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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口传心授与古筝教 育 

李 伟 

音乐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界定或解说的，时代的 

文化知识观影响着音乐课程的发展。20世纪初逻 

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观和文化知识观对 目前的中国音 

乐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方音乐技术成了科学 

文化知识的象征，使得学 习音乐者认为技术控制的 

层面才是学习的真正 目的，这样往往使学生只掌握 

一 些表面的知识和信息，而无法发展其创造力，这在 

古筝教学中有突出的表现。如有的学生已具备了演 

奏高深难度乐曲的能力，但不能即兴演奏和即兴创 

作古筝乐曲，这种看似高质量的“古筝教学”培养出 

来的学生往往是“银样蜡抢头”。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是音乐教学的重要 目标，而中国传统乐感文化 

所积淀的即兴、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 

的音乐创造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其既可以 

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承，又可以把教师的自我创意融 

入音乐教学中去，以此来启发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和 

想象力以及充分发挥个性在音乐教学中的作用，避 

免学生陷入枯燥的纯技术的练习之中。 

一

、即兴、口传心授的内涵及其哲学意义 

即兴就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表演者临时发 

生兴致而信手拈来的创意形成的创作，即兴虽然具 

有一定的随机性 ，但并不是简单的。即兴演奏是 
“

一 种表演和事件，它基于一种从固有的文化模式 

和个人对它们解释的结合 中提取结构的和特性的 

风格的音乐活动”(罗宾 ·莫尔《西方音乐中即兴 

演奏的衰退》)。即兴创作需要有创新意 识的大 

脑 、听觉敏锐的耳朵 、一 目多行的眼睛及训练有素 

的四肢之间的密切配合 ，因此 ，即兴的音乐行为能 

够调动学生的潜能以及激发学生积极而 自发的表 

现主体的意兴和创造个性，同时还可以避免学生死 

用功、啃书本、在技术上钻牛角尖。正如美国著名 

的音乐教育家雷默所说 ：“即兴表演是一种 以音乐 

进行思维的基本方式 ，我们受音乐束缚的表演文化 

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与衰退，这很容易使我们 

的表演者受记谱的束缚 ，导致他们离开乐谱表演就 

会瘫痪和麻痹。”(雷默(el世纪音乐教育使命的扩 

展》)实际上，在丰富的音乐文化中，“所有音乐文 

化都包括作曲和即兴演奏的组成，表演实践在某方 

面总带有即兴过程 ，音乐思维进入作曲起码都具有 

那种转变即兴的过程”(管建华《世纪之交 ：中国音 

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 

口传心授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主要方式，主 

要是“通过 口和耳来传其形 ，以内心领悟来体味其神 

韵，在传形的过程中，对其音乐进行深入体验和理 

解”(刘富琳《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特 

征》)。中国传统音乐的口传心授，“是汉语 ‘偏重心 

理 ，略于形式’的思维方式 ，是其音乐创作、传承、记 

谱 、表演、欣赏或审美 的整体模式(也是中国艺术的 

整体模式)，它有着 自身语言、哲学、艺术、美学、心理 

学等基础”(管建华《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与世 

界音乐教育》)。民间音乐一般为口头产生、口头传 

授、口头发展，使其特征具有不确定性、创新性和即 

兴性。因此，“口传得到了正宗的音乐精髓的真传 ， 

心授得到了音乐再创造的活性空间，使得教学双方 

具有自我创造的余地”(陈其射《论高师音乐教学与 

民族音乐传授》)。 

即兴、口传心授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义。我 

们知道 ，音乐是人类情感和情绪表达最自然、最直接 

的媒介。正如《乐记》所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 

动于中，故形于声”。即兴、口传心授所包含最典型 

的哲学意义就是 “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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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客体融入主体 ，坚持根本 

同一，泯灭一切显著差异，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 

的状态”(金岳霖《中国哲学》)。音乐中的“即兴演 

奏”就是一种特定环境中的人的“有感而发”和“真 

情流露”，它充分体现了人、音乐、环境的最佳颐和与 

融洽。此外 ，中国传统音乐的即兴、口传心授并不是 

采用现行的西洋音乐 的“精确记谱法”(五线谱 )。 

中国传统音乐中主要采用“模糊记谱法”，如古琴的 

减字谱 ，这种记谱法反映了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感 

悟与整体性的特点。 

二、古筝教学中即兴、口传心授方式的运用 

我国古筝传统教学历来重视即兴、口传心授的 

教学方法，讲究师生之间的心灵交流、心领神会和高 

度默契。在教学中使用的乐谱只是一种传递音乐符 

号的简单方式，重要的是理解音乐、传递音乐、挖掘 

音乐的内涵。这种教育方法给学习者以自由的创作 

空间和想象余地，这样引领着学习者对古筝音乐进 

行深入的挖掘与探讨。而今纵观我国当代的古筝教 

学，实际上西式的音乐技术教育模式占据着绝大部 

分的古筝教学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是技术精 

深，能够按照乐谱演奏高深的乐曲。可是令人遗憾 

的是，这些学生在即兴演奏和即兴创作方面却是能 

力低下，望筝兴叹。这些在古筝教学方面突出的问 

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中国古筝传统教学中 

即兴、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却在当代的古筝教学中 

会如此被人忽视与遗忘呢?笔者试从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第一，西方音乐教育思潮的影响。从上个世纪 

初以来，西方教育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家 

和音乐教育家，他们普遍认为西式的音乐教学具有 

合理性、科学性、目的性。因此，提倡西式教学课 堂 

模式，改革甚至是抛弃传统的教学模式，按照西式的 

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第二，社会的功利性。由于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普遍对精神文化方面有较高 

的要求，因此音乐活动异常的繁荣，但是在这些音乐 

活动中，主要是以各个层次 的音乐会和音乐比赛所 

组成，在这些音乐会和比赛中，演奏固定的音乐作品 

往往是衡量演奏者水平的尺度，如果演奏者不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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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或者不按照作曲家的目的意图去演奏，那么演 

奏将是失败的。因此 ，各个演奏者都想尽办法追求 

谱面上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再现，即兴演奏乐曲和创 

作乐曲则无从谈起。古筝教学课堂中的即兴、口传 

心授的教学方法与社会狭义的要求相矛盾 ，因此 即 

兴与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在社会发展中日渐被教师 

们遗忘。笔者认为，由此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中 

国音乐优秀的传承方式将被历史所遗忘，这是中国 

音乐界的悲哀。 

如今，后现代的教学理念 日益引起全世界教育 

界同行的重视，如多尔教授的《后现代课程观》影响 

广泛。这种后现代知识文化型中的教学方法强调反 

对各种形式的灌输法 ，大力提倡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法，而即兴、口传心授就具有上述特征。它强调音乐 

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过程，师生互动 

是对话、交流式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自我 

探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作用从外在于学生情境转化 

为学生情境中的一部分。即兴、口传心授 的教学方 

法改变了教学过程中的“满堂灌”形式，使得学生在 

教师引导下，师生共同探讨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对培 

养学生的即兴思维、创造能力和感悟音乐精髓的灵 

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即兴、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改变 了以往教学评 

价中仅仅注重学生对音乐知识的记忆和掌握上，它 

强调理解的重要性，因此 当今的古筝教学课堂中应 

该充分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个性在教 

学中的作用 ，让课堂由“死”变“活”，由封闭变成开 

放，而使得这种 即兴的不确定性更富有美学价值。 

目前，关于音乐是一种文化或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并 

把音乐当作一种文化来传授的观点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因此古筝教学课堂中的即兴、口传心授并非 

落后，而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音乐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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