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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钢琴家。他

后来诚恳地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恩师车尔尼的悉心

教诲。$#!! 年，当车尔尼听了 % 岁的李斯特的弹奏

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苍白、看上去很羸

弱的孩子。他在琴上摇摆，我甚至害怕他从凳上掉下

来。他的演奏相当无节制，含糊而混乱。⋯⋯然而我

又非常为上帝赋予他的才能所惊奇。我放在他面前

的作品，他总是看着视奏，完全出于本能⋯⋯上帝在

这里造就了一位钢琴家！”!"#车尔尼以一位好老师的

敏锐眼光，看到了李斯特的毛病：缺乏规矩，不正规，

但同时像从沙子里看到了金子的闪光，看到了李斯

特的天才演奏家的才能。车尔尼决心让这颗宝石发

出耀眼的光芒。他由弹奏音阶等基本技术开始从头

教他，在发展他的视奏和即兴演奏的同时，让他正确

弹奏巴赫、克列门蒂、贝多芬和胡梅尔等人的作品，

从而使李斯特走上真正艺术家的道路。车尔尼还建

议李斯特向著名指挥、作曲家安东尼奥·萨列里学作

曲。这位意大利人曾经红得发紫，多年担任维也纳宫

廷音乐总监，贝多芬、车尔尼、舒伯特都曾是他的作

曲学生。从此，李斯特开始接受和声、对位这些严格

的写作技法训练，为以后漫长的创作生涯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为了栽培李斯特这颗未来之星，车尔尼多

次恳请贝多芬接见李斯特，听一听他的演奏，从贝多

芬日常谈话记录中有多次记载。虽然贝多芬一向讨

厌所谓的“天才儿童”，但却不止一次接见李斯特，倾

听其演奏，并称赞：“很好，很好，这孩子的确很优

异。”!$#$#&% 年，此时的李斯特已是威震四方的风云

人物，又是车尔尼在巴黎指出了李斯特需要努力克

服演奏中尚存的粗野和混乱，告诫他不应满足于巴

黎一般听众的掌声，而要到维也纳等具有高度艺术

修养的城市中去接受评议。!%#李斯特逐渐冷静下来，

从炫技性的一味讨好观众的演奏风格慢慢向既壮丽

灿烂又清丽深沉的成熟艺术家的方向发展，成为艺

术史上无可争议的“钢琴之王”。

李斯特对自己一生惟一的老师极为尊敬。成名

后的李斯特不遗余力地推荐车尔尼作品，经常演奏

车尔尼奏鸣曲，并谆谆告诫后人“要勤勉地弹奏车尔

尼的练习曲”。!&#《十二首超技练习曲》出版时，李斯特

真诚地在献题上向车尔尼表示感谢和敬意。除演奏

外，在教学方面也不负恩师期望，与车尔尼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他的一些著名弟子，对近现代钢琴演奏

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达尔贝特、昂索格、弗莱德

海姆、克劳泽、绍尔、西洛季、陶西格、彪罗等。

车尔尼的另一位学生莱谢蒂茨基，也是以老师

为榜样，由于出众的教学成就而在音乐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他 $" 岁师从车尔尼，$’ 岁已是高徒满门

了。$#(! 年（&! 岁）应安东·鲁宾斯坦的请求担任彼

得堡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成为俄罗斯钢琴学派

的奠基者之一。莱谢蒂茨基的许多学生活跃到 !" 世

纪五六十年代，对现代钢琴演奏法产生直接影响。如

弗 莱 德 曼 （$##!—$%’#）、奈·夷 （$##!—$%(#）、布 莱

洛夫斯基（$#%(—$%)(）、施纳贝尔（$##!—$%*!）、莫

依塞维奇（$#%"—$%(&）等。

车尔尼还有一位学生库拉克———他以创办音乐

学院的方式更大规模地培养学生。$#’( 年他与施特

恩（+,-./）、马克斯（01.2）一起创建了柏林音乐学院

（后来著名的施特恩音乐学院的前身）。$##* 年又建

立了新音乐学院，专门培养钢琴家，不久就成为德国

最大的私人音乐教育机构，到库拉克晚年，这所学院

已有 $"" 多名数师和 $$"" 名学生。（德奥系统的大

部分钢琴家都出自上述两所学校。）

库拉克学生中最著名的是莫什科夫斯基、沙尔

文卡和尼古拉·鲁宾斯坦。特别一提的是尼古拉·鲁

宾斯坦，他与其兄长安东·鲁宾斯坦各自创建的莫斯

科音乐学院和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俄罗斯音乐人才

的摇篮，也是俄罗斯钢琴学派的诞生地。以后人才辈

出的俄罗斯钢琴家大部分出自这两所学校。

!" 世纪以来的钢琴演奏大师，大部分来自车尔

尼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门下。如果我们不要太钻牛

角尖，我们不妨看一看下表，也许我们对车尔尼的教

学成就和影响会有更深的认识：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
———伟大的钢琴教育家车尔尼（二）

文!张云良

名 家 名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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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表格不能完全说明问

题，一个钢琴家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只有一个老

师，学习时间有长有短，影响力有大有小，随着年

代的久远，这种师承派别也会越来越不明显而趋

向于融合。但是，正如浩瀚的长江，一泻千里，东

流入海，沿途有无数的支流汇聚而成，但是追本

溯源，唐古拉山融化的雪水是惟一源泉，正因如

此我们才会格外珍惜和感谢这母亲河的点点滴

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表格可以说明些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一提起车尔尼，想到

的就是他的练习曲，但是，从整个钢琴艺术史的

发展来看，车尔尼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教学法和演

奏法的贡献，而且是默默无言，甘为人梯的幕后

英雄式的奉献，他的成功是由他的学生们来体现

的，这也正是现在无数在钢琴艺术园地中辛勤耕

耘的老师们的光辉典范。美国著名音乐评论家，

曾长期任《纽约时报》高级音乐评论员的 $%勋伯

格（$&’()* +%,-.(/01’2）说：“通过他的学生李斯

特和莱谢蒂茨基传诸后世，车尔尼在钢琴演奏史

上的地位，尚有待充分研究。那两位伟大教师的

教学是否真正反映车尔尼（如莱谢蒂茨基看上去

那样）？果真这样，车尔尼是现代钢琴演奏的鼻祖

无疑。”!"#

注释：!$#周小静：《钢琴之王李斯特》 !%#34-.&)
$&50’621’：《7118.(91/ :1881’;，<(6’/&);，&/* +(/=
91’;&84(/;》 !&#卞善艺：《谈车尔尼的历史贡献及其钢

琴练习曲》 !’#陶诚：《车尔尼初探》!"#$%勋伯格：

《不朽的钢琴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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