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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意境美 

吴淑元

（湖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中国古典音乐作品的意境美是音乐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所呈
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中国古典音乐作品意境美的表现途径有三种：一是触景生情，二是移情入景，三是情景交融。中国古典

音乐作品的意境美，保持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想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古典音乐意境美永

远散发出新鲜独特、意蕴无穷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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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意境及其产生的原因

“意境”一词，是一个争议较多的概念。关于

“意境”的文章和专著也非常多，可以说，对于“意

境”的研究，是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在

中国古代，最先将“意境”一词引入文艺理论之中的

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他在《诗格》中说：“诗有

三境，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

丽绝施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

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

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

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

矣。”［１］王昌龄论述的这三种境界，一层高似一层，

物境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未渗透作者的主观情

意，犹如今天小孩对景物的随意拍照所留之影；情

境则是抒发自己的情感，犹如今天之直抒胸臆式的

抒情诗；唯有意境是最高层的审美范畴，是艺术作

品中作者的主观之“意”与作品所描绘的客观之

“境”的有机融合。只有这个境界，才能得到主观之

“意”和客观之“境”的真谛，即王昌龄所谓的“则得

其真矣”，可见，“意境”的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对

审美层次的最高追求，也可见“意境”在中国传统美

学范畴中的地位之高。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艺理

论工作者常将艺术作品中有无“意境”＇的创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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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作品质量的高低和作者成就大小的标准。如

晚清著名学者、词评家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

中，就非常强调艺术作品中对“意境”的创造。他

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如意境上

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

流之作者也”［２］。王国维在评价南宋著名词人姜白

石时，虽认为他的词作成就颇高，但由于其词作没

有在创造“意境”上下功夫，故不能列于第一流作者

的行列。由此可见，在艺术作品中是否创造了“意

境”，对于一个艺术作品的成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

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意境”呢？《辞海》说“意

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

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３］这个

概念的核心有四层意思：一是作品中要描写生活图

景；二是作品要表现思想感情；三是生活图景和思

想感情要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四是交融后要形成

一种艺术境界。只有具备了上述四个因素，这个艺

术作品才有“意境”，艺术作品只有具备了意境，才

会形成意境美，也才会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意境美是我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

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从哲学渊源上讲，意境中

的“境”与“意”于先秦老子中所论述的“有”“无”

“虚”“实”有着直接的干系。老子说：“三十辐共一

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

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４］老子认为，任何事物均为虚

实的统一。没有“实”便没有所用的体，没有“虚”

便没有物体的“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绘画、书

法、戏曲等艺术门类中，特别强调写意，强调“神

似”，与西方绘画等艺术作品强调“逼真”具有非常

大的区别。正是老子的这种虚无思想深刻地影响

了后代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使得后世的文艺理论和

创作，特别重视“虚”（意）和“实”（境）的相互交

融。在这种氛围下，也使得后世的文人佳客在进行

艺术创作时，特别重视意境美的创造。

　　二　意境美的特征

前面说过，关于“意境”的文章和专著特别多，

其主要原因是从古至今人们对意境的创造和把握

以及评价，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加以在论述时

又增加了它的神秘感。如宋代著名诗评家严羽在

其《沧浪诗话》中，就把“意境”的特征描绘为羚羊

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

尽而意无穷。这种说法就比较神秘，令人难以把

握。正因为如此，关于意境美究竟有何特征，要用

规定性的语言来表达，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综

合前人的论述和结合前面“意境”的定义，是否可以

这样来概括意境美的特征。一是意境美必须描绘

生活图景，但这个生活图景并不一定是客观世界中

所具有的生活图景，它是作者生活阅历中客观世界

生活图景在作者头脑中的再现。二是意境美必须

抒发作者由此生活图景而引发的特殊情感。三是

具有意境美的作品中的这种特殊情感具有朦胧性

或模糊性，必须由欣赏者根据个人不同的经历，不

同的情感体验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并在这种想象中

来体会“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般的生活图景和作

者由这种生活图景而引发的言外之意。四是意境

美的作品，具有透彻玲珑的美感，能给人带来非常

大的审美愉悦，可以这样说，具有意境美的音乐作

品，能让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显著特征是四个：一

是充满情感（即意境之意），这种情感从大的方面来

讲，有爱国情。如古代歌曲《苏武牧羊》就通过苏武

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贵族囚禁十九年，但苏武受

尽折磨，始终不屈，最后终于持节南归的故事。歌

颂了苏武“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的坚贞不屈，

坚定执着的爱国情。作品通过流畅的音调，矫健的

节奏，昂扬而壮烈的感情，完美地表现了这一古代

歌曲深沉执着的爱国之情，给欣赏者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象。

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在汉末的战乱中，蔡文姬

被迫流落到匈奴，并出嫁匈奴的左贤王。为左贤王

之妻达１２年次。曹操平定北方，将蔡文姬接回。
但蔡文姬身为左贤王之妻，既舍不得离开自己和左

贤王所生的两个孩子，又怀念生养自己的故乡。全

曲就描写了蔡文姬这种既思念故乡，却又舍不得骨

肉分离的复杂感情。《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著名的

具有悲剧性审美特征的古琴曲。全曲除第１１、１２
两个段落外，全部是凄惋伤感的情调，一是哭诉自

己背井离乡，受尽颠簸流离的悲愤感情。二是抒发

与骨肉离别撕心裂肺、肝胆俱碎的悲怨之情。但

是，唯独在抒写自己思乡之情得以实现的段落，却

呈现出欢快明朗的色彩，表达了自己终于回归故土

的喜悦之情。最终，蔡文姬在通过极其痛苦的抉择

之后，还是选择了离夫别子，回归故乡，可见故乡在

她心中的烙印之深。其对故乡的深沉、执着的爱，

也激励着后代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故乡的繁荣昌盛

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古代歌曲云南弥渡山歌《小河淌水》，全曲分为

两段，每段四句、除去感叹词等衬字。歌词如下：第

１段：“月亮出来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
像月亮在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第２段：
“月亮出来照半坡，望见月亮想起我的哥。一阵清

风吹上坡，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歌词描绘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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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银色的月光下，大地一

片宁静，只有山下的小河不时发出潺潺的流水声。

聪明美丽的阿妹，见景生情，望月抒怀，把对阿哥的

一片深情，倾注在对阿哥的深情呼唤上，曲调与歌

词配合十分恰当，采用五声调式的羽调式结构，以

从容舒展，比较自由的节奏和回环起伏，清新优美

而具有云南地方特色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

思念眷恋之情。第一句旋律向上扬起，充满激情，

描绘了月亮出来，坡上洒满银色月光的优美意境，

为阿妹望月思人进行了很好的铺垫。第二句旋律

婉转下行，表现出阿妹对阿哥的思念和害羞的心

理。第三句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但情绪更为饱

满、激动，把少女的一片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第

四句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悠扬、舒缓的歌声，为我

们展现出一幅月夜下小河流映清波的静谧画面。

待到连呼“阿哥！阿哥！”时，情感达到最高点，其后

歌声渐渐弱下去，仿佛余音袅袅，渐渐地飘向阿哥

居住的远方。表现美好的朋友之情的如古琴曲《阳

关三叠》音乐的第一部分以平缓低沉的旋律，表达

了作者“劝君更进一杯酒”的浓厚深情，惟妙惟肖地

描摹了作者“无语凝噎”，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无比眷

恋之情。乐音的高—高—高—低—高的回旋往复，

与诗歌的情意密合无间，缓缓地传达出一种友人之

间的绵绵不绝的深情厚谊。乐曲的后一部分，旋律

加快，变化加大，以富有动力的切分节奏八度跳进

到乐曲的最高音，仿佛是送别友人时发出的声声呼

唤。感情激越，就如决堤的洪水，奔涌而出，恰到好

处地传达了对友人的炽热情感。三叠的旋律，总是

在上行之后又下行回到低音区，表达着朋友之间对

重逢的渴望，以及对永不分离的渴望和这种渴望而

欲求不达的感伤情怀。人们在欣赏《阳关三叠》时，

首先撞击心灵的，便是乐曲中所蕴含的这种浓浓的

情感美。欣赏者在这流动而连贯的旋律中，可以想

像出演奏者对即将远行的友人的无限关怀和流连

往返的真挚情感，可以想像到人类离别，特别是和

好友离别所产生的那种感伤情怀。欣赏者了解了

表达情感的音乐语言，就能与音乐中所表现的情感

美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古琴曲《高山流水》的音乐以抒情性的曲调为

主，然后辅之以模拟性的描写曲调。这两种曲调交

相辉映，深刻地表现了万紫千红，富于生机的大自

然美景。然后音乐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在歌颂

和赞美大自然美景的同时，来升华人们崇高的思想

感情，来赞颂流水所象征的那种胸襟开阔，百折不

回的强大的生命力。全曲充分运用古琴的“泛音、

滚、拂、绰、注、上、下”等各种指法。来描摹流水的

各种动、静之象，来表达人们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

然的美好心情。全曲一共有九个自然段，根据所描

绘的情景的区别，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段

是全曲的引子部分。音乐通过比较自由的节拍和

不太明显的旋律，来导入所要描写的主体部分。首

先，音乐通过缓慢的速度来营造一种静穆的气氛，

然后，在宽广的音域内，音乐的旋律不断地跳跃着

并变换着音区。虚微的移指换音与实音相间，旋律

时隐时现，令人联想起高山之巅云雾缭绕、山涧小

溪流水跌宕的情景。这一段主要初步表现生机勃

勃的自然美景，以此来突出全曲的主题和奠定音乐

的其本风格。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第三两段，曲调

以泛音演奏为主，明亮清澈的泛音，活泼跳动的节

奏，仿佛就象高山峡谷中的湍急寒流奔腾而出，其

间伴随着小溪旁松根细流轻轻流淌的景象。两种

大小不等的流水景象，通过音乐的描摹，一则清新

明快，一则生机勃勃，恰到好处地抒发了作者在峡

谷高山中悉心静观流水时的愉悦心情，就仿佛是作

者在聆听一曲甘冽甜美的赞歌。第二部分为第四、

第五两段，这一部分是进一步刻画流水的美好形

象。乐曲先通过按音的手法，婉转奏出动人的曲

调。旋律起伏，好似清泉流出峡谷，汇入江河，连续

下行的不断模进，辅之以十六分音符的回波音型，

更深地刻画了流水一泻千里奔腾向前的气势。使

我们仿佛看见来自不同溪涧的涓涓细流已逐渐汇

成一股滚滚洪流，奔腾不绝。悠扬动听的音乐，仿

佛行云流水，不绝如缕。第三部分为第六、第七两

段。首先是跌宕起伏的旋律和大幅度的上、下滑

音。接着用连续的“猛滚”和“慢拂”来描摹流水之

声，以形成全曲的高潮。滚、拂是古琴演奏的一种

独特指法。手指在七根弦上从高音向低音依次下

拨叫滚，反之，从低音向高音依次上拨叫拂。这种

滚拂手法的连续运用，生动地描绘了流水汹涌澎湃

的气势。其中既有流水连续不断的声响，又有波涛

汹涌澎湃的音韵，使我们仿佛看见了流水与巨石相

撞，漩涡急剧转动的惊心动魄的动态景象。第四部

分包括第八、第九两段。这部分乐曲平缓悠扬，令

人回味无穷，就好象流水经过与巨石相撞，汇入洪

流巨浪之后，依旧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地向前奔流。

这种悠然自得，闲庭信步的神态，既表现出流水那

种别开生命的傲然境界，又给人的心情造成了一种

豁然开朗的舒展坦然。接着是简短的尾声，平缓悠

扬的曲调后面是用歌唱般的泛音奏出了主题音调。

这种富有透明色彩的歌唱般的泛音将动态的流水

景象转入到明净安娴的静态，特别是那余音袅袅般

的尾音，仿佛在引导人们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那奔

流到远方的流水，只见万里江天，水天一色，烟波浩

渺，境界的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综观《流水》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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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其旋律由平缓到急促，再由急促回归到平缓，恰

到好处地描摹了流水由点滴到浩荡，由浩荡到平静

的全过程。在这种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中，既尽情地

描绘了大自然中流水的无限美景，又尽情地抒发了

人们随着流水奔腾向前的壮美情怀。人类钟情于

大自然的情怀与大自然的美景浑融为一体，达到了

高度的、完美的融合。

　　三　音乐意境美的表现途径

意境美这个概念本来是属于诗词和绘画的，晚

清著名学者王国维第一个将“意境美”的概念引入

到戏曲音乐批评之中。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

元杂剧的优点就在于有意境美。他说：“元剧最佳

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

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５］王国维用

“意境美”来评价元代戏曲，开拓了诗词意境美的理

论，使得后人在评论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时，也用“意

境美”来评价。那么，在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音乐

的意境美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展现它的风采呢？我

认为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触景生情。所谓触景生

情即作者本来没有要抒发某种情思，但由于他在生

活中遇到了某种生活图景，而这种生活图景又触发

了他心中的情思，于是，作曲家便在描绘这种生活

图景时同时抒发自己所触发的内心情思。一般来

说，这种情思多为比较优美，平和的情思或内心那

种隐约幽微的淡淡的，自己都难以捉摸的情思。由

此而产生的作品也大多呈现出婉约多姿的优美色

彩。触景生情一般是先有景，后生情。如民族器乐

合奏曲《春江花月夜》便是作曲家在描绘《春江花

月夜》这幅美好的生活图景时，情不自禁地触发了

自己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从音乐的角度看，作

曲家通过一种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

清晰优美的曲调，开阔而恬静，流畅而清澈的音乐

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色彩柔和、淡雅清丽的山水画

卷，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春江花月夜的迷

人景色：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一叶小舟在江

面缓缓荡漾，船夫一边划桨一边唱着动人的渔歌，

枝叶婆娑的花影在水中轻轻地摇曳，月夜春江的绰

约风姿和江南水乡的异貌妍容，在动人的音乐中被

展示得淋漓尽致。各种民族器乐各自展示自己独

特的作用。琵琶主要用于模拟江楼钟鼓之声和急

浪拍岸之响；二胡则偏重于表现曲终人不见的淡远

之情与绵邈幽细的思绪；古筝则偏重于模仿舒缓或

跳荡的流水之声；洞箫则用于表现舟子晚归，渔歌

互唱的悠闲之美；钟声则偏重于衬托静谧的气氛；

鼓声则主要表现明月映照下惊涛拍岸的气势。各

种乐器的演奏时或简或繁，或高或低，或停或续，或

正或反，或分或合，或长或短，既千姿百态尽情展

示，又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抒发对春江花月夜的由

衷赞美，各种乐器所演奏出的旋律和节奏，共同地

描绘了江南水乡春江花月夜的迷人景色。当我们

的作曲家面对这样一幅迷人美景来创作这首《春江

花月夜》的乐曲时，怎么可能不激起他对祖国如此

优美景色的热爱之情呢？而欣赏者在欣赏这首乐

曲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升华出一种对人与大自然和

谐一致的欣喜之情和对祖国锦绣河山的赞美之情。

这就是典型的触景生情。

移情入景是作曲家本身具有的一种强烈的主

观情感，只是这种主观情感一时尚未找到用以寄托

的生活图景来作为喷发的媒介。当作者一旦找到

与心中情思相契合的生活图景时，便会将自己的情

感注入到这种生活图景之中，并借着对生活图景的

描绘把这种情感抒发出来，使客观的生活图景带上

浓厚的主观情感。移情入景一般是先有情后有景。

而且“情”一般都是比较伤感、痛苦、彷徨、郁积型的

情感。如古琴曲《潇湘云水》就是这样一首典型的

移情入景的优秀作品。《潇湘云水》是我国南宋时

期著名的古琴作曲家、演奏家郭楚望所创作的古琴

曲。郭楚望生于南宋末年，终身未仕，主要从事古

琴的创作、演奏与研究，曾经在当时朝廷主战派光

禄大夫张岩家当过清客。主和派得势后，张岩被贬

黜。随着元兵的南侵，郭楚望离开张家，移居湖南

衡山附近。由于当时国势目非，山河破碎，时势飘

零的感慨经常萦绕于心，对南宋前途的担忧之情更

是挥之不去。这种种的情感压抑在心头，使得他非

常的痛苦。因此，每当闲暇无事或心情郁闷而无法

排遣之时，便经常在蒸水和湘水合流处游航徘徊。

当他远望九嶷山被云水奔腾的云雾所遮蔽的景象

时，便自然地契合了内心那种朝廷为奸臣所蒙蔽的

而引起的朝政目非的忧虑之情，于是，他便创作了

这首《潇湘云水》古琴曲，以寄托自己的这种忧虑之

情。引子部分的乐曲一开始，便用飘逸的泛音，将

人引入到一个烟雾缭绕的意境之中，仿佛在展示一

幅远景式的水墨山水画，以寄托作者对南宋江山的

无比眷恋之情。第一部分用古琴所特有的吟揉手

法，来反复围绕主题音而变化发展，以深刻地揭示

作者对祖国大好山河被强敌逐渐蚕食的抑郁、忧虑

的内心世界。第二部分在开始时先运用低音区层

层递升的浑厚旋律，通过幅度较大荡揉技巧来表现

水云之声，以表现云水奔腾的画面，使人仿佛看到

潇湘云雾飘拂，水汽升腾的水移云动的动态景象。

在音乐的进行中，还穿插着歌唱般的音调，一是借

以打破压抑的气氛，二是表达作者难以平静的心绪

和激愤的感情。第三部分则充分利用古琴善于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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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旋律在高低音区大幅度的跳动，并运用泛音、

按音、散音等不同音色巧妙的组合，来构成一幅天

光云影、气象万千的图画。这一部分细腻地描绘了

潇湘云水的美丽景色，尽情地抒发了对以潇湘云水

为代表的祖国山河的无比热爱之情。第四部分先

用强烈的切分节奏和旋律不停的八度往返大跳，表

达了对南宋江山存亡的疑虑情绪，然后音乐进入低

音区，旋律逐渐地转为平静、舒缓。作者通过这种

压抑的音调，表达了对南宋江山即将变色的惆怅之

情。全曲就是这样将作者内心的那种复杂的感情

移入到潇湘云水的生活图景之中，并借着对潇湘云

水的描绘，把自己压抑多时的情感尽情地抒发

出来。

情景交融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分不清哪是景、

哪是情，也分不清是景先情后，还是情先景后。二

是指作品中的“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

经带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如岁寒三友的松、梅、竹

等便被赋予了气节高尚的象征意义，本身即带有人

们普遍的赞美之情。这种感情是在中国长期的文

化传统中所公认的“情”，而不是作曲家临时注入的

“情”。“情景交融”中的“景”一般具有公认的

“情”，而且这种“情”大都偏向或“褒”或“贬”两类

相对立的情感。如著名琵琶曲《阳春白雪》就是最

典型的情景交融的作品。《阳春白雪》共分７个段
落，从音乐结构来看，可以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

起的部分为“独占鳌头”；承的部分为“风摆荷花”

“一轮明月”；转的部分为“玉板参禅”、“铁策板

声”、“道院琴声”；合的部分为“东皋鸣鹤”。７个段
落的名称都是渗透了传统文化中美好感情的事物，

一起来衬托琴曲所要歌颂的更为美好的事物阳春

白雪。全曲起的部分主要是主题的显示部分，即通

过清新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冬去

春来、冰雪融化、大地复苏、万物向荣、处处充满生

机活力的初春景象。旋律进行活泼跳动，乐音清

脆，声如珠落玉盘，以表现清新有力、明朗欢快的情

绪，并由此奠定了全曲轻松活泼的基调。承的部分

在重复起的部分的旋律外，在高音区加上了许多新

的素材。即运用同音反复的手法，将旋律有规则地

断开，然后又用民间吹打乐中常用的反复递减的手

法，将断句的旋律又紧紧地衔接起来，使旋律展开

得活泼灵巧，音色更为明亮，并在情绪上形成小的

起伏，使听众仿佛能感觉到冰雪覆盖下的土壤里正

在蕴育着勃勃的生机，使人感受到了春天无限的生

气。全曲转的部分的旋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重复

起的部分的旋律后，加进了大段的新的旋律，与前

面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对照。前面的旋律变换为切

分的节奏音型，使乐曲别具风趣。是在持续出现的

低音的基础上，间以泛音演奏，使音响具有飘逸、清

澈的意境，使乐曲色彩更加丰富，也更加富于生气。

全曲合的部分，速度由慢渐快，逐渐把音乐推向高

潮。在演奏手法上，运用了强劲有力的快速强拍上

的扫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江东去，一泻千里”

的宏伟意境。综观《阳春白雪》全曲，音乐语言质朴

精炼，音乐形象鲜明准确。全曲通过活泼清新的旋

律，稍快而富有推动力的音乐节奏，描绘了一幅大

地回春、万物生辉、生气勃勃的初春景象。而这幅

生活图景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们最喜爱的

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在这幅生活图景

中，不论哪朝哪代的人，都赋予这幅生活图景以生

命的活力，这种活力象征着中华民族积极进取、永

不停歇的健康情感。正因为这种情感是中华传统

文化所公认的，所以，不论是作曲家、演奏家、还是

欣赏者，都能够感受到这幅生活图景上本身所蕴含

的这种感情，而作曲家、演奏家以及欣赏者本身所

要抒发的这种积极健康的情感又正好和这幅生活

图景中所蕴含的情感密合无间，使你分不清哪里是

写景，哪里是抒情，情与景两者之间形成了水乳交

融的天然状态，并从而使音乐达到了一种情景交融

的意境美的高峰。这就是情景交融所表现出来的

无穷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音乐作品中的意境美，通

过触景生情，移情入景和情景交融三种表现途径来

展示出它的无穷魅力。而正是这种无穷的魅力，使

得中国古典音乐作品保持着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

理想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音乐

之林，散发出新鲜独特，意蕴无穷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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