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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艺术教育应践履大艺术观

--兼谈文化经典在古筝艺术教育中的作用

韩建勇

古筝作为民族乐器中发展最快和最受欢迎的乐器，在令业界欣喜的同时又不

得不令人心生忧虑。从大处来讲，古筝艺术到底怎样发展成为广为关注的话题。

从小处而言，大小林立的各种培训机构与场所的繁杂、教师素养与水平的参差不

齐以及在教学理念上的种种偏差与失误，都不得不令人担忧。在教育理念上，不

仅仅是古筝艺术教育，当前整个艺术教育可以说都存在着一些误区与弊端。在当

今实用主义、科学崇拜与工具理性的大环境与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下，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都向实用性一边倒，大家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多元技能的学习和

强化上，过多强调应试、考级、就业等硬件上，而对自身素养的建设、完善却不

够关心，文化底蕴、人文关怀成为陌生的字眼。这种原本需要长期实践、慢慢积

累而厚积薄发的教育出现严重的偏离，而且愈演愈烈。

古筝艺术发展的迅速以及广受大众青睐引来众多人对这门艺术趋之若鹜，人

们都想从这门艺术发财致富。现在从业古筝教育的老师不计其数，但是功利主义

盛行，诚信与责任感匮乏成为典型的通病。古筝艺术教学中，教师与家长过于强

调弹奏技术，而不注重学生音乐感悟能力的培养；过分追求专业知识技巧或机械

式训练，而忽视学生自身艺术修养、道德情操的培养；不少教师有时候还强行要

求学生按照他的意图去弹奏，对每个学生不“因材施教”，基本都是“照本宣科”，

结果学生们对同一首乐曲在弹奏的动作、乐曲的风格等等都“整齐一律”了，一

些难得的个性表达也给无情抹杀了。这种教育将原本很风趣、充满人文精神的艺

术教育弄得干瘪、乏味起来，名不副实了。如此，相关的培训流水线化的服务使

得古筝艺术沦为教师发财致富的重要项目与手段，成为众位家长艳羡、学生考级

升学加分的制胜法宝，而古筝教育作为实现人生美育目标的途径，以及它本身所

具有的更多的价值却被完全忽视了。

古筝艺术教育要获得长足的发展需要步入正轨。笔者认为我们教师、家长与

学生的观念需要重新厘定，树立一种大艺术观念并践履之。大艺术观需要教师、

家长以及学生将眼光放长远，而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大艺术观需要加强对中国文

化经典的教育和研习，让弹琴技艺和个人文化修养齐头并进。大艺术观念就要去

做一项与古筝艺术相关的文化，要当成一种文化的事业来做，而不能仅仅学习技

巧那样简单与肤浅。大艺术观念需要我们着眼大局，要培养文化人，而不能唯技

术是瞻。只注重技术的开发和训练，而不注重艺术、道德乃至文化方面的培养是

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目前孩子们学琴大多带着功利目的，缺乏人文关怀。这多与

家长教育的偏差观念有关。

教师作为教育的传播者，应该放宽视野。有些教师唯恐自己的学生技术不精，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弹奏技术的强化中，而对学生是否真的是被音乐所打

动，是否真正领略了音乐的意图或者精神关心甚少。对技术的过于强调，转乎对

相关文化的忽视，从而导致了一些不良的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学生们青睐现代筝

曲的学习，而对传统筝曲的学习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双手能快速对位弹奏快

速旋律成为衡量个人水平的至高砝码。但实际情况，在突出快速弹奏的同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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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出来的仅仅是强烈的音响效果，而并不能让人领略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和意味。

失却音乐的韵味多是因忽视传统乐曲的学习，左手做韵的技巧得不到加强和锻炼

所致。

人类获得美感教育最重要的两门科目是——音乐与美术。人们通过对音乐作

品、美术作品的鉴赏都可以开启心智，陶冶情操，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有趣，更有

意义。而直接参与进音乐、美术等科目的学习，比如歌唱、乐器的学习，绘画、

雕刻的学习等等，这种效果会更加明显。它不必按照某种程式化的教法来教，教

师在教学方面完全可以大展手脚，通过音乐或者其他艺术科目来培养学生们的高

尚情操、精神境界。现在不管是教师也好，家长也好，似乎对孩子们的技术水平

很看重，机械地认为技术是衡量水平的至高目标。尤其是家长方面，他们的理念

进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理念。家长在给孩子们报兴趣班或者相关艺术培训时，对

某段时间能达倒什么水平很关心。一些老师为了留住学生，增多生源，只好将进

度提快，以尽力讨好对艺术知之甚少的家长。这样每节课都是新课，对学生能掌

握多少、是否理解了作品的含义却置之不理。实际上，这种教学方式教给学生们

的只是“弱水三千”中的一瓢，或者说孩子们只学到了某个作品的形，而对这个

作品的领悟、感触几乎很少。这是一种机械、呆板的教学方式，是一种缺乏知识

养分和教学弹性的教学方式。艺术作品在这样的教育中往往失去很多有营养的成

分。教学过程本身也少了一些艺术的情趣。

被称为“东方钢琴”的古筝如今已是逾百万人在学习，还有很多潜在的学习

者、爱好者。那么古筝艺术教育完全可以成为实现全民素质教育的手段或者途径。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申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与它的目标。素质教育并非单单知识

性、技术性、实用性的教育，而是着重解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个人智慧与心灵

的教育。音乐的教育可以开启一个人的智慧，让人们思维变得开阔和敏捷。参与

乐器的学习除了锻炼自己的全身各部位，协调机体功能之外，还可以推迟大脑衰

老，增强人们的记忆，最终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教学目标应该放长远，而不

能再仅仅局限于学琴考级、比赛这些相对实际的字眼上了。我们的古筝艺术教育

应该提供一种以音乐为载体的人文素养教育，并非专业性的知识培养。要通过这

样一种美育手段，来开拓人们对事物的感知能力，艺术的教育要注重音乐的美对

人心灵净化、抚慰的作用。要把艺术教育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素质教育的目标

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它通过人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教育来实现。音乐教育

是美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作为教育者应该致力于发挥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

中的特殊功能。音乐自人类有史以来就是人类精神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在音乐的陶冶下使自己心平气和的同时，还可以“移风易俗”，起到安顺民

心的作用。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人们更多地需要心灵世界的根基，而音乐正

是一种心灵的艺术。古筝艺术的教育应该大艺术观念，正如我们的语文教育强调

大语文观念。要将人文的教育纳入到古筝艺术教育中来，要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

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帮助他们积累深厚的文化底蕴。

研习文化经典是人们获得智慧和完善自身修养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师和家长

可以通过对相关文化的教导进行兴趣的引导和素质的内化。我们还需要通过文化

经典的讲述来调动学生的兴趣，把他们纳入到学生的教导中来。那么，文化经典

指的是什么呢？所谓经典，是那些经过历史的筛选而积淀来的，受得住历史的考

验而广为人认同的，是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论述或著作。文化经典

的意义是怎样的呢？对我们古筝的教学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文化经典可以陶冶

人们的情操，塑造美好的灵魂，完善自身的人格，提高自身的境界和层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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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获得弹琴的技术所得不到的，这对帮助孩子寻找好自己的人生坐标，获得高

尚的人格与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文化经典。可从中学到一中恭敬学琴和做人的态度，谦恭知礼。

著名古筝教育家、演奏家周延甲先生有一句座右铭，“学而时习之，教而时学之”。

“学而时习之”是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句子，这对我们学生主动温习的教导是

不可多得的名言警句。而“教而时学之”则是沿袭经典的拓展，也是当今教师作

为师者所理应坚守的准则。艺无止境，身为教师的同时，我们还不应忘记我们又

是学生。从这些也足以见得老一辈演奏家为艺处学的态度。世事变迁，人心不古。

人们一个个都奔忙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老祖宗留下来的博大精深的智慧、那些

让人知礼知节的文化全抛之脑后了。这是可悲又可怕的。

琴学是文化经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古琴文化，来反观我们古筝艺术的发展。

通过饱览琴文化经典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深层次了解中国的音乐文化，也帮助我

们自身音乐理论修养的建设。客家筝人杨始德先生曾给笔者题字，讲到“要弹好

古筝神韵，必须有理论基础”。理论并非空话，我们要讲理论用于弹奏的实践当

中，而理论的涉猎和积累就需要我们包揽专业的书籍，从中捕获营养。琴筝相通，

阅读琴学文化丛书可以让我们充实饱满，鉴赏力与悟性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诗词是文化经典。研读经典诗词可以让学生感触人文意境，可以启发他们的

思维，让他们深入体验，让他们视野和思维更为开阔，建构一个更为开阔、丰富

的情商世界。诗词中蕴含的是一种微妙的智慧，寥寥几个字，包含的却是人生宇

宙的一切。意境之深，况味之浓，让人们回味不尽。熟读经典诗词可以让我们的

语言变得精彩，锦上添花。而通过诗词意境的深入体验可以让我们的情感丰富，

而情商的发达又可以让人变得细腻，可以让我们音乐的表达瞬间动彻人心。

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都可以拿来用于我们的古筝艺术教育。一

个人要是想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他必定要懂文化，知礼节，而现在教育缺乏的恰

好是这些。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向学生输入传统文化的精髓，那将是古筝艺术

教育乃至素质教育的福音。因为通过这些经典的教育是在为我们的古筝艺术奠定

良好的根基，是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弹筝的能工巧匠而已。教师

与家长要鼓励学生们要完善自身文化素质的储备和修养，不做“技术的巨人，艺

术的矮子”。

除了文化经典的研习，我们还要掌握中国古筝文化。“一种艺术的独特的美

植根于产生它的文化之中，文化是活的、具有无限生命力和生发力的根，艺术只

是她所孕育的一朵艳丽的花朵。”艺术离不开它生长的土壤。古筝艺术也一样。

音乐艺术总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抛却了其产生的土壤

来谈音乐难免走进形而上的误区，或许在音乐的形式上我们很明了，但是不一定

能参透音乐中所蕴含的东西比如作品的内在精神，以致在表达上入味。中国古筝

艺术精彩纷呈，有多个流派。它们都扎根生长于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当地的人文、

风俗等紧密相连。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努力去接触和学习相关的文化知识，才能

在音乐的表达上胜任。否则就很容易讲不通派别的风格、味道混为一谈。

古筝艺术的教育、学习是丰富个人生活、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方式，教师、

家长与学生都应该以一种“大艺术观念”来对待之。要把它视为一种文化艺术现

象，而不能单纯视为一门技术进行研习。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并不在一时体现出

来。近处讲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有益，远处来讲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益。很多

家长错误地认为乐器的学习学到考出最高级别也就完了，把最高级别视为至高的

目标。那么，是不是最高级就代表一流的水平？或者说我们的学生对古筝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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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指掌了呢？不是的，有些学生即便是过了最高级别的考试，也并非真正能了解

中国的艺术文化。另外一点，难道学到最高级别就等于我们的学生就可以一劳永

逸了吗？不是的。这实际上又是艺术教育中的误区，也是狭隘的观念。目的的过

于明确致使学生们在达到目标之后就麻木了，对于再怎么往下走就不知所措了。

人的一生，可谓学无止境，艺无止境。艺术的教育也一样，教师和家长们应该在

艺术的教育上放长线，要让艺术的魅力时刻在孩子的身上焕发，要让艺术成为孩

子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是一生的兴趣。孩子心灵世界的培养需要家

长与老师之间共同的培养，通过联合培养，帮助孩子们消解来自外部的浮躁与喧

哗，固守和践履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道理，又让他们在美好的艺术天地里自得

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