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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少女许雪青在跟随陈树哲教授学习钢琴过程中记下的日记，以及作者对这些日记所作的注
释，阐述了少儿学钢琴过程中必须注意的诸如手型、识谱、手指功夫、节奏节拍、触键、音色、踏板
、复调、练习曲等方面的运用原理，并对各种钢琴流派的历史沿革、艺术风格作了简要的回顾。
书末附有“学琴疑难问题索引”，可供初学者查询参考。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文章生动流畅，既是一本别开生在的少儿学钢琴入门辅导读物，更以其散文?
的优美文笔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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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华，教授、博导，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1942年生。
1954年考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1966年毕业于该院作曲系。
此后在上海管乐团、上海歌剧院等音乐表演院团任创作员。
1979年返校任教至今。
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现任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
副会长，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学术顾问、音乐教育系博导教授。
在音乐学院所主持的复调学科先后荣获“全国教育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育精品课程”等称号。
此外还担任《歌剧概论》《音乐审美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
作有音乐作品和论著若干。
读者较为熟悉的音乐作品有《中外民歌101首钢琴曲》《司空图24首诗品曲解集注》《A小调前奏、圣
咏与赋格》《A小调帕萨卡利亚和赋格》等；论著有《学琴日记》《乐海絮语》《我爱巴赫》《音乐
朝圣进阶》《歌剧概论》《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和一系列复调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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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爸爸说：“这大概也是一切器乐学习的座右铭呢。
”“说到今后的学习，”陈老师说，“你当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记住，一切困难的根本性的潜在原因，是我们心理上的障碍。
因此，克服了畏难情绪，也就成功一半了。
有时你会花费很多时间练习一首乐曲中的困难片断，但始终克服不了，不妨放一放，暂时停练几天或
一段时间，因为那可能是你太累了，或者因急于求成的心思过重，对自己的分析批判太多，以至成了
一种心理负担了。
等你再次练习的时候，很可能原先的心理障碍已经消除。
如果你仍然不能克服那些困难，那说明你目前的水平还有差距，还须努力。
”我告诉他，自从学了钢琴之后，就非常喜欢音乐，可惜学得太晚了。
陈老师却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不会有太晚的事。
像你这样的程度在美国的同年龄同学中，也算是深的。
美国的学校实行宽进严出的方针，你即使要从事音乐专业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更何况音乐工
作的行当多得很，有了钢琴的基础，适应性很大。
”他又说：“就是不以音乐为专业吧，会弹一手钢琴是很令人羡慕的，除了给你自身的精神生活带来
很多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益处之外，即便在生活中也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也许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朋友
和机缘。
在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环境里，你会明白的。
”我鼓起勇气，给自己面前的空酒杯里斟上酡红的葡萄酒，给陈老师和师母敬一杯，可敬酒的话还没
出口，泪水就涌了出来。
霎时间大家安静了，陈老师也掏出手绢，按按他的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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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琴日记(增订版)》：在扎着假发小辫的海顿和莫扎特的心中，钢琴是精巧的玩具，旋律要求颗粒
清楚，晶莹透明；在桀骜不驯的贝多芬心里.钢琴是向天下发表檄文的论坛，时而以高音呐喊，时而以
低音咆哮；在体弱多病的肖邦心中，钢琴是可以对之倾诉的知心朋友，旋律饱含私密感情，伴奏流畅
而多变；在内向的布拉姆斯心中，钢琴是喝下去使心胸温暖的浓酒，旋律往往置于我们听觉不太敏锐
的中声部、低声部，虽浑然却激荡肺腑；而在德彪西以及他的追随者的手中，钢琴之声像是荡漾在湖
面上飘忽的雾霭，那是理性陷入彷徨的时代⋯⋯——摘自增订版第二十五章《心智进步》西方的节奏
感还会在流速上体现出来。
总的原则当然是要均匀，可是表情的原则并非如此。
例如波罗内兹可以稍稍强调第一拍；而华尔兹的三个拍子之间的时值，又可根据不同的流派使第一拍
与第二拍或第二拍与第三拍之间有稍长或稍短的处理，等等。
这些知识可以在平时的聆听中积累起来。
——摘自增订版第二十二章《典型错误》一些学生的脚总喜欢踩到踏板的根部，他们往往以为自己已
经放开了踏板，可事实上脚踩在这个部位上，放与不放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让这些学生在踏板根部缠上布条，几乎把踏板的三分之二都绕起来。
脚踩在剩下未绕的部分。
当老习惯重犯的时候，踩在布条上的不快感觉就会提醒他了。
当然这得穿软底鞋了。
——摘自增订版第二十三章《练琴秘笈》须知许多考出了十级的学生恐怕都说不出一个乐段究竟停在
什么地方（大概这也是为什么外国的考级那样重视乐理和声知识的缘故吧）。
《秘笈》并没有让学生做曲式分析，只是让他们按照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方式，分辨一些相同和不相同
的部分而已。
青青不是很恰当地用了“测绘”这个字吗？
这就意味着案头工作的实质意义，是培养学生面对实体的思维习惯。
——摘自增订版第二十三章《练琴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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