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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断想三篇

舒泽池

音乐就是让人听的．．．．．．．．

“假日系列音乐会．．．．．．．”断想之一．．．．

《小演奏家》杂志发起的“假日系列音乐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已经举办了 10 场了。

这朵初看毫不起眼的艺苑小花，正按照自己的规律茁壮成长，而且

越来越显现出她的生命力。如果象一句老话说的，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

阳的光谱，那么通过音乐会上普通孩子的尽情表演、祖孙三代的忘我交

流，和台上台下抑制不住的欢声笑语，我看到的是，音乐进入了心灵，

音乐回归了本性。

音乐从她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人的一生，从

出生、成年、学习、婚嫁，直到疾病和死亡；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

喜庆、灾祸、胜利、失败，或是战争、纪念；无不伴随着音乐！音乐是

个人以及社会交往、交流的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这个特点，无论古今，

无论中外，无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一样的！

音乐的社会性通过什么来表现？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的音乐

演奏、公众的音乐会。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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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就是让人听的．．．．．．．．！

这是音乐的本性，也是人类音乐活动的本性。聆听、表演、创作，

是人类音乐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聆听是最基本的，是一切音乐

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创作音乐为了什么？表演音乐为了什么？都是为

了让人听的！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音乐活动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有着两个根本

性的缺陷。从范围上看，集中于学龄儿童和少年，没有体现社会音乐教

育应有的“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特点。从形式上看，集中于“考

级”一种方式，而“考级”这种方式，是从专业教育的“考试”借用和

变化而来的，不但带有浓厚的“应试”特色，而且——我们说音乐是让

人听的，而考级恰恰是不让人听的！

“考级”是从西方的音乐发达国家学来的。但是在西方国家，“考

级”从来不是社会音乐活动的主要方式，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音乐会、

公开演奏会，才是大众音乐生活的主要内容。连知名的国际萧邦钢琴比

赛，也是通过公开音乐会形式进行的——也有现场观众，也有热烈掌声，

也有台上台下自然的、亲切的交流！所有的国际比赛，都是如此。

东方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传统的、大众的音乐活动方式，实质

上也是公开的音乐会，只不过形式上与西方的音乐厅里的音乐会有所不

同罢了。

人们为什么需要音乐？人们为什么喜欢音乐？人们为什么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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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其实都是因为音乐是让人听的。如果音乐是不让人听的（不让朋

友听、不让亲属听、不让老师听、不让一切喜欢音乐的陌生人听……），

有谁还会喜欢音乐？

在“假日系列音乐会”里，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与考级的考场完全

不同的气氛：是欢乐的气氛，轻松的气氛，平等、自由、交流的气氛。

在“假日系列音乐会”里，音乐不再是功利性的，不再是令人害怕

的和应付差使的，不再是机械的、枯燥无味的手指运动，音乐回归了本

性，成为情感的音乐，快乐的音乐。

学习音乐，是为了在音乐会上更好的欣赏；学习音乐，更加是为了

在音乐会上登台表演，向大家展现自己、用音乐抒发自己——这就是我

下一篇文章的题目：《音乐就是要表现自己——“假日系列音乐会”断

想之二》。

音乐就是要表现自己．．．．．．．．．

“假日系列音乐会．．．．．．．”断想之二．．．．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依我看，不是直立，不是智商，而是

人的情感。唐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还是那个花，鸟，

还是那个鸟，怎么就能使人溅泪，怎么就能使人惊心？这样丰富细腻的

情感，是动物所不可能具有的，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用艺术的方

式来抒发这样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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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感对于一个完备的、健康的人的作用，对于一个正常的，持

续发展的社会的作用，越来越被学者、官员和公众所认识。而音乐，是

最能够直接表达人的情感的艺术。音乐对于人的作用，不象语言和文学，

要通过词句和篇章，要通过概念和逻辑，音乐是“直指人心”，直接作

用于人的心灵。是的，音乐不象文字那样能够表达准确的含义，甚至不

能象绘画那样表达清晰的情景，但是音乐所能够表现的人的情感的涟漪、

人的心灵的悸动，又是语言、文字、美术、戏剧，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

无法表达、无法转译的。音乐对于人的情感、气质、修养的成长，具有

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上个世纪之初伟大的匈牙利音乐家柯

达伊就曾说过：“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

上一篇曾经说到：聆听是人类最基本的音乐活动，但是演奏，只有

通过自己亲身的、手指可以触摸到的演奏，才能够将全部心灵浸透到音

乐之中，才能够在演奏（即表现）音乐的过程中，将心灵和音乐融汇一

体！这种幸福感，这种陶醉感，只有亲自体验才能够获得。

坐在“假日系列音乐会”的观众席上，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尽管

登台演奏的“小演奏家”们大多技术还称不上专业，艺术还称不上完美，

但是他们的表演都是相当的自如、自信，他们在演奏中表达的是自己的

情感、自己的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是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们的音乐是让

人听的，当然就要让人接受，让人喜欢，让人欣赏甚至让人折服！这种

心态，这种感觉，和琴房里的回课或者考试完全不同。在音乐会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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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音乐就是要表现自己．．．．．．．．．！

只有感染自己，才能感染别人；只有激动自己，才能激动听众。我

们说音乐就是要表现自己，就是要通过音乐表现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

的心灵。如果没有情感，没有心灵，还要音乐干什么！

演奏音乐是丰富情感、充实心灵的重要途径。但是，意义还不仅如

此。

一个人面对观众公开演奏，首先表现的就是坚定的自信心：我能够

完成这些技术，我能够驾驭这首乐曲，所以在今天——至少在今天，在

这场音乐会上，我能够完整地顺利地完成演奏，我能够步履坚定地走上

舞台！（而不是心怀忐忑地走进琴房）

一个人面对观众公开演奏，必须还要有强烈的表现欲：现在，我要

表现的是我自己，我的能力，我的技巧，我的情感——我正处在舞台的

中心，所有观众的视线的中心。（而不是教师严厉目光的审视之下）

一个人面对观众公开演奏，必然会带来真实的成就感：在聚光灯下，

当掌声响起，我会知道艰苦的练习没有白费，牺牲的玩耍有了回报，当

一次一次走上舞台演奏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乐曲时，我会感觉到正在

跨上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更高的台阶。（而不是回课时永无止境的批评

和申斥）

自信心．．．，表现欲．．．，成就感．．．，培养这样的三种品质，绝不仅仅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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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音乐学习，绝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更高级别的考级！自信心、表现欲、

成就感，是许多成功人士必然具备的品质，也是正常人、健康人的素质

的必要组成部分。从教育的观念说，从家长的角度说，让孩子有机会参

加音乐会的公开演奏，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

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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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祖国历经坎坷，终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

候，当音乐终于有可能冲出象牙之塔，回归人民大众的时候，公开音乐

会的形式将被赋予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开

启普通人的音乐心扉——“假日系列音乐会”断想之三》。

开启普通人的音乐心扉．．．．．．．．．．

“假日系列音乐会．．．．．．．”断想之三．．．．

这里所说的音乐会，不是鲍蕙荞、王羽佳钢琴独奏的音乐会，

不是专门音乐家的音乐会，而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登台

表演的音乐会——无论是不是在正规的音乐厅，无论是不是公开售票。

这种普通老百姓的音乐会，其实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建国以前直到

建国以后的五十年代，各类学校里主要由学生表演的音乐会是经常举行

的。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六十年代，从革命根据地直到全国轰轰

烈烈的群众歌咏活动，实质上主要也是公开音乐会方式， 只不过是： 1.

形式局限于集体歌唱；2.内容局限于革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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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断想》已经提到，音乐与人的关系有两个特点：作用最早，

作用最直接。因此可以说，每个人都有音乐天赋。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

到：每个人的音乐天赋是不同的，每个人的音乐心扉能否开启，音乐天

赋能否发挥，环境和教育又起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教育部于一年多前正式发布了新的音乐课程标准，在此前后，我国

引进西方现代音乐教育制度以来最重大、最彻底的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

行。新的课程标准对现行的音乐教育观念、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体

系全面进行了变革，变革的核心在于，不再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作为培

养音乐专门人才的基础，不再把音乐的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主要

目标。在新的课程标准中，音乐课程的价值规定为以下四个方面：1.情

感的、审美的价值；2.激发创造力和表现欲的价值；3.培养社会交往意

识和能力的价值；4.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传承的价值。音乐课程成为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

方面。

显然，社会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活动的观念、内容、方法、手段和

评价体系，应该与此基本一致。

反观当前社会音乐教育中规模和影响都很大的“考级”，与新的教

育理念、新的课程标准的差异，应该说是很明显、很突出的。这有以下

几个原因：1.考级是改革开发之初自发产生的，并没有坚实的教育理念

为基础，更何况当时素质教育的思想还没有提出；2.因而，考级的观念、



舒泽池文论辑选

- 8 -

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体系，基本上是沿用和照搬当时专业音乐学校

中的那一套，只不过有所“减薄”而已；3.目前从事考级活动的人员和

机构，基本上属于“音乐界”，客观地讲，对于我们国家正在持久、深

化进行的教育改革，基本上还处于不了解、不重视、不研究、不理解的

“四不”状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音乐界在音乐教育方面（包

括专业音乐教育），确实落后了。

有些问题，是“考级”这种应试方式天生决定了的。辛苦练琴为了

通过考级，考级通过又是为了什么呢？学音乐就是为了不断的“被”考

试吗？要考多久？考一辈子吗？考级充其量只能作为学习音乐知识和

技能的一种促进手段，当手段变成目的，当考试成为终极，当技术超越

情感，当证书代替一切，音乐的学习必然背离音乐的本性——这，就叫

做“异化”。

根据众所周知的“多元智能”观念，人的智能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

如果不适合发展音乐，完全可以在其他智能上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社

会有用人才。既然不适合也不准备当专业音乐家，为什么还要让他屡屡

在“考级”中不及格、弄得灰头土脸呢？但是既然带着一个“考”字，

怎么会没有不及格呢？

《小演奏家》杂志“假日系列音乐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种由

普通孩子、普通老百姓登台表演的音乐会，正是使音乐回归本性，使社

会音乐活动走上正轨的最好形式。据我所知，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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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类似的系列音乐会活动，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天鹅”。也

许可以算是凑巧吧，钢琴家鲍蕙荞主编的《新思路钢琴系列教程》第一

部分“基础级”的 5 册也刚刚出版，这套教程除了篇幅浩大（共有 20

册）、内容新颖（有近三分之二是很少见、很好听的曲目），因而适合从

儿童到成人各种年龄、各种需求的人学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

是采用公开音乐会方式，每 5 册为一个阶段，举行公开演奏会，优秀者

可以分别获得“银杯”、“金杯”、“白金杯”甚至“钻石杯”。其他我不

知道的，各地开展类似音乐会的情况，一定还有很多。我清晰地感觉到，

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正在与时俱进，进入一个“后考级时期”。音乐正

在回归本性，回归大众，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音

乐不仅属于伟大的音乐家，音乐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的人，

平凡的人，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毫不起眼的人！我们提倡音乐会的方

式，我们推进“后考级时期”的到来，正是为了——

开启普通人的音乐心扉．．．．．．．．．．！

（2002 年 6-7 月·写于北京团结湖）

（发表于《小演奏家》杂志 2002 年 7-9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