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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习中的“大道理”

舒泽池

一、简短的开场白

在写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音乐》这篇文章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好

像就应该是：“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音乐”。这个题目太大了，音乐的范围

很广，类型很多，流派很多，学习音乐的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应该说

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正如上个世纪的一位睿智的老人所说：“事

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毛泽东：《反

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 年 7 月）音乐这个“事情”也

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来简单探讨音乐和音乐学习中有哪些最重要、最

基本的“大道理”。

二、“大道理”之一：“声音为王”

我们已经说过，人对于音乐的感受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

上讲，每个人都有音乐天赋。但是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对于音乐的感

知能力，或者说是音乐作用于他的心灵的程度，相差是很大的。

音乐对于人的素质成长的作用的大小，首先决定于人对音乐的感知

能力。马克思说过“音乐的耳朵”和“非音乐的耳朵”的不同，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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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上的“耳朵”不同，而是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不同。

音乐的感知，必须通过“音乐的耳朵”，也就是音乐听觉。

“听”，是人类最基本的音乐活动；“听”，也是音乐学习中最重要、

最基础的内容。如果没有足够的音乐听觉积累，一切理论、乐谱、技巧

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是伴随必要的音乐听觉训练，一切理论、乐谱、

技巧的学习也都是没有用处的。现代的音乐学习离不开图形（乐谱）和

文字（理论），但是“看得见”的图形和文字绝对不是音乐，它们是为

“听得见”的音乐服务的。声音，是音乐艺术中永恒的“王者”。无论

哪种形式、哪种层次的音乐教育，它的开始和终结，出发点和归宿，都

应归结为声音。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大道理”。看似浅显，

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

在我国，很长时期以来，一说起“学音乐”，就是学乐器（演奏技

巧）、学声乐（发声方法）、学乐理、学和声、学音乐史，很少将“听音

乐”作为学音乐的内容、更不用说是学习音乐的基础。反倒是“不学音

乐”的青少年人群天天在听音乐：挂着耳机用 MP3 播放器听歌。音乐

学习中惟一一门与“听”有关的课程——“音乐欣赏”，无论是中小学、

大学的课程，还是青少年宫、文化宫的音乐普及讲座，大都形成这么个

模式：先是时代背景、作曲家生平、创作思想、创作过程，再是结构分

析、乐器分析，然后划分图示，逐段讲解“内容”和“形象”，不断提

问：“你从这段音乐听到了什么？”“你从这段音乐看到了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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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旋律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为什么？”如果是欣赏《高山流水》，就

要问你哪段是高山？哪段是流水？是什么样的流水？小水还是大水？

如果是《春江花月夜》就要问哪里是春？哪里是江？哪里是花？哪里是

月？哪里是夜？一堂课下来真正听音乐的时间往往还不到十分钟。这样

教育的结果，就是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很多教育程度、文化素养很高的

人）都虔诚而愧疚地说：我喜欢音乐，但是我“听不懂”音乐，对所谓

“严肃音乐”，更是敬而远之。其实，我们说过音乐的非具象性，就是

音乐信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山”啊“水”啊这样的视觉信息；音乐的

非理念性，就是音乐信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因为－所以”、“if－then”

那样的概念、逻辑之类的思维信息——说白了就是这样一句话：音乐不

是让人“懂”的！音乐是让人听的，音乐是让人感受的，音乐是“直指

人心”的。音乐，只有音乐，能够直接地触动心灵、融入心境，这是音

乐的不确定性的根源。这就是音乐的本性，这就是音乐的秘密，这就是

音乐得以独傲于艺术之林的独特魅力！

这就是音乐学习的第一条“大道理”：音乐是声音艺术，音乐是听

觉艺术。

三、“大道理”之二：“全脑开发”

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一文中我们还曾经探讨过音乐中的形

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音乐思维离不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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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讲，音乐是形象化的数学，数学是抽象化的音乐。

音乐信息本身不包含概念和逻辑，但是构成音乐的诸多元素，例如音阶、

音程、和弦、节奏、结构、高潮点……无不包容有深邃的数学内涵。因

此，音乐具有两重信号系统特征。音乐中始终存在着表现因素和逻辑因

素，这种矛盾统一体的存在，使人在接受音乐或者表现音乐的同时产生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

所以，音乐能够给予人的，并不是单纯的右脑的开发。音乐作用于

人的，是全脑的开发，是情感、想象与逻辑、认知的全方位开发。

这是另一条“大道理”。引用本世纪上海音乐家杨燕迪先生在上世

纪说过的话就是：“仅仅感受音乐而不思索音乐会失去音乐的真髓，仅

仅思索音乐而不感受音乐便丢掉了音乐的灵魂。”音乐的欣赏，音乐的

表演，音乐的创作，都必须包含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音乐的教育，更

必须包含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也就是既“感受音乐”又“思索音乐”，

可以偏重，不可偏废。

音乐学习的核心任务是培养音乐能力。

音乐的能力包含四个层次：即分辨能力－记忆能力－分析能力－鉴

赏能力，前一个层次是后一个层次的基础，每个层次中都包含着感性（感

受音乐）和理性（思索音乐）两个方面。

音乐的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即纵向的（音的高低及相互关系：音程、

调式、和声）；横向的（音的长短和位置：节奏、旋律、曲式）；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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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发音方法、力度）。这三个层面，每个层面中也都包含着感性

（感受音乐）和理性（思索音乐）两个方面。

发展全面的音乐能力要涉及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即使是纯技术的

学习如乐理和视唱、练耳，也必然要涉及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

我们已经说过现代音乐教育离不开声音、图形、文字三个要素，离

不开“听得见”和“看得见”的两种载体。因此，依据上述两条“大道

理”，音乐课程，就是提供听觉（声音）与视觉（图形、文字）的迅速

的、即时的转换；音乐教师，就是引导并实施这样的转换；音乐学生，

就是体验并实践这样的转换：音乐教具，就是体现并演示这样的转换。

以大家都公认的音乐基础学科——乐理为例：依据上述两条“大道

理”，学习乐理不应是单纯理论的学习，应该与音乐的体验、听力的训

练紧密结合；学习乐理不应是单纯书本的学习，应该与音乐的实践、生

动的交互紧密结合。

四、“千年缺失”与“王者归来”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音乐教科书千百年来一直

处于一种很尴尬的“缺失”状态。请看——

如果打开美术教科书发现没有图画，人们会觉得这是很荒诞的、不

可接受的；

如果打开文学教科书发现没有文字，人们也会觉得这是很荒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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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定会去退货；

可是打开音乐教科书发现没有声音？那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承认第一条“大道理”、承认声音是音乐的“王者”，我们

当然也应该认为这样的音乐教科书是荒诞的、不可接受的。但是千百年

来我们习惯于遵从鲁迅先生批判过的“从来如此”的逻辑，对音乐教科

书中声音的“千年缺失”竟然习以为常、默默接受而且觉得理所当然。

直到本世纪初，我们运用“先进生产力”（具体说来主要是数字技

术），在音乐教科书中寻回了千年缺失的声音，迎来了音乐中的“王者

归来”，将音乐教育中的同一内容、同一任务，按照授课和学习的需要，

分别或同时由不同的载体共同来完成，创造了将“看得见”的书面教程

与“听得见”（同时也“看得见”）的多媒体软件教程合而为一、“一个

都不能少”的“数字音乐教程”。

这样的“数字音乐教程”，使得“数字化”不再是授课的辅助，远

远超越了“课件”的概念，使得教师和学生能够共同享有音乐教育资源，

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音乐教育中教材与教师、学生的全面互动。只有

这样，才能在音乐教育的进程中始终凸现音乐听觉的“王者”地位，使

得第一条“大道理”不致沦为空谈。

这样的“数字音乐教程”，恰好也符合了“全脑开发”这第二条“大

道理”的要求。从方法上，实现了听觉功能和视觉功能相结合；从原理

上，体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融合。从课程的角度来分析，根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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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开发”的原理，每一个课程都应该包含知识、能力和技巧三个方面：

以知识为基础，以能力为核心，以技巧为贯通。无论教程的构建，课案

的设计，学习的检验，都应该环绕这三个要素，相互支撑，相互拉动。

这就既打破了知识至上、死读书本的旧习，也打破了漠视理论、埋头傻

练的偏见。知识是“学”的，能力是“练”的，技巧，却是在“学”、“练”

和“熟”的基础上“悟”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感受音乐”和

“思索音乐”的结合。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音乐教学不再是以音乐教材为本，而是以音乐

学生为本，根据不同音乐学生的不同需要、不同条件，选取不同内容、

采取不同方法、提出不同要求，实现不同目标。

如果把课程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我们就会发现，在音乐基础课程

的学习中，每一个知识点，都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听觉的、理

论的、乐谱的、键盘的四个方面。例如学习“大三和弦”，就应该知道

大三和弦的构成、定义，能够从听觉上听辨和模唱大三和弦，在键盘上

弹奏和构成大三和弦，还要能够从乐谱和音乐音响上分辨和分析大三和

弦。这四个方面是并行的、融合的、互补的，只有四个方面都懂了，都

会了，这个知识点才算真正掌握了。这就是真正的“全脑开发”，涵盖

了音乐的感性和理性，融合了听觉的内化和外化。

按照这样的理念和做法，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就要适度打破学科

体系的“条块”分割。学科体系的划分是从事学科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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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的分割有利于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成长。但是学科的

“条块”划分并不符合音乐学习的认识过程和认识规律。我们不应把在

教学中打破学科体系和在研究中坚持学科体系对立起来。在教学中至高

无上的是以学为主，以学生为主，以学生学习的需要和可能为主；而不

是以教师、以教师的学问、以教师的良好愿望为主。

以上所说的四个方面，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都是必须的，缺一不可。

对于业余学习，则要根据学习的需要和可能，不应该也不可能那么全、

那么深。根据第一条“大道理”，当然重点应该突出音乐听觉，所有各

个方面，都应该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因此，我们设计了名为“音乐学习四加一”的音乐课程。所谓“四”，

是“学一点乐理”、“练一点听力”、“弹一点键盘”、“做一点分析”，都

属于音乐知识和技巧学习的内容。另加的一个“一”叫做“听一点音乐”，

是作为音乐听觉的日常积累，不是急功近利，也不是立竿见影，而是让

人敞开心扉来聆听音乐，感受音乐。“一”，是“四”的基础；“四”，又

是为“一”服务的。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音乐表演能力的进步，是“四”

和“一”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两条“大道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简短的结束语

音乐中的“小道理”虽然很多，够得上“大道理”的，我看来看去

也只有这两条。有了这两条“大道理”，许多“小道理”就可能迎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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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例如中学（尤其是高中）的音乐课怎么上，“听”音乐、“讲”知识

和“做”活动的关系怎样摆；例如乐器教学中“音乐”和“手指”的关

系问题，训练曲目的“精”和“泛”的问题；还有现今业余音乐考级中

出现的从教材、教法、考法、效果等诸多“老大难”问题，等等。

还是世纪伟人毛泽东说得好——

“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音乐之门》的附录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