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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中以乐为教思想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赵　敏　岳恩莉
（济宁医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山东师范大学，济南２５００００）

　　摘　要　《乐记》作为最早记载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方面的著作，对中国的音乐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蕴含的“以乐为教”的思想在古代起到了一定的巩固政权、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以及

安定人心作用。今天，将“以乐为教”思想融合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增加教育的乐趣，而且通过寓教

于“乐”，使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升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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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记》是对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总
结，创作于西汉。《乐记》共有十一篇内容，包括乐

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

牟贾、乐化和师乙篇。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音乐，如

乐的来源、目的、礼和乐的异同以及乐的教化作用

等一系列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乐教思

想更是贯穿始终。《乐记》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

想，不仅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具有

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乐记》中所体现的“以乐为教”的

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绵延发展，不仅在古代中国起

到教化人民、巩固政权的作用，在当今社会而言，对

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升教育效果也有

着较强的借鉴价值。

１　儒家乐教思想的起源和发展

据历史记载，乐最早是产生于殷商时期，但最

早真正有史料记载的“以乐为教”是在西周。对于

《乐记》的来源，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乐

记》是由孔子的弟子公孙尼子所作；另一种说法是

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但目前比

较公认的观点认为《乐记》成书于西汉，作者是刘

德及其门人，主要思想来自于先秦的言乐事者。周

公将礼制仪式中用乐提升并以制度固定下来，确定

·８６３·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第４２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２，Ｎｏ．５

了礼乐存在的意义，所谓“国之大事”与“国之小

事”及多种礼制仪式类型均要用乐［１］。古代对乐

的理解比我们现在对乐的理解更加深刻，古人认为

声、音、乐三者是有区别的，简单的能发出声音的包

括动物的叫声都叫声；音就是把这些声都编排起

来，有旋律的曲调叫音；乐是把声和音综合起来，再

配上舞蹈动作，加上各种表演。中华文化也被称为

礼乐文化，礼乐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秩序和统

治，促进国家的发展。

１．１　孔子的乐教思想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

礼。”［２］孔子对礼和乐十分重视，认为礼可以用来

约束人民、治理人民，乐还可以用来移风易俗、感化

人。孔子在音乐方面造诣颇高，精通音律，有独特

的音乐思想，将“仁”融入礼乐当中，并且开展了以

礼乐为主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直认为音乐的教化

作用非常重要，并且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主要

通过音乐的教化作用使社会恢复到周的制度。

《论语》中就蕴藏着孔子丰富的乐教思想。孔子阐

述了礼乐的思想，认为“乐统同，礼辨异”；说明了

乐和仁的思想，“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

乐何？”［３］。孔子认为乐教的作用远远超过刑罚的

作用，认为音乐有树人的作用等一系列乐教思想，

通过具体实践如诗教、乐教和舞蹈对社会起到规范

和约束作用，认为“不学诗，无以言”［３］３７，“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３］１２７等。孔子的乐教思想也为后

面《乐记》的完成提供了重要的来源。

１．２　孟子的乐教思想
孟子的乐教思想在孔子乐教思想的基础上，加

上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孟子的乐教思想都是从

“仁”出发的，主要观点都是与道德有关的，认为

“故理义之乐我心，犹刍豢之乐我口［４］。”音乐在给

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对人的道德修养产生影响。

因此，孟子主张用乐来完善伦理道德，并将乐教融

合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和实现中，从而达到寓教于乐

的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与民同乐”思想，认为“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斯得其民矣。”对于古今的音乐和教育领域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３　荀子的乐教思想
荀子的乐教思想主要以性恶论为基础，道德教

育为中心，强调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非常注

重人的教育心理。荀子认为：“凡理义者，是生于

圣人之伪，故非生于人之性也［５］。”因此，要通过礼

和乐来加以引导和教化。荀子的乐教思想主要保

存在《乐论篇》和《富国篇》内，“乐者，出所以征诛

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页。出所以

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

者，天下之大齐也［５］。”表明荀子认为乐和国家的

强弱密不可分，能够制乐安邦。同时他也对雅颂之

声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以乐制情”，即对于

个人而言，乐可以使心灵安宁、性情温和；对于国家

而言，乐可以使国泰民安。

２　《乐记》的乐教思想及其育人价值

古代最重要的就是制礼作乐，乐是统治者以德

治国的统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是“以乐为

教”思想的源头奠基。“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

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６］。”乐并不是仅仅

用作统治阶级的祭礼和乐舞使用，而是应该和礼有

所搭配，作为巩固政权，维持秩序，稳定社会以及安

定人心的工具。太平盛世下的音乐都是安定和谐

的，乱世下的音乐都是充满着怨恨和愤怒的。音乐

所表达的感情，就是当时的政治。孔子也说过：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进

行了解读并对礼乐的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完善。礼

和乐，礼以铄外、乐以内和。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

而乐的作用则是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

持；秩序井然，社会就能够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

能够巩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的系统工程。

２．１　乐感于物而动
《乐本篇》主要论述的是乐的本源，其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而感于物

也［７］。”其意是说虽然音乐是由声音产生和组成

的，但是乐产生的根源却是人的内心对于事物的真

切感受。所以，不同的心情所带来的音乐是不同

的，快乐的心情会产生舒缓的音乐，愤怒的心情会

产生激烈的音乐。音乐成为用来表达自己内心真

情实感的载体。情感决定表现出来的音乐，同时音

乐反过来也影响人的情感。古代的音乐就通过乐

对人内心情感的影响进而起到教化人、维持社会的

秩序、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听觉上的

享受。

２．２　礼以铄外、乐以内和
《乐记》的乐论篇提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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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

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合矣”［８］。这

些都说明礼和乐是需要共同发挥作用的。乐起着

和同的作用，礼起着区别的作用。乐的和同作用使

人相互亲近，礼的区别作用使人互相尊敬。两者的

作用要相互有度，不要过于偏颇，两者相得益彰，才

能够使得在贵贱等级明确的同时还能上下关系和

睦。

２．３　乐以象德
《乐记》中的乐施篇中提到乐以象德。乐以象

德是说可以通过音乐来引导人们效法音乐内所包

含的伦理道德。乐施篇主要讲述要通过设立专门

的机构进行乐教。例如古代天子通过制乐来对诸

侯进行赏赐。就像遵循自然规律要根据季节的不

同进行播种一样，对待民众也是如此，要及时对民

众进行教化。天子把自己想要民众遵循的德行编

进乐曲，并及时在民众中进行传颂，民众听多了也

就潜移默化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德行的要求了。

乐教实施的目的：“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

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９］。”历来圣人就喜欢乐，它可以使得人心向善，

也可以感动到人的内心，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

用，所以古代的王者都会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实行乐

教，以达到乐以象德的目的。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

兴焉。”正直纯正的乐使人产生和顺的情绪，在和

顺的情绪的引导下产生和顺的事实，然后和谐的音

乐就可以产生了，周而复始，相互影响。“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

可以观德矣［６］６０４。”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乐的推广

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然后乐得到全面的推广就会

使人们人心向善，然后就有可观的德行了。

３　将“以乐为教”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高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各

高校结合实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积累了

较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大学生这一群体接受新鲜

事物的速度快，在互联网、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

范围广、内容繁杂的背景下，他们受东西方文化交

织、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较大，给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创新

教育方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融合乐教的方法，将会使

学生更易于接受，从而提升教育的效果。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以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遵循思想政治

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

律”［１０］。运用乐教思想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方式，结合大学生兴趣和爱好，采取丰富多彩、喜闻

乐见的方式，将生硬、刻板的思想政治教育赋予生

动活泼的形式，通过民族音乐和主旋律的音乐，潜

移默化的熏陶大学生的情操。

３．１　寓教于“乐”
《乐记》中说过“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

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

焉。”通过音乐对人进行教化，使人潜移默化的发

生变化，古代君王通过音乐，顺其自然的人民的德

行就改变了。音乐的强大作用历来是我们不能所

忽视的。近代我们的民族危难时刻，爱国音乐的出

现极大地鼓舞了民心。例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

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我们听来还会

心情澎湃，燃起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所以我们把

音乐融入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在进行教育

的同时借助音乐的手段，将国家所倡导的德行和意

志写进音乐里，既能充实学生的精神世界，同时还

能通过音乐陶冶情操，提高德行，使学生成为一个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可以选取典型音乐

作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资料库，对不同作用的音乐

进行分类，根据学校的不同需求进行播放。通过一

些爱国的音乐作品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让学生能

够自主的将自身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融合在一起；

通过激昂的音乐作品激发学生学习的斗志，振奋精

神，充满动力；通过抒情音乐作品加深学生对亲情、

友情和爱情的感悟，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升华境界。

３．２　以学生为本，加强情感教育与人文关怀
以学生为本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教育必须坚持

的基本原则，将乐教融合进大学生思想教育中，也

要做到以学生为本。要多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

情操陶冶，有时候情感上体验到的东西比书本上学

习的东西还要有用。如当学生因专业、就业、恋爱

等产生迷茫和困惑时，我们可以利用音乐的通晓性

等特点对他们的心理、情绪进行疏导，做好学生的

情感教育与人文关怀。可以通过开展学生喜欢的

校园文化活动，举办音乐会、合唱比赛等活动，带动

学生参与进来。如北京大学就开设了音乐赏析课

程，并且会定期举办音乐会，开设音乐讲座，邀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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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士进行演讲，他们的“爱乐传习”音乐教育项

目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反响。该课程从我国国情出

发，融合了多个国家的先进音乐教学体系，将教育

与音乐结合起来，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体验生

活、体验情感，形成稳定的音乐学习兴趣，形成良好

的音乐学习习惯，不仅让学生获得自信，养成良好

的心理素质，还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质。

３．３　促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乐记》中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

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

乐都是由人的内心的真实的情绪产生的，音乐也能

够反过来影响人的内心。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时也要通过运用音乐的教化作用，将乐教思

想融入其中，重视第二课堂的影响，将课堂教学和

校园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还可以鼓励师生

进行乐曲、歌曲创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

文化、管理规范等内容融进校歌、班歌里，增加学生

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让学

生有所感触，有感而动，真正做到将思想教育内容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而提高大学生的情操和人

文素质。以乐为教不仅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

展，还将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丰

富的教育形式，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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