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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

■呂思清17歲

時奪得意大利

帕格尼尼小提

琴大賽金獎。 ■呂思清領取帕格尼尼獎證書。

■呂思清9歲時，美國名小提琴家Isaac

Stern來華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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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的朋友，其實都是各行各業的
精英人物，他們的共同點是對「神童」
這個詞有點過敏。他笑言：「我們其實
也不神，只不過是有點不同。」小時候
有特殊才能，確實讓人印象深刻，但年
紀逐漸大了，光有才能遠遠不夠，重要
的是能否將「才能」轉化為創造力，讓
自己在音樂上真正騰飛，造福他人。
有太多半途夭折、被埋沒的神童，不

過呂思清不是。
他說：「我覺得其實在任何一個領域

有成績，最重要的東西都一樣，一是你
必須熱愛你做的事情，另一個，就是必
須勤奮刻苦。」對小提琴家而言，與刻
苦直接劃等號的就是練琴——「不練
琴，有天大的才能，也不會取得好成
績。」今時今日，每當有人聽到呂思清
每天還堅持練琴，都覺得不可思議，驚
道：「你怎麼還練琴呀？」
當然要練。許多人對音樂家、藝術家

存在誤解，以為他們純粹靠工作、憑天
分就能吃飯。但其實呂思清之所以成
功，全憑堅持。人生就是一場長跑，有
些人本該跑100步，但跑到99步時實在
不想跑了或是跑不動了，最終就不會達
到頂峰。
做音樂家其實是件挺複雜的事，按他

的話說，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既有重複
性的技巧也有對情感的深層次剖析與詮
釋，但整體而言，和運動員很相似。
「比如說劉翔，如果不訓練，肯定得不
到好成績。」人的天性都喜歡玩樂，跟
朋友出去小酌當然比練琴舒服，但如果
一個人打定了主意，想在一個專業上做
到最好，他必須捨棄一些東西。
自律，至關重要，抵制誘惑的唯一方

式是，知道自己想要做甚麼樣的人。

壓力小的演奏家
有別於很多「音樂神童」，呂思清的

琴技不是在父母嚴厲的管教下被磨出來
的，他是極少數「自投羅網」要學樂器
的小孩。
童年時，大哥被父親逼㠥學樂器，學

得很痛苦，父子之間出現很多矛盾。
「其實，大哥現在也感激父親讓他的生
活中有了音樂，他現在雖然不是專業演
奏家，但也在教授小提琴。」到二哥
時，父親吸取了大哥的教訓，不讓他學
小提琴，可二哥非要學，帶點叛逆的意
味。到呂思清，則是自己跟父親說「我

想學」，自然而然地拿起小提琴。
多年的學習過程中，唯一一次有所動

搖，是在1986年參加國際比賽的前夕，
這個比賽讓他有點畏懼。「對音樂的認
識和對自己的把握，都不足夠。覺得自
己很難有進步。」一天花很多時間練
琴，辛苦卻看不到明顯的成效，就像運
動員想將成績提高0.01秒時，卻發現怎
麼也上不去。於是呂思清下了一個決
定，如果這次比賽取不了好成績，以後
就別學了。
那一年，他獲得北京國際青少年比賽

青年組第二名及中國作品演奏獨秀獎，
成績其實不錯。
從四歲多開始拉小提琴，拉了將近四

十年，這麼漫長的歲月，任何人在中途
難免都萌生動搖之心，但重要的始終是
目標。呂思清說：「認定一個目標，刻
苦地練，最後看看能否達到。」目標很
關鍵，目標定得較低的人，很容易滿
足，但也會長時間停留在低水準上，而
那些將目標定得非常高的人，即使未如
預期般好，成就已經很顯著。所以他認
為選對目標很重要。
呂思清的目標是甚麼？
「我的話，命中註定吧，就是小提

琴。」
整體而言他的學琴經歷也比較順利，

沒有特別坎坷，也不算是一夜成名到人
盡皆知，他的知名度並非急劇上升，而
是平穩持久。有些朋友開玩笑說，他就
像一棵常青樹——許多十年前、二十年
前和他才華名氣相當的同齡人，如今都
沒有他這麼有名。或許就像他本人所
說，自己顧好自己的事情，別問其他。
「因為其他的，都不在掌握中，想也

沒用，能做到掌握好自己，一步步挖掘
出自己的潛力，已經非常好。」所以外
界大多認為，在演奏家中，他的壓力顯
得比別人小。
他說：「壓力有時就是太在意別人才

出現的。」別太在意就好。

讓音樂成為生活
從前，小提琴帶給呂思清的，大概是

全然的事業考量——要當演奏家、要拿
獎、要在全世界演出。演奏家的事業，
需要永無止境的努力，但現在的他，認
為別人讚揚他琴拉得多美妙其實已不是
最重要的事，他更希望他的音樂能夠感
染和影響其他人，讓音樂成為一種生活

方式。
特別是在內地，因為沒有歐洲那樣的

古典音樂傳統，所以接受音樂成為生活
方式對人更有裨益。呂思清認為這對社
會的整體素質、審美觀乃至道德準則帶
來積極的影響。「在內地我總是覺得，
大家所重視的東西太單一，其實人的生
活節奏和行動節奏可以稍微慢一點，甚
至停下來，去感受一下真正美好的東西
給心靈帶來的安寧，這會是很好的充
電。」
不少人都會一個勁地向前衝，最終也

不知衝往哪裡，於是便迷失在途中。而
適當地去感受和體會生活的不同層面，
有一定的好處。
呂思清只是希望那些從未接觸過古典

音樂的人，可以發現有音樂的生活會更
美好。因而近年來他在各地巡迴演出
時，也嘗試與不同的演奏家合作，譬如
古箏、二胡、古琴，甚至和王力宏這些
通俗音樂歌手進行跨界合作——畢竟，
音樂到了最後，雖然有不同的類別，但
只要能打動人心，就一定是高品質的聽
覺震撼。
而小提琴帶給呂思清最大的滿足感，

往往是完全不懂音樂的人對他說，聽他
的演出或音樂會後，感到震撼——譬如
一些主辦方的工作人員、司機或從沒聽
過小提琴的人，莫名地被他的演奏所感
染。他說：「莫名的感觸，其實特別
好。因為當人太知道自己為甚麼會有一
種情緒時，反而不見得會感動。」但莫
名的感動，一定會成為值得回憶的記
憶。
將來，這些意外闖入古典音樂的聽

眾，就會發現，原來自己的生活中，有
一種美妙的東西，可以一直伴隨㠥他。

生活不能沒有音樂
呂思清對自己的形容是「有點沒心沒

肺」。他小時候就很開朗，雖然也會鬧
點小情緒，但一分鐘不到，滿天烏雲就
散了。所以別人碰到挫折，可能需要很
長時間去化解，但他卻很快就可以打起
精神來。1983年，他在英國參加耶胡
迪．梅紐因國際青少年小提琴比賽，就
是當時選他去英國學音樂的梅紐因老師
所創辦的比賽，所以他參賽時壓力不
大。但內地對這種比賽很重視，派出的
三個選手分別獲得三甲，呂思清只得到
第五名，不少人借機嘲諷說專門將「神

童」送出去學音樂，看來也沒用處。而
他自己卻看得很開——比賽而已，何必
那麼較真。
生活中對他影響比較大的事件，反而

都與音樂沒有直接關係。2000年，父親
去世，帶給他空前的震撼，讓他反思自
己到底想要怎樣的生活與事業目標。呂
思清說：「父親去世前，我剛出道，其
實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甚麼，反
而很多時候是機械式地演出，想㠥自己
不要演砸了。」
2000年之後，呂思清的技術已更為純

熟，因而他開始考慮可以用音樂表現甚
麼。
音樂對呂思清有多重要，不言而喻。

「雖然它不是我的全部——因為家庭、
親人也同等重要，但確實是我不可缺少
和最重要的一部分。」
父親去世後，他突然醒悟，原來自己

需要考慮的東西遠遠不只有職業。而
2004年第一個孩子出生，也帶給他影
響。「短短幾年，經歷了生命的去世和
誕生，我的思維因而豐富和開放了很
多，這在我的音樂中表現出來。」行家
一聽，就能分辨出不同，變的，是呂思
清對待和詮釋音樂的態度。
呂思清很看好國內的音樂市場——因

為很有活力。他去高校演出時，美國音
樂界的朋友前來觀看，見到那些大學生
的熱情都覺得不可思議。古典音樂在中
國大學，竟然能像搖滾音樂在外國大學
中那麼受歡迎。多麼難得，多麼可惜。
儘管很多人質疑聽古典樂有附庸風雅

的嫌疑，但呂思清說：「附庸風雅總比
不附庸好。」一切總要有個開始、有個
過程。要給欣賞音樂的人一個機會，在
全無基礎的情況下，不可能每個聽眾天
生都是音樂愛好者。其實中國需要的，
是像呂思清這樣的音樂家，懷㠥開放的
心態，充滿活力地去演奏更多、更好的
樂曲。

呂思清簡介
他是第一位獲得國際小提琴藝術最高獎

——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金獎的東

方人，被國際權威音樂雜誌《The Strad》

譽為「難得一見的天才」。

他4歲隨父親及叔叔學習小提琴。8歲被

中央音樂學院破格錄取，師從王振山，成

為這所著名學府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學生。

11歲被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

選到英國的音樂學校學習。14歲繼續在中

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17歲奪得舉世矚目

的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金獎，19歲赴

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深造。

呂思清曾贏得北京、英國及美國的多個

國際比賽獎項。目前他還應邀擔任北京交

響樂團、昆明交響樂團的特邀獨奏家及香

港拿索斯音樂中心小提琴系主任。

年輕時，呂思清選擇用小提琴與世界各

地的人溝通和交流，讓中國的《梁祝》世

界化，讓《四季》在他的琴上流淌出非同

凡響的色彩。

呂思清再忙，每天有一個項目卻是雷打

不動的，就是天天練琴三四個小時。他在

名利以外，還能保持平和的心態，十分難

能可貴。他常說：「盛名之下是有一種壓

力的，但是它並沒有形成一種副作用。音

樂最奇妙的一點就在於它永遠能被發掘出

更深層的內涵、

更豐富的情感，

這是一個不斷感

受的過程，在這

個過程中，音樂

家的享受是無法

言喻的。我所做

的就是要把我自

己的音樂潛能完

全挖掘出來，所

以壓力是一種動

力，而不是一種

束縛或障礙。」

一場名為

「弦緣十五載」，將小提

琴、大提琴和鋼琴這三種樂器結

合起來的音樂會，日前在香港舉辦，演奏者

將弦樂合奏的魅力發揮至極，我們也因而再次領略到

國際級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精湛的技藝。對熱愛古典音樂的人

而言，呂思清這個名字太熟悉了——1977年，鄧小平在接待外賓時就曾自

豪地向外賓提起他：「我們有個7歲的娃娃，已經能拉外國小提琴曲。」1987年，年

少的他成為奪得國際小提琴四大獎項之一的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金獎的首個東方人。當年的小

娃娃，如今已是著名的演奏家。他錄製了被譽為最佳版本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也是他，在前美國

總統喬治布什訪華時，贏得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小布什的高度評價。

到底呂思清是個怎樣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部分)：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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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8歲時在人民大

會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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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思清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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