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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的热爱

谢光禹对音乐的热爱与家庭教育分

不开，他的外公便是上海音乐学院著名的

声乐教授，外婆则是民族声乐老师，这也

为他与音乐埋下了不解之缘。 4 岁时，在

家人的影响下， 谢光禹开始学习钢琴，却

没想到，不过两年，他便主动提出要放弃，

因为那时谢光禹感觉，自己的兴趣不在键

盘乐器上。 而幼年时起，就可以明确知道

自己不喜欢什么，这在谢光禹看来，也是

他能成功的一大关键。

虽然调转方向，但学习大提琴的日子

也不轻松， 不过谢光禹却显得乐在其中。

谢光禹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概就是

这个意思吧。 小学三年级时，谢光禹进入

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业余班，开始跟着

专业大提琴老师进行系统学习。现在回忆

起来，谢光禹毫不避违地承认，自己在大

提琴上除了认真，还有一些天赋。 因为那

时老师就说他特别有乐感。 外表看似内向

的谢光禹常常能够演奏出尤为打动人心

的曲目，独特的感受力与表现力让他在一

众学生中脱颖而出。

1988 年， 中国举办第一届大提琴比

赛，盛况空前，谢光禹以及其他 4 名学习

大提琴的学生得到了参加比赛的机会，那

一年，他 12 岁。 而当时的比赛有多激烈、

多受关注， 其实现在谢光禹都已记不清

了，因为当时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不过他

却清晰的记得，自己那时候很拼，是那种

不愿意输的拼。 那一次他才发现，对于大

提琴，他还有很多想要挖掘的地方。 振奋

人心的是，他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了儿童甲

组第三的成绩，也让著名中国大提琴教育

家林应荣注意到了他。

师承林应荣的那段时光，让谢光禹的

大提琴造诣直线攀升，大学毕业后，他更是

顺利留校任教。 但这被外人看来难能可贵

的机会，却让谢光禹犯了难，他深知，教学

与演奏并不相同， 音乐的道路在这里突然

就出现了分叉口。 那年谢光禹其实只有 22

岁， 留校任教后就意味着他要去教大学生

音乐， 这个年纪他感觉自己没有相关的教

学经验， 并不能很好地教授学生。 可即便

如此， 谢光禹依然选择留在上音。 理由很

简单，他真的很爱音乐，如果能够把自己的

热爱和职业结合起来，这该是多大的幸运。

创造适合的教育

为了走出一条有意义的音乐教学道

路，谢光禹花费了大量时间，希望去研究

出一套适合自己也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

他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表达， 相比之下，观

察学生反而是他的优势。

从细微处入手，谢光禹也确实找到了

突破口。 在授课过程中，他发现，不同学生

对于大提琴音准的掌握程度存在巨大差

异。 谢光禹以前认为，音准属于基本功，只

要勤学苦练都能改变，但后来发现不是，肢

体协调性往往是天生的。 而从学生角度出

发， 听到音调不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晚

了，需要提前就做好预判，让自己的手指放

在正确的位置，可按照亚洲人的手型结构，

必须长期将手掌撑开， 才能找到正确的音

准。这就需要学生去克服生理上的不适，不

断调整自己的肢体。 不同于普通授课时的

反复练习， 谢光禹则会选择花费大量时间

向学生展示怎样才是拉琴时的正确手型。

在他看来，左手就是拉大提琴的武器，练好

了武器才能让音乐发挥出魅力。

不仅是音准的细节， 谢光禹还发现，

部分学生还存在换把难题。 大提琴换把，

是指在演奏过程中，左手在指板上位置的

转换，也就是手从一个把位（position）移动

到另一个把位。 正常换把其实要用眼睛测

量好距离，迅速切换到一个点位，或者用

肌肉记忆去调整，但有的学生并不擅长测

量，而是发现换把的位置不准后再想要调

整，那或许就晚了。为此，谢光禹提出针对

性训练换把问题，不在乎练习次数，而将

注意力放在换把的正确性上，“练 100 遍

不准就等于没练过，只要练准了，连续练

10 遍准确性就行。 ”

谢光禹觉得，大提琴教学过程中有太

多以往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些都直接关

系着学生的学习成果， 为此， 他的“细节

式”教育也破受学生青睐。 前几年，他更是

创新性地发扬了针对亚洲学生提出的“指

力转换”训练。因为亚洲学生没有欧美人强

壮， 往往拉琴的时候都是将大拇指放在后

面，由四根手指按弦，时间久了就会非常疲

劳。 而“指力转换”则是提倡在拉琴时候，

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一根发音的手指上，

当下一个音阶开始时，再及时转换，而这样

的方式只要勤加练习，往往都能成功，也能

够帮助学生挑战更长时间的演出。

谢光禹孜孜不倦地对大提琴演奏及

教育进行着开创性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

《大提琴演奏技法中的左手训练研究》《近

现代大提琴音乐作品演奏技法解析：朱践

耳 < 第八交响曲“求索”> 大提琴演奏技

法》等学术文章，为理论研究和演奏实践、

训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谢光禹所有的教学方式都不是突发

奇想，往往都是“感同身受”，也因此在整

个大提琴教育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引领

性。他表示，大提琴的学习之路并不好走，

半路放弃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他还是希

望，音乐学子们的求学道路不是攀爬悬崖

峭壁， 而是能够认可那是一种经典传承。

而打破艰难的直接方式便是寻找到更多

适合学生的教育模式，同时也是为他自己

找到一种适合的教学方式。

学习传承永不停歇

育人之前先育己， 回顾过去三十年，

虽然大提琴造诣颇深，但谢光禹自始至终

都没有停下自己学习的步伐。

刚成为老师不过一年，他便前往奥地

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深造；5 年之

后，他又选择去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留

学， 师从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弗拉基米

尔·顿哈教授； 还曾受到过俄罗斯著名的

大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沙霍夫斯卡娅的

指点……一段段跨越欧亚大陆的求学经

历，也让谢光禹对于大提琴有了更为深刻

的认识，而他，也把这一份份认知传递给

了自己带领的每一届学生。

“音乐是有深邃层次的东西，只有有感

情的人才能演奏出有感情的音乐”“所以经

典作品就是经过时间筛选，包含思想、情感

的作品”“演奏者是要感受音乐， 感受作曲

家的思想，挖掘音乐的深度”……谢光禹的

每一句名言都会成为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存

在，始终有学生记得，谢老师曾经说过，“二

度创作”也要融合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有自

己风格的前提是不断学习； 也有学生一直

不忘谢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那句“学音乐

的前提一定是，你要爱音乐”。

除了技巧与理念，谢光禹留给学生的

还有自己精心打磨的作品，包括《大提琴

考级曲集》《红色经典大提琴重奏曲集》

《俄罗斯大提琴中小型精品选集》《琴弦上

的歌———大提琴经典作品选》《节日的天

山———中国大提琴名曲荟萃》CD 等，而他

的这些成就更是被中国多家知名音乐学

院列入大提琴教育素材，使众多大提琴专

业和业余学生从中受益，同时也让更多国

际音乐学院看到了中国作品的影响力。

多年来， 谢光禹带领无数学生走上国

际大型大提琴赛事的舞台， 在白玉兰国际

音乐比赛、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音乐大赛

等各含金量极高的大型赛事中荣获奖项，

他本人亦获得众多“优秀指导教师”奖的殊

荣。同时，在推动国际大提琴演奏及教育事

业的过程中， 他更凭借在专业领域内受到

的高度认可频频受邀担任国内外各大型比

赛的专家评委， 将自己的教育方法和理念

传递给更多世界范围的演奏者， 广泛影响

着国际大提琴演奏及教育界的发展。

让中国音乐表演者走向国际如今是

谢光禹最大的梦想，带着学生举办高规格

音乐会，参与国际交流，进行教育实践，在

提升大提琴艺术普及度的同时，中国音乐

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也变得越来越重。“以

音乐为本的演奏， 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所

谓音乐教育大概就是如此。 ”谢光禹说。

（闫旭 文

/

图）

从指尖到课堂：

谢光禹的大提琴演奏艺术与教育之旅

一袭黑色西装静坐在演奏凳上，轻扶大提琴，微微

低着头， 银色眼镜框架在鼻梁上， 身体跟随着音乐不时

晃动着， 这是大部分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对谢光禹的第一

印象。 大提琴声起，他便会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世界中。

谢光禹自小学习音乐， 最为钟爱的还要属大提琴，

在他看来， 那是和他自己性格最搭的乐器， 浑厚有力却

又深沉高雅。

22

岁那年大学毕业，他成为了上海音乐学

院最年轻的大提琴老师，自此，近

30

年的青春都被他倾

注在音乐演奏和教育之上。

在

2024

年末的一场大提琴专场音乐会上， 谢光禹将

演出地点定在了上音歌剧院， 随着他那标志性的形象出

场，

1000

多名观众们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那是一场以音

乐为媒的表演，通过演出将各式曲风、名家鲜活地注入观

众脑海中。 而这也是谢光禹最擅长的教育方

式，他希望，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能够知道，通

往音乐世界的道路并不是刀耕火种，可以很生

动、很灵活、很美好，就像音乐本身。

诗歌

矿山的春日

赵延鸽

矿山的春日

时光柔软

红叶李开得肆意

粉白一片

像云朵栖落在沉默的矿山

风，轻吻着每一片花瓣

鸟雀在枝头欢闹

惊落繁花无数

那飘落的花瓣

像带着香味的雪花

纷纷扬扬

飘向矿山的每一个角落

落在运行的绞车上

落在高耸的支架上

也落在矿工的安全帽上

如同春天寄来的小小信物

库房门口，工人正检修着设备

沾满油污的大手

粗糙而宽厚

轻轻托起一朵飘落的小花

那一刻，他的眼神变得温柔

也许是想起家中的妻子

想把这春天的美好

别在她鬓边

矿山的春天

在落英中沉醉

劳动与浪漫

在此刻交汇

这满目的缤纷

是岁月的诗行

是矿工质朴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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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井下

王利雄

井下深处，黑暗蔓延，

是岩石与沉默交织的画卷；

镐头高举，汗水滴落的瞬间，

是时间的刻度，

还是生命的期盼？

遥远的井口，如星辰般闪烁，

是自由的象征，还是未知的诱惑？

每一次呼吸，都沉重如铁，

却为了一丝光明，

不懈地掘进。

距离，不过是一镐之隔，

却似天堑，难以逾越；

井下的世界，静谧而压抑，

井上的天空，广阔而自由。

向往着井上的阳光，

温暖如初，照亮心底的角落；

想象着井上的风，轻柔地拂过，

带走满身的疲惫。

每一次抬头，都是一次仰望，

井口的光，是希望的方向；

脚下的路，虽艰难崎岖，

但心中有光，

便能勇往直前。

终于有一天，

当镐头破开最后一层岩石，

阳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那一刻，所有的痛苦与艰辛，

都化作了泪水，与阳光交织。

井上井下，不过是一场旅程，

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

距离虽远，但心中有梦，

便能跨越万水千山，

拥抱那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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