都是音乐专业工作者，从事钢琴教学和小提琴
演出，其他几个弟妹也都有音乐修养，会一两种乐器，要是在一起，组织一个家庭小乐队是没有问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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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参观“钢琴300年”展、帕德雷夫斯基与斯坦威钢琴、梅花香自苦寒来、记著名女钢琴家莉莉
·克劳斯、威廉·肯普夫、捷克钢琴大师鲁道夫·弗库什尼、钢琴演奏家莱昂·弗莱舍重返舞台、不
屈不挠的莱昂·弗莱舍、莱昂·弗莱舍访谈录、希腊年轻的钢琴家迪米特里斯·斯古罗斯、《钢琴笔
记——钢琴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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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艺术家，从早年开始，鲁宾斯坦很有自信，这也是他最大的特征，即趋于保守，难于进展。
他才华横溢，音乐自如，得心应手，一首作品一拿到手就能演奏得很好。
他在自传里承认，他不需太下功夫，就能取得成功。
因而在他成熟之后，要更深刻地表达乐曲的内容就困难了。
但由于他有对美好生活的自然鉴赏的能力和他能抓住本世纪早期城市观众的趣味，使他不求进展，安
于现状。
　　现代录音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观众的趣味和爱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炫耀技术的演奏可能获得在
场观众的欢迎，但如果录音，演奏家演奏时没有深度和力度，录音效果必然非常单薄。
在鲁宾斯坦从事演奏事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从单声道发展到立体声，人们的欣赏趣味
和音乐家演奏风格也随之变化了。
但鲁宾斯坦的风格仍一成不变。
　　1932年鲁宾斯坦与著名的波兰指挥家的女儿妮拉·姆霍纳斯蒂卡结婚之后，进入一个自我探索和
风格转变的阶段。
在更新颖、更客观、更准确的钢琴演奏风格的重要代表霍罗维茨的影响下，鲁宾斯坦的风格变得更准
确、更严谨，循规蹈矩，但不失其诗情画意，这使他成为本世纪后期最独特的一位钢琴家。
　　鲁宾斯坦演奏的曲目从古典的莫扎特开始一直到贝多芬以及整个19世纪的作品，而且还演奏一些
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席曼诺夫斯基、维拉·洛勃斯和许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但他专长演奏肖邦，的确是大家最欢迎的肖邦乐曲表演钢琴家。
他演奏肖邦的独特风格，评论家认为是最出色的。
他几乎录制了肖邦的全部钢琴作品，有的作品还录制过多次。
他演奏的古典作曲家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也受到欢迎和尊重。
　　他一开始从事音乐演奏就取得成功。
1916-1917年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旅行时，他即成为国际上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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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作以来，我从事两种我所热爱的职业钢琴教学和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两种工作相互联系，帮助
我提高艺术修养，增长知识才干，扩大视野，广交朋友，更加充实了生活的意义。
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我有机会得到老一辈钢琴家的教导和聆听外国专家讲课、演奏，向在一起工
作的老师和学生们学习。
在驻外使馆，我努力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安排互访和演出活动，还尽量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国外文
化艺术情况，搜集材料，编写和翻译有关文童，向国内介绍，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乐趣。
通过这本书，我把我的心得和见闻告诉广大音乐爱好者。
　　——蔡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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