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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民族音乐传承中的一个严峻问题

舒泽池（中国音协音教委原常务副主任）

我和我的一些音乐家朋友，发现了一个近二十年之怪现象：新生一

代幼儿和儿童，越是有条件早期学音乐的（例如学钢琴），对于民族音

乐传统，越是缺乏了解和热爱，甚至表现出冷漠和排斥。

根源在于：他们生命中吸吮的第一口音乐“母乳”，是“洋乳”，只

知巴赫、莫扎特，不知《绣荷包》、《信天游》。

这正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如

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音乐上的“扣子”，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音乐上的“扣子”扣错了，还有更严重的后果：人生学习音乐的“黄

金期”在 2-7 岁，这个时期接受的音乐训练、养成的音乐趣味，成年后

很难更改。

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市中的孩子，有条件额外学习音乐的孩子，

他们的“第一个扣子”，已经牢牢地扣在西方音乐之上了，已经扣错了。

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现在在一线从事儿童音乐教育的教师（包括中

小学、幼儿园和社会办学），大多是 80 后和 90 后的青年，与老一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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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家和音乐教师相比，他们现在对于民族音乐传统的了解，已经是非常

浅薄，严重一点可以说是“无知、无感、无能”。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非常紧迫。这种情况延续二三十年，“剩

余的扣子都会扣错”。我们的民族音乐传统，会在我们的手中不知不觉

中消解、消亡，这将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喂”给孩子吃的食物，必须符合儿童特点，

不能和大人吃的一样。音乐的“母乳”同样，不能将现成的民族传统音

乐，直接往孩子耳朵里灌，必须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特点，特别花功夫

编配和制作，而且要精致化，系统化。这方面美国人很懂，为美国孩子

做了大量工作，而在我们国家，却还是空白一片。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个别音乐家只能是有心无力，只有教育文化部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手

规划，投入相当的人力和物力。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不单纯在音乐界本身，而是近二三十年来弥

漫于整个社会的新版“两个凡是”——凡是西方，就是好的；凡是市场，

就是对的。而所谓“市场”，只不过是一个“钱”字的遮羞布而已。演

员陈道明近日一篇文章批判某些导演：“只问俩问题：有人看吗？能挣

钱吗？”为了一部可以用钢琴演奏的民歌三百首乐谱和录音的出版，我

本人就曾直接从国营大出版社负责人那里亲耳听到过和这一模一样的

问话：“有人弹吗？能挣钱吗？”

毛主席早就批过“言必称希腊”，习近平同志说过“去中国化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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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可是他们是否确切知道在音乐教育方面，很多情形不是“去中国

化”而是“少中国化”甚至“无中国化”，最明显的就是在全国影响最

大的钢琴教育，“无中国化”是常态，“有中国化”是非常态，因此反倒

没什么人在鼓吹“去中国化”。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国内最大、最有影

响的两家音乐出版社，却还要花大力气，竞相为美国的两套“无中国化”

但是“很美国化”的教材的出版和推行不遗余力，却不肯花点力气为“中

国化”的教材和出版物提供支持，做点实事。

文化的“市场化”是个伪命题。事实上不是什么万灵的“市场”控

制文化，而是资本和某些国外势力控制文化。由于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

共产党的文化、宣传部门的主动放弃，外国宗教势力便乘虚而入，在某

些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下，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入手，将基督精神代

替爱党爱国，将西方“圣乐”当作民族传统，堂而皇之地进入国家电视

台（央视、北京卫视和上海东方卫视），进入最高音乐学府，得到中国

音协官方人士的高度赞赏……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机构的负责

人都是共产党员，身为共产党员，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共产党员不

为共产党干事，在现在的某些人的眼中，反倒不是“咄咄怪事”了！

本次会议的主题很好：“当代北京文艺的‘变’与‘不变’”，哪些

变了，哪些没变，哪些应该变，哪些不能变，必须要搞清楚。北京是中

国的首都，容纳着中国的灵魂。北京文艺的成就与问题，实际上也就是

中国文艺的成就和问题。有一句话：“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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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很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我们在建设、弘扬民族音乐传统方面，确

实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不少炫目的成绩。但是在民族音乐传承的起点和

根部，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忽视和失误？希望这次会议能开出实

际效果，不限于坐而论道，在这方面推动一两件实事，影响北京，影响

全国。

（2017 年 9 月 15 日，在“2017 北京文艺论坛”上的发言。）

（发表于文集《当代北京文艺的“变”与“不变”》，中国文联出版

社，2021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