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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年大学音乐教育的游戏精神与养生功能》主要剖析了游戏与艺术的关系。首先，作者指出“游戏
精神”不只是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还应是音乐教育的美学精神，是一种自由的、超功利性的、愉悦
快乐的、富有创新的、平等合作的以及主动参与的精神，它与我国新音乐课程的理念是相近的。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该理论，从我国当代老年大学音乐教育的现状出发，提出了“我国当代老年大学音
乐教育应当倡导游戏精神的张扬”这一富有一定时代性的命题。其次，作者指出“养生功能”是我国
老年大学音乐教育众多功能之中个最富有自身特点的重要功能。最后，《老年大学音乐教育的游戏精
神与养生功能》选取了七首优秀的中国古典音乐作品进行赏析并介绍其具体的养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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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音乐养生源远流长音乐治疗学作为现代医学一个
分支，它的一些原理早在几千年前就被我国的音乐家和医学家所了解。《易经》中的“同声相应，同
气相求”，说明了我国音乐养生的历史悠久，它比Altshuler于五十多年前所提出的，而后被各国音乐
治疗家所认同的“同质原理”早了好几千年，而且含义更为深刻。医和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
早的音乐治疗专家，春秋时代，秦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就对音乐与健康的关系作过深刻的论述。医和
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固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
有繁手淫声，滔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己，无以生疾。君子之
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韬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左
传·昭公元年》）他对于音乐治疗中如何选用音乐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之后，孔子、庄子、荀
子、韩非子作为一代思想家，也都对音乐养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孔子提倡音乐应“中声以节”，
庄子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精辟论述其实已涉及音乐欣赏心理
，荀子提倡以“礼乐治人、治国”。自唐宋以来，音乐空前繁荣，音乐的养生和治疗作用也日渐被人
所知晓，利用音乐治疗疾病已较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当中。深谙音乐之理的伟大诗人白居易在诗篇中有
很多关于音乐养生的诗句，曾有诗《好听琴》日：“本性好丝桐，心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
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此诗句强调了音乐对人心理的调
节功能。北宋大文豪家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集》中也记载他曾因忧伤政事，形体消瘦，屡进药物无
效。后来，孙道滋以“宫声数引”治愈了他的“幽优之疾”，欧阳修深有感触地说：“用药不如用乐
矣。”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音乐治病的典范事例。金元时期，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善用音乐治病，
如他在《儒门事亲》中记载“以针下之时便杂舞，忽笛鼓应之，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等。他还提出
“好药者，与之笙笛”，提倡学习乐器以提高音乐素养来冲淡疾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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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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