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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音乐鉴赏概述

  欣赏音乐,需要有辨别音律的耳朵,对于不辨音乐的

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马克思

             
 任务一

                                 
 音乐的艺术特征 

音乐超越时空,在人们广阔的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它使亿万听众为之动情,为之

感奋,为之倾倒。音乐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动人的创造之一。从艺术的审美来看,它
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音乐是表情的艺术;
音乐是想象的艺术。

知识链接

一、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听觉是音乐艺术欣赏首要的自然属性,聆听是人们接触音乐的基础,就跟美术欣赏

依靠视觉去感觉线条、色彩、造型,文学作品依靠文字表述去感受情节过程、戏剧冲突一

样,音乐主要依靠听觉感官去从旋律的起伏、节奏的缓急、力度的强弱、速度的快慢、和
声的解决等音乐要素中形成感官的刺激,从而触发情感的波动,产生各种音乐的心理联

想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有听觉的人,都能感觉到音乐的存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说:“只有音乐才能够引起人的音乐的感觉,对于不是音乐的耳朵,最优美的音乐也是没

有意义的。”掌握了音乐是听觉艺术这一属性。多听、多接触,成为欣赏音乐的关键。俗

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欣赏音乐也是如此,听得多了,音乐的耳朵渐

渐地也就形成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开始觉得音乐好听,可以说就在一定程

度上听懂音乐,最初可能只是一种比较朦胧的感受,渐渐地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变化和特

点,比如能够辨别出不同的旋律、节奏组合异同、音色的变换,同时,对音乐所表达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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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境也有所领会,再次对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音乐能比较、鉴别,甚至做出不同的

审美评价,这一切就抓住音乐艺术的根本,因为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只有通过欣赏者自

己的听觉去多听,感官的刺激与人内心的活动融为一体,音乐艺术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由于音乐的物质材料是声音这一特点,
又赋予了音乐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即音乐旋

律的运动的时间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
是这样描写音乐演奏结束的:“曲终收拨当

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声,
唯见江心秋月白。”音乐一旦演奏、演唱结

束,就不复存在了。如我们听一首江苏民歌

《茉莉花》的演唱,持续时间为3~5分钟;听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演奏,持续时间为

1小时左右。这些音乐表演,时间到了,音
乐也就完了。它是随音乐的演奏、演唱而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的。由于音乐的这一

特征,所以就要求人们欣赏音乐,必须具备良好的听觉和听觉记忆。从作曲来看,作曲

家为了加深人们对音乐旋律的记忆,在乐句、乐段中常常使用重复、反复、变奏、回旋等

手段,这些都是因为音乐有较强的时间性这一特点所致。
由于音乐时间性的特性,又由于古代没有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音响设备,所以今人就

无法欣赏到古人的音乐表演艺术。就我国而言,古代音乐家的逝去,又由于乐谱大量的

失存,中国古代众多的灿烂音乐文化也就荡然无存了。1987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

战国初期曾侯乙墓文物中,有一套惊人的编钟,其钟由8组65音组成,音色优美,音域

也广,可以奏出一些现代乐曲,可见当时音乐文化的发达。编钟的发掘,被称为世界文

化的瑰宝,它象征着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高度水平。但是,它终究只能是一种象征。因

为它只是一件乐器,乐器离开了人的演奏,离开了乐谱,就无法反映出当时的音乐文化

的全貌。所以说,音乐较强的时间性,既是音乐的特点,又是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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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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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是表情的艺术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Beethoven,1770—1827)

音乐所擅长的是内心的表现,表现人的感情、意志。
它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直接地抒发人的内心情志,塑造

出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二胡曲《二泉映月》、歌曲

《歌唱祖国》、贝多芬的钢琴曲《热情奏鸣曲》、柴柯夫斯

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等等。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方式,
借音乐的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某一场景或自然景物来

抒发人的情志,造成一种音乐艺术特有的意境,塑造出

另一种特有的音乐艺术形象。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
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李焕之的管弦乐曲《春节组

曲》等等。
音乐艺术为什么以抒情见长? 为什么能直接抒发

内心中的感情? 原因就是因为声音与人的感情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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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特别是人声,可以说人声是人的感情最主要的直接写实。《乐记》曰:“人心之动,物
使之然。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所以声音最有传达人的情感的功能。当然,人的面部

表情也是情感的直接写实,“察颜观色”,也可以窥探人的内心情感的秘密,但和声音相

比,就不如声音传达情感那么具体,那么动人。人们常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仔细

地感受声音的变化,最能具体地感受人的情感的变化,最能引起人情感的共鸣,特别是

欣赏音乐就更是如此。如你听《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能激发你的悲壮、义愤之

情;听《大刀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就能激发你的勇敢战斗的豪情;听《歌
唱祖国》,你就能感到庄严和自豪;听《团结就是力量》,你就会感到力量无穷。一首好的

战歌,可以长久地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号角。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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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是想象的艺术

一切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都需要想象,但音乐更倚重想象。一幅风景画可以模仿自

然,一部小说中的语言有确定的语义。音乐形象却并非直观,音乐物质材料也是非客体

性和非语义性的。音乐的演出需要一定的空间,乐声的传播需要空气的振动,但这与音

乐形象无直接关系。《在中亚细亚草原》中描绘的空间,并不存在于音乐厅之内,而只存

在于想象之中。缺乏丰富的想象,即使听到小提琴的泛音、单簧管和圆号的旋律,你也

无法感受到那辽阔的大草原。与空间艺术不同,时间艺术的重要特点是间接性、非直观

性。音乐的形象塑造与音符的相互关系中,作曲家和演奏者无法借助现实的物质材料

来塑造音乐的形象。音乐形象的存在依赖于听众的想象和心灵的感应。正因为如此,
所以音乐的形象既有确定的一面,也有不确定的一面。

拓展探究

一、仔细聆听《在中亚西亚草原》,感受音乐的描绘内容,它让你产生什么样的联想,
用绘画或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围绕音乐的艺术特征,赏析《歌唱祖国》,并能随着音乐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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