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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音乐是指中国古代人民创作的+用有

组织的乐音来表达人们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生活的

一种艺术( 它的最基本要素是节奏和旋律( 分为

声乐和器乐两大部分(,

-!.!J&!中国古典音乐源远流

长#最早的声乐作品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弹歌*#

歌词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了远

古人类用竹制作了箭#并通过箭用泥制的弹丸追打

动物的场景&最早的器乐作品相传为大禹时的)大

夏*#它以一种叫做硁的原始管乐器作为主要的伴

奏乐器#人们在这种乐器的演奏下#尽情地跳着舞#

以歌颂大禹治理洪水成功的英雄业绩( 当然#若以

乐器制作的年代来看#器乐作品的出现时间比)大

夏*更早( !C^' 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

代遗址墓葬中#出土了 %& 余支形制精细'规范'统

一的骨笛( 这些骨笛长约 %& 厘米#管身两端相通#

上面开有 " 个大孔和 ! 个小孔( 经过专家测试#其

中 ! 支可以准确地奏出七声音阶#有 J 支可以奏出

完整的五声音阶曲调( 专家们用碳 !G 测定法测

定#这些骨笛的生产年代距今约七千至八千年#为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物#与裴里岗文化同期#由此

可知中国古代的器乐作品的历史是何等的悠久(

从数量上看#中国古典音乐作品丰富多彩#数

量庞大( 据袁静芳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

论*统计%+民间歌曲的歌种有千余种#精选曲目约

两万余首#民间舞蹈音乐的品种有近 !J&& 种#精选

舞曲约 ^&&& 余首&曲艺音乐的曲种有 $&& 余种#精

选唱段有 $&&& 余首&戏曲音乐的剧种有 %&& 余种#

精选唱段 '&&& 余首&民族民间器乐除)琴曲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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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出版近 %& 部"#独奏音乐曲目近千首#民间乐

种近百种#曲目已逾万余首(,

-%.由此可见中国古典

音乐作品的丰富多彩和数量庞大(

##一#中国古典音乐作品审美形式

中国古典音乐作品审美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声乐作品'器乐作品和综合作品( 所谓声乐)现

代汉语词典*释为+歌唱的音乐#可以有乐器伴奏

!区别于器乐",(

-!.!!$%从古代的角度看#声乐作品

包括歌曲和民歌两大类( 所谓歌曲#)现代汉语词

典*释为 +供人歌唱的作品#是诗歌和音乐的结

合(,

-!.G%$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歌曲经

历了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体制

的发展和演变阶段( 唐宋以前的歌曲#由于历代战

乱及记谱工具的不完善#已难以考知其音乐的真实

状况#唯有与之相结合的+诗歌,#今天我们还可以

看到( 因此#在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研究与审美

中#仍然包括这类在历史上曾经歌唱过而今天已无

法探知其音乐元素的诗歌( 当然#这种审美与研

究#既属于音乐的研究范畴#也属于文学研究的范

畴( 两者的研究#目的都是探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

生活和所抒发的各种情感#以及作品背后存在的中

国文化的各种镜像#只不过两者所取的角度不同而

已( 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如李白作词的鼓角横吹

曲)关山月*'蔡文姬作词作曲的)胡笳十八拍*#苏

轼根据民间曲调)念奴娇*填词的独唱歌曲)念奴

娇0赤壁怀古*等等( 这种古代歌曲演唱时大多用

乐器伴奏#没有乐器伴奏的歌曲称徒歌( 所谓民

歌#)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民间口头流传的诗歌或

歌曲#多不知作者姓名(,

-!.^^$实际上#民歌也是歌

曲#只不过它更倾向于+民间,和+口头,而已( 民

歌这种由劳动人民自发创作的口头歌曲#从原始社

会起就一直贯穿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全过程( )诗

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情歌#乐府中的歌谣#南

北朝时期的吴声#唐宋时的俗曲和俚曲以及明清的

山歌小调等#无一不是它精华的体现( 比较有代表

性的中国古代民歌有北方流传极广的)小白菜*'

)小放牛*&山西的)绣荷包*&陕北的)蓝花花*&青

海的)草原情歌*&四川的)槐花几时开*&云南的

)小河淌水*和湖南的)澧水船夫号子*等等( 这些

民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口头流传#大多不知道作者是

谁( 这种民歌演唱时大多不用乐器伴奏#而是人们

在劳作之余#随兴所唱的(

所谓+器乐,#)现代汉语词典*释为%+用乐器

演奏的音乐!区别于声乐"(,

-!.!&&J古人认为+丝不

如竹#竹不如肉,#所谓+肉,就是指人声演唱( 古

人认为人演唱的声音是最美的#因此#在中国古代

音乐作品中只要有人声演唱#即使有乐器伴奏#也

属于声乐作品( 此处所指的器乐作品#主要是指与

声乐作品相区别的纯用乐器演奏的音乐( 如琵琶

独奏曲)十面埋伏* )霸王卸甲* )阳春古曲*&古琴

曲)流水*)梅花三弄*)广陵散*等等( 这种纯器乐

的创作和演奏活动在中国古代就非常发达#在)战

国策*中就记载过在齐国首都临淄#老百姓没有不

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的( 著名的南郭先生吹竽故

事#就发生在齐国(

所谓综合作品#指既有歌唱#又有表演#还有奏

乐的综合性音乐作品( 在远古时期#大型的乐舞就

是这种歌'舞'乐三者相结合的综合作品( 据)尚书

0虞书*记载%+吁1 予击石拊石#百鲁率舞#,

-$.!$!

其中的+百兽率舞,就是一种大型的综合性音乐

作品(

)周礼0春宫0大司乐*说%+大司乐//而分

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

)云门*#以祀天神(,

-$."^^"文中所说的奏'歌'舞'说

的就是这种综合性作品( 这种综合性作品#大多用

于正式的高贵典雅的场所#场面一般都比较宏大#

如唐代的)秦王破阵乐*( 就是唐代初年创作的一

首综合性音乐艺术作品( 公元 '%& 年#秦王李世民

粉碎了叛将刘武周的叛乱#从而使刚建立的唐初政

权转危为安( 李世民的部将则将古曲填入新词#以

歌颂他们的主帅李世民( 这首古代音乐作品中既

有歌者唱+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 咸歌)破阵

乐*#共赏太平人,等歌词&又有 !%^ 人表演战争中

杀敌破阵的舞蹈&还有多种乐器伴奏( 这就是典型

的综合性古代音乐作品(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唐代

著名的歌曲)霓裳羽衣曲*( 这种综合性音乐作品

发展到后代#便成了中国古代的曲艺戏曲以及近现

代戏剧或舞剧(

##二#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特征

音乐艺术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人类最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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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中国古典音乐作品尤其如此( 完全可以这

样说#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

文明宝库中一朵鲜花#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颗

最灿烂的明珠( 在传说远古的时代#中华民族就产

生了一大批著名的音乐作品#如相传为黄帝时代的

)弹歌*'帝尧时代的)咸池*'帝舜时代的)韶乐*等

等( 当你聆听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些美妙的音乐时#

你就会感到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你就会感到怡然自

得#如醉如痴( 这些优秀的古代音乐作品具有无穷

的魅力#这在古籍中有非常多的记载( 如)左传0

襄公二十九年*曾记载吴国季札在鲁国听)韶乐*

后所曾发出的由衷感叹%+德至矣哉#大矣1 如天之

无不帱也1 如地之无不载也1,

-$.%&&^

)论语0述而*

也曾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后#曾激动得很长

时间都尝不出肉味% +子在其闻)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3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世14,

-$.%G^%连孔夫子这

样喜怒不形于色的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听到

)韶乐*时竟发出+真没有想到聆听音乐竟有如此

美妙的感觉,的感叹#由此可见中国古典音乐的感

人力量和神奇魅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典音乐会

蕴含着如此感人的力量和神奇的魅力呢2 其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古典音乐中蕴含着一种与人类息息

相通的审美特质#这种审美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十

二个方面%一是旋律美( 如琵琶独奏曲)青莲乐府*

的旋律为典型的琵琶文曲#旋律清新质朴#具有淳

厚古雅的风韵&笛子独奏曲)小放牛*的旋律则明快

流畅#具有活泼愉快的情趣( 二是节奏美( 如古代

歌曲)清平调*其节奏基本上按七言诗句的音节特

点处理#使音乐的节奏与诗句的前四后三的自然节

奏相吻合#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古典诗歌的吟咏风

格( 三是形式美( 如琵琶独奏曲)海青拿天鹅*#全

曲共十八段#连同引子和尾声共六大部分( 六大部

分的音乐从形式上配合严密#丝丝入扣( 第一部分

的引子音乐舒展平缓#恰到好处地表现草原辽阔的

风貌&第二部分的音乐活泼多变#生动地表现了海

青展翅翱翔#左寻右探的风姿&第三部分的音乐则

刚健有力#着重刻画海青勇猛矫健的雄姿&第四部

分音乐灵活流畅#描写了海青穿云破雾#盘旋翱翔

的雄姿&第五部分音乐起伏跌宕#绘声绘色地描绘

海青与天鹅的搏斗以及天鹅被海青攻击时所发出

的惊叫声&第六部分是尾声音乐#它以民间吹打乐

为素材来模仿海青得胜时的喜悦#并描绘了猎手携

带着海青满载而归的情景( 六大部分的音乐形式

环环相扣#与内容紧密配合#有力地表现了古代北

方人民用猎鸟海青捕捉天鹅的动人情景( 四是模

仿美( 如管子独奏曲)哈哈腔*对人声的模仿#惟妙

惟肖&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对百鸟和鸣之声的模

仿#刻画入微( 五是自然美( 如古代琴曲)阳春白

雪*表现春天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古代歌曲)黄莺

吟*描写黄莺在桃杏花丛中的歌舞追逐#无不展现

出春回大地#万物生辉的大自然美景#给人以清新

活泼之感( 六是诙谐美( 如古代歌曲)伐檀*以幽

默嘲笑的口吻#讽刺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

活#入木三分( 潮州大锣鼓)双咬鹅*运用唢呐演奏

的滑音技巧模拟鹅鸣#使人联想起斗鹅的滑稽形

象#不禁令人捧腹大笑( 七是欢乐美( 如冀中吹打

乐)小放驴*#以轻快活泼的曲调#表现了北方农村

中农民放驴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欢快情绪#极富生活

气息( 弹拨乐合奏曲)三六*#则用清新流畅的乐

曲#表现了民间农村的喜庆场面#洋溢着欢快的节

日气息( 八是情感美( 如古琴曲)阳关三叠*#用纯

朴而富有激情的音调#细致地抒发了作者对即将远

行的朋友那种无限关怀'恋恋不舍的诚挚情感#令

人唏嘘不已( 而古代歌曲)关雎*所表达的青年男

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真心相爱的痴情#更有刻骨

铭心之感( 九是悲剧美( 如琵琶独奏曲)霸王卸

甲*#用绵绵不绝'凄凉悲切的曲调'节奏自由的旋

律以及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刻画了项羽于四面楚

歌声中慷慨悲歌'诀别虞姬时的悲切心情( 听后有

如泣如诉'肝肠寸断之感#有力地渲染了西楚霸王

的英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 十是崇高美( 如福建

南音)梅花操*#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竞相开放的

描绘#歌颂了刚毅不拔高尚纯洁的情操#听后顿生

高山仰止之感( 而古代歌曲)满江红*#则用节奏稳

健'感情淳厚'昂扬壮烈的音调#刻画了南宋爱国英

雄岳飞的高大形象#令人不禁油然而生效法前贤热

爱祖国的崇高情怀( 十一是和谐美( 如古筝独奏

曲)渔舟唱晚*#以优美典雅的曲调和舒缓的节奏#

描绘了一幅夕阳映照万顷碧波的动人画面#最后用

速度渐次加快的先递升后递降的旋律#来表现渔民

满载而归#悠然自得的愉快心情( 大自然的美景和

渔民的喜悦心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顿生无限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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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之意( 十二是意境美( 如琵琶独奏曲)春江花

月夜*以委婉细腻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形象地

描绘了江南水乡春江花月夜的迷人景色( 尤其是

琵琶独奏出的轻柔透明的泛音#把江南水乡的优美

意境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们久久地沉静在月上东

山'风回曲水'花草摇曳的迷人意境之中(

以上简略地论述了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

特征( 当然#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特征远远不止以

上十二类( 中国古典音乐正是通过它本身所蕴含

的审美特质#构成了色彩斑斓'悦耳动听的奇妙音

响世界#使无数听众在这个神奇美妙的音响世界

里#为之倾心#为之陶醉#这就是中国古典音乐审美

特质所产生的神奇效果(

##三#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作用

正是因为中国古典音乐具有那么多的审美特

质#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便把具有审美特质的音乐

作为最好的教育载体( )礼记0乐记*就明确地提

出了+乐者#德之华也,

-$.!J$'的观点#)孝经0广要

道*也阐述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道理(

-$.%JJ'

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甚至在)论语0泰伯*中

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G^"意思是说音乐

的审美特质可以促进一个人一生的成功#由此可见

具有审美特质的音乐对一个人的熏陶和成长是何

等的重要( 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

伟大的教育家#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发现了音乐具

有极强的教化功能( 这种教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五

个方面%一是增强爱国情感( 爱国情感是维护中华

民族团结'凝聚中华民族人心促进中华民族进步的

主要精神力量和价值源泉#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

统美德的核心(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特

别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都曾涌现出一大批

表现爱国情感的优秀的音乐作品( 这些作品歌颂

了祖国优美壮丽的山河#如)念奴娇0赤壁怀古*中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如画江山,&)阳春白雪*

中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春

江花月夜*中花枝摇曳'月满江天的迷人的江南水

乡等等( 欣赏这些音乐作品中描写的美好祖国的

美丽景象#能不为生活在这样美丽的祖国而自豪和

骄傲吗2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词作)沁园

春0雪*中所抒发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

竞折腰(,无数英雄面对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都禁

不住折腰心服#更何况我等凡人#能不陡然而生浓

浓的爱国之情2 由此可见#欣赏中国古典音乐作

品#能增强人们的爱国情感#并矢志为中华民族复

兴和崛起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二是升华道德品质( 音乐是以声音深入人们

心灵的艺术#它通过旋律'节奏等音乐语言的运动

#使欣赏者在聆听中产生审美体验'激起美感( 正

因为如此#人们把音乐看成是抒发情感'展示灵魂

的最好媒介( 我们在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时#就会像

感受生命一样感受到音乐的美感( 如我们在欣赏

古琴曲)梅花三弄*时#就会被音乐中所描绘的+梅

花,形象深深感动#并由此而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质(

梅花的品格高洁#有如冰雪般洁白#苍松般挺拔#翠

竹般坚韧( 它天生一幅傲骨#不畏严寒#不怕寂寞#

常在寒冬腊月'白雪皑皑之中傲然怒放#古人把它

当作+岁寒三友,之一( +君当如梅,是古人追求的

道德目标( )梅花三弄*就是通过歌颂梅花洁白芬

芳'不畏严寒的特点来赞美具有高尚情操的人( 欣

赏者通过对)梅花三弄*的欣赏#一定会为梅花的高

风亮节所感动#也一定会为乐曲中所塑造的梅花历

经严寒#仍在+丛中笑,的高贵形象折腰#并在这种

欣赏和赞美中不知不觉地升华自己的道德品质(

三是陶冶高尚情操( 音乐不仅是改造社会'促

进文明'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艺术品种#同时也是

人们陶冶情操的重要媒介( 音乐节奏和旋律等以

音响为表现手段#并将这些音响元素构成富有动力

性结构的审美形式#通过心灵的展示'情感的抒发

以及声音所显示的这种内容精华的表现#再来作用

于人的情感和心灵#并引起人们情感的联想和心灵

的震撼( 当人们在欣赏这种由一个个抽象的流动

音符所构建的美好音乐形象时#心灵将得到净化#

情操将得到陶冶( 如古代歌曲)满江红*#描写了作

者渴望为国杀敌#立功报国的宏伟抱负#抒发了作

者还我河山#重整乾坤的豪情壮志( 歌曲音调激昂

浑厚#节奏稳健#曲情高亢壮烈#词曲浑然一体#既

充分表达了作者抗金救国的坚定意志和必胜信念#

又刻画了岳飞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性格#具有极大

的鼓舞作用( 欣赏者在欣赏时#无不为岳飞的伟大

人格所慑服#也无不为岳飞的高尚情操所感动( 人

们正是在这种欣赏中#潜移默化地陶冶着自己的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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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一步一步地向着高尚的目标不断迈进(

四是塑造健康体魄( 经科学家研究#人们发现

优美的音乐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可以使人们

的心情变得更加愉快#如果让精神低落'心情烦躁

的人听一些优美抒情的音乐#他们烦躁的情绪便立

刻得到缓解#不快的情绪也逐渐消失而变得愉快起

来( 而愉快的情绪则可以使血液中有利于健康的

化学物质增加#从而使人们的心理变得健康起来#

身体体魄也逐渐强壮起来( 如极富韵味的古琴曲

)平沙落雁*就通过对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描写#使

不得志的+隐士,们那失落的心态得到了平衡#压抑

的情感得到了抒发#乐曲表达了一种个人精神解放

的人本主义的观念( 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使得

人们在音乐的尊重和抚慰中身心得到健康( 全曲

曲调起伏有致#绵延不断#流畅悠扬#悦耳动听#始

终保持着一种宁静之美和静中有动的基调#始终保

持着一种爽朗的曲韵和开阔的气度#始终保持着一

种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和水墨般的笔触#给人以肃

穆和富于生机的感受#当我们心情不快的时候#仔

细品味这首乐曲优美的旋律#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和

感受乐曲中那恬美的意境'高雅的格调和古代文人

雅士陶醉于美丽的大自然中的情志#从而使自己的

心情逐渐变得愉快#并潜移默化地陶冶着自己的心

志#塑造着自己健康的体魄(

五是培养和谐意识( 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

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和理解也变得越来

越重要#因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和理解

而和谐相处#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

外部环境( 然而#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这种沟通和理

解变得越来越困难#正是这种感情交流的缺失和社

会发展人们必须和谐合作的矛盾#正日益成为现代

社会发展的瓶颈#而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抒发内心

真情实感特点#正好弥补了现代社会人们情感交流

的缺失(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音乐成为了人们和

谐相处的桥梁( 如古琴曲)阳关三叠*抒发了作者

对即将远行的友人的无限关怀和流连忘返的诚挚

情感( 全曲音调纯朴而富于激情#曲中描绘的晴朗

的天空#洁净的道路#青青的客舍#翠绿的杨柳#构

成了一幅色调清新明朗的离别场景&明快的音乐#

轻柔的声韵#回环往复的旋律#富于动力的节奏#反

复表达着对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 清丽的景色和

美好的情感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

人类离别时所产生的普遍伤感而又衷心祝福的情

怀( 人们欣赏这首乐曲时#不由得不对人类和谐相

处#感情真挚的美好情怀表示由衷的赞赏和向往#

并从而培养自己这种美好的和谐意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不光数量众多#

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发掘中国古典音乐作

品中的审美价值#分析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审美类

型可以让人们在音乐的气氛中感受音乐的平等'轻

松'愉悦#并进入到音乐的至善至美境界#从而达到

增强爱国情感#升华道德品质#陶冶高尚情操#塑造

健康体魄#培养和谐意识的崇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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