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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音乐

舒泽池

唐人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①出自

作者最为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近来常被用来比喻过去仅被少数人享用

的艺术回归人民大众；音乐，便是其中一项。

人人都有情感，人人都有思想；所以，人类有语言、有智慧、有文

化、有艺术。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

壮地说，每个中国人，都有权享用文化、享用艺术——其中包括享用音

乐，就像有权享用空气和水一样！

这就是——人人音乐。

要使音乐这只“王谢堂前燕”能够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除了

时代的、社会的因素外，还必须解决音乐和音乐教育千百年来存在的特

殊问题——音乐教育包含三个要素，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声音（另

两个是图形和文字），但是迄今为止的音乐教程中恰恰都是缺失了这个

最根本、最重要的“听得见”的声音要素。

要在中国实现“人人音乐”的理想，唯一的出路是发展“第一生产

力”，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音乐教育，即数字音乐教育。数字音乐教育

的第一个特点是：音乐教程中声音的回归，音乐学习三要素完整地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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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喜爱音乐、学习音乐的“人人”的手中。由此而来的第二个特点是：

学习过程中可以真正实现主动、互动，让“人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爱

好、需求与可能，选择与安排学习的内容、时间与进度，使得音乐学习

的“以人为本”再也不是一句空话。

接触和使用过数字音乐教程的人，很多都有这样的感叹：原来音乐

还可以这样学！当“到处是教室、随时有教师”成为现实，当音乐学生

终于获得了音乐学习的自主与自信，当音乐教师摆脱了日复一日的“声

音－图形”转换的低级劳动和重复劳动、真正展现出一名教师的创造力

与水平，音乐教育的方法、模式和理论也必然会得到迅速的变革和发展。

这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拿在你手中的这套《音乐之门》教程，能够真正实现音乐教育中的

“声音为王”。不但“练一点听力”、“听一点音乐”是以音乐的声音为

根本，“学一点乐理 ”、“弹一点键盘”和“做一点分析”中也始终是以

声音为中心。不仅教程内容、学习过程是如此，复习、练习和考核方式

与内容也是如此。过去音乐教育中应该办到而难以办到的任务，在数字

音乐教育中可以办到了！

拿在你手中的这套《音乐之门》教程，不应单纯当作教师上课的“课

件”，更不是所谓“计算机辅助教学”，而应该是由教师和学生同时拥有、

人手一份，使得每个学生能够有自己的时间、按自己的喜好来使用这套

教程，获得自己独特的音乐体验，这样才能体现数字音乐教育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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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数字音乐教育的威力。

拿在你手中的这套《音乐之门》教程，打破了学科分割，具有极大

的灵活性与可塑性。在“激发兴趣”和“少而精”的总体原则下，不同

学生可以有不同内容，不同需求可以有不同方法，教师和学生有着充分

的自主性。如果是从小学起而且在音乐方面有较高追求，可以按照初级、

中级、高级的顺序循序渐进，但是各个单元也不要平均用力。如果是社

会在职音乐人员（例如中小学音乐教师）业务进修，可以按照内容主题

进行学习（全部教程共有九个内容主题）。如果是已经成年而且已经有

相当音乐积累的爱好者，可以集中学习高级部分。如果是作为学习舞蹈、

戏剧、动画专业的音乐教本，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各有侧重。这是

从教程的“横向” 来区别安排。从“纵向”说，如果是对键盘毫无认

识的音乐爱好者，“弹一点键盘”可以整体略过。如果仅仅是喜欢欣赏

音乐，为什么不可以以“听一点音乐”为主线、辅之以部分“学一点乐

理”呢？如果是作为演奏、演唱比赛的音乐知识考核范围，更可以特别

指定单元和课程。以上主要还是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其实，对于相同的

单元和课程，在具体要求、考核方法和考核内容等方面，还可以有许多

不同的设计和安排。对于要求较高的音乐专业学生，则可以补充《乐理

新思路》等其他数字音乐教程。

拿在你手中的这套《音乐之门》教程，为音乐教师开拓了广阔的天

地。前面讲过，音乐的特点是“直指人心”，音乐的体验是最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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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音乐学习，还有音乐教育，不也应该是这样吗？如果你真的能够

领会“声音为王”和“以学为主”的精髓，如果你自己的音乐水平能够

打破学科分割达到融汇贯通，如果你对教育学、心理学有所了解而且具

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你的创造力在这里能够有无穷无尽的施展空间，你

就能够跨入数字音乐教师的队伍，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人。

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讲过：“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完全的人。”李岚清

同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退休以后在全国作了数十场“音乐·艺术·人

生”的演讲，已经将音乐与人生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人人都有权享

用音乐，人人都应该学习音乐，我们已经进入了人人音乐的时代，这，

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不能把学音乐狭隘理解为学乐器、更不能等同于考级。其实，音乐

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人们去聆听、去感受人类创造的美好的音乐。我

们《音乐之门》教程，做的就是这样一件工作。借助于数字音乐教育，

我们能够将美好的音乐融入我们的教程，送到每一个学习音乐的人的耳

中。借助于数字音乐教育，我们终将能够使得每一个喜欢音乐、愿意学

习音乐的人，都能够学得到音乐、学得起音乐、学得会音乐！

人人音乐离不开数字音乐教育。当人人音乐的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

时候，专业音乐的发展、专业音乐家的涌现，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成

为顺理成章的事。同样的，对于专业音乐，数字音乐教育的作用也是显

而易见的，数字音乐教育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发挥作用，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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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消多说。

①原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因文字的精致和意境的深远而得到白居易“掉头苦吟，叹赏良久”。通观

全诗，对于“旧时”事物更多的是缅怀和失落之感。今人的引用其实并非作者原意。

（2006 年 8 月·北京）

（本文是数字音乐教程《音乐之门》的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