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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性的语言表述与学术的完美融合 

——评《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 

郝  辉 

【内容提要】：古今中外人们都在不断追求美的事物、研究美的价值和创造美的财富，美的

形式是复杂多样的， 有时候在我们身边往往缺少的是一种发现；音乐也是一种美的形式，

要挖掘和延伸它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积淀；由申波教授所著的《审美意识与音乐

文化》就是一本立足于用音乐美学、审美心理学和文艺美学的基本方法，从特定的文化的环

境中阐释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现象所具有的美感特征的专业论著，笔者通过仔细阅读，试

图挖掘出此书的文化价值和研究精髓之所在。 
 
【关 键 词】：审美意识  音乐  文化 

 

我们在拿到一本书或论著的时候，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什么？从哪里下手？记

得黑格尔说过：“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

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该论著我

认为它主要力从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为基础，依照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特色的

文化环境，采用哲学、艺术学、音乐审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去探讨音乐的本

质和价值取向的专注。音乐可视为人类文化的外延,是人类为文化孕育出来的艺

术结晶，在通过认真阅读和仔细思考此艺术论著后，笔者把对本著作的特色和研

究意义简列一下个人的观点：实践”、“李焕之的理论著述及其贡献” 四章 

一、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视为作者多年的心灵感悟 

全书用八个章节，或者称为八种视角详细剖析了音乐的审美意识,具体如下;

第一章节从人类的起源谈音乐审美意识的产生，音乐的起源 早由生物学家达尔

文在“异性求爱”一词联想提出，他从动物在追求异性时发出的声音联想到音乐

的起源即音乐来源于性爱，但随后我们知道模仿学说、游戏学说、劳动学说、太

一学说等都接踵而来，可都只是推断和猜测，人们在自我确证①感建立之前文化

和审美已经存在和成熟，因此作者认为音乐的起源是多线索、多途径、多元性混

生的，审美的意识也是由多元因素构成的。 

第二章节声音形象的形成与表现形态离不开音响材料和音响材料的表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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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②
，而音响材料中旋律、节奏、力度、音色、音区、调式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就像绘画中的线条和色彩搭配、舞蹈中的肢体动作和表情一样，只有了解这样的

声音语言，才能获得更好的心里共鸣和审美认同。 第三章作者把音乐的创作称

之为“立美”过程，“立美”一词 早由赵宋光先生在论文《论美育的功能》中

提出，审美只是重视美的物化对象，而立美则更重视美的物化对象的手段、过程、

立美应当优先于审美，因此作者从表现对象、立美意向、艺术形象的塑造、印象

结构四个角度进行阐释，更容易帮助我们了解每个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伟大和成

功之处。 

第四章音乐审美的特殊性，作者是从哲学的研究试点阐释，区别于一般艺术

审美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依赖于音响材料，而特殊的音响材料构成必然产生出不同

的听觉感知，并在倾听同时获得心理上的认同感和情感的释放；第五章用音乐欣

赏的独特视角进行分析，音乐欣赏在音乐实践活动中不仅仅是作为音乐的接受环

节而存在,也能反馈于音乐的创作和表演③，同时欣赏主题也能触音生情，联想个

人生活获得情感的共鸣，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

私语，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完美演绎了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共同

心声。 

第六章、第七章作者用艺术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述音乐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

能，介绍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审美的价值属性， 后得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

技术的发达，人们对艺术的渴望也就越热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们都能在

音乐中汲取正能量的东西，并传递永恒的价值观。 

第八章作者很完美的论述了音乐与绘画、书法、建筑、舞蹈、文学的关系，

我记得书法名家庞中华在央视《文化试点栏目》谈书法与音乐的关系：书法是无

声的音乐，有音乐一般的和弦，他还说人的五官(眼耳喉鼻舌)互为通感，眼睛看

到的是 纯正的书法、耳朵听见的是 纯正的音乐，眼睛看到的仿佛耳朵能听见，

耳朵听见的眼睛仿佛能够看见，两者是完全相通的，可见作者在 10 年前能有如

此的见解实在令人膜拜！ 

二、论著注重语言的表述、表达生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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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精练、理论表述注重旋律性 

书的血肉所在，是由其中文字组合呈现，一本受欢迎的书它的灵魂就在于语

言运用和作者所表达的意思的完美融合，《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此书语言优美、

流畅、表达确切，通读全书犹如品一本散文，既能让你浮想联翩又能让你思绪万

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例如：第八章《音乐与舞蹈》片段;舞蹈与音乐不同的是;舞蹈作为用人体动

作来表情达意，以稍纵即逝的生命律动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塑造艺术形象，把

现实生活表述的荣万花筒班绚丽灿烂，感动观者的情感… 

2、撰写此书作者投入巨大 

在读此论著的时候，笔者有意的计算了一下，作者写成此书大概查看、翻阅

相关书籍、文献 30 本之多并引用大量图片，增加可阅读性，可见此书的问世凝

聚了作者大量的心血，也给我们后辈以经验之谈，常言说付出就有收获，要在专

业上有所建树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3、推荐：提高音乐审美的必读之书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素质教育的不断延伸，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和青睐，它不仅是能提高人们对美的感受和理解，还能增加人们对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的创造力；音乐的社会功能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音乐治疗的兴

起、音乐的教化、音乐的娱乐等都依赖广大听众有一定的音乐积累和学习，《审

美意识与音乐文化》可视为想了解音乐、懂音乐的人的必修之本。 

三、再版仍可完善的几点浅见 

1、全书的章节间逻辑有待加强，未形成抽丝剥茧的表达 

此论著单独拿出一个章节，内容表达都很准确，措辞考究、论点鲜明、论据

充实有力，都可谓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但就全书各章节来讲缺乏一定内在的

逻辑衔接，不能形成一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2、个别章节缺乏创新型的观点，说服力欠缺 

书中的某些章节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在总结某个观点，表述某种现象和事实，

缺乏一种理论创新型的观点，这可能也受作者当时的阅历、年龄和创作时间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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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3、全书可配套音像资料，提高多媒体教学的便捷性 

多媒体教学具有直观性，既能突破视觉的限制，直观性强，又能多角度地观

察对象，有助于概念的理解和方法的掌握；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有更强的针

对性，传达信息量大，知识面广，节约空间和时间，更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倡导和提供音响资料已是一个潮流。 

结语 

综上所述，《审美意识与音乐文化》一书的确是一本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好书，

它是作者心灵的袒露；读完此书，笔者从书的后记、再版后记，可看出作者很多

的观点都来自课堂教学实践和读书的心得积累，作者能在键盘教学的隙缝之中完

成此论著，这种精神更可谓值得后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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