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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音乐中熏陶体悟 在素质教育中全面发展——《李岚清音乐
笔谈》走进大学校园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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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浑厚而充
满磁性的男中音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里久久回荡，一场特殊的讲座在这里进
行，主讲人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讲题目为“音乐与人

生”。  

  日前，李岚清携历经8年多时间完成的《李岚清音乐笔谈》一书走进北京师范大
学，与高校学子分享音乐带给人们的无穷魅力。他凭借广博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多方面
的工作经历及生活阅历，从一种特殊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把自己
对音乐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兴趣所致还高歌一曲。全场不时传来掌声和笑

声，为这位73岁老人清亮的嗓音和积极的生活状态叫好不绝。  

  这是李岚清在高校举办的第四场讲座，前3场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
开大学举行，在大学生中引发强烈共鸣。大学生们手中拿着《李岚清音乐笔谈》一
书，耳中听着欧洲音乐家们的经典名曲，一时间仿佛走在通向音乐殿堂的金色大道
上。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王铁胜说：“看了这本书我感到，一位曾长期分管教育的国
家领导人，一位功成名就的老人，比一些专业人士更懂得适合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
生的需求。他对我们的关怀显然不可能止于让我们仅仅获得音乐上的造诣，他在书中

关于音乐的多角度的论述，无疑会让我们在音乐以外的诸多方面得到启示和教育。”  

  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才能兴国 

  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技术，一打就垮；而一个国家或民族假若忽视了优

秀传统或人文精神，就必然导致社会精神文明的滑坡和社会群体行为的庸俗化。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提高民
族素质，培养创新人才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李岚清为推进这次重大决策的实
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大力倡导将美育纳入到素质教育的范畴，并正式写入国家的

教育方针，确立了美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成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长期分管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工作的李岚清，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10年里
大力倡导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推进素质教育，强调美育和艺术教育对于加强和促进素质
教育的作用。他不仅对如何抓艺术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指导，而且身体力行，积极
推动艺术教育在学校的开展和普及。在他看来，高校应要求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包括
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课程，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艺术活动，增强学生直接的美
感体验，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无论大中小学，都应该努力营造一种浓厚
的文化氛围、科学氛围和艺术氛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富有活力、创造力和进取
精神，具有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更深刻的人生体验、更健康的人格和更高远的精神

境界。  

  普及音乐知识和提高音乐修养，对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受教育者增强自身
文化修养都有重大意义。李岚清也曾提出让高雅艺术进大学校园，在大学生中普及交
响乐以及音乐修养方面的知识。他曾多次举这样一个例子，香港汇丰银行在招聘新职
员时，不仅招收金融、经济、信息方面的人才，还招聘学音乐、学艺术的，因为这些
人艺术想象力和审美直觉力很强，有创意，如果再加以金融等方面的培训，有可能成
为很好的金融家。在美国，对经济生活影响力仅次于总统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

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  

  这些事例说明的是，从事科学或其他学科研究的人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好奇心、
创作的执著精神和创新的追求，我们国家需要培养的就是这种在学科间架起一座桥

梁、具有创新精神、能够进行创新思维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普及性成为写作指导思想 



 

     

  从《李岚清音乐笔谈》中不难看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李岚清怎样在古典音乐的
海洋中遨游，音乐在他的生活中又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在各国政要之中，类似李岚清
这样担任要职却钟情艺术者不在少数。对于艺术的爱好不仅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多姿

多彩，而且成为他们文化素养、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一生的体会来讲，音乐给我美的享受，还能启发人的智慧，增加我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因此年轻时我就常有一种边听轻轻的音乐边思考、看书、写作的习惯，

这样不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反而能提高效率。”李岚清如是说。  

  据介绍，现在我国的儿童音乐普及工作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学琴的孩子非常多，
但针对中青年知识分子的音乐普及作品还不多，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分人群对古典
音乐往往比较陌生。而且，目前市场上介绍欧洲古典音乐的出版物大多比较专业，普
通读者不易看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岚清音乐笔谈》填补的是音乐图书出版的

一个薄弱环节，希望能唤起上述人群对古典音乐的兴趣。  

  据了解，从1995年国家大力推行全面素质教育开始，李岚清就萌发了写这本书的
念头。从收集整理资料，阅读大量的音乐书籍，结合工作和人生体验，写了《音乐笔

记》和音乐感想，到成书断断续续前后花了8年多时间，光收集的资料就有几大箱子

了。  

  李岚清作了一个可贵的尝试，他希望通过一个非音乐专业的音乐爱好者的积累和
理解，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对欧洲经典音乐有所了解并
产生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以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进一步推动教育事

业的发展，推动艺术教育的开展和普及。  

  打开这本书的扉页，就看到50位欧美音乐家的头像生动形象、错落有致地排列

着，预告着章节安排的独具一格。书中除了为音乐家写有50篇“传略”外，还写有47
篇“札记”，阐发作者由该音乐家而引起的对音乐的感受和思考，涉及历史与现实、
科学与人文的诸多方面，是作者对这些音乐及其代表作欣赏、感悟过程中思绪的积
淀。此外，还为每位音乐家配写了“作品选介”，在书的末尾，又编排了“音乐常识

与名词解释”，作者在普及音乐知识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表示，这本书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本普及性的书，其实它
的学术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岚清同志把自己的体验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美学的高
度，它不仅对推动音乐普及教育有作用，对于专业音乐教育、对专业音乐工作者来
说，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很多珍贵的史料、照片和图片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特

别吸引我们，非常具有价值。  

  促进大学生身心和谐发展 

  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书法、舞蹈或其他一些艺术，对于学生们的心灵都有一种
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一种训练，不仅满足了年轻人对于自身天性的基本需求，也有
益于他们的身心发育和成长，这是教育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门艺术的熏
陶极有可能铸造青年人的个性并影响到他的一生，它或许不能带来看得见的利益和成
果，但对大学生们的心灵启迪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更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当他们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到重大挫折时，也能在艺术的怀抱里获得感悟、启示和力

量。  

  《李岚清音乐笔谈》集中地表达了李岚清通过普及高雅音乐的方式，以求达到提
高青年人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的目的。李岚清以自己在“非音乐专业”背景下学习欧
洲音乐的经历和切身体验，写出这样一本专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堪称范例
的成果。这一成果本身说明，素质教育的内容，既不能太专，也不能太泛，而应力求
在深浅、精博、雅俗之间把握住一个“度”。不要说是普通的非音乐专业的青年学
生，就是年纪较大、有相当文化艺术素养的各行各业的人，只要用心去读、去听，他

的音乐感受能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来自武汉大学新闻专业的大四学生聂娜来北京参加招聘会，当得知李岚清将在北
师大举行讲座的时候，专门赶到北师大来旁听，她说，讲座对自己启发非常大，平时
高不可攀的国家领导人是那么的真实平易，离我们很近，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令我很吃
惊，处处显现出对人的高尚情操的召唤，我感觉这些艺术类课程的课时应该不断增
加，在大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要不断提高。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吴志功认为，《李岚清
音乐笔谈》对于大学的音乐教育、在大学里普及经典音乐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

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创造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说，素质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懂一些音乐和艺术，更重要的
是让他们达到一种整体的思想境界的提高，一个学生亲口对我讲，他加入合唱团之后
感觉到，自己唱得好不行，要在合声中发挥恰如其分的作用，才能保证合唱的成功，
所以必须和别人很好地合作，慢慢地这些学生在生活中也会经常地想到别人和集体，
通过艺术教育实现了集体意识的加强，而不是抽象地造成这个氛围。所以学生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  



  《李岚清音乐笔谈》不仅为我们在提高大学生西方音乐文化素养方面找到一条有
效途径，还引出一个在大学校园里如何推广素质教育的大话题，对于教育改革会产生
有益的影响。让大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展现无疑有利于他们发挥出健全的人格，艺术
的熏陶可以直接做到这一点，它还能使学生们识别真正的艺术而不是仅仅停留于流行
文化。一个国家全民素质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受教育的程度，更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中

精华部分的传承和发扬，对于优秀艺术的认识和创造。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05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