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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

旧文新读

音乐，人类伟大之发明，世间神奇之创造。多少人为此魂牵梦绕，多少人为之殚精竭

虑。音乐如人生，人生如音乐。起伏之音调演奏美妙之音乐，多样之生活成就五彩之人生。

为何音乐有如此之魔力？音乐之于人生、国家、民族究竟有何意义？丰子恺，生活之智者，

艺术之大师。特辑先生之文，请各位先进自参。

音乐与人生

一 定 有 多 数 的 学 生 感 到 ：

上音乐课——唱歌——比上别的

课 更 为 可 亲 ， 音 乐 教 室 里 的 空

气比别处的空气更为温暖。即为

一点，已可窥见音乐与人生关系

的密切。艺术对于人心都有很大

的感化力。音乐为最微妙而神秘

的艺术。故其对于人心都有很大

的感化力。音乐为最微妙而神秘

的艺术。故其对于人生的潜移默

化之力也最大。对于个人，音乐

好像益友而兼良师；对于团体生

活，音乐是一个无形而有力的向

导者。

个人所受于音乐的惠赐，主

要的是慰安与陶冶。

我 们 的 生 活 ， 无 论 求 学 、

办 事 、 做 工 ， 都 要 天 天 运 用 理

智，不但身体勤劳，精神上也是

很辛苦的。故古人有“世智”、

“尘劳”等话。可见我们的理智

生活很多辛苦，感情生活是常被

这世智所抑制而难得舒展的。给

我以舒展感情生活的机会的，只

有艺术。而艺术中最流动的、活

泼的音乐，给我们精神上的慰安

尤大。故生活辛劳的人，都自然

地要求音乐。像农夫有田歌，舟

人有棹歌，做母亲的有摇篮歌，

一般劳动者都喜唱山歌，便是其

实例。他们一日间生活的辛苦，

可 因 这 音 乐 的 慰 安 而 恢 复 。 故

外国的音乐论者说：“music is 

food”。其意思就是说，音乐在

人生同食物一样重要。食物是营

养身体的，音乐是营养精神的，

即“音乐是精神的食粮”。

音乐既是精神的食粮，其影

响于人生的力当然很大。良好的

音乐可以陶冶精神，不良的音乐

可以伤害人心。故音乐性质的良

否，必须审慎选择。譬如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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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的性质良好，饮了可使身体健康；酒的性质

不良，饮了有害身体。音乐也如此，高尚的音乐

能把人心潜移默化，养成健全的人格；反之，不

良的音乐也会把人心潜移默化，使他不知不觉地

堕落。故我们必须慎选良好的音乐，方可获得陶

冶之益。古人说，“作乐崇德”。就是因为良好

的音乐，不仅慰安，又能陶冶人心，而崇高人的

道德。学校中定音乐为必修科，其主旨也在此。

所以说，音乐对于个人是益友而兼良师。

团体所受于音乐的支配力更大。吾人听着

或唱着一种音乐时，其感情同化于音乐的曲趣

中。故大众同听或同唱一种音乐时，大众的感

情就融洽。团结的精神便一致。爱国歌可使万

民慷慨激昂，军歌可使三军勇往直前，追悼歌

可使大众感慨流泪，便是音乐的神秘的支配力

的显示。古人有“乐以教和”的话，其意思就

是说，音乐能使大众的心一致和洽。故自来音

乐的发达与否，常与民族的盛衰相关，其例证

很多：我国古时周公制礼作乐，而周朝国势全

盛，罗马查理大帝（charlemagne，768-814）的

统一欧洲，正是“格列高里式歌谣（格里哥利

圣咏）”（上代罗马法王[教皇]Gregory Ⅰ[格里

哥利一世]所倡的音乐）发达的时代。普法战争

以前的德国，国势非常强盛。当时国内音乐也

非常发达，裴德芬（贝多芬Beethoven）、修裴

尔德（舒伯特Schubert）、孟德尔仲（门德尔松

Mendelssohn）、修芒（舒曼Schumann）、勃拉姆斯

（Brahms）等大音乐家辈出，握世界音乐的霸

权。又如西班牙国力衰弱时，国内不正当的俗

乐非常流行，日本江户时代盛行淫荡的俗乐，

国势就很衰弱。凡此诸例，虽然不能确定音乐

的盛衰是民族盛衰的原因，但至少是两者互相

为因果的。郑卫的音乐被称为“亡国之音”。

可知音乐可以兴国，也可以亡国。所以说，音

乐对于团体是有力的向导者。

今日的中国，正需要着这有力的向导者。

我们的民族精神如此不振，缺乏良好的大众音

乐是其一大原因。欲弥补这缺陷，需要当局的提

倡，作家的努力和群众的理解。这册教科书的效

用只及于最后的一项而已。

（摘自《丰子恺全集》艺术卷三）

学生记者 宋陈宇 编辑

锣鼓响音 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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