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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专业音乐宫殿大门的钥匙

舒泽池

科达伊有一句名言：“音乐是人类文化绝不可少的部分，对于一个

缺少了音乐的人来讲，他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

人。”这句话在我国的国民音乐教育界几乎是人人皆知，而在专业音乐

教育界却还传播不广。毫无疑问，专业音乐领域的学问深邃皓缈、技艺

博大精深，穷个人生涯之全部，难以尽其中之万一。专业音乐家以毕生

精力投身于专业的知识与技巧，是当然的事。但是，正如二十世纪一位

伟人说过的：“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对于

音乐家和音乐是如此，对于音乐教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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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音乐的耳

朵”和“非音乐的耳朵”的不同，这不是生理上的“耳朵”不同，而是

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不同。

培养音乐感知能力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音乐实践，其中听

是最重要、最基础的音乐实践，也是最重要、最基础的音乐学习。一切

音乐技能、音乐理论，都只能建立在音乐听觉的基础之上。没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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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听觉积累，一切无从谈起。

然而由于人的生理特性，作为声音艺术的音乐学习，必须配合以文

字（理论）和图形（乐谱）作为学习音乐的辅助，这已成为千百年来的

共识，否则，就不会出现我们眼前的这本《乐理新思路》书面教程了。

这就自然的引申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听觉功能和视觉功能的配合，

一个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融合。

作为专业音乐家或音乐学生的音乐能力，应该包括四个方面：听觉

的，理论的、乐谱的、键盘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当音乐家或

音乐学生听到一个 c1音（小字一组的“C”音）上构成的增三和弦，他

就能够从听觉上分辨并模唱出 c1、e1、#g1三个音，能够从理论上说出增

三和弦的名称和定义，能够在五线谱上正确的写出这个和弦，还能够在

钢琴键盘上准确的弹出这个和弦。全面的音乐能力应该包括这四项，完

整的音乐学习也应该包括这四项。听觉能力与视觉能力的结合，既是音

乐学习的最佳途径，也是音乐家创作和表演活动中的实际过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加分析，还会看到音乐感知能力发展的四个层次：

首先是分辨、然后才是记忆，在分辨和记忆的基础上，才能进而进入分

析和鉴赏。而每个层次都包含有三个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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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色彩的（音色、发音方法、力度）。四个层次和三个层面中的

每一个，都有赖于听觉能力与视觉能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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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融合。我个人并不很

赞成音乐是“开发右脑”的这种说法，尤其是对于专业音乐家，绝不是

仅仅利用右脑、开发右脑的问题。音乐具有两重信号系统特征。音乐中

始终存在着逻辑因素和表现因素，这种矛盾统一体的存在，使人在接受

音乐时同时产生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音乐思维

离不开数学思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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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音阶、音程、和弦，或是节奏、结构、高潮点，内中

无不蕴涵着深刻的、严谨的、优美的数学规律——尤其是我们在开发《乐

理新思路》软件教程的过程中，经常会不由自主地赞叹音乐中蕴含的数

学的奥妙、造化的神奇！因此音乐能够给予人的，是全脑的开发，是情

感、智力与认知、思维的全方位开发。我赞成上海音乐家杨燕迪先生的

话：“仅仅感受音乐而不思索音乐就会失去音乐的真髓，仅仅思索音乐

而不感受音乐便丢掉了音乐的灵魂。”这段话不仅适用于音乐的欣赏、

音乐的表演和创作，还特别地适合音乐的学习，尤其是我们正在进行的

“开启专业音乐宫殿大门的钥匙”的学习，《乐理新思路》综合课程的

学习。

无论是听觉功能和视觉功能的配合，或者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

融合，在传统的以纸质载体为主的乐理教科书中，都是很难实现的。就

象我在软件教程的前言中所写的：“需要依靠明师，才能指点迷津！但

是明师难觅，明师难求，诸多音乐学子，为此彷徨徜徉！”另一方面，



舒泽池文论辑选

- 4 -

纵观上个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以来西方陆续出现的一些数量不多的音

乐教育软件，基本上只能作为音乐教育过程中某个方面（例如听力）的

教学辅助，缺乏整体构架意义上的乐理教程功能。更不用说还有中国音

乐和音乐教育的本土特色，怎么能指望“白人兄弟”为我们搭建制造？

于是，用上一世纪的流行语言说，还是“自力更生”吧！于是，就产生

了《乐理新思路》的软件教程和书面教程，以及与《乐理新思路》配套

的《音乐考生听力冲刺》。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有志于进入专业音乐

殿堂的音乐考生和音乐学生们更快更好的摘取那把“开启专业音乐宫殿

大门的钥匙”。当然，面临数量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的广大音乐爱

好者，我们也希望这套音乐教育载体的新型组合能够得到他们的青睐。

正如一开始引述的科达伊的话：“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乐理

新思路》所能提供的内容和程度，也不过是数十年后中国普通民众的普

遍音乐水平罢！

（2003 年 3-12 月·北京）

（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乐理新思路》书面教程的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