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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钟摇落溪山月　惟有梅花冷自香 

———评吴淑元著作《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研究》

于兰英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吴淑元老师《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研究》一书，选题意义深远，体系科学严密，分析新
颖透彻，资料丰富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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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淑元老师专著《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中
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研究》于２０１２年５月由黑龙
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资助项目《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研究》

的结题成果。当我看到刚出版的、还散发着油墨清

香的、装帧特别精美的新著的时候，心中的欣喜之

情油然而生。因为我知道，吴淑元老师一直致力于

中国古典音乐的学习和研究。如今，多年的努力，

辛勤的汗水，终于获得了丰收的果实。

阅读全书，我觉得该书最大的特色有四点：一

是选题意义深远。在当今流行音乐充斥乐坛的情

况下，年轻人逐渐被曲调萎靡不振、歌词含混不清

的流行歌曲所包围，这对于培养当代年青人正确健

康的审美情趣，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作为音乐教育

工作者的吴淑元老师面对流行乐坛这种情况，感到

十分的不安。受中国古典音乐长期熏陶的她深深

知道，经过几千年的大浪淘沙所遗留下来的中国古

典名曲一向以优美动人的曲调和多重审美特点，给

人们以经典的熏陶。正因为如此，她选择了中国古

典音乐审美特征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来挖掘中国古典音乐中与人类息息

相通的审美特质，并结合中国古代“乐教”重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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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的优秀传统，将中国古典

音乐中的审美特质应用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音乐审美

特征》一书，在选题上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既有效

地挖掘了与人类本质息息相通的审美特质，又将这

些审美特质运用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之

中，可谓一举二得，相得益彰。

二是体系科学严密。全书除前言、后记、附录

外，正文共１３章。前言简要论述了中国古典音乐
的审美特质和这种特质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起到了提纲薭领的作用。附录列出写作本书时所

参考的文献资料，以示尊重前人劳动成果和不掠美

之意，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后记则阐明了自己为

什么要进行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的原因，点明了

自己研究的触发点和初衷。正文部分第一章简要

论述了中国古典音乐简史，以阐述自己研究的中国

古典音乐所属的范围。其余十二章全部阐述中国

古典音乐所蕴含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审美特征。前

言、后记、附录及正文部分，形成了一个科学严密的

体系，如烘云托月般地将主要论点中国古典音乐的

审美特征论证得淋漓尽致、明白无遗。

三是分析新颖透彻。该书对中国古典音乐审

美特征的研究，在目前学术界还不多见，仅仅只有

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今人对音乐审美特征的研

究多集中在现当代音乐或外国音乐，因此，该项研

究成果在研究领域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作者对

中国古典音乐审美特征的分析非常生动透彻，她常

常是先确定该审美特征的内涵，然后阐述其形成原

因，再分析其表现的方式，或呈现的特色，再讨论其

审美的价值，最后以音乐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全部的论证分析如剥茧抽丝，最后真意毕现，给读

者以恍然大悟的感觉。如对中国古典音乐朦胧美

的分析：首先用科学的语言确定音乐的朦胧美。所

谓“音乐的朦胧美，就是音乐作品在抒情表意时，具

有多样性或不确定性，其表达的意义不太分明，抒

发的情感不太确定，其艺术上追求的效果，就是追

求‘空灵’、‘神秘’、‘模糊’。”［１］７６然后再用诗化的

语言来描绘生活中的朦胧景象：“神秘飘渺的海市

蜃楼，烟波浩渺的大海湖泊，月光下参差斑驳的树

影，云遮雾罩的隐约山峰，山岚炊烟下的依稀村

落。”［１］７７来加深人们对音乐朦胧美的感受，让人们

直觉地感受到原来音乐的朦胧美就是“一种云雾缭

绕、烟雨蒙蒙的飘渺空灵的美感。”［１］７７紧接着阐述

音乐美形成的三种原因：“一是源于生活中的朦胧

美；”［１］７７“二是源于中国古代人们表意抒情的委婉

曲折性；”［１］７７“三是源于音乐艺术本身的特

点。”［１］７８然后，分析音乐朦胧美的审美特点就是抒

情含蓄委婉，表意曲折隐晦，而它的审美价值“就在

于它的朦胧性。这种朦胧性带给人们的审美感悟

是‘空灵’、‘神秘’和‘诱人’，就像梦一般的悠远和

宁静，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和诱人的魅力。”［１］８１最后，

以古琴曲《潇湘云水》为例，从审美的角度分析音乐

朦胧美带给人们的审美感悟。

四是资料丰富翔实。翻阅全书的附录参考文

献和页末的注释，作者撰写该书参阅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仅论著就达３００余项。作者在撰写该书时，
既参阅了大量的音乐理论著作、论文，又收集了丰

富多彩的古典名曲，并用古典名曲来阐述论证自己

的观点，以求论出有据。正是由于全书所用资料丰

富翔实，因而本书不但结论可信，而且也给读者提

供了一份学习中国古典音乐的详细书目，有利于读

者循序渐进地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音乐的审

美特征。

中国古典音乐是一片富饶美丽的沃土，在这片

沃土上曾经生长着万紫千红的繁花绿草，《中国古

典音乐审美特征研究》就是这万花丛中相当绚丽的

一朵。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敬安大师的咏梅诗

中有两句赞美梅花独特冷香的诗：“霜钟摇落溪山

月，惟有梅花冷自香”。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特征

就像那“冷自香”的梅花，卓然屹立在山溪之边，静

静地散发着它诱人的冷香，以迎接百花盛开的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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