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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内容概要

作者以一位客居巴黎异乡人的经验描述出他眼中的巴黎，充满异国情调。从巴黎人的生活观、生活形
态、作息、口头禅，到天气景致的变化，娓娓道来，随着时序变迁呈现出了不同色彩和律动感的巴黎
风情。他经由一间坐落于塞纳河左岸的钢琴铺，揭开了巴黎人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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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作者简介

Thad Carhart,美国人，年轻时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移居法国前曾担任北加州娱乐事业顾问。他一生
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摄影师妻子西蒙·奈里及两个孩子住在浪漫之都巴黎。
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读这本书，就像在黄昏中漫步一样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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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卢克第二章  寻找我的琴第三章  史汀格驾到第四章  盖雅太太第五章  一架合适的琴第六章  潘
柏顿小姐第七章  约斯第八章  如何发出琴声第九章  键盘盖第十章  世界变得更响亮第十一章  钢琴课第
十二章  咖啡工坊第十三章  友谊赛第十四章  调音第十五章  合宜的字眼第十六章  “唱诗班”音乐学校
第十七章  罪证确凿第十八章  交易第十九章  贝多芬的琴第二十章  大师课程第二十一章  空间是机械的
灵魂第二十二章  法乔利第二十三章  玛蒂尔德第二十四章  另一架梦幻钢琴致谢参考资料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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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左岸琴声》 在巴黎的一家钢琴铺找回消逝的热情　　书里弥漫着巴黎的味道：　　清晨的淙淙
水流清洗着道路两旁，　　面包坊透出新鲜的面包香，　　黄昏时隐约传来巴赫的《十二平均律》⋯
⋯　　一位客居巴黎的异乡人，娓娓道出他眼中　　巴黎人的生活形态、人生观　　气候、景致的变
化，　　描绘出不同色彩和律动感的巴黎风情。　　一间位于塞纳河左岸的钢琴铺，　　揭开了巴黎
人生活的神秘面纱。　　异乡人与店主卢克的交流、沟通与友谊，　　呈现了巴黎社会独特的人文精
神面貌。　　赛德·卡哈特（ThadCarhart），美国人。　　年轻时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移居法国前
曾担任北加州娱乐事业顾问。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摄影师妻子西蒙·奈里及两个孩子
住在浪漫之都巴黎。　　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　　读这本书，就像在黄昏中漫步一样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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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编辑推荐

《左岸琴声:在巴黎的一家钢琴铺找回消逝的热情》中，作者以一位客居巴黎异乡人的经验描述出他眼
中的巴黎，充满异国情调。从巴黎人的生活观、生活形态、作息、口头禅，到天气景致的变化，娓娓
道来，随着时序变迁呈现出了不同色彩和律动感的巴黎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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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精彩短评

1、是一本很好很温馨的书，看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在音乐世界里遨游，能看到一个个音符和听到美
妙的钢琴声。这是一本打动了我的书。
2、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一本书，没有之一。感谢偶然。
3、这本书 属于巴黎
4、岸边飘来十二平均律的琴音
5、在不同的场合提过多次，这次改了状态，从在读改成已读。用来晒心情的书，闲时无聊打发下时
光吧。
6、钢琴是一种优雅而有气魄的乐器
7、悠闲的生活是我的向往。
8、可以缓解压力的读物
9、很有味道的一本书
10、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神秘、充满人情味的钢琴世界，以及由钢琴引出的一系列温馨的味道~~
11、《左岸琴声》，就像是一本励志小故事集。与此不同的，它讲得是一整个故事，都是作者与作者
的钢琴的故事。一本好书。
12、发货速度尚可。内容很不错，极有味道！
13、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一次在武汉的一家商场里看到一架特别庞大的钢琴，有个小男孩上去弹了首很
简单的曲子，那琴声让人很震撼。
14、忘不了，我爱你
15、高中读过，但是对于我这种不太文艺的人来说有点没什么吸引力。加一星给对生活细致入微，敏
感又温暖的作者
16、除了好像收到一本二手脏书，其他的都不错
17、磨叽磨叽磨磨唧唧
18、钢琴和调音构成了钢琴音乐的基础，弹琴亦如人生，优美的旋律、高超的鉴赏能力、对音乐的听
觉与触觉，才造就了一个真正的钢琴家，此书选材独辟蹊径，越读韵味越十足！
19、拿走我这本书的盆友，能不能找见还给我T_T
20、擦这各种钢琴史啊什么的各种文艺不适合我啊！！！！
21、如果能拍成纪录片就好了，琴声需要聆听。
22、这是一本教人生活方式的书籍。如果你努力的很大众，又有些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优美、从心、
从容，那就读这本书吧。尽管是教人如何享受钢琴文化，但也启发人如何读书、交友等等。送人也不
错，我已经送出去四本了，反响非常好。
23、这本书单看上去，就给人爱静自然的感觉。书里写的东西也不错，喜欢那种生活中的高雅。
24、有情节，有意境
对于有钢琴情节的人来说，确是一本好书
25、述而不作，不刻意地道出法国名物俗变种种，绝对是难得的佳作⋯⋯
26、完美的环境存在感，带给人无限的灵感与知识。它非常美丽，令人陶醉。
27、关于左岸的梦...
沿着彼岸流向巴黎。
28、大概是刚进大学时，读的第一本，或是第二本关于欧洲生活的书，满足了当时对巴黎生活和钢琴
的最好想象。后来去了巴黎和欧洲的许多城市，总觉得应该像那时的自己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想
象。
29、很喜欢这本书关于钢琴的细腻描写，很喜欢书中的法国的那条街，如果有机会一定去感受一下。
30、从图书馆借得，不知是第几位读者写下了很有趣的批注。就像一架二手钢琴，你不知道它原先的
主人是谁。但是在这里，书也好，钢琴也好，都有了自己新的生命。
31、我爱piano，可惜的是...
32、居然有八分。。我硬是没看下去
33、北海国图的遥远记忆在此刻复苏
34、从来没想过，用眼睛也能享受到音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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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35、很舒服的一本小书，没有什么炫耀,但让你感受到真实的巴黎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36、如果你很喜欢钢琴，也很喜欢巴黎，这是最适合你的了
37、循着琴声漫步
38、喜欢与琴声独处。有意思的人 有意思的事 好像有点意思。
39、很浪漫的一本书，一如它的书名一样。
40、回归读书时代~
41、很喜欢，去过巴黎后想再拿出来读一遍的书
42、我好想学钢琴啊啊啊啊啊啊！！！！！
43、刚拿到书，还来不及翻看内容，就被精美雅致的封面所吸引，随手翻看了几页，发现字体排版很
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看着很舒服。
44、作者在巴黎的一家钢琴铺找回消逝的热情，而我在作者的文字中延续着从未消逝的热情。对于我
，这真是一本好书。从作者的文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风之花园》OST背景下结束了阅读
，仍在回味作者朴实而真挚又不乏幽默感的文风，以及脑海里映出的巴黎印象。 
45、这本书很浪漫,但是还没阅读,光翻看了一下就觉得很好,里面还有专业的词汇.很是喜欢.
46、美丽的塞纳河畔
47、有爱就有生命
48、比较专业的钢琴综合介绍的书。
49、你发现了某一种事物，你为之而着迷，你的身你的心都为之而悲喜。
它在你的生活中鲜活起来，而后，你的生活就丰满了。
50、《左岸琴声》这个名字有些太文艺，还不如原文的英文来的直白亲切：左岸有间钢琴铺。在拥挤
地铁读书的过程形成强烈的fusion感，让我萌发起继续学钢琴的冲动⋯⋯
51、不是太适合我看，或许是个人原因，体会不了作者的心思！
52、因为它，所以我们叫湖畔琴声！
53、梦幻钢琴永远不嫌多
54、大学
55、很喜欢书里的氛围，被钢琴所包围的感觉，还有将已经丧失生命的钢琴劈掉当柴烧来求暖的感觉
56、我的收藏
57、系列最佳
58、第一眼在网上看到时就很喜欢 收到时才发现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精致 是本好书
59、在一本网络杂志中认识了这本书，读它的时候象是在喝咖啡，又像是在听班得瑞，惬意，自然，
舒畅，而又脱俗的感觉，我个人认为挺好的一本书，建议喜欢自然，崇尚自由，追求自我的读者可以
读一读，
60、读了一半，荒下来了，什么时候继续~~
61、可以借此多了解些钢琴品牌呵~
62、一本让人处于音乐世界里的书
63、印象中是非常平淡的叙事，作为睡前读物可能会具有一定效果。书中包含大量钢琴品牌的知识，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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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精彩书评

1、不管对钢琴有没有兴趣，找一张合适的琴，努力学习弹琴吧．平淡从容中见到由衷的优雅．读书
会觉得轻松。作者熟悉名琴,文笔舒缓，讲的几个小故事丝毫不罗嗦，章节之间结构也比较紧凑。对于
喜欢有趣的情节、没有什么钢琴经验的我来说，知道的事实也真是简单：钢琴并不仅仅是乐器而已。
2、1.乐谱的小节就像小孩-- 看到就好 不要听到 2. 世间没有一种东西像音乐一样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音
符构成，就像没有一种东西像书一样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文字构成。我们必须要接受事物的模糊意义。
3.那种感觉是， 如果你弹钢琴弹得不完美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4.转折处的变化总是叫人惊喜却不
鲁莽， 就好像看着一片又大又美丽的树叶从至高处慢慢飘落到地上：它的目的地明确，但掉落的舞步
却是变化多端。
3、当我告诉别人自己学的专业是音乐教育时，很多人的第一回答是：“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我便
问他/她，你听音乐吗？他/她会告诉你：“我很喜欢听音乐，不过我听不懂。”其实音乐教育较真说
起来也不是什么非常专业的音乐专业。我们大家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音乐，最后却给自己下了个失望
的结论——自己不懂音乐。难道说，只有那些能在钢琴上演奏出流畅音符或者能把一部古典音乐作品
解释的头头是道的人，就是懂音乐？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在多年前学过一点钢琴，但并非科班出生的音
乐爱好者。他怀着对音乐的崇敬、诚挚之情，多次登门拜访法国巴黎左岸那家如同世外桃园般的二手
钢琴店。最终打动了店主而同意卖琴给他。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走近乃至走进音乐，不需要你拥有专
业的背景，而只要一颗诚挚的心便足以。你可以不会弹钢琴，但我相信，当你静下心来倾听一段音乐
尤其是好音乐的时候，你的内心不会没有触动。不管那份触动带给你的是什么感觉，那就是你对音乐
的解读。过去学校教育中对乐曲做了过多语言描述的音乐教材，教大家迷惑了。不少人为自己听不出
课本上所描述的场景而苦恼，最后不得不告诉自己：我没有音乐天赋！这是多么可悲的教育。而，如
今国内大兴的艺术教育，其功利目的的浓厚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父母让孩子学琴学音
乐大都为了让孩子能考级、加分或者进入另一个让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圈子。所以，当我看到家长让孩
子为了考上高级别而整年只练习那几首曲目；或者对孩子的高难度演奏技巧沾沾自喜却全然不顾孩子
对音乐表现的麻木⋯⋯家长如此，其实不少教育工作者亦如此。当我读到书中作者的邻居和她的丈夫
天天在家弹琴歌唱，尽管歌唱者有时免不了走音，但他丈夫总是极其耐心的用钢琴的音符给出纠正。
这份可爱和对音乐的真诚让人不免笑出声来。这份享受音乐的悠闲自得和走进音乐的锲而不舍，和国
内大跃进似的罐头式音乐教育，简直形成天壤之别。一面是有着深厚艺术史的欧洲爱乐者。他们或许
不专业，却耐心而虔诚。一面是开放不久努力积极在各方面效仿国外的中国民众，他们深信学艺术或
许可以带给他们额外的利益甚至不一样的人生，他们以为高难度、技术和大大小小的证书就是专业。
他们浮躁且急功近利。不否认中国出了不少好的音乐家和演奏家。但是泱泱大国浩浩人口，从比例来
看，不得不承认，多数人陷入了学艺术的怪圈和误区。要不然，凭我们中国人先天的聪慧，我相信我
们国家还应该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4、梦幻钢琴的生命痕迹于是作者是个常年居住在法国巴黎古老住宅区里的美国人，他并非是专业作
家。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您可以想像，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急切的、热烈的激情，他是无需在中年时谨
慎入微地开始写这本以钢琴为线索的小书的。一开始，他只是一个想要二手钢琴的买家，在送女儿上
学的路上天天都看到一家钢琴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直到鼓足美国人面对传统法国人的勇气，进
去了之后却只会被有礼貌地拒绝，三番五次，铺子后面似乎掩藏着什么秘密⋯⋯有关钢琴的这个故事
就是用这样的悬念开始的。这是一家典型的老派钢琴铺，维修并进出二手老钢琴。这里的规矩是：只
有老顾客的推荐，才能成为买家。甚至，必须是真正需要钢琴、热爱这种机械生命体的人，才有资格
成为这里的顾客。这样的工坊里传递有关缓慢的哲学，这一点经由一个美国人之口笔来描述，便是超
越音乐和钢琴的法式风情。作者当然得到了想要的二手钢琴，但这只是个引子。挑选二手钢琴的过程
漫无止境，充满惊喜和“知识”。铺子老板卢克的魅力完全和琴身融为一体，对每一架来历稀罕、做
功精致的老琴爱护有加，对钢琴这一物种百年来的轨迹一清二楚。在卢克的熏陶下，作者也从钢琴本
身的神秘和伟大中找到了音乐之外的生命气质。那是关乎于琴的命运，音乐依附其上，渐渐滋生出“
不得不”依附于钢琴的钢琴曲。我很喜欢阅读他和法国老派钢琴铺里出入的顾客的交流，也喜欢读到
他因为拥有了一架钢琴而重新开启的音乐敏感力，因此能注意到、并分辨出周边宅所中的歌唱家、长
笛家和高水准的伴奏家，因为那才是值得品味、更待发掘的左岸气息⋯⋯更喜欢看到他探究钢琴发声
的奥妙，解说琴弦和木槌在机械运动中的神妙精准，理解何谓“空间是机械的灵魂”。他那描写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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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琴声》

外形、装饰和构造时的感性语气，几乎是对音乐性感能力的无条件臣服。因为钢琴，作者认识了耐心
的居家钢琴辅导师安娜，容易喝醉的天才调音师约斯，也结识了全手工钢琴制造者的气派；甚而回忆
起儿时，初学钢琴时的种种遭遇，那是一个算不上天才的普通爱乐人所能拥有的一类刻骨铭心，坏导
师屈辱弹琴的小孩，好老师启发小孩对钢琴的感悟，换言之，是对现代社会利用音乐来刺激人类的敌
对竞争力的反思。要知道，社会变革、家庭起落、炫富都会成为钢琴命运的决策力，比如说，离婚也
会导致一架好钢琴陷入流浪的境地，如同一个被弃的孩子。爱琴人的爱情也是需要钢琴的，卢克爱上
了玛蒂尔德，这个女子有一个悲伤的寻琴故事，犹如寻亲，两人可以在断电后冷冰冰的琴库里待着，
偶尔烧一些废弃的钢琴琴身（实在是别有风致、就地取材的壁炉燃料）。卢克在结尾处别有意味地说
，梦幻钢琴是永远不嫌多的。这本处女作之所以迷人，我想，主题之迷人是最要紧的基石，作者聪明
而且真的热爱钢琴这种机械生命体。他已和卢克一样，成为不可救药的、幸福的恋琴者，一见钟情于
取材16世纪末的果树木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干燥、再被精心雕饰的19世纪华丽古琴；永不厌倦地讨
论肖邦、李斯特和贝多芬对于钢琴的不同需要；各国钢琴的特质，尤其是维也纳琴和英国琴的区别性
特征，或是上世纪甜美音质如何一去不复返（那是寄托于钢琴的音乐之时代性）。偶尔，也痴迷于琴
盖下镌刻的名字，那些刻意而诚挚的签名可能带来一个世纪之后的感动、巧合，样样都是浪漫。那些
古琴，完全是化石一般稀有的物种，不止是家具或古董，它们依然在这些爱琴人的手中流传、并呼吸
着。以音乐的方式呼吸着。这绝对是恋物者的最高境界。
5、读书有如倾听乐曲一样，亦初我并没有找到它的节奏，读得很吃力，但渐入佳境的感觉让我忘掉
了一开始的不爽快，流畅的品味着作者眼中经过的巴黎，心中流淌的琴声⋯⋯    我一直是羡慕会弹奏
钢琴的人，十指间流淌出美妙的乐曲⋯⋯我一直是勾勒着心中巴黎的模样，调色板似的跃然我的脑中
⋯⋯一点点儿充盈，一点点儿留白⋯⋯遗憾的是⋯⋯至今我不会弹钢琴，我没到过巴黎，庆幸的是⋯
⋯我期待这&amp;仍在期待着经历⋯⋯
6、你发现了某一种事物，你为之而着迷，你的身你的心都为之而悲喜。它在你的生活中鲜活起来，
而后，你的生命就丰满了。
7、在图书馆里被书的名字和书的风格所吸引，再看里面的简介，发现这正是自己喜欢的书，关于钢
琴，也关于异国的文化。作者的处境和想法与我有些相似了，同在异乡，想有自己的钢琴，想重温自
己儿时的梦想，想结交当地的朋友，想恬静的生活。他处在浪漫的巴黎，写字楼周围有很多音乐家，
经常听到美妙的琴声，琴行的老板让作者对钢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将钢琴当成有生命的。这一
切让我在读书时不停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更积极的为自
己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的梦想寻找出路。这本书为迷茫的我拨开几片乌云，露出一缕阳光，我
仿佛随着作者走在巴黎的街道上，路过咖啡馆，走进小作坊，闻着淡淡的木材味道，抚摸一架架美妙
的琴。生活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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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左岸琴声》的笔记-第一章 卢克

        很多时候，古怪的匠人这一设定，大概是增加艺术作坊神秘度和专业性的重要因素，他们通常代
表了足以傲物之才能，代表了长久传承的技艺，更代表了艺术所不同于其他科目的必不可少的矜持。

========================
法国式的礼仪中，如果双手湿漉或污秽，就会用前臂代替，于是他举起了右前臂想和我握手。

迪弗吉的老掌柜不喜欢随便卖二手钢琴给不通过介绍来的人。他说麻烦比生意的价值还多，而他那么
多买钢琴的客户都得照他的方式来。

我了解到，这个由神奇技艺所掌理的工坊，远比那些由50架崭新的钢琴所充斥的代理展示屋来得让人
兴奋多了，虽然，那些新琴也许更有名更昂贵。我感觉自己在此亲身见证了20世纪的大半时光里，欧
洲人口活动的潮流与兴衰，在这之中尽管不便，这些人仍然带着他们钟爱的钢琴。对他们而言，巴黎
是一个起点、一个目的地，亦或者只是一个中转站。

像大部分的巴黎人一样，我很在意任何占地面积颇大的物件进驻到我们家。

法国人对法国自己的东西有特别的偏爱，比如像汽车、葡萄酒、服饰、脚踏车、美食和电影。对钢琴
，也是一样。

在那个早晨短暂的拜访中，我所学到的事情里有一样很务实的细节是我从不怀疑的。卢克说，由于巴
黎的公寓一般都比较小，直立式钢琴的需求远超过三角钢琴，相对价格更高。这点让我非常惊讶。换
句话说，一架旧的三角钢琴，除了非常顶级的型款价格不输给新的贝奇斯坦和斯坦威之外，其他的还
不如直立式的来得吃香抢手，甚至，有时还成为特价品。这颇带有疑问的逻辑推衍对我而言可是一个
新鲜又迷人的主意。

2、《左岸琴声》的笔记-第138页

           有一天，我正在收拾贝奇斯坦琴谱架上面的东西，安娜告诉我有样礼物要送给我，并且说那对我
学习音乐将有所帮助。她拿出一本平装小书，书名叫《剑术中的禅与骑士精神》，并将它给了我。“
等你了解后，就会知道它谈的是关于一个人的态度。”
  当天傍晚，我很兴奋地读着那本书，也间接明了了那是安娜给我的一些启示。它以剑术——这项看
来只是身体技巧的活动，来阐述心智如何驾驭具有严厉要求的技艺的哲学，它强调专注力和对学习过
程的理解力。每一个新技巧，就算是很小的，都有它的启示和它带来的满足，而心智的锻炼和手中动
作所产生的美学乐趣同样重要。学生必须尊敬老师，并且遵守严谨的师生伦理关系。特别是一个人必
须培养出超然的态度，以传达出他的艺术。“别想着放松！”师父对学生喊着，“因为你没有真正超
然客观，才会觉得紧张。每件事情不就这么简单么！”
   这个态度充分表达了安娜对音乐的态度，令人深思且务实。她教我运用内在的专注力去了解我们称
之为美的那个部分。“你必须去体会勃拉姆斯或舒伯特的一首曲子，并且体认它们是伟大的作品。对
于那些使得你的弹奏技巧增长的大师之作要心存感激。这是一种看待生命的方式，不是吗？没有所谓
完美这回事。”

3、《左岸琴声》的笔记-第14页

                我们走到了置放直立式钢琴这一区中，名厂的和默默无闻的，美国琴、日本琴，甚至还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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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新、中国做的钢琴，它身上每一方寸的黑漆表面都很惹人注目，闪着艳俗滑稽的黄铜光泽，好
像在一间诡异的二手车厂里看到了一辆迷你型的灵车一样。我带着惊讶的眼神看了看卢克，并且问他
怎么会有一架中国钢琴在他们店里。
        “我们得接受它，因为它是一个朋友的偏好。”他停了一下，然后又像是很抱歉似的补充，“其
实它的做工不赖，但却是架二流钢琴。”

4、《左岸琴声》的笔记-第25页

                我弹了一会儿德国厂牌肖特（Sauter），它的音色银铃般的甜美可爱，音调也无比流畅，唯独
价格我负担不起。又有一次，卢克在工坊中央组好了一架小型的加沃三角钢琴，并邀请我弹弹，它的
键盘触感略为生硬，但音色丰满圆润，彻底地让人神魂颠倒。

5、《左岸琴声》的笔记-第1页

        1.乐谱的小节就像小孩-- 看到就好 不要听到

2. 世间没有一种东西像音乐一样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音符构成，就像没有一种东西像书一样是由一个接
一个的文字构成。我们必须要接受事物的模糊意义。

3.那种感觉是， 如果你弹钢琴弹得不完美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4.转折处的变化总是叫人惊喜却不鲁莽， 就好像看着一片又大又美丽的树叶从至高处慢慢飘落到地上
：它的目的地明确，但掉落的舞步却是变化多端。

5.她有一种敏感的天性和有些超现实的幽默感。

6.我把那些琴一一背出来 连我自己都很讶异居然能把他热衷的事物一五一十地记得如此清楚。有豪华
的黄檀木史坦威，不过大小不适合他的房子，接着是一架形状像大键琴的布雷耶尔，他称它为‘小打
手’。他曾着迷于柠檬木琴身的佳沃，还没亲眼看到就开始讲价的查理十世风格的艾拉尔，然后是布
满灰尘又笨重的高汀--‘贝多芬的琴’。现在又变成一台瘦巴巴的英国琴。
卢克专心倾听着我玩笑的责备，以及暗藏在话语中的疑惑。我们站在街上，缄默了一会儿。他看看玛
蒂尔德，又看看我，然后轻描淡写地回答，‘梦幻钢琴永远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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