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大学艺术教育中堪当重任的 

‘‘ 音乐剧鉴赏课" 
关于 “大学艺术公共课程设置’’的建议 

口 张 徐 

内窘摘要t音乐剧，现代音乐舞台战晨I表演艺术的一朵奇聋。其知识结相多样化．对其他艺术门樊具有 高度的综台性 ·箕以强j}!l的极寓瑰代气 

息的娱乐性勾外衷特征，面内集审美功能、认帆功能、教育功能于一体，从而宴理在蝗乐性的审菱过程中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 

完成塑造大学生健垒^捂的目的。如能将音乐用 鉴童课纳入大学公共艺术'僳辊，封完啦大学公捷艺术课程日每暮具有重受的现宴意义和 
作 用。 

关 键 词；音乐剧l鉴贺 大学公搀艺术诹程 人殳素质敦育 

23C6年3置8日 匡家教育部办公 发 关于印发 ‘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蛰共艺术误程；§寻方赛) 以下简称 (方赛)： 通知 旺 

确该方案适用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非艺术荽专业．并阐j月课程性 

质 混程 目标 课程设置曩保障 

该方案及实行可谓是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浓墨重 彩 一笔 无论 

对=国的艺术教育还是^文素质教育郡蒡必 生极大 推动力 但 

蛔玩课程设置中鼠定的艺术琨定性选修谋(影祝鉴赏)以外 =匀为 

传统而古老 艺 门类 极富现代气息 音乐剧鉴赏未能^选．不 

能不说睹有遗憾．虽然音乐副鉴赏在国内尚未成为赢熟而完整的学 

科．仨国内学者发表的研究咸昊及大量可看的剧目足以完成这个谋 

程的教学 而音乐剧知识结搠的多栏 对其他艺术f 类高度的综 

合}竺 亚使这一峙1生碍以尽情发埋 强太娱 功能 不仅叼合(方 

寨) 髓的公共艺术洋硅性质和课程目标．而且堪当大学艺术教育 

重任。 

一  音乐剧知识结构多样化和对其他艺术门类的“高度综台 

性 ，为大学生广泛了解各个艺木门类提供举习动机和热情， 

“高度综台 地培养大举生 “嗾受羹．衰现美、鉴赏姜 翻造美 

的能力 。 

当我们搏音乐剧视为一个整，率聍 艺的扮成元素几乎囊框了 

当今世 上绝大多数 艺求 砷 虮文学 戏副 诗歌 夸示 舞蹈 

绘画 雕塑 建簟 到幽慕艺术 滑稽表演、服装设 芦光艺术 

甚至还涉及争了电影 杂夏 魔术等等 II 为了进一步剖析音乐剧 

笔看栗 西方童乐剧为佰 设计了 。、列茼略的图表． 较清晰地展 

现音乐剧的譬识结掏 

西方音乐剧知识结 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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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上最可看出 音乐剧的知识结构是由多门框关学斟知识及多 

种艺术门荚共同建构 而 一从艺术构成学韵角度看．音乐剧王是 

在整体上综台了诺尉 歌剧 舞剧这三种练台性舞台戏剧丰芏式的表 

现优势而成为 个更高层农的综合艺煮的 因此可以说 它是综合 

的综台 是继一度综台巨的筻二度综合 是对综台艺术 再综台． 

这成为我t]视音乐剧具有 ‘高度综合性 的理论依据． 

综台了多T唧艺术f 类和艺式因素的音乐剧 涵盖的知识 信 

息的广度和密度是其他艺术王可匕拟的．豇此众多的艺最品种在 

不 程度 l_被融汇于一剧．使音乐剧发散出无穷的艺 魅力．当 

我们瓿 西方音乐剧1 0O多年发展的 史画卷 不得不为其专观 

圈景而惊叹．如 世界四大名刮 ． 三演就是一多年 二+多年． 

各剧 票房收^二匀达几+亿美元 如音乐剧产业在英国已成为文 

化产 业的支哇 并 占据该国音乐产品出 口的最大份额 ，音乐剧所 

创造 的奇 迹使 学生在顿略音乐剧艺术的神奇 陶醉于音乐剧魅 

力之外 对音乐剧充满了好奇 渴望了解音乐剧为什么具有这般 

的魔 ．而成为推动他们认识事物 撰索事物的内在动 使 

学 生热切地关注到音乐剧肝包容的相关知识 系统 使他们充满 

情地目发了解欣赏各类艺术品种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乜们强烈 

求知欲 从而 高度鲩台 地培养大学生 感受美 表现美 鉴 

赏美 创造美的能 力‘。 

二，。吸纳人类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t多元文化”，在螟乐 

性的审美过程之中进行人文素质教青，全面 塑造大举生健全人格”。 

联合国戢科文组织在 (教育——南富蕴藏其中)一文中提出面 

向天来社会 发展 教育必须 围绕 学会认知 会做事 学会共 

同生活 学会做人 这匹顽基本要求采重新设计 重新组织 顺应 

匡际教育髟势的进于 国家教委曾多次提出．要把提高受教育者 

人文素质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即实行 

人文素质教育 在高校进 ^文素质教育主要是指将人类优秀 

又化成果 通过多种形式的扛识诗授和舛境熏陶 促进受教育者通 

过自身的两化和发展 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取向韵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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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艺术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为大众 

共识。而音乐剧内集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 

和教育功能正是通过娱乐功能得以顺利实 

现的。将音乐剧纳入大学公共艺术课程 ．可 

以在音乐剧的五光声色、动感愉悦中实现 

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是因为 音乐剧作 

为 20世纪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早期肤 

浅、庸俗的 文化快餐 窠臼中跳脱出来 ． 

承载着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在最本真的 

意义上实现了寓教于乐． 。r寓教于乐 的 

教育观念古已有之．延至当代．更加强调教 

育手段的丰富多样、教育环境的轻松活泼 ． 

采用 玩 的形式、创造 ‘乐 的情境来缩 

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在轻松 

愉悦的环境中实现对受教育者的培育。音 

乐剧将戏剧、诗歌、音乐、舞蹈、舞美造型 

等诸多艺术凝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炫人 

耳 目、色彩斑斓的整体中．学生们可以感受 

到多种艺术手段叙说故事的独特性 ．而且． 

丰富多彩的歌舞表演、快速转换的场景、变 

幻莫测的舞台装置等等能够满足大学生求 

新、多变的审美口味。学生在视听上获得多 

重享受的同时 ．音乐剧较深的教育潜力随 

之展现 ．即触动他们去思考不同题材下的 

社会内容以及要揭示的哲理、主题。 

在那些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作品中．诸多 

有关 人 的主题．如人的命运 、人的价值、 

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尊严和普遍的人类道德 

准则等一系列这个时代最为关注的重大命 

题．在音乐剧中得到了最生动、最感人、最 

彻底的艺术表现．纵览音乐剧的成功剧目． 

在嬉笑怒骂的戏剧表演、载歌载舞的舞台声 

色背后．是对 人 有着深层教育意义的人 

文精神的生动呈现． 

如 ‘反战 是西方音乐剧创作题材之一。 

<西贡小姐)是一部在越战结束多年后推出 

的反战剧．它将反思目光定在了全人类的立 

场上．而不是仅限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 

无情地批判和抨击了战争在善良人类的身心 

上造成的严酷伤害．以及对战后几代人酿就 

的悲剧命运．在 和平和发展 已成为两大 

主题的当今世界 ．<西贡小姐)所表现的深刻 

主题和博大的人文精神．已获得了全世界的 

广泛认同和强烈共鸣。 

爱 是音乐剧中永恒的主题。只要是人 

类社会存在的各种情感．在西方音乐剧的各 

类剧目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人与人 

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等最淳朴、最美好 

的情感在诸多经典剧目．如 <音乐之声)<南 

太平洋)<旋转木马)<国王与我>等中获得 

了最佳的诠释。对国家和家乡的热爱之情． 

也是多部优秀音乐剧的感情基调。例如 <俄 

克拉荷马>．热情、真诚地歌颂了俄克拉荷马 

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赞美。 

综上所述．通过观赏蕴含人文教育意义 

的音乐剧佳作．使大学生在极富现代气息的 

娱乐与审美过程之中获得综合性的知识结构 

及高度综合的审美能力．帮助大学生们实现 

主动地关切人的命运 、尊严和价值．理解并 

尊重多元文化．肯定和塑造全面发展的理想 

人格；用剧中爱、善、美等教育主题的价值 

内涵来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对人生有更 

丰富的体验 ．给他们对道德生活的向往 ； 

教会他们理解亲人之爱、故乡之爱．教会他 

们用爱的眼光看待世界．教会他们以爱美的 

心．完善对自由、对幸福、对人生的理解。这 

完全吻合 <方案)所阐述的公共艺术课程的 

课程性质和课程目标 ．也正是笔者提倡 。将 

音乐剧鉴赏纳入大学生公共艺术课程‘的最 

主要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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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46页)态结构过程中不仅仅感知到现 

实的内涵．而且感知到音乐的历史发展．理 

论作为动态的抽象．它也是一种重构 ．它的 

特点是 ．剔除了动态结构中偶然的、非主要 

因素．而以纯逻辑的形式出现。 

起点 (正题)一 发展 (反题)一 结 

束 (合题) 

理论抽象的逻辑必然要与音乐的动态过 

程相吻合。即音乐动态结构的起点也正是理 

论抽象的起点。音乐动态的历史从哪里开 

始．理论抽象的起点就从哪里开始。音乐的 

动态历史发展决定着理论抽象的逻辑。 

人类历史的发展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及 

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逻辑。人类在特定 

时空坐标上进行的历史结构由于其历史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 ．就以逻辑的形式显示出来。 

人类为了认识自己必然要诉诸自己的历史发 

展．重构自己的历史 ．这种重构便以逻辑的 

格凝聚在人类的意识中．形成人类认识和自 

我发展的逻辑．这种重构 ．具有哲学的普遍 

性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艺术为了认识 自 

身进行历史的重构；哲学为了认识自身进行 

历史的重构等等。正如黑格尔所说 ：‘研究 

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哲学本身 。 

因为现实的哲学正是哲学的历史发展而来 

的．因此哲学历史发展的结构也就必然决定 

了现实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 

发展与人类重构历史的活动构成了人类普遍 

的认识与发展的逻辑结构。音乐结构作为一 

种动态的历史重构 ．正是这种普遍结构的反 

映 ．它的动态生成；正是音乐史的逻辑凝 

缩 ．它的动态生成．重构着音乐发展的历史。 

这个重构有两个向度：一是历史的；二 

是现实的。前者是指随着历史的进程重构其 

结构 (音乐结构的 动词 意义)；而后者的 

重构正是现实的逻辑结构 (音乐结构的 名 

词 意义)。无论是历史的向度抑或是现实的 

向度都存在一个起点问题．现实的逻辑起点 

是历史的折射．因此．历史的起点便决定了 

历史的生成．决定了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实 

的特质．东西方文化的特性．东西方各民族 

文化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其历史起点的差异 

造成的：西欧——爱琴海、地中海是它的起 

点主题 东方——黄河、长江是它的起点主 

题。在这不同主题之上所以构建成具有如此 

差异的民族特性．正是由于这个主题——起 

点所具有的丰富的蕴含和凝聚力而形成的。 

音乐动态的结构生成作为人类历史发展 

的抽象重构．重演着不同文化的历史结构。 

在不同蕴含和凝聚力的主题——起点基础上 

重构着不同的音乐发展史。如果说功能性 

乐段作为西欧音乐文化的起点．那么曲牌 

则是我国黄河音乐文化的起点。而由功能 

性乐段作为起点形成的奏鸣曲如果说重构 

了西方文化和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那么由 

曲牌作为起点发展成的曲牌体和变化体结 

构可以说恰恰重构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和音 

乐的发展历史。 

音乐结构像人类所有的其他结构一样． 

具有历史的结构功能。这种结构功能使它始 

终保持着历史的统一性。即它不是孤立地向 

前发展．每向前发展一步 ．都与先前的形式 

保持着特有的联系．并且规定着新的发展。 

新的结构只有在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将前 

者作为进一步结构的基础。这样历史始终在 

现实结构的深层起着制约作用。也就是说任 

何一种结构．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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