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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个乐理”观 -5

——不得不说的“视唱练耳”

舒泽池

视唱练耳是乐理的一个部分，也是乐理实践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是乐理教学中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课题。

我国数十年的视唱练耳始终处于一个奇怪的状态，首先是与乐理

的分家（课程、体系、内容、人员，全面分离），可是，没有视唱练

耳的乐理，是空头乐理，没有任何意义。难道有谁喜欢身首分离吗？

视唱练耳的核心问题，是内心听觉。所谓视唱唱得“准”还是“不

准”，关键是内心听觉“准”还是“不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内心空空没有音乐，你叫发声器官怎么唱？进一步说，“巧妇

难为烂米之炊”，内心听觉本身就不准，你叫发声器官怎么唱准？因

此，视唱练耳首先是内心听觉，是要“练好内功”，关键不是那个“唱”

字，而是在于听觉的“内化”和“外化”。

我国数十年的视唱练耳所处的另一个状态，是奇谈怪论特别多，

主要是关于记谱法和唱名法。前不久又有专家大 V 在嚷嚷要废除简谱

了，《音乐周报》有文章说：“西方音乐大多数是使用固定唱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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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线谱的音高也是固定的。”不好意思，这两句话都是错的，而且

错得离谱。这里就涉及了唱名法。很奇怪，大概只有中国的视唱教材

不讲唱名法，而是先入为主地、想当然地、实际上是强制性地推行所

谓“固定唱名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所谓“固定唱名法”是中国

独有的，国际上叫做“固定 do 唱名法”，丢掉了那个“do”，就是丢

掉了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中国式“固定唱名法”脱离了音乐调式，只关注音的音名（注意：

仅是作为符号的音名，而不是作为物理现象的音高，它不会告诉你音

高是多少 Hz，因为它自己就不知道）。它的应用，首先应该是乐器的

演奏，因为乐器的发音是物理性质的，只要下达明确的“音名”指令，

乐器自然会发出大体相近的音高；但是你要给活人下达一个“小字二

组 A 音”的发音指令，他的内心听觉怎么可能自然的产生 440Hz 的

音高？内心没有的音高，怎么可能唱得出来？所以本质上是“演奏法”

而不是“唱名法”。

那么在视唱上能不能应用“固定唱名法”？可以，但是有一个前

提条件：使用者要先具备“绝对听觉”能力；有一个使用范围：所唱

的音乐没有调性（没有❶），即无调性音乐，而不是调性音乐。（如果

是调性音乐，人们自然会用“调式音级名称唱名法”即“可变 do 唱

名法”，有谁会去自找麻烦，先把调式打散然后再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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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视唱教材普遍要先讲唱名法，而且明确的说明五线谱的唱

名法不只一种，其中包括了“调式唱名法”即“可变 do 唱名法”。“可

变 do 唱名法”的标的物不是音的音高，而是音乐中各音的相互关系，

即调式关系。在这种唱名法中，❶的绝对高度是不重要的，但是❶和

其他音级（包括自然音级和变化音级）的相对关系是重要的。就像你

看到一位美女，是欣赏她鲜活的血肉之躯，还是透视她内部的骨骼神

经？你喜欢哪一样？

因此不言而喻，“可变 do 唱名法”的本质是“调式唱名法”，是

因为调性音乐而产生，而且是为调性音乐服务，这两者是孪生关系，

互补关系。它的唱名，不是某专家说的“也是一种音名”，而是一种

“音级名”（“调式音级名”），是直接地、形象地体现了、揭示了音乐

调式的内生结构：我只要唱出唱名，音乐的调式类型和调式各音之间

的音程关系，立刻就昭然若揭，一目了然。这种威力，就是我所说的

“三个一”：“一听就会，一唱就准，一写就对。”这才是音乐本体能

力的核心。

中国式“固定唱名法”完全不具备这种功能：要“固定”什么呀？

它自己也说不清楚，是“音高”吧？根本就没有；是“音名”吧？没

有音高的“音名”，要它何用？它只能将你的调式感搞乱，把动人的

音乐拆解成零散的音。这样的实例，我见到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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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固定唱名法”还有个极大的谬误，它把黑键音视为“变

化音”，好像只有白键音才是自然音。我的这个批评是“无可辩驳”

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视唱教材都按黑键的多少排列，黑键越多越“难”

嘛！真的是很奇怪。

其实，接受并喜爱调性音乐，已经是人类的本能，就跟小孩喜欢

甜味、喜欢吃糖一样，真的不是爹妈教的。不信你拿一个盐粒冒充糖

块，塞到婴儿嘴里试试！我没有见到一个小孩“天生”喜欢无调性音

乐的。对于调性音乐的喜爱不需要教育，因此，与调性音乐共生的“调

式唱名法”也几乎是自然形成，只需适当引导、规范即可。相反，那

么多专家大 V 反对简谱、反对“首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费了

不少气力，有的还动用了行政资源，但是，结果呢？你能教育孩子讨

厌糖果吗？

（写于 2023 年 6 月，修改于 2023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