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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谢爸妈不培养之恩。
2、当年犹太人逃难时总能看到随身带着的身家里就有小孩子随身背着的琴盒，为啥是小提琴？可能
是小提琴本身器质性带来的吧。没有太多其他乐器能比小提琴更适合单纲做SOLO了吧？音调最高的
弦乐乐器？大悲大喜都容易被关联到小提琴声上（低沉的更适合悲？）并且可以很自然的把大家注意
力吸引过去。还有一点就是小提琴也适合做伴奏和旋和做背景声。其实我也没大明白独奏之王为啥不
是钢琴，钢琴虽是乐器之王，虽宽泛但也更平和，并且在表演上和视觉上，一个人在一架钢琴边应该
没有一个人手里攥着个小提琴这么更显得solo吧？想想这些非音乐家庭里非要培养自己孩子走职业音
乐道路的父母得有多无知，空洒一腔热心而已。经营一条这样的职业的首要条件no1家庭音乐背景no2
地理位置no3我觉得才是背后的热情，熟不知热情驱动下最多只能技不压身
3、作者最后说：实际上，这本书并不适合所有人阅读——其一是依然怀抱独奏梦的理想者。
4、小提琴独奏家教育产业的观察报告⋯⋯
一边看一边感觉：咦，好像哪里也是这样的⋯⋯
自费学习体育的产业大致雷同，比如：花样滑冰
5、音乐职业相比其他职业而言，是一条更加狭窄与艰辛的职业道路。到达顶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10岁之后每天6-8小时）去练习纯粹的技巧，需要巨额的金钱去购买工具（好琴本身可达上百万人
民币）、积累行业人脉（参加名师的课程）和声誉（参加国际比赛），需要放弃通常的学校通识教育
（因为这会导致没时间练琴），并必须牺牲父母中一个人的事业全职陪伴孩子。

收获一：除非下定决心让孩子走音乐道路，否则疯狂的督促孩子练琴考级之类的是没有必要的。如果
仅仅是培养对音乐的爱好，那么对兴趣的保护和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比获得个业余几级重要太多。
收获二：再次思考，将一个人的人生从童年开始全部押在音乐事业上，对个体而言是“值得”的吗。
6、音乐本身虽然是美好的，但是演奏家这个小精英圈的残酷与部分丑陋正是人类社会的完美缩影。
超乎常人的对成功的渴望与信念、社交能力、圈子、生命中的贵人，这些因素缺一不可。现在想起来
《交响情人梦》那个帮助男主的浮夸乐评人说自己没有才能成功，所以想尽一切努力帮助真正有才华
的人成功，真是非常感动啊。
7、真是好书。同情小贾。没有他我也不会读这本书。感谢小贾。
8、古典乐教育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9、对经历过类似生活或者这个圈子的人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鲜。
对没经历过类似生活的人，这本书的内容又有点沉闷和乏味。
数据倒是挺多的，写相关论文的时候或许可以提供引用吧。
10、用hard core的方式起底乐队小提琴家的培养方式，秘密层层揭开，引人一气读完。
11、非常扎实的田野，因为作者本身是琴童的家长，所以有更加独特专业的视角。对于音乐培养中的
阶级、分层、个体作用和关系网都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判断。基本上来说，一个琴童能成为郎朗那样的
音乐家，天时地利人和，老天爷赏饭。
12、用了三节课看完，勾起小学时跟着县城著名演奏家学习单簧管的美好回忆，有些体验是相通的。
当然，父母只是希望我有一技之长，而毫无意外的是，现在的我连一首完整的曲子都吹不出来
13、本来因为长度只打四星，但看完最后的方法论部分，还是再加一星。小提琴演奏界如同武林，门
派和出身非常重要——这为武林的师道传承提供了可能。当然，就像所有的武侠小说，“名门正派”
贡献了最多反派，绝世高手都是野生的。。。
14、职业音乐教师对家长说的最致命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孩子很有天赋，千万不能埋没了它”。
15、不错的书，国外灰色地带也不少，按这书的标准 中国小孩是根本没机会出头的，除非像朗总那样
走极端或者是内部关系户
16、难得的一本好书
17、神童的家长也是很辛苦啊
18、注释错位太多
19、用语文阅读题的方法来说就是揭露了音乐界黑暗的一面，不过最后作者也说，这本书是献给那些
热爱音乐或者读完后仍旧热爱音乐的人们（书中有几处piano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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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揭示了一个大型国际化中世纪宗教体系，嗯
21、最近了解了艺术生的世界 也是被触动 可能再看一次钢琴家会比较好
22、为了采访，但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不是说语言多晦涩内容多无聊。只是说对这个话题实际上并
不感兴趣。怎样把这种东西写成一篇特稿或者小说呢？唉
23、神童也不容易。归根结底只要不是野人，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
24、很棒的一本书，助我了解了波兰音乐神童的养成过程。
25、书中许多对本行业的“内幕”描述都比较真实，虽说讲述的是专业演奏圈，但同时也能说明整个
行业的状况。翻译有问题，尤其是低级的错误不能忍！
26、很励志
27、春节假期3天里面看完了，看书果然还是要一气呵成。看完就可以把培育下一个郎朗的幻想扔掉了
。
28、再也不想买主页的荐书了⋯

29、写那么厚是要加强幻灭感吧。
30、一直想到了某个下国际象棋的基友⋯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属于能者无所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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