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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音乐大家心照不宣，肯定不是流行歌曲、
不是摇滚乐、 也不是爵士乐， 我们经常说的喜欢听音
乐， 欣赏音乐就是以前人们老说的高雅音乐、 严肃音
乐，当然这些词汇容易引起争议。 目前来说，把这些音
乐统称为古典音乐，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词汇，因
为古典音乐涉及到西方的一个古典文明， 它是具有文
明的集合，有清晰的谱系，有完备的一个系统，有非常
清晰的一个发展的源流， 它的结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
稳定的，当然中间也会有很多的旁枝末节，还有民族乐
派、各种主义，这些都是古典音乐主流之外的旁支。
对于普通人来说，音乐首先是要好听，它要让你愉

快，要激发你的情感，要让你产生感官的一个非常积极
的反应，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怀疑：欣赏音乐到底有没
有用？因为大家的时间很不够，可能会觉得用大量的时
间来欣赏音乐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什么事都不做来欣
赏音乐，会不会太奢侈了？ 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我
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欣赏音乐，一直到老，音
乐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 而且音乐随着你的年龄的变
化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同样一首音乐，同样的一个演奏
版本，它在你人生的每一个时代来听，都会激起你的不
同反应，所以说音乐其实它是跟我们的情感，离我们的
心灵是最近的， 也是最能发生直接交互作用的一种艺
术形式。
音乐具有一种功能性， 就是它具有排遣你的情绪

的作用，它是一个渠道，一个通道。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
焦虑的，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需要一个排解通道，当你有
烦恼的时候，尽量不要把不好的情绪带到第二天，晚上
回到家里，选一首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音乐来听一下，
十分钟，二十分钟后，你的整个情感就会都进入到音乐
当中。 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音乐来解决，但是至
少你的情绪会得到调整，以平和的心态入睡，第二天在
重新面对问题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听

音乐其实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 对于一个热爱音乐的
人，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不断的有发现，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的事情，不同作曲家写出不同情境的作品，那种音
乐体现出来的美好，是无法用词汇来代替的。
音乐不仅可以缓解你紧绷的焦虑的神经， 音乐更

促进你的大脑开发，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无论是神经
科学还是教育学、成长学，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证据来证
明好的音乐是有助于脑力的开发的， 有助于全身动作
的协调、身心的和谐。
很多人在欣赏古典音乐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感觉

就是“我不懂古典音乐，但是我喜欢”，古典音乐到底是
什么呢？ 它在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内容是最丰富的，内
在结构也是最复杂的，但是恰恰它也是最没有门槛的，
你怎么理解古典音乐？ 首先一听是要悦耳，因为它是一
个很综合的声音，不管是歌剧还是协奏曲、交响曲、室
内乐或者钢琴独奏， 它首先进入你的耳朵然后打动你
的心，当你爱上它以后，你就会研究它到底是什么，标
题是什么？作者是谁？属于什么时代，属于什么流派？属
于什么体裁？属于什么形式？当你产生这么一系列疑问
的时候，你就开始登堂入室，你进入到它的世界，通过
声音的引导，但更多的是你自己主动地贴近，这就会成
为你学习的动力。 所以音乐千万不要先学再听，一定是
先听再学。 这样才能真正的爱上音乐。 所以，喜欢和懂
不懂在初级阶段完全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往下走，打消
这个顾虑，突破这个误区，我们一起听从音乐的指引，
往前走，走到什么地步再说。 千万不要“因为我不懂”，
让音乐跟你中间隔了一道鸿沟，如果这样，无形中你会
拒绝很多很好的声音进入到你的耳朵， 进入到你的心
灵，所以，音乐不存在懂不懂，音乐没有门槛，每个人都
可以进入。
音乐虽然起源于人类早起的年代， 但是真正形成

完整的系统， 稳定的结构当然肯定是进入到巴洛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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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对于很多人来说，既是必需品，又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音乐
是可以承载这个功能的，那就是———点亮你的生活。 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都很快，每天都很饱满，过得丰富多彩，
内容很充实，但是当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很多人会发现生活其实也是茫然的，缺少一种可以激发你生活激情
的元素，我认为，音乐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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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音乐才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形式存在，当时能够欣
赏音乐的一定是贵族、王公、教会。 今天我们有了互联
网，音乐更是可以深入到千家万户，人类的文明瑰宝，
到了可以尽情享受的世道了，我们想想看，人类其实所
有的文明瑰宝，在它一开始都是特权人物才能享受的，
但是它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瑰宝， 这个瑰宝流落到了今
天我们这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我们这个时
代欣赏音乐已经没有什么群体之分、阶层之分，每个人
都可以欣赏音乐，但是音乐本身出身是非常高贵的，形
式是非常高雅的。 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是高于普通人类
的情感的，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这种情感你通过文学的
方式已经接触过很多， 但是在音乐方面它没有表现得
非常充分，音乐进入 19世纪后，它是非常完美地跟诗
歌、戏剧、神话、哲学、文学、小说相结合，甚至跟绘画、
美术、雕塑都有了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德国哲学家黑
德尔就说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 音乐的已经不拘泥与某一种人们常见的形态了，
所以在 19世纪，音乐就不单纯是一部音乐史，音乐应
该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部音乐史就是一部文
化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音乐它本身的这种高贵和高
雅是不可抹煞的，每个人都有向往崇高的权利！
古典音乐顾名思义，从它的名称到它的整个历史，

到它的形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且历
史并不长， 有据可查的是从康熙年间传教士把这种演
奏形式带到了中国， 这 100多年来我们国家有了几十
支大编制的交响乐团， 也诞生了很多在国际上有威望
的音乐家， 但是古典音乐就像中国的京剧永远是属于
中国一样，古典音乐永远则是属于西方的，它的主流在
西方，主要的舞台也在西方，我们今天能够跟西方人一
样， 可以没有差异地同时在享受一种新诞生的古典音
乐，包括现在西方最主流的、最重要的音乐家，每年都
会来中国演出，这说明中西方音乐在表面上、形式上是
没有什么差异了。所以我觉得，古典音乐虽然是诞生于
西方，但是它是上帝给全人类的一个最好的礼物，所有
接触到古典音乐的人都会终身受益。
提起古典乐，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十几年我们上

映的国外的大片，包括中国的大片和动画片，用古典音
乐作为剧情的烘托的点睛之笔的作品越来越多。 举个
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肖申克的救赎》，在影片中有一
群绝望的犯人，因为主人公的存在 ，鬼使神差的他进
入到了播音室，发现了莫扎特的音乐唱片，制服了播音
室里的警察，把门反锁上了，他其实就是想给整个监狱
的人带来一线光明，带来一丝光亮，带来一线希望，所
以他播放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当中伯爵夫人和
苏珊娜的二重唱，这个音乐它本身是非常美的音乐，但

是如果没有这种环境、这种绝境中的烘托，这个音乐仅
仅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女声二重唱， 但是它在这个剧
情中，音乐通过高音喇叭一传出，整个监狱的气氛不一
样了，天色不一样了，每一个人的心也不一样了。 所以
这就是一种心灵的激发， 这种心灵的激发我们作为电
影观众，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了，在我们身边也经常发
生这样的事， 我们听到一段音乐或者在讨论一段音乐
的感受时，常常不知道这个音乐叫什么名字，是谁创作
的， 但是很多人听到同一作品时的感受又是相同或者
相近的， 现在互联网的便利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搜索
出当时脑海中的音乐，回忆起欣赏时的往事，今天才知
道原来这个音乐叫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欣赏音乐它
不仅仅是把音乐当成一个背景， 你一定要去知道这是
什么音乐，这是谁做的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因为这
样的话你才会一步步的往前走， 因为你知道了是谁作
的曲，你才会想听这个作曲家的其他音乐，那么一个作
曲家，流传到今天了，也有一曲成名的比如像贝多芬的
《第五命运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致爱丽丝》， 你再怎
么知道，也都是他上千作品当中的几首，那么贝多芬在
那个年代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钢琴协奏曲，他的小
提琴协奏曲、 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等等都是很了不起
的作品， 但是就被一些只局限于欣赏皮毛的人们所忽
视，甚至是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音乐是怎么点亮你的生活呢？ 用现在的一个

流行的说法就是“要与音乐做朋友”！ 在欧洲有很多音
乐之友协会，或者是爱乐协会，它其实都是一种社会力
量对音乐的支持，像厦门的爱乐乐团啊，也是郑小英女
士历尽千辛，倾注全部心血组织创建的一个乐团，致力
于发展和普及交响乐， 每周都有免费演出以及与教育
局携手举办的“高雅音乐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这些
活动都得到广大师生及家长的认可。 因为音乐是支持
社会和谐稳定最有效的东西！与音乐交朋友，首先你跟
它没有隔阂，没有门槛，把音乐当成你生活中最好的伴
侣，而音乐它给你的回报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个题目叫
《莫扎特与他的时代》， 如果你只知道莫扎特而不去了
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你不会知道其实也是那个时代
造就了莫扎特，换一个时期，可能就不会出现莫扎特，
所以你与音乐做朋友等于你与一个人类的文明都交了

朋友，你的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精神世界也会得到极
大的满足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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