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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旋律美 

吴淑元

（湖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中国古典音乐具有旋律美，中国古典音乐旋律美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表现：一是流畅的旋律；二是多变的旋律。中国
古典音乐的旋律美可以升华人类的情感，净化人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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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音乐旋律美的内涵

旋律是音乐的一个专属名词，《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旋律是“乐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

有节奏的和谐运动。旋律是乐曲的基础，乐曲的思

想感情都是通过它表现出来的。”〔１〕《音乐欣赏手

册》认为旋律“是塑造音乐形象最主要的手段，是音

乐的灵魂。”［２］旋律和节奏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两

者密不可分。高兴先生说：“用人之骨骼与肌肤的

关系来比拟，节奏如骨骼，旋律如肌肤。对于一个

充满活力的躯体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当然是

健美的肌肤。”［３］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旋律和节

奏是一种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音

乐如果没有节奏，也就没有旋律。而旋律的重要性

就在于它是音乐存在的具体形态，我们只有通过旋

律的这种具体形态，才能感知到我们所常说的音乐

语言，我们欣赏音乐是否优美动听就是依据我们所

感知到的旋律。旋律板滞凝结，则音乐粗糙无力，

旋律流畅多变，则音乐优美动人。中国古典音乐的

旋律美就是通过流畅多变的旋律形式来表现的。

所谓流畅，指的是旋律的内在运动具有一种一环套

一环的紧密联系，没有丝毫的生硬、凝滞之感；所谓

多变，是指旋律既具有铺垫性的停顿，又具有铺垫

性的跳跃，这种跳跃和停顿，是一种具有前期性的

充分准备，没有丝毫的突兀之感。我们所进行的音

乐审美，主要是对旋律的审美。如著名音乐家吴跃

跃在谈到怎样欣赏音乐时，就特别注意音乐旋律的

规律。他说：“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

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

弛。”［４］由此可见，旋律在音乐审美中的重要性，确

确实实，当我们用心灵来体验音乐的旋律时，会明

显地感到上行旋律给我们的心灵体验是心理上的

感觉或情绪的紧张度在一步一步增强或增加；下行

旋律给我们的心灵体验是心理上的感觉或情绪的

紧张度在一步一步地减弱或减少。而级进的旋律

使我们心灵体验到的平和与安详的感觉；不断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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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律使我们心灵体验到的是激情喷发的感觉。

音乐正因为这种旋律的不断变化或跳动，显出一种

美妙神奇的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才使得音乐变

得优美动听或激动人心。因此，所谓音乐旋律美的

内涵，就是指音乐的这种有意味的组合而呈现出来

的流畅多变的美感。

　　二　中国古典音乐旋律美的表现

旋律是一种音的线性组合，音乐的旋律美就是

这种通过流畅多变的线性组合式的线条来表现的。

“流畅”所形成的旋律美表达了旋律内部的一种内

在的紧密联系；“多变”所形成的旋律美则表达了旋

律内部点与点之间的相互结合。音乐的旋律美一

是通过流畅的线条来表现。如著名的唢呐独奏曲

《百鸟朝凤》就是通过流畅和热烈欢快的旋律来表

现大自然百鸟和鸣、气象万千的关系和人类对大自

然美景的热爱之情的。

据袁静芳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考

证：“《百鸟朝凤》是我国民间唢呐音乐中的优秀曲目

之一，主要流传于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区。”［５］

为了使该曲更具有艺术性，民间演奏家任同祥、陈家

齐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共同对这首唢呐独

奏曲进行了艺术加工。一是将原来典型的自然原始

意味的部分进行了加工，删去了公鸡报晓及母鸡下

蛋撒欢的声音，并精心选择了悦耳的鸟鸣声；二是在

结尾的快板段设计了一个具备长音技巧的华彩乐

句，并运用特殊循环的换气法进行演奏，从而使全曲

的结束处增添了一种热烈欢腾的气氛，更好地突出

了主题；三是在乐曲前面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境的

引子，即通过百鸟齐声鸣叫来象征祖国百业兴旺，人

民欢欣鼓舞；四是对鸟鸣声进行压缩、提炼；五是对

段落章节进行有层次的合理安排，并采用新的曲调

来伴奏，从而加强并突出了音乐性；六是再次扩充了

具备长音技巧的华彩乐句，并采用快速双吐演奏技

巧来演奏这个华彩乐句，使得全曲更趋精致完美；七

是根据原曲各段不同的意境，分别给乐曲标注了八

个富有诗意的标题：即山雀啼晓、春回大地、莺歌燕

舞、林间嬉戏、百鸟朝凤、欢乐歌舞、凤凰展翅和并翅

凌空。这样一来，乐曲主题更加鲜明突出，层次结构

更加紧凑合理，情趣更加激发动人，更好地表现了百

鸟和鸣、气象万千的自然美景和劳动人民对大自然

美景的热爱之情。

《百鸟朝凤》以热烈欢快的流畅旋律和百鸟和

鸣之声，描绘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歌颂了劳

动人民对劳动生活和大自然美景的向往喜悦之情，

充满了健康向上的美好情感。全曲一共分为八段，

采用循环体结构来组织。第一段，“山雀啼吟”，这

是全曲的引子部分。乐曲开始时，是一段节奏自由

的散板。散板过后是一段由唢呐演奏的清新、悠扬

的引人入胜的乐句，乐句之后是伴奏乐器笛子吹奏

出鸟儿互相对学呼应的鸣叫声，这种鸣叫声被笛子

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正是这种惟妙惟肖的模仿声，

充分营造了“山雀啼吟”的优美意境。第二段，“春

回大地”，这段乐曲风格粗犷、爽朗，具有浓郁的北

方民间的乡土气息。这段优美而流畅的旋律，其特

点是变化多端，生动活泼。每乐句结句的尾长音总

是紧扣在调式主音上，让人既感到纯朴多情，又感

到欢乐有趣，为了一段模拟音调的出现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和提供了心理上的准备。第三段，“莺歌燕

舞”，主要是用唢呐来模拟莺歌燕舞的各种鸟鸣声，

而伴奏的声部则用舒展和缓的节奏和优美如歌的

流畅旋律作为陪衬，以增强演奏曲调的音乐性。伴

奏声部的旋律和节奏与唢呐泛奏的旋律和节奏形

成一定的对比，音乐情绪热烈昂扬，生动地表现了

“莺歌燕舞”的欢乐情景。第四段，“林间嬉戏”。

这一段的乐句和前面相比，变化较大。此处大多为

短暂的乐句，旨在通过活泼欢快的流畅旋律来恰到

好处地描绘了一幅群鸟在林中跳跃、嬉戏的画面。

第五段，“百鸟朝凤”，是全曲的高潮，也是乐曲中第

二次模拟各种禽鸟的叫声。在这一段中，演奏者运

用高超的唢呐演奏技巧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百鸟朝

凤的动人情景，将全曲顺利地推到了高潮。人们在

优美的唢呐乐曲的流畅旋律中，仿佛走进了美妙的

大自然，百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在枝头嬉戏跳跃，

大自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机。第六段，“欢乐歌舞”，

随着音乐速度的加快，乐曲的情绪不断向前推进。

当伴奏乐队戛然停止的时候，唢呐出人意料地用花

舌音奏出蝉鸣声，非常真切动人。特别有趣的是模

拟蝉被捉住时，所发出的阵阵挣扎声和最后长鸣一

声远飞而去的一段，绘声绘色，流畅的旋律充满了

欢快热烈的气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百鸟和鸣，阳

光明媚的景象。第七段，“凤凰展翅”，随着乐曲速

度的加快和短小音型的反复推进，音乐再次进入高

潮，在出现号召性的长音之后，又出现了唢呐的华

彩乐段。这段音乐是用唢呐特殊的循环换气法“一

气”吹成，旋律流畅，乐调优美，使得音乐欢腾的情

绪达到了极点。第八段，“并翅凌空”是高潮段落的

继续。唢呐热情欢快的旋律使音乐的情绪更加热

烈，再一次描绘了百鸟争鸣、凌空展翅的动人情景。

最后，音乐以一个短小的“谢板”，在热烈欢腾的气

氛中结束全曲。

《百鸟朝凤》是一首以仿声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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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曲。乐曲充分发挥了唢呐以及笛子等乐器的表现

功能，来模仿许多飞鸟鸣禽和百鸟朝凤的欢乐声，音

乐活泼粗犷，欢快爽朗，极富生活气息。整个乐曲的

结构也比较别致，全曲以一定程度的循环结构为原

则，将音乐分为旋律部分（主部）和模仿鸣叫声部分

（插部）两种。旋律部分为徵调式，具有北方民歌旋

律音调特点，模仿部分是表现各种鸟叫，以穿插其

间。两个部分由一个爽朗明快、活泼粗犷的主题串

联起来，使音乐风格达到一致和统一，又使乐曲不会

支离破碎，全曲旋律线流畅贯通，毫无板滞之感，听

众欣赏后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那种“若纳水
$

，

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如愚。荒荒坤轴，悠悠天

枢。载要其端，载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无。来

往千载，是之谓乎”［６］的流动美的感觉。这种感觉就

是旋律流畅所带来的美感，正是这种美感，使得《百

鸟朝凤》成为一首著名的唢呐独奏曲。

通过多变的线条来表现旋律美的还有著名的

古琴曲《长门怨》，该琴曲是根据历史上陈阿娇皇后

被汉武帝冷落后，请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写作《长

门怨》来挽回汉武帝爱意的故事而创作的古琴曲。

乐曲共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是引子。起首

的一连串的泛音，描绘了长门宫重门深锁的寂寞环

境，表现了宫中静穆的气氛和陈阿娇环叮，辗

转徘徊的步态及苦闷哀怨的心情。第一段是一个

非常精美的段落。透过悲哀低沉的音乐，结合《长

门赋》所描写的情景，我们仿佛看到陈皇后在失意

悲伤的心态下，登台遥望自己曾和汉武帝共同欢乐

过的宫殿苑囿，以致周遭的景物都呈现出哀怨的色

彩，有效地刻画了陈皇后悲伤、盼望的心理。第二

段带有哀怨情绪的倾诉。缓缓的音乐，既倾诉了自

己对汉武帝的思念，也倾诉了自己被废后的哀怨。

第三段则在第二段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用跌宕起伏

的旋律，来刻画陈阿娇失宠后的失望，和希望重新

得宠的复杂心情。跌宕的旋律和起伏的声调，较好

地表现了陈阿娇这种既失望，又希望，还有希望能

否实现的犹疑不定的缠绵情感。第四段是乐曲的

高潮。首先是缓缓奏出伤感凄凉的旋律，接着，运

用高音区泛音和高音滑奏相结合的手法，将悲愤和

哀怨的情绪推向了高潮。第五段的旋律与第四段

的旋律具有鲜明的对比，先在低音区出现一个委婉

的曲调，以表现陈阿娇如泣如诉的悲切心情，深沉

而多变的旋律中带有无限的伤感。接着是一连串

的泛音，以衬托寂静的后宫环境和陈阿娇寂寞的心

情。然后再是一个按音，以表示无可奈何、顿足长

叹和茫然不知所措的感慨。

《长门怨》最大的特色是开创了古琴曲表现他

人、他事的成功途径。而这种成功，在于琴曲内部

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多变旋律。琴曲中通过曲折

多变旋律所刻画的女主人公的心情由盼望、犹疑、

无聊、寂寞、忧伤、梦想到希望重生的起伏变化的情

绪，也在音乐中一一展露无遗。因此，我们在欣赏

《长门怨》琴曲时，可以体察到曲折多变的音乐旋律

来表达复杂多变的情感，同时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最

高最美的欣赏境界，这也许就是《长门怨》一曲带给

我们的审美愉悦。

由上可知，流畅多变的旋律具有良好的动力性，

这种动力性可以极大地调动人的情绪。松弛、紧张、

平和、激动、欢快、痛苦、狂热、冷静的情绪随着这流

畅多变的旋律而不断地跌宕起伏，时而激情如潮，时

而优美如歌。而这种优美的流畅多变的旋律，对人

的健康情绪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优美

的旋律能够在不同的审美个体的脑海里留下不同的

音乐记忆，人们可以通过旋律来回想乐曲的整体，来

还原乐曲的情感，而这种优美雅致的旋律一旦形成

审美的范式，就会从心理上自觉地排斥粗鄙低级趣

味的旋律。我们的审美个体对旋律形成的美感如果

达到了自觉地选择优美的旋律和自觉地排斥粗俗的

旋律的境界，就会引导我们追求更高更美的无穷无

尽的音乐旋律美，这种美妙的旋律美，促使欣赏者的

情感得到无限的升华，并在这种升华中净化着心灵。

而正是这种情感的升华和心灵的净化，就是中国古

典音乐旋律美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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