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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音乐教育的后现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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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纪初，中国一批留学归来之士为中国音乐教育带来了西方血液，这为中国音乐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提。为加快现代化
步伐，中国在经济、科技等多领域照搬西方的一套，包括音乐教育，但时至今日，全球化、多元化已成为整个时代发展的大
背景，中国音乐教育却任仍执着于现代性，这是亟待意识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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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的全球化背景

“全球化”现象最初是出现在经济学界和国际金融学

界的一个名词，它表现为资本和商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

让所有国家都进入一个超越国界的市场运作机制。斯沃特在

《全球化》一书中表达“全球化”概念时，使用的英语是

“JOREDOL]DWLRQ�”，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可以得知，四百

年前“JOREDO”一词已经出现，但“JOREDOL]DWLRQ”的使用

到 ��世纪 ��年代才开始，到 ��年代才成为学术界的常用

词汇。按照斯沃特综合各种学说的看法，我们可以得知：

后现代主义虽然批判现代主义，但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代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解体与后工业化的共同时代背景

下，后现代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全球化基础上的

后现代在社会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都有重要的�

表现。

2�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批评

��世纪以审美为核心的现代性音乐教育有其专门的哲学

思想，即“纯粹哲学”或“纯粹美学”。但时至后现代时期，“纯

粹哲学”已开始受到冲击，开始转向文化领域。相对于 ��世

纪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现代性音乐，当代哲学、美学已

不再以形而上学和抽象思维为基础，而是转向了文化哲学的

基础上。

审美音乐教育以“纯粹美学”为基础的功能定位由来已

久，对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在

美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但与之对应的，鼎盛之后随即

走向衰弱，并受到实践哲学的挑战。此时，在哲学领域出现

了一种转向趋势：传统空想哲学转向实践哲学。对形而上传

统纯粹哲学发起挑战的代表是埃利奥特的《音乐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文章中，埃利奥特直接

给出了“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命题，旨在

建立一种全新的音乐教育的哲学，它更适应当今的多元文化

格局。如上文中所说，传统哲学在 ��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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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全盛时期，而与全盛相对应的，它已没有了再往前发展

的空间，面对它的只剩下了危机。而以埃利奥特为代表的诸

多批判审美教育的学者中，大量文章涌现，从各个方面批判

反思审美音乐教育。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形而上哲学向实践

的形而下哲学的转向。笔者认为，这些正是目前中国现行的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亟待认识到的问题。

现以埃利奥特的主张观点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审美

音乐教育的批判。埃利奥特认为“客体”“感知”“体验”

三个概念直接对审美的音乐教育产生影响，这三个概念基本

构成了审美音乐教育的逻辑框架：音乐作为客体的概念；审

美感知的概念；审美体验的概念。就这三个概念，埃利奥特

分别做出了以下的批判 >��。

2.1�对音乐作为客体的概念的批判

在这个观念中，音乐作为客体被认为成“音乐作品”，

并以本质论来看待。在埃利奥特看来，美学理论家未能正确

地区分“什么是音乐”和“什么是音乐作品”，这直接导致

了音乐教育狭隘地以“音乐作品”来定义“音乐”，未能重

视音乐的创造活动过程。审美概念中“审”字只注重对事物

的感知，但不包括创造。

2.2�对音乐审美感知概念的批判

音乐审美感知概念认为音乐是一种主体所对应的客体存

在，这便局限了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因为审美感知始终强

调“审”的动作去聆听，并且带着西方曲式结构的标准和框

架去聆听。

进入后现代时期，我们开始认同音乐作为文化中的音乐

这一概念，由此我们扩大了我们之前对音乐的狭隘认识，在

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我们来审视“审美感知”这个概念。审

美的音乐教育告知并强迫我们聆听“音乐性”的声音，而评

判声音是否有“音乐性”的标准则是西方作曲四大件的标准。

用这种方式、标准去“审美”，就笔者观点而言，认为其忽

略了两点：一是，是否只有符合四大件的声音才算是有“音

乐性”的？二是，音乐所能承载和表达的涵义就仅仅只有音

乐本体吗？显然，并非只有符合作曲四大件要求的声音才算

有“音乐性”，音乐除了本体意义，还有政治、文化等诸多

涵义。而审美音乐感知则完全忽视这些，这便导致狭隘的中

心论标准只能评价某一特定区域的音乐，并不适合其他地域。

2.3�对音乐审美体验的批判

雷默提出了审美体验的观点，认为其价值来源自给自足

的本质体验。如果按照此观点，审美体验同审美感知一样，

都要求聆听者排除一切个人、社会、现实的思考，并受到音

乐作品客观规律的控制。但问题是，音乐教育并非能引发听

者的真实情感，而音乐也并非只能反映感觉的普遍形式。

以上是对奥利奥特主张的简单描述，其背后还有更高层

次的哲学的转向问题，这里暂且先不以讨论。

3�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已越来越受重视，无

论是学校音乐课程的安排，还是学校音乐艺术活动的实践，

都体现出国家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视 >��。但是，我们似乎还

未能完全意识到审美教育的弊端，抑或是没有办法完全改善

或摆脱审美音乐教育，因为直到 ��世纪，中国仍然十分重视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笔者承认作为专业音乐学习者而

言音乐技术技巧的重要性，但技术技巧并非音乐的全部，而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审美的音乐教育其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上，默认了“欧洲中心”的标准。在后现代时期，原先的审

美核心的音乐教育以显露诸多弊端，它把音乐从其扎根的文

化环境、民族中脱离出来，其结果就是除了西方音乐，所有

音乐都是“不美的”。

目前中国学校的审美音乐教育体系就好比一张蜘蛛网，

我们在前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它。当我们构建

完成时，它确实达到了我们当时所预期的要求，并且这张蜘

蛛网充满着条理和理性，每一根蛛丝似乎都是按照某种事先

设定好的规则排布。但是，当以局外人的超验地来看这张蜘

蛛网时，它似乎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监狱，不是猎物的监狱，

而是蜘蛛自身的监狱，没有蜘蛛网，蜘蛛就不能活命。这就

像是目前中国的审美音乐教育体制，一开始我们是被动地

接受它，后来我们接受它，最后我们离不开它，它把我们的

目光死死地局限在这一张蜘蛛网上，就像目前的中国学校音

乐教育被“审美核心”牢牢掌控一般。然而这世上并非只有

审美音乐教育这一张蜘蛛网，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就是打破现

代性审美音乐教育这张网的打手，猛烈地冲击着现代性的审

美音乐教育，打破了欧洲中心的、唯一的“审美标准”，带

来了出西方以外地区的更多的标准，以试图走向天下大同的�

格局。

参考文献

>��� 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0��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瑛琪�音乐审美教育功能性异化与化异>-��中国民族览 ������

�����������

>��� 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