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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视角下音乐的微观价值解析 

                ——读申波老师《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 

云南艺术学院 方圆 

 

【摘要】：音乐作为承载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本文以申波老

师的专著《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一书为依托，认识探究音乐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义及与其

所存在的社会文化系统的密切联系，通过阅读《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一书的内容获得了对

音乐知识构建的理性概括和逻辑升华，并依据书作的思路进行了思考与解读。 

 

【关键词】：审美意识 审美诗意表达 文化阐释  

   

   阅读申波老师的《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一书，其中有那么一段表达:世界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奏了二十几年巴赫的作品，如今对巴赫的音乐仍有不

时新的发现和理解，他说：“我从四岁开始拉巴赫的组曲，随着年岁的增长，理

解也在变，我理解巴赫，因为他的自我概念不大，他的世界观却很开阔。”这就

使我理解了一种文化逻辑：我们对音乐的理解是永远“不到顶点”的，其生活的

阅历才是完成音乐审美表达的基础。 

  记得刚进校时，在学习了四年西方音乐理论体系的认知下，我所理解的“音乐”

还停留在音响的直觉表达之上，仅凭自己的经验积累来对音乐进行技艺描述，认

真阅读申波老师的书作后，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对音乐的错误解读，从那时我才慢

慢反省以往自己对音乐认识的局限，也从申波老师的这本书作中找到了颇多启

示，重新对“音”到“乐”有了新的见解和看法，也重新认识了音乐作为人类精

神现象的特殊意义。 

    申老师这本著作主要考查了由人的审美意识而引发的不同审美观念， 终引

领我们对音乐文化意蕴的认识，实现了一种超越，可以说，《审美意识与音乐文

化》一书，是申波老师集个人的学术心得，我也通过这本书作使我对文化大视角

下音乐的文化价值有了些许思考： 

    首先，从音乐的审美意识差异性的认识上看，申波老师这本书考察了审美心

态等因素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不同音乐流派和与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目的在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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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文化的视角下来思考音乐的艺术价值。在许多生活中，面对同一乐曲的欣

赏，每一个参与者获得的美感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也许开始人们觉得靠耳朵听音

乐，靠大脑想象，主观意识告诉人们这是美的、丑的，好听或不好听来对音乐进

行审美判断，不难觉得巴赫的音乐高深莫测、难以把握，反而像理查德·克莱德

曼的情调钢琴曲会使得听起来更优美愉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不仅是人的

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而面对客观对象时，也会受到社会因素以及各种现实条件

的制约，正如申老师书中所说：“音乐审美能力的高低取决于音乐审美能力经验

的积累，”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环境的影响启发了人的思维，从

而形成一定的审美心理沉淀，有的人喜欢爵士音乐，有的人喜欢古典音乐，有的

人喜欢通俗音乐，有的人喜欢民歌小调，不同的审美情趣不仅与环境影响有着联

系，也与自身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情感共鸣、个人经历等因素相互制约。就

通俗音乐来说，它的存在必然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社会基础，它与这个世界的

时尚前沿和讯息接轨，创造出来的一定是流行于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然而这样

的旋律流行的快，过时的也快，我们从中获得的也只是从音响本身而言的一种感

官感受，也就体会不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转变。一部经典

的作品，它的流行是随着时间的流淌去展示它独有的生命力，在被大多数听众接

受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因此不难想象马友友在二十年后为何这样

评价巴赫的作品，我想这不仅是他对音乐的热忱，更多的是他从巴赫的音乐中找

到了与自己思想一致的情感共鸣，也就是申老师书作中所指出的那种“升华为思

维和理智，从而产生出充满激情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认识超越了信息符号的层

次，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这说明，审美的差异性一方面源于专业素养的养成，

更在于个体的内心体验，而申老师的书作恰恰为读者澄明了这种差异性的根源。 

  其次，从音乐的审美价值观的表现方式上看，申老师用诗意的表达，把人类音

乐症状的历程和文化的内涵自如的挥洒于笔尖，使许多深奥的艺术理论变得人情

化，其书中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借助了音乐美学思想的基本理论阐明了音乐存在

和发展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精神需求，与个人的世界观紧密相连。

申老师书作中有提及：“对古今中外音乐精品的欣赏，不仅能够开阔我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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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而且从接受美学的层面来思考，它还能强化我们生理——心理的综合素质

的提高，促进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交替发展。”现代社会没有水和电是不能想

象的，但是人们又是否意识到，没有音乐也同样不能想象。因此尼采说：“没有

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爱因斯坦也才会说：“没有早期音乐教育，干什么

事我都一事无成”。诗人海涅曾说：“音乐具有一种奇妙的东西，我甚至要说，音

乐——这就是奇迹。它处于音乐于现象之间；它像一个偶然的中介物而处于精神

与物质之间；它与二者都有密切关系，但又与二者所区别：它是精神，但这是一

种需要用加以衡量的精神；它是物质，但这是能够不要空间的物质。” 11音乐启

迪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它给人的启迪却远远不会局限于艺术范畴之内，而涉及人

的根本价值观念，通过这样的审美反思，达到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使人

向往更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样的音乐审美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社会思想基

础之上的社会功能。 

    后，从音乐的价值功能的彰显上看，音乐的功能作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

中，它们各自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却随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个人的接受程

度而千变万化。音乐的功能有很多，申老师书中提到的音乐功能主要有五种：审

美功能、教育功能、促智功能、娱乐功能、实用功能。这五种功能运用了中西方

音乐文化特质所具有的美学价值阐述了不同文化、民族之间音乐发展的理论意

义，也使我从中得到了启发。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音乐的审美功能和教化功能，一

首小夜曲、一部交响乐，大多数人在审美功能的作用下都赋予了新的“标题”，

例如“这段音乐旋律感真强”、“这首歌曲表达了思念的感觉”等等，在不知道作

者，不了解音乐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形式下，我们客观或主观的来评价音乐作品的

内容，这样的审美功能完全建立在单纯的音符中间，所产生的共鸣是对美的事物

的感性认识，而不是对事物内涵的认知。在西方社会，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同样对音乐在社会教化功能上进行过大量的阐述，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

是能够影响宇宙的一种力量．亚里士多德通过“模仿说”解释音乐的教化作用，

强调了音乐的社会价值。好的音乐可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甚至可以起到战斗

                                                        
11 转引自申波《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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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国有一句”四面楚歌”的成语，说的是在楚汗相争时，韩信用十面埋伏

之计，将楚霸王围于骇下。汉张良让军士在四面唱起了楚国的歌曲，从而勾起了

被围楚国将士怀念家乡的满腹愁肠，涣散了军心，瓦解了士气，使汉军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这说明了音乐的战斗作用。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义勇军

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太行山上》等歌曲，同样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许许多多热血男儿高唱战歌奔赴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波兰的爱国

音乐家肖邦，曾以波兰民间舞曲玛祖卡的体裁，写出了不少表达祖国人民在异族

统治下的愤慨之情以及决心奋起抗争的乐曲，鼓舞了人民的斗志，统治者因此下

令禁演。肖邦的”玛祖卡”被称做”藏在花丛中的大炮”，其战斗作用不是很明

显吗？ 

结语 

作为读者，通过对《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的阅读，开拓了我对音乐文化价

值的理性思考，申老师独到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音乐史料使我获得了对音乐本体

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让我明白音乐文化之所以代代传承的生命价值。 

   如今随着音乐门类的增多，人们开始广泛的接受一些另类或时尚的音乐，然

而那些过去时代的音乐反而更令我们沉思和安静。电影《泰坦尼克号》 后沉船

的瞬间，当人们纷纷为了生的权利而拼命挤上逃生船的时候，小提琴手奏响了贝

多芬的安魂曲，这时的画面静止了，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凝固在这瞬间，名和利显

得如此苍白。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电影的真实性，但音乐本身的内涵带给我们的震

慑力是巨大的。就像现代心理学家柏西·布克所说:“音乐不会使你富有，但会

使你幸福，它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但会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因此，音乐对人

们的心智和精神世界的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音乐作为表述文

化和感情的媒介，就失去了音乐本身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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