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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因素、环境因素、教育因素是影响高雅音乐走向大众的瓶颈。只有提高大众的音乐认知能力, 营造音

乐氛围, 改善音乐教育模式,培养和提高大众对音乐艺术的兴趣,才能使更多的百姓走向高雅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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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演出市场和音乐生活中:一

场交响音乐会, 直到开场上座率不到五成, 入座观众中一部

分手持的还是赠票。由此可见,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

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大众的音乐素养却与经济文化发

展水平不相适应。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影响高雅音乐走向大

众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 认知因素

高雅音乐在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如何, 与人们对

高雅音乐的认知水平直接相关。如果没有真正意识到音乐

与人的密切关系, 没有意识到音乐欣赏是获得审美体验、提

高自身修养的途径, 是很难对高雅音乐产生兴趣的。

1、音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是伴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从远古时代到现代文明, 它都

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来源于生活, 是现实生活的艺

术反映, 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了高度的发展, 在广阔的

社会生活中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音乐艺术的空前繁荣, 音

乐审美水平, 已经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音

乐的审美性可以使人们感到身心愉快, 从而陶冶性情, 美化

心灵, 提高审美能力和情趣; 人们通过音乐艺术可以认识现

实, 体会到音乐振奋精神的作用, 也可以把音乐作为号角鼓

舞我们前进; 如果经常聆听、欣赏音乐,学会用心去感受它,

音乐还可以健全我们的大脑、健康心理, 使人际关系更加和

谐。音乐的娱乐功能让人们得到放松休息、怡情健身、愉悦

养性。音乐有这么多的功能和作用, 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

切, 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 1]

2、音乐欣赏是人们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音乐欣

赏, 是一个包括知觉 ! ! ! 想象、联想 ! ! ! 情感、体验 ! ! ! 理解

认识这四个阶段的多种心理功能综合动态的过程, 有着一定

程度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首先是感性的欣赏,听者不去力图理解音乐表现的是什

么, 仅仅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听觉和情绪体验。在对音乐审美

实践中无法领悟到明确表现对象的音乐是大量存在的; 不理

会音乐表现对象,而仅仅满足于纯听觉的、纯情绪的体验的

音乐审美方式是普遍的。在这一阶段的音乐欣赏中, 人们欣

赏的最终目的 ,就是追求良好而丰富的听觉感性样式和丰富

而微妙的情绪体验来获得审美的愉悦, 因此音乐的感性欣赏

在音乐欣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次, 一首音乐作品,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结果, 都包含

着创作者的意图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反映。因此, 欣赏音乐

时, 除了直接感受完全是建立在感觉之上的音乐的基本情绪

外, 必然要进一步理解作曲家的创作背景、创作活动和生活

态度; 要分析音乐中创作、表演手法及音乐表现手段的运用;

分析音乐作品的体裁、风格、文化、历史背景等等。从而进入

理性指导下的更深刻、更明晰的情感体验和想象或联想的阶

段, 更细致地把握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 ,最终达到音乐的情

感内涵与欣赏者自身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的密切结合, 最终得

到音乐审美的最大满足。

音乐是面向大众和百姓的,音乐中的素材来源于百姓的

生活, 音乐不过是以音响和节奏, 表现生活的某一侧面, 并以

此与欣赏者、聆听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但如果欣赏者对音

乐缺乏必要的认知, 欣赏者和演奏者之间就难以产生共鸣,

欣赏者就不会真正从音乐中得到心灵的启发。

二 环境因素

从国外情况来看, 国外的高雅音乐会上座率是非常高

的, 高雅音乐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1、良好的音乐文化教育体系与氛围是高雅音乐生存的

土壤。完整的音乐文化体系是传承高雅音乐的基石, 从音乐

文化的发展和体系建设看, 17世纪以来的巴洛克、古典、浪漫

及现代派的各个历史时期、音乐风格与体裁、各种艺术形式、

声乐演唱技巧、器乐演奏表演艺术等都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体

系, 内容极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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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美国、日本、匈牙利、德国、瑞士等国家都有符合自己

实际、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他们的音乐教师

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手段, 能够对学生进行系统、灵活的

教育, 每个学生都有感受、体验和参与的机会, 在演唱、演奏、

创作等方面有很多的实践时间 ,而且环境宽松、氛围愉悦,这

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良性影响,更能促使他们从小就对音乐

产生浓厚的兴趣, 为日后音乐素养的形成与提高起到重要的

作用。

音乐素质的形成, 能提高听众的鉴赏力, 使他们能够与

台上的演奏产生共鸣 ,并且这种欣赏能成为他们的一种自我

实现的需要。他们很愿意到这样的环境中去陶冶自己, 让音

乐拨动自己的心弦, 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2、高效率的市场运作是高雅音乐繁荣的重要条件。 �音

乐会起源于 17世纪以前欧洲王公贵族家里供养的乐队。

1672年英国小提琴家班尼特斯创办公开的音乐会, 一般民众

掏钱买票就可以欣赏音乐家的演奏了。 [ 2]时至今日, 西方音

乐会的历史已有几百年, 如美国纽约音乐厅 ! ! ! 卡内基大

厅、大都会歌剧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同时,西方音乐会

的市场运作效率也非常高。比如著名旅美青年钢琴家郎朗

的演出签约合同, 在 2004年时就把演出合同签到了 2007

年。又如维也纳金色大厅, 从 1939年起,每年 1月 1日举办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 邀请全世界著名音乐家演出。我国著

名歌唱家宋祖英、谭晶, 就曾在这音乐殿堂举行了个人演唱

会。

与国外的情况相比,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仍未建立完整

的体系, 没有形成良好的音乐氛围, 缺乏高效率的市场运作

机制。因此, 我们必须创造高雅音乐欣赏和学习的良好环

境, 使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在百姓之间传播, 通过学校、社

会、网络、电视等媒介的讲座与宣传, 渐渐让更多的国民欣

赏、喜爱我们的国乐,进而能做一个国乐的传播者, 弘扬我们

的国乐文化。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国民自身的音乐素养, 而且

能增强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三 教育因素

1、音乐教育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环节。在人类漫长的教

育史中, 音乐艺术作为一种教育手段, 无论从国内到国外,都

十分强调音乐对人、对社会的功能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就主张: �音乐教育除了非常注重道德和社会目的以外,必

须把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的来探究, 把人教育成美和善

的。[ 3]  我国古代#乐论∃一书中也讲到 �乐也者,圣人之所以

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其移风移俗, 故先王著其教

焉。 [4]可见音乐对人和社会所起的作用, 是古人都早已意识

到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在高等院校提倡交响乐的讲

话∃一文中曾指出: �音乐的美育功能不只是一般地提高审美

能力和陶冶情操等, 它对人的智力开发, 特别是提高人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锻炼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习新知

识的动力和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 [5]我国的教育方针也体

现了 �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 ,其中美是美育, 即是音乐所体

现的功能作用。音乐教育作为美育教育的重要环节, 是全面

发展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当前音乐教育现状制约了高雅音乐的发展。我国目

前的音乐教育现状还很不理想。不少中小学的音乐课由于

升学的压力形同虚设。即使到了大学阶段, 除少部分条件好

的学校开设了一些音乐知识、音乐欣赏选修课外, 大部分高

校都没有音乐素养课程。有些农村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甚

至大学都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对音乐充满向往, 渴望得到

音乐知识的大学生们, 只能通过网络、媒体汲取自己所需音

乐养分, 但由于缺乏引导,他们绝大多数接收的是流行音乐,

并且仅仅满足于听觉的感受。由于缺乏系统音乐素养教育,

他们很难对交响乐等高雅音乐产生兴趣。高雅音乐要求欣

赏者具备相当的音乐素养, 目前国内音乐由于教育内容单

一、浅显, 没有系统性, 造成大众音乐素养不高, 音乐审美能

力与水平都达不到欣赏高雅音乐艺术的层次。这是制约高

雅音乐普及发展的重要原因。

3、改善教育环境, 让高雅音乐走向大众。提高全民音乐

素质, 必须从小抓起, 对此, 各级各类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社会各部分也要积极参与, 为高雅音乐的推广普及营造

氛围, 培养观众。国家有关行政部门, 正在为改变这一现状

作各种努力。 �为提高大学生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教育部、

文化部、财政部共同举办了 2006%高雅艺术进校园 &活动,把

京剧、话剧、歌剧、交响乐、民族音乐等高雅艺术送进了大学

校园。 [6]这次巡演受到了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引起强烈的反

响。尤其是歌剧艺术, 我们的大学生为歌剧而动情, 他们的

热情让演员们为之感动。由此可见,高雅艺术的观众是培养

出来的。艺术离不开观众, 艺术本身并不是孤单的, 它包含

了人类的情感 ,是人类文化的积淀。随着社会的发展, 环境

的改善, 教育的普及, 高雅艺术也会渐渐地走进大众生活。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 不是朝夕之功, 需要各级政府、各类学校

及社会团体、各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作为 21世纪人才培

养基地的大学校园,更应肩负起对大学生音乐素质培养与提

高的重任, 为繁荣高雅艺术市场, 让更多的百姓走进音乐厅

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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