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筝乐对青少年道德品质修养的影响

ø 胡世红

内容提要 　古筝历史悠久、个性独特 , 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 它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影响人的认识、灵魂和气质 , 造就“君子”美丽而纯洁的品德 , 是对青少年进行美育、德育

的理想工具 ———“仁智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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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 , 古筝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一

个重要手段 , 变得越来越热门 , 学习古筝的

孩子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原因是多方面

的 , 除了古筝本身的优点外 , 它还有着几千

年深厚的文化背景 , 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

切的联系 , 即 : 音乐中的文化 , 文化中的音

乐 (有的德国学者认为 , 音乐教育源于中国

古代 , 音乐和文化密不可分) 。其中最重要

的是 , 筝乐对青海年的道德品质修养能产生

极大的影响。

一、古筝的特点及优点

古筝音色优美、悦耳动听 , 是我国历史

悠久的民族弹拨乐器 , 它以五声音阶定弦 ,

一弦一拄 , 属于半固定音阶乐器 (相对容易

练习) 。传统筝曲是右手拨弹旋律 , 基本指

法有 : 勾、挑、剔、托、抹、劈等 ; 而左手

只负责吟、揉、滑、按等按弦技巧 , 故有

“右手主声 , 左手主韵”、还有其它任何乐器

所不及的“一弦多韵 , 以韵补声”等特点。

筝乐历来是和汉语语言紧密相连的 , 具有

“歌唱性”, 音乐形象生动明朗 , 易于在人的

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生活画面 , 而能“闻声知

情、辨音知意、听筝见景”。因此 , 它既是

德育、美育的重要工具 , 也是素质教育的重

要手段。

二、古筝是“仁智之器”

自古以来 , 古筝就是仁义道德和智慧的

象征 , 被誉为“仁智之器”, 成为人思想道

德品质教育的最理想的工具。晋傅玄《筝

赋》中说 : “鼓之 , 则五音发 , 体合法度、

节究哀乐 , 斯乃仁智之顺也”。这是取之孔

子的《论语·雍也》中“智者乐水 , 仁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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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而来。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是“仁”,

即“仁者爱人”。用现代话说就是 : 博爱、

平等、自由、和谐 ; 进而为 : 和平共处、互

相帮助、世界大同。孔子认为 , 山的凝重宽

广、水的自强不息正是“君子”应有的修

养。古筝历来具有突出淡雅古朴、飘逸洒

脱、细腻深沉、委婉跌宕、抒怀遣兴的风格

特征 , 成为仁义道德和聪明智慧“君子之

风”的象征。汉侯瑾说 : “若乃察风采 , 练

其声音。美哉 , 荡乎 ! 乐而不淫 , 虽怀思而

不怨”。魏阮瑜《筝赋》中说 :“定均不疾不

徐、迟速合度 , 君子之行也 ; 慷慨磊落、卓

砾盘行 , 壮士之节也”。正因为如此 , 古筝

被称为“苞群声以作主 , 冠众乐而为师”的

“仁智之器”。所以 , 对青少年实施美育、德

育最理想的工具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仁智

之器”———古筝。

三、传统筝乐是“中和之音”

孔子认为“乐”可使人引发兴趣、陶冶

感情、涵养德行 , 使“君子”内在的心灵变

得更加美丽和纯洁。所以 , 孔子在《礼记·

文王世子》中说 :“乐所以修内”。他把音乐

教育看作是铸成“君子”完美人格的最后手

段。他在《泰伯》中说 :“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 主张“礼修外、乐修内”, 礼教和

乐教相结合 , 共同陶铸“君子”的兴趣、爱

好、性格、思想、感情和行为 , 使“君子”

的品德进入更高尚、更完美的境地。在音乐

教育中 , 他提倡“中和”精神 , 而反对“郑

卫之音”。在《八佾》中说 , 君子演奏时 ,

开始要从容协调 , 展开后悠扬和顺、清晰明

朗、余音袅袅 , 然后慢慢地结束。古筝的传

统曲目大都遵循孔子“中和之音”的原则 ,

从容、圆润、流畅而完美 , 用来培养、熏陶

“君子”完美的个性和品德 , 成为美育和德

育最有效的工具。例如 , 传统的客家筝曲

《出水莲》, 又称“中州古调”, 表现了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 , 濯清涟而不妖的情

操。全曲旋律清丽典雅 , 速度中庸悠闲 , 以

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将出水莲的神态气质刻

画得栩栩如生 , 使人感受到出水莲花那秀

美、清丽、高洁、可人的音乐形象。由此可

见 , 筝乐既是美育、又是德育 , 它把美育和

德育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四、筝乐对人有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

　　科学实验证明 : 音乐能够激发人的高级

情感 , 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认识和

思想。正因为音乐的这种独特的“潜移默

化”的作用 , 筝乐成为人思想道德品质教育

的理想工具。优秀的筝乐作品都能准确地反

映现实生活的“美与丑”、“光明与黑暗”、

“前进与倒退”等等 , 歌颂好的、鞭鞑坏的。

在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同时 , 也教育人们对

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在美感的作用下 , 人

们受到美好、高尚等情怀的熏陶 , 并在感情

上产生共鸣 , 引起生活的思考 , 最终获得意

味深长的教益 , 使内心世界的情感得到升

华 , 进而影响人的世界观与情操 ; 在美感的

作用下 , 人们的情感趋于高尚 , 进而引发诸

如 : 道德感、爱国感、事业感、责任感、理

智感以及求知欲、自信心等高级情感来。而

这些高级情感 , 正是科学等发明创造成功的

重要心理条件。例如 , 古筝独奏曲《战台

风》是当代筝家王昌元在上海港码头体验生

活时 , 有感于码头工人和台风顽强搏斗的精

神而创作。乐曲充分运用古筝的特色演奏技

巧和筝乐的艺术表现力 , 再现了一幅码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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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抢救国家财产、抗击台风肆虐的生动画

面 , 以此赞美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勇敢精

神。乐曲气势磅礴 , 形象鲜明 , 能给人的心

灵以强有力的震撼和极大的鼓舞 , 受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

五、筝乐对人内心世界的影响

古筝曲都是一定社会时代的反映 , 来源

于现实生活 , 富于歌唱性 , 其音乐形象、音

乐语言生动鲜明、平易近人 , 易于在人的头

脑中形成一定的生活画面。弹筝者借曲抒情

而言志 , 寻觅知音。如筝曲《高山流水》是

以“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为题材 , 旋律

流畅、节奏明快 , “高山”及“流水”的形

象鲜明生动。据《琴史》列子云 : “伯牙善

鼓琴 , 钟子期善听。伯牙所念 , 子期心明”。

所以 , 《乐记》乐化篇、乐象篇中说 : “乐

者 , 心之动也”、“乐也者 , 动于内者也”。

就是说 , 音乐是通过引起人的形象思维、产

生情感的共鸣来震撼人的内心世界的。因

此 , 来源于生活的古筝曲既高雅又通俗 , 其

形象生动明了、通俗易懂 , 易于人们产生丰

富的想象力、易于调动人的形象思维能力 ,

做到“听筝见景”。例如 , 筝曲《渔舟唱晚》

十分优美动听 , 使人很容易在脑海中浮现

出 : 夕阳映照万顷碧波、片片白帆随波荡

漾、只只渔舟满载而归、打鱼人悠然自得的

动人生活画面。

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 , 通过对筝曲的练

习和欣赏、对音乐形象、语言、内容正确的

认识和理解、对形象思维能力进行长期的训

练 , 使他们做到“心知肚明”, 必将对他们

智力的开发产生质的飞跃 , 锻炼他们的想

象、思维能力 , 进而诱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

造欲。因此 , 筝乐成为对青少年进地素质教

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六、筝乐对净化社会风气的影响

孔子不仅看到音乐教育对个人修养的作

用 , 还看到对社会的作用。他在《孝经·广

要道》中说 :“移风易俗 , 莫善于乐”。就是

说 , 要改变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陈规陋习 ,

最好的办法就是音乐这个工具。

今天 ,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科学技术突飞

猛进、物质文明兴盛、人民的生活质量很

高 , 但是精神文明却窳败低落 , 思想堕落、

精神颓废、人性丧失 , 各种社会弊病无法克

服。有些西方学者转向中国寻求老师 , 特别

重视儒家思想 , 对孔子尊崇备至。1984 年

美国学术界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

首 , 兴起了研究“孔学”、学习“东方文明”

的热潮。而当今中国社会 , 青少年喜欢的是

通俗文化 (通俗文学、通俗音乐、电视文

化、网络文化等) , 日益远离传统文化 , 无

法与其沟通 , 甚至也不愿沟通。但筝却为许

多青少年所喜爱 , 由此看来 , 作为“音乐中

的文化 , 文化中的音乐”的筝乐则有可能成

为青少年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桥梁。这个桥

梁 , 我们不应轻视和放弃。西方发达国家的

今天应是我国的“前车之鉴”, 在抵制西方

不良思想的影响、净化社会风气、创造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 , 古筝的美育、德育的

功能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 , 汉侯瑾又

说 : “移风易俗、混同人伦 , 莫有尚于筝者

矣 !”

(责任编辑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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