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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音乐，重乐教，并且有数千年
“礼乐治国”实践和优秀音乐传统的民族，我们的文
化自信包括音乐文化自信。我们的音乐教育，包括专
业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和
目标，如在舞台上宣传各行各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
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国际音乐比赛中为国争光、提
高国民音乐素质、丰富国人的文化生活等等。然而，
这些都不是我国音乐教育最终的目标，也不是最重
要的任务。

我国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目标和最根本任务应当
是在每个中国公民心中建立起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不仅是对某一个民族的音乐
文化来讲的，而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
族的音乐文化来说的。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为什
么应当成为我国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最根本
的任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民族的本质，文
化乃至音乐文化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实际作用方面来
加以论述。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民族是人们在历
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
共同体。”①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某个民族的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及共同经济生活可能会消失，民族拥有

的共同文化存在，此民族便仍然存在。民族文化的灭
亡，一定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如在以色列建国前，犹
太民族已经失去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
生活，但因为犹太教和建立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
理素质的存在，这一民族便存在。在亚洲、欧洲和美
洲生活的吉普赛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已经没有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但有共同文化，
因此至今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反之，文化灭则民族
亡。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强大的民族，都因本
民族文化的消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汉代，匈奴分裂
为南、北两大部分，南匈奴南下附汉，逐渐融合在汉
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永元 3年（公元 91 年），北匈奴
西迁，两百多年后到达匈牙利，成为现代匈牙利民族
的重要来源之一。2004 年末，2500名匈牙利人向政
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这一要
求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
理由就是他们并没有保存匈奴人的文化。②民族文化
是一个民族存在最根本和最后的条件。任何一个民
族若不想在历史进程中消亡，一定要努力传承本民
族的传统文化。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了古代文
明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是保证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屹立数千年不倒的重要因素，也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如何才能保存民
族文化并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为回答此问题，我们

培养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是我国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

■毛为 杜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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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了解文化发展的模式及它和科技发展模式的不
同。

科技的发展模式为取代式。有了新的科技产品，
旧的迟早会被取代；有了汽车，牛拉车一定会被取
代；有了电脑，打字机一定会被取代。然而，文化的发
展是积累式的。有了汉乐府，《诗经》不能被取代；有
了近体诗，古体诗不能被取代；出现了宋词和元曲，
唐诗不能被取代。我们经过了数千年的积累，才建构
了中华民族诗歌的伟大传统。

由于科技的发展模式为取代式，后人在科技方
面取得的成绩，一定会超越前人，科技成果如果不能
超过前人就没有任何意义。现今的中学生都知道地
球有引力，不会再去思考当年牛顿绞尽脑汁才搞清
楚的苹果为何能从树上掉下来的问题。他们对元素
周期表的认识，也超过了门捷列耶夫。文化的发展模
式是积累式的，前人达到的水平和成绩，许多都是后
人无法超越的。韩愈曾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
长”，说那些不懂道理、批评李、杜的人是“蚍蜉撼大
树，可笑不自量”。在当代文坛上，无人敢声称他的作
品比李、杜更优秀，而在事实上李、杜在艺术上达到
的成就也不可能被超越。
后来崛起的许多民族，在文化方面没有办法与

一些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更没有可能和我们这个
在世界上唯一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古国相提并
论。缺乏历史积累的民族，如果想要奴役其他民族，
特别是要想奴役历史悠久、在文化方面有深厚积累
的民族，首先要模糊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差异性，
把取代式发展的科技和积累式发展的文化混淆起
来，同时大力宣传本民族文化并贬低他民族文化的
价值。把他们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新”文化，而将他民
族的文化贬为“旧”文化，“旧”文化要用“新”文化来
取代等等似是而非的理论。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不仅
有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还有人鼓
吹过“全盘西化”，音乐界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乐
理”“一钱不值”，发生过“偶有习者，群起而笑之”的
情况。③

我们要深入批判把文化和科技的不同发展模式
混为一谈的荒谬理论，更应清晰地认识到，文化和科

技发展模式的不同，“新”的东西不一定好，“旧”的也
不一定不好。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
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传承
传统文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且要提出学习和传
承的具体办法。有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才能传承
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才能有光辉的未来。

二

我国近现代的音乐教学体系是在 20世纪初，通
过远效欧美、近学日本建立起来的。这一教学体系在
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
体系是建立在欧美音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教材中
采用的作品也以欧美作品为主。采用这样的理论和
作品教出来的不少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知之
甚少，其中不少人不懂、不熟也不爱传统音乐，这种
状态亟待改变。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是改造我们的
学习，在学习内容方面，增强音乐教育的民族性、实
践性和综合性。
（一）民族性
为了培养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音乐教育

的内容必须以本民族音乐作品、特别是本民族传统
音乐作品为主体。孔子当年用《诗》作教材，原因之一
便是它“可以群”（《论语·阳货》）。“群”就是“合群”，
就是把大家团结起来。《毛诗序》中更进一步地指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④《诗》三百
篇中有 160篇“风”，就是当时的民歌。学习传统的民
歌“可以群”，对一个群体是这样，对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20世纪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也非常重视民

歌及其在教育中的意义，他不仅亲自搜集、整理和研
究民歌，还认为“民间传统的使命不在于为人民的音
乐生活提供一个内容。……它含有一个伟大的传统
音乐文化的精髓和形态”，必须“使这一文化得以开
展并日益完善……这样我们方才可能成为一个民
族”⑤。匈牙利的中小学教材，主要内容就是民歌。柯
达伊还强调传统音乐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他明确
指出：“首先必须了解我们自己，以免我们在茫茫一
片的世界中失掉了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我站在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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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不是沙丘上，我们的岩石，就是我们古老的匈
牙利民间音乐，除此以外，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
西。”⑥正因为贯彻这种教学法几十年，柯达伊通过音
乐教育走向民歌，通过民歌成为一个民族的伟大理
想已经实现，所以匈牙利民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
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东欧动荡，匈牙
利的 3个邻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都在动荡中解体，而匈牙利却能在大动荡的漩涡中
稳住阵脚，靠的就是民族凝聚力。通过匈牙利例子，
我们看到儒家理论“诗”“可以群”中包含着多么深刻
的道理！

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有不同的版本，但其
中最普遍的是由课程教材研究所音乐课程教材研究
开发中心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教材。将
这套教材 2008 年版中小学一年级课本 (上册) ⑦与
匈牙利教材中的一年级课本⑧作比较。从教材内容上
看，匈牙利教材贯彻了以音乐母语为基础的做法，所
用的歌曲都是匈牙利民歌，无一例外。而我国的这本
教材却以欧洲音乐为母语，其中没有一首中国民歌，
仅有的一首民歌还是英国民歌。除了中小学音乐教
材中我国民族音乐特别是传统音乐作品的所占比重
少外，学习西洋乐器的所有教材几乎都是外国人编
的。如钢琴谱教材中的“汤姆森”“车尔尼”等等。在专
业音乐院校中传统音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多
数学校都没有开设中国音乐基本理论的课程。这种
重洋轻中的情况如果不能改变，一定会培养出不少
习主席批评的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
从’”的孩子，这对树立民族音乐文化自信乃至建立
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不良影响。
（二）实践性
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的产生有创作和表演两

个环节，即兴的唱、奏则使这两个环节合二而一。一
般说来，作曲家写出来的作品，如不被演奏或演唱，
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音乐，只能是一堆记录乐思的
符号。如果不演奏或演唱，这部作品不可能被人听
到，也不可能被人欣赏。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离开
了表演，音乐不可能存在，脱离表演实践，只靠“听”，
也不可能真正学会音乐。

在 20世纪出现的三大音乐教学法中，达尔克罗

兹的体态律动法强调“跳”，奥尔夫教学法强调“奏”，
柯达伊教学法强调“唱”，无一不以音乐表演为核心。
我国从 20世纪初到 60 年代的音乐教育中也是这样
做的，当时在中小学音乐课强调“唱”“跳”和“奏”。在
音乐院校里学习民歌和其他传统音乐，也要求学生
学会唱、奏，甚至要求学生能“粉墨登场”，表演一出
戏或一个说唱的唱段。

1970 年，美国人雷默（Bennect Reimer, 1932—
2013）以“最能体现音乐的本质和价值的是它的审美
品质，音乐教育应以音乐的审美品质作为基础和前
提”为理由，提出了一种“音乐教育作为审美”的“哲
学”⑨。其实，“审美”岂止是音乐的“本质和价值”，同
时也是电影、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形式的“本质和
价值”，还是美术、文学、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本质和
价值”。但是，只通过“看”和“审美”就能够学会演电
影、唱戏、演戏和跳舞吗？只“审美”不学线条、色彩，
能学会美术吗？不学单词、修辞、语法，能学会写文章
吗？只凭观看和欣赏建筑物，不学数学、力学和材料
学，有可能当建筑师吗？雷默的“音乐教育作为审美”
的“哲学”是一种脱离音乐表演实践的、似是而非的
荒谬理论。

然而这种荒谬哲学却受到我国音乐教育界某些
人的追捧。他们把“审美”作为音乐教育的核心，在音
乐课上，表演成分被弱化甚至取消，与此同时，音乐
也就被弱化和取消了。中小学生不学唱、奏、跳，专业
学生学传统音乐时不学唱、奏和表演，听听就算了
事，音乐实际上就被取消了。许多音乐老师把音乐课
上成了地理课、语文课、生物课，给我国国民音乐教
育造成了不小的伤害，⑩也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产生
了不良影响。

雷默的这套理论受到了国际音乐教育界的强烈
批判。雷默的学生埃利奥特 （David J.Elliott，
1948-）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对
雷默的理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在国际音乐教育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輥輯訛我们必须明白音乐是表演艺术，
没有表演艺术实践就没有音乐。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埃利奥特的意见，在国民音乐课程以及专业音乐教
育中加强音乐实践。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教育才能
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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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性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整体性。中国

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孔子倡导和施教的
“六艺”，就是将音乐融汇在文化之中的综合教育。我
国历代文人的教育课程，主要是“诗书礼乐”，历代文
人孜孜以求的自身修养，是“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截至清末、“五四”运动以前，我国知识分子仰慕不已
的，除“专才”而外，便是在多个领域里都有精深造
诣、取得相当成就的“通才”式人物，这些都显现出先
辈们对于综合文化的高度重视。

中国音乐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和
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古至今始终保持着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方方
面面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亲缘关系。

与音乐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与之同源的语
言。我国 95%以上的人民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輥輰訛，这
一语系诸语言声调升降起伏所具有的旋律意义，不
但使中国音乐突出地使用了种种“腔音”，也使中国
音乐的横向线性陈述方式得到高度发展，从而与西
洋音乐有着显著不同的形态和韵味。我国各民族语
言的不同、各地区方言的差别，也是产生各民族、各
地区音乐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音乐向来与诗歌、舞蹈、表演融为一体。盛
唐时的“九部乐”“十部乐”以及稍后的“坐部乐”“立
部乐”等乐舞，都是诗歌、舞蹈、器乐的组合，也就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综合艺术”。历来的宫廷音乐、宗教
音乐、兴盛于明清时期的戏曲、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歌
舞音乐及各少数民族的音乐等，亦多取诗、歌、舞（或
再加上器乐）的综合表演形式。由于这一文化传统，
我国人民始终喜闻乐见“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当
前的音乐演唱活动，依然常见“歌伴舞”的形式，甚至
一些器乐演奏的节目，也以舞蹈动作相配合，至今一
脉相承着歌舞一体的悠久文化传统。

音乐与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内容、意境、创作手
法以及哲学、美学等深层次上都紧密相关。在西洋音
乐传入、中国新音乐产生之前，国人概念中的“诗”与
“歌”是不分的，“诗”总是可“歌”（唱）的，可“歌”（唱）
的必是“诗”，在文学语言里，便常把“诗”称做“歌”。
现今我们不论是采录民间的诗，还是民歌，依然一概

称之为“采风”。“四句头”和“起承转合”是中国古典
诗歌（尤其是定型于唐代的五、七言绝句）的基本结
构形态，也是中国音乐（尤其是民歌）最常见的结构
形态。

我国古代总是把音乐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科
技乃至自然界、人类社会、国家、人生、习俗等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很多音乐家、乐律学家，同时也是文学
家、诗人、学者、数学家、科技发明家等等。中国音乐
的这一优良传统，自上古时代起，一直延缓到西洋音
乐大规模传入我国的 20世纪初。音乐与绘画、雕塑、
建筑、园林、书法、工艺美术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门类
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把音乐作为一门专业性、技术
性很强的独立艺术门类，建立专业音乐教育机构、造
就专业音乐人才是西洋音乐文化的产物，不是中国
音乐文化的传统。

当代世界盛行的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研究音乐
与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边缘科学，它要求人
们不仅要研究音乐本身，研究与音乐有关的行为，
还要研究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
系，与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观念极为吻合。因此，学
习、研究中国音乐，除了本专业的知识技能之外，必
须具备语言、文学（尤其是诗歌）、舞蹈乃至美术、书
法及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还需要
学会从人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民俗、心理乃至
自然科学领域的多方面去考察音乐现象，方能建立
起对于中国音乐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准确把握其本
质特征。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当代民族音乐学的观
点出发，我们的音乐教育一定要强调综合性。我们不
能只教京剧唱腔而不提京剧的表演，只教民歌而不
讲民歌产生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我们的音乐教
材只有强调民族音乐的综合性，才能继承民族传统，
也只有强调综合性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教育之大
潮流。
综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

重要性，认识到文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在我们的音
乐课程中加强民族性、实践性和综合性，我国的音乐
教育水平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 21 世纪走上
更快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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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我国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印欧和
南岛五个不同的语系。在这五个语系的语言中，包括汉语在内
的汉藏语系是中国使用人口最多、语种最丰富一个语系。汉藏
语系包括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四个语族，其
共同特点是有区别意义的声调。这个语系语言的特点，对中国
音乐的影响最大、最广也最深远。

毛 为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杜亚雄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用文艺讲述“有温度”“有情感”的党史故事
———国家大剧院“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活动圆满闭幕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国家大剧院秉承国
家表演艺术中心的使命担当，以“文艺”为切入点，寓党史
学习教育于文艺实践中，创新策划了“文艺经典中的党史”
系列活动。
“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融合了展览、访谈、演出等多

种形式，以“作品为点，党史为纲，精神为魂”的思路，从
“歌、乐、舞、剧、戏”五大艺术门类中遴选出百部经典文艺
作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弘扬建党精神，凝聚力
量、感召人心。

2021 年该系列共推出 15期活动，邀请了王蒙、邵维
正、李光羲、邓玉华、关牧村、王晓岭、谭孝曾、吴京安、雷佳
等 160名老中青艺术家参与，分享 151 个红色文艺作品。
全市各个系统的一百余家单位、数万名党员和群众在生动
形象的文艺党课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党史的温度和
凝聚力。

为了更好地讲好文艺经典作品中的党史故事，“文艺
经典中的党史”采用独特的“文艺 + 党课”的教育形式，通
过实物展览、图片展示、多媒体视听交互、历史资料、访谈
对话、口述历史、作品讲解、现场表演等方式，全方位、多手
段、沉浸式地展示文艺经典中的党史故事和民族精神，打
造了“看得见、听得着、懂得了、记得牢”的文艺党史教科
书，以文艺化人、以文艺育人。
“文艺经典中的党史”得到了艺术家、专家学者、北京

市各市直机关优秀党员代表、高校学生、广大观众的一致
好评。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和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赞
赏到：国家大剧院“文艺经典中的党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
结合，培根铸魂，相得益彰。观众们纷纷留言：国家大剧院
以鲜明的主题、丰富的艺术内容、多样的表达形式为大家
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活动，用文艺的方式，打造
党史教育的第二课堂，带领大家在文艺经典中回望党史、
洗礼精神、守忘初心，非常受益！文脉赓续国运兴荣，文艺
点亮民族精神的火光。国家大剧院将本着厚植为民的情

怀，不断发挥文艺平台引领示范作用，用优秀作品传
承红色基因，用经典艺术弘扬时代精神。

（林莎、曾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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