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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聆听、演奏、歌唱、即兴演奏、 

音朱和歌词创作、舞蹈和美术的结合，以及音乐投射和音乐联想。 

目前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音乐治疗被广泛地应用在医院、 

学校、诊所、社区、老人院、托儿所、监狱等场所，也应用于健 

康人群的精神减压、产妇分娩、生物反馈、疼痛控制，以及自我 

成长。

本书是音乐治疗学的入门读物，介绍了音乐治疗的定义、发展历史、 

基本原理、治疗关系、方法技术、治疗程序，及其在儿童病领域、 

精神科疾病领域和老年病领域的应用，并附有即兴演奏及6”治疗 

的案例^ 本书可作为有志于从事音乐治疗的学生的参考资料，对 

一般读者了解该领域也极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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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经历了中国的几个重大历史时期的“老三届知 

青” ，既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也经过60年代末的 

“文化大革命” ，又成为“文革” 后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又在80 

年代赶上出国留学的风潮，90年代末又成了较早一批回国的“海 

归” 。命运给了我一个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机会：成为第一个 

把国外的音乐治疗学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人。回想自己的人生 

经历，既感慨短短的人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甜酸苦辣，和国家 

的大起大落，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暗自感谢命运对我的恩宠，让 

我有了这许多丰富的人生。

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像今天的孩子们那样幸运 

地很早就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但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音乐始 

终伴随着我，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说不仅仅是因 

为那些伴随我成长的歌曲成了我人生各个阶段的记忆符号，还因 

为音乐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渡过难关的“诺亚方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记得在“文化革命” 中由于受到父母“问题” 的牵连，我好 

多次几乎要被中学的“革命委员会” 定为 “反动学生”。常常会 

有同学向我通风报信： “革委会正在研究你的问题。”这意味着 

我不久将每天带着“反动学生” 的白色臂章，面对着毛主席的画 

像请罪，当着所有昔日的同学和朋友（当然还有我暗恋的女同 

学）面前像嚎丧一样的大声地高唱： “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 

我该死！ ” 这无比难听的《牛鬼蛇神歌》。所有的人看见我将会 

像躲避疽疫一样，远远地用鄙视的眼光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 

不能想象自己如何才能在这种境况下生活, 每天都生活在惶惶不 

可终日的惊恐之中。15岁的我已经清楚地闻到了地狱的气息，它 

正向我走来。我的奶奶受不了了巨大的压力，找出绳子要悬梁自 

尽’ 被居委会的人发现。他们把我叫了回去，让我看着奶奶。因 

为知道“隔墙有耳” 的道理，我不敢哭，只能用像念经一样的声 

音反复地对奶奶说：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这 

时候我早已想好了： “如果真的被定了 ‘反动学生’，我就跟奶 

奶一块去死！ ”

最坏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 “革委会”始终没有下决心置我 

于死地，其原因让我完全没有想到： “高天的小号吹得好，学校 

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离不开他。” 就这样，我逃过了一劫，活下 

来了！

在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的口号中，我带着小号来到农村 

插队。我不但自己沉醉在我的音乐之中，还鼓动同村的其他知青 

也买了各种管乐器，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管乐队。这给我们艰苦单 

调的农村插队生活带来了多少乐趣。有一次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气 

急败坏地跑来大叫： “别吹了，你们吹得牲口都不吃料了！ ”天 

哪！看来那些骡马喜欢听我们的音乐。我们开始欢呼，终于有知

*y. 音乐治疗导论



音了！后来我凭着会吹小号的一技之长考上了省里的剧团，摇身

一变，成了城里人-----个令人羡慕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这让周

围多少人眼红得要出血’ 马上意识到学音乐竟然可以改变命运’ 

免除下乡插队之灾’ 于是纷纷学起乐器。方圆几十里顿时乐声四 

起，学习音乐成为时尚。一些当年的伙伴们至今还在专业的文艺 

团体工作。

我这样的经历其实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它曾 

经，正在，而且将要发生在千千万万的人的身上，只是不同的社 

会历史版本而已。我只是想通过我的故事来说出一个事实：音乐 

不仅仅是饭饱茶余之后的娱乐消遣，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 

一个重要部分，有时候甚至能够成为我们生存的“诺亚方舟”。 

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就是因为音乐永远伴随在我们身 

边，时时地在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而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存在和意 

义 ’ 就像妈妈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孩子’而孩子却会觉得一切都是 

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何劳自己去细心品味和思考。直到有一天 

妈妈离开了自己，才突然领悟到妈妈是多么的重要。

进了城市，我成了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然后是长达7年 

的乐队演奏员生活。1977年又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开始学习和研 

究音乐美学的问题，然后由留校任教师……。这样，长达近20年 

的专业音乐工作生涯，自认为早已悟到了音乐的真谛，其实并不 

然。我相信和我过去一样，很多一生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每日潜 

尤册究音乐的技巧和技术，其实并不知道音乐对自己的生存，对 

人类的生存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领悟到音乐对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从我到美国学习音乐治疗 

开始，但是真正让我越来越强烈地切身感受到音乐对人的生命的



力量和作用，则是在我的临床治疗实践的过程中。我在美闰一所 

精祌病院工作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幕：那天我 

第一次到一个老年病区做音乐治疗。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带领病 

人们唱一些美国三四十年代的老歌。这些老人大多属于晚期病程 

的病人，所以跟随着我唱的病人并不很多，有好几个老人虽然来 

到音乐治疗室，但是并不参与歌唱，表现出典型的衰退期症状： 

情感淡漠、少言寡语、行为木讷。这种情况实属常见，所以我并 

不在意，只管往下进行。然而当我大声宣布： “下面让我们来歌 

唱 《00£^丨655八0 ^0 3》（一首美国的爱国主义老歌）” 时，有 

一位一直低着头，从不参与歌唱的黑人老太太突然用很大的声音 

跟着我唱了起来。我当时并没有对这个现象给予很大的关注’但 

是身边的护士和心理治疗师却兴奋地跳了起来，我忙问怎么回 

事。一位护士激动地告诉我： “这个老太太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出 

过一声了！ ” 天哪！我惊呆了。

回国以后，在长期的音乐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中，我越来越 

多地看到了音乐的美是如何激发和唤起了来访者内心深处的积极 

的力量，唤醒了他们生命的强大动力，帮助和陪伴他们走出生命 

的低谷和创伤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每当这时候，我就会从 

心底里发出感叹：音乐的力量竟然如此巨大，远远超出我的想 

象。多少次面对棘手的病案感到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时，我会像 

信赖一个可靠的朋友那样对自己说：没关系，让音乐来搞定！而 

音乐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之所以这样说这样想’并不是想把 

音乐描绘成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实我所信赖的是每一个 

来访者内心深藏的强大的生命力，和解决自己问题和困惑的聪明 

才智，相信音乐一定会唤醒他们的这种生命力和自救的能力。这 

些年的临床治疗实践，也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音乐并不是饭饱茶

»)：音乐治疗导论



余之后的消遣，或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无关的一种超然的精神 

享受。它从人类形成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发 

展，从原始部落到现代人类’毫无例外地大量地从事着各种各样 

的音乐活动。人类通过音乐体验来强化对生命的积极体验，从而 

得到强大的生命动力，帮助人类度过各种难关和困难。

音乐治疗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已经开始在中国初步建立， 

并大有蓬勃发展之势。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 

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在内的音乐治疗的专业。这个专业一经建 

立，就立刻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各种媒体争相报道，每年报 

考音乐治疗专业的考生也迅速增多，现在已经成为中央音乐学院 

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考生迫切需要有关音乐治疗的书籍作为考前 

的准备和辅导资料。我们也不断地接到来信来电，要求参加音乐 

治疗师的培训班，并获得有关音乐治疗的书籍。

但是，由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专业在教学中全部采用英 

文教材，大量的教学任务使我们无暇进行中文音乐治疗书籍的写 

作或翻译，所以出版中文教材的工作一拖再拖，欠了热心于音乐 

治疗的朋友们很多年的“债”。

这次在仓促中编撰了这本《音乐治疗导论》，一来是给准备 

报考音乐治疗的考生作为参考资料，另夕卜也是帮助喜爱音乐治疗的 

朋友们对音乐治疗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作者

200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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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学是一门新兴的，集音乐、医学和心理学为一体的 

边缘交叉学科,是音乐的作用在传统的艺术欣赏和审美领域之外 

的应用和发展。音乐在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令人振 

奋的临床治疗效果证明了人类的一个古老的信念：音乐具有驱病 

健身的作用，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 

在人类的早期活动和现在尚存的原始部落中，音乐活动在他们的 

生活里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时音乐的审美意义还是十分有 

限的，而更多的是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实际的功能。我们不能设 

想，人们在连基本的温饱和安全需要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会把 

大量的精力放在与自己生存无关的娱乐和审美活动中去。部落中 

的巫师实际上兼有掌管音乐活动和医生的职责。在古希腊传说

中，阿波罗神也同样是掌管音乐和医疗的神，这实际上反映了一



个事实：在古代，人们头脑中的音乐和治病本来就是一回事。随 

着音乐的高度专业化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已经 

逐渐地忘记和抛弃了音乐的本来作用和功能。现代’音乐对人类 

生存本身的重要意义才又逐步地为人们所认识到。

史前时代的音乐治疗

早期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联合成小规模的群体，通过狩猎 

和采集食物维持生活。他们没有农业’没有政治机构或永久的住 

房。这些群体发展了与其他群体不同的、自己的风俗和礼仪。我 

们可能只能推测史前生活中的音乐元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 

究现存的现象来了解史前文化时期的音乐。

史前文化时代的人相信音乐的力量可以影响精神和躯体的健 

康。音乐通常与超自然的力量相联系。比如，在某些史前文化社 

会中，人们相信在重要的礼仪活动中所使用的歌曲来源于超人类 

或超自然的力量（Merriam, 1964； Sachs, 1%5) 。这些歌曲有 

他们无法解释的力量，被用来乞求神，并且人们在像宗教或健康 

礼仪等等活动中求助于这种力量。

在一些史前社会的文化中，患病的人被认为是敌对部族的魔 

法的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自然应该得到特有的治疗。然而， 

在有些社会，人们相信得病的人是为了赎罪。假如有人得了急病 

而不能承担社会责任了，他就会被驱逐或流放。在这些文化中， 

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首先是由“法师” 决定的，这些法师通常 

为了驱除患者身上邪恶的幽灵或魔鬼而进行魔法和宗教活动。侵 

入躯体的幽灵的性质决定法师使用的音乐类型。由于在史前文化 

时代疾病的概念不同，音乐师或治疗师的角色和音乐的类型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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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多数情况下，部落的音乐师或治疗师在社会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这些人的职责不仅仅是确定疾病的原因’还包括为驱逐 

患者身上的幽灵和魔鬼提供治疗。有时，音乐功能是作为实际治 

疗仪式的前奏曲。在仪式前和整个典礼中可能用到鼓、摇鼓、圣 

歌和其他歌曲（Sigerist, 1970) o 我们注意到’音乐师或治疗师 

往往是不能区分开的。在史前文化社会中，仪式中集体活动的力 

量’ 包括家庭和社会成员的力量是得到确认的。为了促进生理的 

恢复，以治疗为目的的降神仪式或歌舞活动可以为患者提供精神 

和情绪的支持( Boxberger, 1962 ) 。

古代的音乐治疗

随着文明的发展，魔法、宗教和医学理论的因素开始沿着不 

同的方向发展。在古埃及（公元前5000年），这些因素是并列 

的’ 但是治疗师通常基于某一个治疗理念而使用其中的一种。由 

于与长老或政府重要官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埃及的音乐治疗师享 

有特权。埃及的长老医生喜欢把音乐作为心灵的药物，通常把歌 

曲治疗作为医学活动的一部分（Feder&Feder, 1981 ) 。

在巴比伦文化的高峰期（公元前1850年），疾病被列入了宗 

教的框架。患病的人被认为是冒犯上帝而需要赎罪，是冒犯了祌 

而会受到惩罚，从而被社会驱逐。假如提供治疗的话，也仅仅是 

宗教典礼的一部分。治疗仪式通常包括音乐。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音乐对思想、情绪和躯体健康具有特殊的 

力量。在公元前600年，泰利斯（1 1 « ^ ,约公元前624?~546?，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希腊 “七贤” 之一）被认为 

在斯巴达通过音乐的力量治愈了一场瘟疫( Merriam, 19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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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场所、庙宇、专职唱圣歌的人及音乐成为给情绪紊乱的患者 

的治疗“处方” (Feder&Feder, 1981) 。使用音乐来治疗精神 

障碍反映出人类的一个信念，即音乐可以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改 

善个性。亚里士多德是承认音乐力量的著名的希腊人之一’他认 

为音乐有情绪宣泄的价值; 柏拉图则把音乐描述为心灵的药物; 

Caelius八吡⑷如此警告不要无选择地使用音乐来治疗疯狂的患者 

( Feder & Feder, 1981 ) 。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理性的医学几乎完全取代魔法和宗 

教仪式。尽管还有少数人一直把疾病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但是 

大部分人支持要科学地调査疾病的起因。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基于 

实验的证据来对健康和疾病进行研究（Sigerest, 1970) 。

对健康和疾病的主要解释是四种体液说。大约公元前380 

年，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出0口0£^〖65，公元前460年~公元前 

370年，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药之父）的女婿?0匕1̂ 8在他的论 

文 “人的属性” 中描述了这一理论。四种体液是：血液、黏液、 

黄胆汁和黑胆汁。每一种元素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良好的健康 

是这四种体液维持平衡的结果’而两种或更多种元素的不平衡就 

会导致疾病。生病的个体被认为是劣等的。这一理论影响了随后 

2000年的医学，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理论。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治疗

在中世纪，古希腊已丧失了它的许多辉煌，大约公元476~1450 

年罗马帝国衰败以后，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 

成为主要的力量。基督教的影响使人们对疾病的态度产生了改 

变。与早前的思想相反，得病的人既不是劣等的，也不应受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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