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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凡是演奏大提琴的人无一不知王连三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是从王连三编写的《大提琴
教程练习曲分集》和《乐曲分集》开始学习大提琴的。
王连三作为中国大提琴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从事教学工作长达30多年。
他最大的成就是创作了很多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大提琴作品，为大提琴这样一件西洋乐器披上一件“
中国外衣”，此举在中国乃是首创。
他不仅对中国大提琴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中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指明了方向。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得知王连三先生的祖籍在福建省清流县，虽然他早在1986年就已经去
世了，但他的哥哥和许多亲戚至今仍然生活在清流。
王连三，在中国的大提琴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很多孩子（包括我自己）都是从演奏王老师的练习
曲开始学习大提琴的，但从来不知道王连三先生竟然是我们福建人！
带着激动的心情，我和我的研究生也就是本书的作者杨绿荫一同前往清流去拜访王连三的哥哥及其亲
属。
在清流，我们看到了许多王老师生前的照片，他的家人跟我们说了许多王老师求学时期的故事，令我
们非常感动。
怀着对王连三老师的崇敬之情以及对我国大提琴事业的使命感，我们决定，一定要将王老师的事迹写
下来，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王老师。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杨绿荫到北京和清流采访了王连三先生的遗孀、好友、同事和学生，收集
了王老师部分音乐手稿、作品和历史照片，并对这些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和加工。
这些“亲历、亲见、亲闻”的材料，具体真实地记载了王连三先生的成长道路、创作思想、人品师德
和生活作风，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这位平凡而杰出的艺术家的生活轨迹。
　　欣闻杨绿荫的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
相信这本书将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特别是大提琴教育事业的一份具有相当价值的史料，并且对激
励后人的成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苏力　　2010年10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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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连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王连三教授是中国大提琴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于20世纪50年代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是新中国
成立后首批从海外回归的专家学者之一。
回归后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任大提琴教授，并且参与音乐学院附中的筹建工作。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任职期间，他积极制定大提琴专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并指导学生，为新中国
的大提琴事业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王连三先生作为中国大提琴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在教学方面取得了成就，而且在编写教材
工作方面卓有成效。
王连三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创作了许多中国风格的大提琴作品，为大提琴这件西洋乐器披上了一件“
中国外衣”。
他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有中国民族民间特色的大提琴曲，体裁有协奏曲、组曲、重
奏曲等；另一部分则是大提琴练习曲，他创作的练习曲不仅富有技巧性，而且针对性强，都是根据教
学的需要创作的。
王连三创作的大提琴作品，风格之多样、题材之广泛、作品数量之大，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他最著名的大提琴作品是《采茶谣》，乐曲借鉴了武夷山山歌的音调，几个主题都具有浓郁的福建地
方民族色彩，整部作品充满了东方特色，听起来倍感亲切，作品充分发挥了大提琴的表现力和技术特
色，使大提琴的歌唱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当年周总理听过这首作品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指出这就是我国民族化创作的方向。
可以说，他是大提琴音乐创作民族化道路最积极、最热忱的开拓者，是他让大提琴说中国话。
　　杨绿荫的《中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的开拓者（著名大提琴教育家王连三口述史）》以口述史的形
式再现了王连三先生的精神与成就，使读者更直接、深刻地体会、感悟及理解历史。
受访者在叙述过去一段历史的时候，也重建了历史记忆，能够反映一个真实的过去。
《中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的开拓者（著名大提琴教育家王连三口述史）》通过采访王连三先生的夫人
、哥哥、同事、好友、学生等，使王连三的精神和成就有着生动的再现，这些亲历、亲见、亲闻的材
料，具体记载了我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最热忱的开拓者王连三先生的成长道路、创作思想、人品师德
和生活作风，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这位平凡而杰出的艺术家的生活轨迹。
　　希望《中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的开拓者：著名大提琴教育家王连三口述史》能让人们可以真正地
感受到王连三不重名利、不求回报的敬业精神，能令更多的人将王连三开拓的中国大提琴创作民族化
道路一直延续下去，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特别是大提琴教育事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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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绿荫，音乐学硕士。
1985年出生于辽宁营口，10岁时随父母迁居厦门。
在享有“音乐之岛”美誉的鼓浪屿度过六年中学时光，在鼓浪屿音乐学校期间随沈章先生学习大提琴
演奏。
2004年考入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师从我国著名大提琴家苏力教授。
2005年作为代表赴日本神户参加第三届世界大提琴年会，并在罗斯特罗波维奇指挥的千人大提琴音乐
会上进行演奏。
在学期间，曾多次代表学校出国交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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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是一名专业教师，但他认为，不管你教什么，做教师的必须教书育人，首先要教学生做人。
他要求学生从小就培养正直、无私、严谨、虚心、博大精深的品格。
为了教育好学生，他做了在一些老师看来完全是分外的事。
他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从附小、附中、大学乃至业余学校都有他的学生。
他为了同家长配合教育好学生，一直同在外地的学生家长保持书信联系。
他认为这虽然是班主任的职责，但是作为主科老师也是责无旁贷的。
　　有段时间，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刮到了学校，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这本是学校的事，况且连三老师那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了，但他却心急如焚，亲自为学生做报告，
用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和新旧社会的对比，生动地教育学生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连三老师是青少年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做一个好的教师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而且要身教重于言教
。
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事，做教师的必须率先做到。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杨：连三老师有做过一些什么事令您印象深刻的吗？
　　练：我觉得他对学生很严，但他对自己更严。
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耽误学生的课。
有一次一位家长陪着孩子去王老师家上课。
王老师像往常一样认真地讲、认真地教，但家长感到今天有点异样，发现王老师家里比往常要热闹，
客人很多。
课后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王老师．儿子结婚。
这位家长既感到激动，又觉得内疚。
在王老师生病住院后，他怕耽误学生的课，每当病情稍微好转一些时，他就把学生叫到病房，找，个
角落为学生上课。
有一次期终考试，他特地从医院赶到学校去听，当时有个学生遇到了伴奏上的困难，他竟然忘了自己
是个病号，亲自跑上台去为学生弹伴奏。
在场的老师看到这样的场景，心中都泛起阵阵酸楚。
　　王老师是一位严师，但生活上又像学生的慈母，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主动为孩子买饭票。
看到一些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单薄，他就主动带孩子上街为他们买御寒衣服。
在他生病以后，还不断地到琴房关心学生练琴，当发现琴房太冷时，就官着寒风为学生挂门帘⋯⋯这
样的事情太多了，学生们都十分敬重王老师，所以当王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时，大家都悲痛万分。
　　杨：为什么王老师到去世时还只是副教授呢？
这和他的学术水平相比，太不符了啊。
　　练：这是当时国家体制的原因。
本来一开始连三老师被分配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但因为艺术人才必须从小就有高水平的老师去严格
训练，所以连三老师又被从大学调到附中，他没有犹豫，十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勤勤恳恳
地在那里耕耘了几十年。
由于体制的原因，当国家恢复职称评定时，因为他的编制在附中，只能被评为副教授。
这与他的学术水平相比，是不公平的。
不过后来，上级部门考虑到我校附中的特殊性，经教委批准，附中教师可以参评正教授。
但这对连三老师来说已经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了。
　　杨：对于王老师创作的大提琴作品，您如何评价？
　　练：王连三老师的作品，从幼儿园入门的作品到组曲、奏鸣曲、协奏曲，甚至还有技术难度较高
的音乐会练习曲。
还有他创作和改编的一本本中国民族化的大提琴教材，风格之多样，题材之广泛，作品数量之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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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创作之中，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为中国大提琴民族化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年，周总理听过王老师的《采茶谣》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指出这就是我国民族化创作
的方向。
　　在连三老师去世后，我们去了他家，在他家一排排陈旧的书架和油漆斑驳的大柜里，摆放着各种
各样的曲谱和一叠又一叠的创作手稿。
我们问他的家人，王老师的创作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表，他家人说王老师从来不注重自己的名利，
所以，家人和同事谁也说不清楚王老师这一生到底写了多少作品。
连三老师为大提琴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就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对大提
琴事业真是赤诚的奉献啊！
　　口述：李四研（王连三的学生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采访、整理：杨绿荫　　杨：您应该是
王连三老师生前教过的最后一个学生吧？
　　李四研（以下简称李）：王连三老师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正是王老师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童引
领到大提琴艺术的道路上，我为有这么一位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关心学生的老师而感到自豪。
作为王连三老师的最后一名学生，也就是关门弟子，我又感到无比骄傲。
　　李：我从四岁半开始跟王老师学琴。
王老师平时对我有说有笑，又亲又抱，但上课的时候却毫不含糊。
他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记得有一次我练琴时，有些坐不住了，王老师看到了，就在钢琴上为我弹《三只老虎》，并哄我开心
，过一会儿，他又拉《小小天上星》这首曲子，教我边拉边唱，既适合我的年龄和特点，又加深了我
拉琴的兴趣。
所以，跟王老师学琴的几年里，我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
　　杨：这样的授课方式，您一点也不感到枯燥吧。
看得出来，王老师在您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李：没错，王老师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在他病重期间，我的琴课也没有间断。
1984年6月，王老师病重在北大医院治疗，他总是让爸爸妈妈按时把我带到医院上课。
王老师怕影响病房里其他患者休息，总是把我带到远离病房的地方或医生办公室上课。
期末考试时，王老师不顾身体的虚弱，特地从医院赶回学院关心我的考试，从方法到音阶，从指法到
音准，每一个细小的动作，王老师都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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