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怀，使得两千年来，“觅知音”成为了我们寻

找精神伙伴的“苦”径。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可以成为自己的知

音呢？其实，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最好的精神家园，而音乐正是我们发现

自己这片家园的高尚途径。

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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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海宏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俞伯牙的人琴弹

得特别好。有一天，他弹琴的时候来了一个叫

钟子期的樵夫，此人一听琴声就张口说出了音

乐所表达的东西。伯牙很惊讶，因为不管他弹

什么，钟子期总能听出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于

是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但是不久之后，钟子期去世了，伯牙伤心

至极，把琴摔了，发誓终生不再弹琴。他认为

自己的琴声不会有人理解了，留着琴还有什么

意义呢？这个故事成为了千古佳话，后来演变

成了高山流水这个成语，产生了“知音”这样

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词语，还派生出来

“对牛弹琴”等种种说法。

两千年过去了，人类文明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但是很多人听不懂音乐这件事却一点

没有变化。为什么音乐这么难懂呢？

音乐何需懂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我的

研究生在北京六所国家重点大学和中央音乐学

院做的对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不喜

欢严肃音乐，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在各种

各样原因当中，“听不懂”、“不知道表现的是

什么”占了最大比例。很多人之所以不去听严

肃音乐、高雅音乐、古典音乐和交响乐，主要

原因就是听不懂。

我从小学钢琴，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天

我练一首乐曲叫《夕阳》，是根据中国古曲《春

江花月夜》改编而成。正在弹琴的时候，我父

亲来到我面前，对我说“这曲子练了这么长时

间了，给我讲讲它的内涵吧。春、江、花、月、

夜都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我当时说不出来，

父亲很不满意。其实高山流水这个故事的背后

蕴含着深刻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个观念告诉我

们，在音乐当中是有着各种内容的。所以当有

人说我不懂音乐的时候，第一层含义就是指不

知道音乐表现了什么。

音乐这门艺术是由声音构成的。首先没有

造型性，只是一种声音的感受，并不包含视觉

信息，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音乐不能

直接传达视觉形象，也不能直接传达思想概

念。我们试图从音乐里听出视觉画面和思想的

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也是“高山流水”上千年

来带给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俞伯牙在感概知音难觅的时候，是他不懂得音

乐。

其实，欣赏音乐不一定非要听出明确的概

念、视觉性的内容。用文学化、美术化的方式

欣赏音乐，是一个误区。正是因为这个误区，

给人们欣赏音乐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比如莫扎

特的钢琴协奏曲，很多人认为高深难懂，无法

欣赏。可是同一个作品放到一张轻音乐唱片辑

里，听上去就很舒服很悦耳了。

为什么同样一首曲子，放在不同的地方

就会对欣赏结果产生这么大的差别？之所以形

成大众无法理解严肃音乐的现象，除了历史影

响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在过去几十

年来，我国所进行的音乐普及工作，都是以“乐

曲解说”为核心。这种固定的套路已经不知不

觉植入了大家的头脑中：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

不一样，它有深刻思想内涵，要想欣赏它就要

理解它，要想理解它就要了解时代背景，作者

背景、创作背景等内容，经年累月的宣传，各

种媒体包括教材里都充斥着这些内容。我们的

音乐工作者在经过了艰苦的音乐普及工作之

后，让中国人明白了我们是听不懂音乐的，我

们是无法理解音乐的。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导，对此我提出“音

乐何需懂”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

理解音乐的思想内涵，何不闭上眼睛静静的聆

听呢？

用联觉聆听音乐

假如有两块糖，一块是巧克力糖，一块是

薄荷糖，人们在吃之前嘴里已经有这种味觉

了。给你两个声音，一个是中低音，一个是高

音，那么这两个声音哪个像巧克力，哪个像薄

荷糖？一种听觉的感受和一种味觉的感受产生

某些联系，这就是联觉。一个熟香蕉，一个青

苹果，哪个是高音？闷热和凉爽呢，亮色和暗

色呢，羊绒和真丝呢？这些都有联系，这就是

联觉的现象。

由一种感觉引起其它感觉的心理现象叫联

觉，它是本能的反应，是人与生俱来的。我们

说正是因为在人的心理活动当中存在着联觉这

种反应机制，才使得音乐这样一门纯粹声音的

艺术得以表现思想哲理、情绪、概念等。作曲

家凭联觉选择与组织声音去表现，听众也是在

同样心理活动的机制下，在作家的作品当中体

验了所表现的意图。

一个同学跟我讲，他哄八个月的小女儿

睡觉，用的是中国民歌《小白菜》，结果小孩

哭了。这说明小孩子把音乐听懂了。所以音乐

在联觉的层次上和人的情绪发生了对应关系。

如表现波涛汹涌的大海，首先声音很低，其次

很强，感觉很有气势，最后就是要有波浪型起

周海宏   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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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一家敞了门的咖啡馆，过了河坐

在左岸咖啡的露天席上。谁能听出来

这个人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广场咖啡

馆？听不出来，所以说理解错误不是

我们听众的错，是因为那些东西音乐

根本就表现不了。绝大多数音乐作品，

作曲家都没有透露他们的表现意图。

第二个推论是以联觉对应关系为

基础，同一作品一定会有多种解释的

可能性。很多对西洋乐曲的理解不是

出于自身真的理解了，而是被解说词

牵着走。其实搞音乐的人和音乐爱好

者，他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往往并不在

乎自己的感受和作曲家的艺术是否吻

合。对待同一个作品，不同的人在不

同的时间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这是很

正常的，不仅如此，连演奏家的理解

差异也很大。同样的，即使是贝多芬

的《命运交响曲》，指挥家卡拉扬和克

纳帕尔兹布什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可以在音乐当中体验自

己的人生感受，都可以把自己的理解

投到音乐当中去。我们之所以强调音

乐何需懂，音乐理解何需正确，就是

因为要听懂，要正确理解这些要求会

让听众背上沉重的理解负担，限制了

听众审美想象力。我认为在音乐欣赏

活动当中体验重于理解，理解的对不

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感觉。

抚慰心灵的艺术

音乐欣赏方式可能很多。音乐是

听觉的艺术，人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器

官，每种感觉器官都有各自享受的需

要。其实在音乐的欣赏当中，听觉是

最主要的欣赏方式，但是音乐还不仅

仅是听觉的艺术。在人的各种各样的

感觉系统当中，情绪、情感是人类最

重要的内感体验。人类内心世界是很

丰富的，需要意图来表现，音乐就是

最擅长表现人类内心的艺术，我们说

是情绪的艺术。在音乐当中体验这种

微妙的情绪感受就是最好的欣赏。

比如说你特别爱一个女人，或者

特别爱一个男人， 特别想得到她

（他）。你心里知道人家根本不爱你，

瞧不起你，你的激情、渴望和幻想终

究变成绝望，但是又不死心。这天突

然发现对方迎面走过来，这个时候五

线谱就好像你的心情，跳上跳下。这

么快的内心情绪的起伏和变化语言是

很难表达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艺

术能够像音乐这样如此细腻、丰富、微

妙、动态、及时地表现人类内心感受。

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音

乐能言说人无法言说之物。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严肃音乐

的原因。音乐对人的情绪影响是很大

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现在每天就

靠音乐在支撑着自己。因为工作压力

大，每天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打开

严肃音乐来听，感觉为自己营造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宣泄了自己

的情感。中国近代有一个人说了一句

特别精彩的话，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避

难所。我认为音乐就是随时可以掌控

在你自己手里的精神解压的良方。

所以，听听音乐吧。P

（本文根据周海宏在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伏。再如表现黎明前的黑暗，就要用

低音、长音，并且要越来越高，越来

越缓。

虽然我认为没有必要用文学化、

美术化的方式理解音乐，音乐何需懂。

但同时也要指出如果认为音乐什么也

表现不了，音乐欣赏就是纯粹听觉的

感受也是错误的。在联觉的作用下音

乐是能表现很多东西的。

首先从作品角度看，一个作品是

否能够使人感知很明确的内容，取决

于持续而稳定的联觉对应关系。作曲

家选择声音和组织方式，与想表现的

东西之间，在联觉上要一直对应得非

常好。如果对应得很好，人人都听得

懂。比如巴赫的《约翰受难曲》，音乐

表现一上一下，一快一慢，往往使人

产生痛苦感觉。

大多数情况下，音乐的音响总是

在不断变化，所以实际上我们很难保

持一个想象的内容。敏感的联觉、丰

富的联想是理解音乐的前提条件。这

不是先天性的，关键是培养体验联觉

的习惯。比如吃早点的时候，先喝一

口大米粥，再吃一块四川泡菜，泡菜

就是高音：中午的时候吃块红烧肉又

喝口啤酒，啤酒就是高音。

当我们认为可以依靠联觉认为自

己理解了音乐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我

们的理解和作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吗？

让音乐属于自己

专家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声音只

有五种属性（高音、音强、速度和节

奏、发音速度、紧张度）能够引起人

们的联觉，这必然导致了以下的推论：

首先，很多东西是音乐不能表现

的。明确、具体的视觉对象，如家具、

水果、长相：特别抽象的概念，如博

爱、平等、经济、法律、财政等，都

是音乐不能表现的。

有一首曲子叫《亚麻色头发的少

女》，谁能从音乐当中听出亚麻色——

还是少女的头发是亚麻色？这是根本

体现不出来的。再比如美国作曲家格

什温的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作

品的解说是作曲家亲自委托他的好朋

友写的乐曲解说：在一个阳光和煦的

早晨，一个美国人漫步在爱丽舍广场，

两千年过去了，人类

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但是很多人听不懂

音乐这件事却一点没有

变化。为什么音乐这么难

懂呢？

■子期听琴

Pudong Development 2010/01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