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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流行音乐通识教育中

$家国认同%的构建策略

段斌!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

摘:要!流行音乐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来!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百余年来在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参与了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与价值观形成过程" 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群体!非常

容易被当下眼花缭乱的媒体和传播手段裹挟而呈现$认同%危机" 通过梳理中国流行音乐中的$家国叙事%!分析大学生

$家国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在大学通识教育中通过加入流行音乐教育这一环节!更加涵育青年学子的$家国情

怀%!构建$家国认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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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锦晖的系列创作标示中国流行音乐正式

登上舞台开始#中国流行音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受到多种社会力量左右#经历了多种风格的嬗变&

在价值观念上#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方面的确承载了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另一方面

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关系又处于变化之中#因而在

不同历史时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综而观之#流

行音乐在抒发个人情感的主基调之外#'家国叙

事(的词曲创作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方面#并且

在烘托主题和家国认同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中国流行音乐的$家国叙事%

长久以来#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发展中本身就

内含着'家国叙事(#无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

'私情(与'家国(如何交织共进#流行音乐中的

'家国(元素仍然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

国一体(的文化影响& !+>*年#康有为上书在'新

式学堂(中开设'歌乐课(开始#推动了区别于旧

式音乐类型的现代中国'新音乐(发端& '学堂乐

歌(在这一时期探索将外来音乐通过改造的形

式#自觉嵌入了中国民族觉醒的过程#呈现了一种

鲜明的文化态度#如这一时期创作的)男儿第一

志气高*)扬子江*等歌曲#第一次正式出现了'一

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

儿志气高00(等& 李叔同借助美国通俗歌曲作

家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曲调填词的)送别*'长

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00(则融进了独特的

中华气韵& 被誉为黎锦晖填词作曲的'中国第一

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

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则呈现了男

女情爱的基调& 纵观流行音乐的发展史#就价值

观念而言#流行音乐所承载的普罗大众情感表达#

更多则是在'情(与'爱(的盟誓中荡气回肠#比如

随后'十里洋场(的)天涯歌女*中'小妹妹唱歌郎

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00(等歌曲以情爱

为主题#在迅速动荡的岁月中抚慰了一代人的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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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文化在近代发展的进路#正如列文

森所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

说是一个使5天下6变为5国家6的过程&(

+!,而国

家秩序中对'家国(的规定性#始终体现在各个方

面& 即便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

的种种冲击#'家(与'国(仍然互为表里#共同维

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稳定& 而在由一系列看

似巧合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

丛林& 在异邦的侵辱下#原来'自上而下(的帝国

治理模式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

下'自下而上(重新思考%探索'国(的'图存救

亡(过程& 流行音乐也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出

现了革命时期的)十送红军*)东方红*)团结就是

力量*)我的祖国*等歌曲#和建设时期的)南泥

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生态出现了巨大的

变化& 特别是在 #$世纪八九十年代#经由改革开

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生活进一步丰富#

普罗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始迈向多元化& 其表

现之一是#主流的文化形态受到欧美文化的冲击#

自身的价值内涵和表现形式开始调整& 多元化的

另一表现是#从 #$世纪 +$年代开始#中国流行音

乐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曾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肇始#

当代流行音乐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

与接受过程& !>+" 年在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用

)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

亲近00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接过了国家层面

对流行音乐认可的一棒#也在大众文化中开启了

新时期'家国叙事(新的历史表征手法& 从发展

进路看#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其曲调%曲式%

歌词和传播途径历经了从'模仿港台( '民歌采

风('西式摇滚(到'新校园民谣(等的发展过程#

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普罗大众心理轨迹的

变化#其词曲创作曾一度被视为'下不完的雨#忆

不完的故乡#诉不完的离别#吐不完的思念00不

是5吻6就是5爱6的歌曲#大多只抒发了一些自我

叹息的情感#僵化在一种自我的个人小天地中#

00从中找不到民族精神#找不到时代情绪#也找

不到多彩多姿的世界&(

+#,由此可见#与同时期主

流价值塑造期待的差异性#流行音乐招致了'小(

不见'大(批评#一度被视为'过度自由化(& 而本

土化的'信天游(家乡叙说与以)龙的传人*为代

表的'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国家觉醒逐渐奏响了时代强音&

当前#在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主的'第四次

科技革命(的冲击下#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价值观

的交锋更为激烈#国内的文化语境也正发生着价

值观重塑和思想认识调整#这就对民众的精神力

量进一步重整与振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具有突

出的社会性%宣传性功能的音乐"包括高雅音乐

与流行音乐$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也更需要在流

行音乐这个'舶来之物(中加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使之更好地承载主流价值观念& 毕竟'古代中

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 个人的行动和生

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

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

+),

&

在中国的文化长河中#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

具有'诗('乐(一体的特征#注重'文以载道(#同

时也注重音乐的教化功能#如在孔子的教育思想

中#就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

伯*$之说#'乐(之载道#使人既可为君子#又能

'兼济天下(#这也是中国独特的乐教传统& 即使

在当代#我们也不难发现#家国观念的文化机制正

呈现高效运转的状态& '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

春节联欢晚会所营造的媒介场正是为大众预设一

种大5家6的幻象#确立5我们是谁6 5归属于谁6

的身份感#人们在这种5家6的附属中#安全地沉

湎于一种5家6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中#体验到5在

家6(的感觉(

+",

& 比如在)#$#! 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节目单中#依然有)明

天会更好*)灯火里的中国*#以'灯火里的中国,

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

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00(等流行歌

曲参与了这一建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当

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家国叙事(也在探索用新的

方式联结构造'家国(的宏大命题& 它一方面注

重发掘自身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更加注重具有社

会功能的'民族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培

育& 其趋向表现为在尽力弱化个体的同时#寻求

以'共情(的方式在宏大叙事中探索持续加强精

神统一的方向&

我们也应该看到#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流行音

乐#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流行音乐创作与普

及中#'理想化(与'大众接受(有着不小的差距&

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除音乐旋律外#爱国主义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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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中所包含的'家国叙事(主要源于政治的支持%

护佑与推广#其音乐表现体裁大多单一而稳定&

而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观念中所包含的个性化%随

意性以及不稳定因素#与主流价值观所具备的主

导性%教化性与严肃性已经明显地区别开来& 青

年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

探索在流行音乐这种大众文化的形式中#如何呈

现与渗透主流价值观的铺陈#成了当下紧迫的

问题&

#:当代大学生$家国认同%危机

由于重视对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与驾驭#流

行音乐通过现代传媒的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契

合了大众的文化心理和欣赏趣味#在受众的思想

与现实生活中产生着广泛影响& '全球化在技

术-经济层面以无限发展为目标#趋向于整体化.

在文化-精神层面#其根本意义是消解地域内涵

和本质属性& 这就必然造成弱势民族在面对强势

文化冲击时产生的自我认同的危机&(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

化工业与文化资本的掩映下#新兴传媒的全面覆

盖能力和传播技术手段的巨大投射能力开始渗透

成年人和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 青年群体特别

是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极强#最容易接受

新的事物和观念& 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的流行音

乐在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长驱直入#极易影响

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 后( '$$ 后(#

并悄然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人

生选择& 因此#面对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的文化类

型#甚至异质意识形态#他们更容易产生文化叛

逆#从而形成'家国认同(危机&

一是民族文化认同感淡漠& 民族文化及其认

同是家国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

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 '文化意

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

为规范(

+1,

&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没有

什么比文化认同的失去更可怕& 当中国的经济建

设成为全社会的中心之后#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

着深重的变化是个不争的事实& 其结果是旧的不

合时宜的文化价值观崩溃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社

会成员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信仰%信念产生了危

机& 同样#大学生群体的精神也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种类型%形态且潜藏多种价值观的流行音乐#正

悄然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欣赏趣味%价值观念

和文化心理& 在全球化冲击下#部分大学生对中

国民族精神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或者说他们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开始淡漠& 对于我国而言#能

够繁荣%和谐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先对自身的文化

产生认同感& 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特曾指

出!'文化#一个集体的想象#是个体自身和自由

的土壤&(

+2,因此#以合适的方式强化大学生的民

族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关系国家力量强大的根

本性问题&

二是对'家国(认同度较低& 流行音乐自南

向北的流行过程#解放了一度被禁锢的个人情感

世界#从而赢得广大受众的心灵& 就此而言#它的

确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大学生群体更加

关注个体的'心灵体验(& 但是#全球化语境中西

方文化的强势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代中国发

展变化带来的震荡%网络虚拟世界的是非难清等

等#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无所适从的生存

焦虑& 虽然他们可选择更为多元化的方式寻求自

我#却对'报国(这等字眼逐渐生疏#集体主义的

理想信念进一步淡化& 一部分人理想色彩黯淡#

对自己的定位很模糊#顾眼前而不顾将来#走一步

看一步& 另外#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以'家(为中

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存在抵触情绪#沉浸在以互联

网构造出来的虚拟世界里#表现出新的'社恐(和

疏离传统家庭伦理的状态& 这就使得家国%理想%

信念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不再具有最高的

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片面追求个体%个性的发

展& 这样的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了'家(与'国(的

认同失范危机&

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抵拒& 主流价值观的音

乐实践#一般通过灌输%感染%宣传与引导作为塑

造主流话语权的方式#这在近年来亦遭遇不小的

挑战& 在当代#流行歌曲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对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它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

生了重大的改变& 大学生作为流行产品的主要消

费者#更不可避免受到流行歌曲的影响& 尤其是

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青年大学生群体#

其思维和心理还处于发展阶段#更加容易被当下

流行音乐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介载体和传播手段所

裹挟#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 虽然多数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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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国家('民族(等主流意识形态表示认同#但

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新( '奇(的舶来潮流文

化所包含的异质内容#甚至对霸权意识形态缺乏

辨识能力#容易在'醉生梦死(的感官体验中逐渐

产生价值扭曲#在无形中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抵拒心理&

习近平总书记 #$!" 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曾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

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

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 只要有正能量%有

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

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作

为'下里巴人(且'铺天盖地(的健康向上的流行

音乐#其'化育(功能理应被重视& 从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角度看#在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中#也更加需要流行音乐教育&

):认同建构策略

音乐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 如何在流行音

乐教育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将通识课程的专

业素养与人文素养结合起来呢1 这必然需要在合

理的目标预设下#从价值导向梳理#也就是要从

'培养什么样的人(出发#对一系列理论%理念%途

径等方面来创新课程体系& 音乐审美教育中引入

流行音乐#在挖掘审美意蕴的同时#应一方面充分

尊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大学通识教育中

融入流行音乐教育#以'梳(与'导(引导学生识别

和摒弃陈旧的%落后的%低俗的内容#确保在大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加入流行音乐教育的权重#既可以

帮助学生理清纷繁复杂的流行音乐类型的发生发

展过程#而且以'家( '国(为纲#通过正确教育目

的引导#在潜移默化的音乐欣赏中培养稳固的身

份认同#进而全面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同

时也更加符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中提出的'以美育人%以美化人(要求&

)(!:提高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塑型

'身份认同("A%6/5'5Z$理论认为#身份差异与

归属#在文化主体性上清晰区分了'我(与'他(的

关系#但是#这种在身份上将自己归置于'集体(

之中的自我身份确证#存在不稳定性和变化的可

能#而'认同(的核心#则源自对价值观的判断和

取舍& 也就是说#人在群体中自我身份的认同#取

决于该群体中是否存在稳定的文化形态#以及这

种文化形态可以对个体产生多少影响& 每一个体

文化身份的自我界定#源自其个人在一个社会群

落%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中成员地位的确证过

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国(承担着个人在价

值观%感情等重要精神塑造上的责任&

流行音乐传播对普罗大众的思想及价值观塑

型具有重大作用#在流行音乐通识教育的核心要

义中#除了包含'博( '雅(的深广之外#实际上对

人性更为基础层面的价值观塑型#也提出'教(与

'化(的要求& 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符号#流行音

乐是一种体验与感受的鲜活形态& 正如朗格所

说!'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一种表现性形式#凡是生

命活动所具有的一切形式#从简单的感性形式到

复杂奥妙的知觉形式和情感形式#都可以在艺术

品中表现出来&(

+>,因此#思想及价值观的塑形重

点在于#一是将流行音乐的词曲创作和传播领域#

改进宏大的'家国叙事(的传统刻板印象#以鲜活

的形式一步步融入当代青年的思想塑造过程#让

家国情感真正打动青年受众& 二是在大学的通识

教育体系中#将流行音乐这一重要的大众艺术形

式作为必修内容融入教育课程& 三是在思政课程

中内嵌流行音乐的价值梳理#真正影响和教育大

学生群体&

)(#:探索先进的$家国%表达形式

改革开放后#)我的中国心* )龙的传人* )大

中国*)爱我中华* )国家* )中国话*等流行歌曲

将个体与集体统一#用显在与隐在%张扬与遮蔽相

结合的叙事表达策略#为青年受众特别是当代大

学生铺陈出表达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

律(流行音乐#力图让受众从感官刺激的浅层体

验中解脱出来#营造出对'家国(的情感认同#实

现了流行音乐承载'家国叙事(新的表达与探索&

#!世纪以来#伴随着新的技术手段#图像与影像

日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大千世界的主要方式& 受

此影响#青年受众对流行音乐作品的接受与认知

也表现出图像化%影像化%娱乐化%狂欢化与消费

化的特征#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也出现了或明或

暗的偏差& 另外#其传播与接受中所呈现的文化

多元性#内含价值观念的杂糅性#也非常容易让大

学生群体在喜爱与模仿中丢弃中华母体文化的精

神内核& 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能够协调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

"*!



第 !期 段斌#等!大学流行音乐通识教育中'家国认同(的构建策略

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整合

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

+!$,新的大众文

化传播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需要重新探索用类似

'何惜百死,报家国,忍叹惜,更无语,血泪满眶

00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精忠报国*$化育的浩然正气来将'家(与'国(

建立更为密切的关联和系统输出& 因此#对流行

音乐通识教育而言#中华文化迫切需要将包含

'家国(观念的民族文化融合在新的传播和接受

环境变化中#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在教育中凸显审美意蕴

大众文化虽然可以被认作一种简单的%为大

众接受乃至热爱的文化类型#符合'普通人(的情

绪抒发的特质#但是绝不能因此将之视为一种容

易沉迷的浅层%毫无教益的娱乐类型& 流行音乐

也包含了健康的价值取舍%精神塑造#是一个能通

过其获得丰富的愉悦性体验的审美过程#正所谓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流行音乐(& 而美#无疑首先

是能让人感觉到愉悦#其价值意蕴在于人们通过

感知外在事物#与内心的情感积淀和谐共振后所

产生的精神体验& 苏珊/朗格说过!'艺术是象

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

+!!,因此#在对于流

行音乐的审美判断过程中#绝不能简单将其视为

'下里巴人(的低级文化& 应该看到#新时期以

来#社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的嬗变速度在不

断加快#这也间接带动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创作%传

播与接受& 影像技术%叙事方式%艺术表达手法迭

代的加速#更是让审美体验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审美的维度#5家-国一体化6叙事往往通过

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进

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文

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流行音乐的'家国叙

事(应该传承这一传统文化内涵#但是也应适应

审美体验方式上的新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表达方式

上的调整& 如此#才能既保有其巨大的价值意蕴#

又在审美中占据一席之地&

":结语

历史的宏大叙事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共同

筑成的& 中国的音乐教育从生发%演进#到与西方

价值观输入杂糅在一起#经历已百年有余#其间数

次风潮激荡#既有收获#也留下过深刻教训& 而一

代人的文化身份塑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家

国情怀(作为一个聚合人心%塑造民族文化精神

的基石#在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上具有不

证自明的作用&

音乐的体裁固然有很多种类#而对于当代大

学生#流行音乐是最容易影响青年人情感表达%人

格形成和价值判断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 正如梁

启超先生说过的#'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

5情感秘密6的钥匙都撑住了(

+!),

& 从更深的角

度而言#青年群体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的模糊与

失范#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的稳固以及安全具有非

常大的冲击#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动摇根基& 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见微知著#一个国家如果

失去了民族文化与家国认同#就会真正导致'国

将不国(的局面出现& 而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主

体#如果淡漠了'家(与'国(#就不可能有精神上

的健全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

我尊重#更不可能维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利益& 在

大学通识教育中充分注意到流行音乐在大学生人

格养成以及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

课程设置和教育实践中贯彻它#以正确的方式引

导当代大学生在纷繁复杂且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

现象中明辨是非#不断涵养其对家国和民族文化

认同#才是极具意义%更是亟待实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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