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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音乐美学中对音乐创作的理解
姚　远

（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美学艺术哲学的众多分支中，音乐美学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想要清晰认知音乐中的美学问题，如何学习美学中的艺术

哲学的原理以及方法是关键。在音乐美学中，音乐实践具有创作环节、表演环节与欣赏环节。音乐的创作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本文

将通过对音乐美学理论研究方面中音乐创作的本质以及音乐创作中的想象灵感两个方面结合自身理解来归纳总结关于音乐创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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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音乐创作的本质

（一）词曲家的写作意图

音乐的创作对于社会意义而言表达的是时代的精神与思想。

而对于每位音乐的创作者而言，音乐的创作代表的就是他对一件

事物的想法，包含着他的生活体验、思想变化，受环境与社会变

迁而改变。创作者在创作音乐作品时大多都会具有现实基础，包

含着其基本的社会出发点，以及为了表达、交流及永久地记录下

来这些思想。这是创作者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体验，是其“灵魂

自白”。当讲述他人的故事时，就要观察人物的喜怒哀乐，懂得

同时代人的希望与意愿，通过音乐作品来表达自我，表达他人。 

歌曲的传唱度与歌词、曲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歌词

要注重通俗易懂，口语化更便于听众记忆。而在规定的时长和旋

律中，还要清晰地将思想和理念表达出来。例如近年传唱度极高

的一首声乐作品《不忘初心》，对于这首歌曲的创作，词作者朱

海明确表明主旋律歌曲一定要走心，让听众有想要记忆的欲望。

以前为重大时代主题创作的歌曲，多与进行曲密切联系。而歌曲《不

忘初心》的歌词更倾向于一首充满感情的赞美诗。这首曲目的创

作初心在于党的初心不改，后期将主题扩展为党和人民共同前行，

不失初心，在歌词中重点表达了这样的方向。而“大地给我万般

呵护”这句歌词，更是想要传达出党与人民的初心理念。朱海认为，

文艺作品只有触及人心、创作与生活密切联系，才能到达创作的

巅峰。“生活的内涵包括两重，一是要从革命文化里寻找精气神，

二是要向当下生活汲取营养和情怀。”将抒情的旋律融入到人们

的心中，用情怀将理念和人心紧密相连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关键。

而曲作者舒楠，根据歌词，研究如何才可以使主旋律既可以有新

意的让人牢记，又可以感动听众，让其感到幸福快乐，以最自然

的状态展示内心的感受，创作出优秀的、动人的作品，表现出时

代的精神与思想，表达出自身与他人的精神活动，根据自身的想

象力把内心体验转化为具体音乐状态。

（二）音乐的创造过程

创作是由一种概念而产生，包含着文学作品、文学观念。而

只有拥有了创作欲望的时候，音符才能跃然与纸张之上，将内在

的精神劳动与外在的物质劳动有效结合起来。

精神创作与现实生活的体验息息相关。我们在生活中的喜怒

哀乐积蓄之后燃起了创作情绪，不掺有对物质的欲望，而仅仅是

存在于心灵中的构想而创造出音乐的作品。创作是一件可以燃起

创作者的心灵之火的事，让人会感到轻松、愉悦的事情。艺术创

作需要有敏锐的直觉来思考曲目是否有传唱度，需要有完整的逻

辑框架来编创，有丰富的想象力与技巧来完善作品，每个方面都

会有侧重面。精神创作要在空白的内心中建立出音响的模型，是

无法通过逻辑推理而实现的。而想象的创作方式是有意识的主动

性行为，逻辑思维与技巧则是无意识的被动性行为。

物质创作则是将精神创作变的具体，需要技术和工艺的帮助，

将它融入到某一物质之中。既包括作者的创作乐谱，也包括着演

奏家的实际影响。精神创作产生的音响对象，需要通过物质手段

才能再现到乐谱上。不仅需要符合音乐审美的要求，音响的创作

需要非常科学，也要符合在作曲技术上的诸多规则。运用技巧与

逻辑作为主要创作方式，去核对与充实音乐模型。

精神创作与物质创作相互交融，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而他

它们的创作都将依靠于作者的想象力来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

通过“梳理、调整、充实、组织”来实现曲目的独创性过程。

二、音乐创作中的想象与灵感

（一）音乐想象的概念与想象的源泉

想象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往往伴随着人们的生长环境与内

心需求，而产生一种可能在生活中从未发生存在过的事物形象，

也蕴含着人物的思想感情与精神力量。而音乐的想象虽与其他艺

术相同，着重于精神层面的创作，却不能将想象停留在同类的表

象材料，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想象力，拥有能够先创造出听觉想象

的能力，才可以进行综合分析，更深层地进入想象。

通过作曲家的想象力以及将其他表象提炼出纯粹的精神高度，

才能够到达听觉的表象。其次音乐想象的创作，就是将听觉的表

象进行深度的剖析，围绕着主题与众多听觉素材，才能拥有再造

性想象，它们都包含了已经存在于世的音乐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音响。将视觉表象与“保存在回忆中的”听觉表象进行综合分析，

便会产生新的听觉表象，既可以更好地创作新的音乐，又可以把

所有的表象产生的多个印象状态和思想画面相互联系。

音乐想象的源泉离不开外在、内在两个方面，只有通过它们

才能够形成对艺术的体验。音乐想象源于所依赖的表象原型，即

最重要的对生活的体验，包含生活经历、学习经历、文化活动、

旅行、阅读于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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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艺术想象的源泉同时也包含着生活的体验。

不过，对于声乐的演唱者来说，演唱时虽要将歌曲进行相应

的歌曲处理，与艺术性相结合，但是它的价值只是将作品中的实

际音乐元素进行升华，而不是一成不变地搬运。在表演之中，需

要将生活之中的动作、表情做一些处理、加工与美化，使其更加

有力且集中地表达给观众，这样才可以让观众融入表演之中，产

生一种真实感。

而对于音乐想象中的内在体验，可能源于人们生活中一些已

经很远久的、可能在意识中已经消失了的事物，仅存在于潜意识

中的一些本能、冲动、情感的记忆，但是它们都可以在潜意识或

者无意识中帮助作曲家进行创作想象。内在的体验会受到外在体

验的支配，并且必须和外在体验相互结合才可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艺术体验，在我看来是结合了外在体验与内在体验之后，作

曲家对感性的认知，对现实中产生的各种音响体验，对音乐技巧

与风格的掌控，也就是作曲家本身带有独创性的音乐技巧与风格

的掌握。

举例说明，19 世纪著名的音乐家勃拉姆斯，将古典主义的传

统奉为理想，纯音乐的创作是他一生的热忱。他的作品继承了古

典主义音乐的风格，贴近于贝多芬，提取了古典主义的表现形式，

建立交响乐思维。幼时贫困的家庭使他的心情消极且悲观，原生

家庭父母的争吵使得他抑郁悲观，造就他常用下行旋律音调创作

曲目，表达他的悲伤。有意识地将旋律和语言融合，能够将情绪

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悲伤或是欢喜。而音乐家肖邦幼时有美好

无忧的生活，能够快乐地学习音乐，选择自己喜欢的钢琴专业与

理论作曲，成绩优异。早期他的创作非常梦幻，风格被束缚局限。

虽然没有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但是作品基调是会展现出十分浓

郁的波兰民族特色，如作品 a 小调玛祖卡舞曲等。肖邦作为贵族，

他的生长环境也使得他的音乐作品较为华丽轻快。而后期由于祖

国状态的跌宕起伏，他所创作的曲目会随着国家的衰败而悲伤压

抑，即艺术体验幸福感不强。

而在中西音乐创作的历史之中，也有着不同的创作差异。以

歌剧为例，中西方歌剧在情感表达形式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中

国歌剧以“剧”为主来表达思想感情，当情节上出现了戏剧冲突

更能够渲染情感，使情绪更加澎湃。通过灯光与舞蹈可以塑造出

音乐背景，通过歌声能够渲染剧情。而西方歌剧的情感着重于歌

曲之上，人物形象细腻的塑造才是他们想要认真表达的内容，个

体内心情感是他们想要突出表演的方向。听众会通过特有的旋律

或者唱法了解到出场的人物是谁。当人物与背景音乐一起出现时，

观众会瞬间有代入感，很快进入人物的情感世界，感受音乐中的

剧情。除此之外，西方歌剧强调表演形式高贵优雅，以美声唱法

为主以落实其高雅艺术之名。

而中西方的歌剧在舞台表演过程中，对于表演者以及人物的

情感表达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在西方的歌剧表演过程经

常利用音乐的方式，对人物的具体形象以及性格进行塑造。为此，

常会针对一个专门的人物进行单独设计，例如角色音乐，甚至还

需要设计出单独的唱腔。

而对于我国的歌剧而言，在进行人物形象的表达过程中，基

本上都是基于完整的故事，以及伴随着戏剧冲突的出现，以此形

成人物想象。在歌曲的内容方面，十分充实以及客观。而对于音

乐而言，则往往需要更多的气氛方式，进行有效烘托。

（二）音乐创作的心理动力

音乐创作的心理动力，是作曲家一种想要主动去进行创作的

心理需求，也是一种自我需要，从意识由无到有的转化过程。所以，

创作的情绪尤为关键。创作情绪会随着环境甚至季节的交替，而

引起胜利、心理周期对它产生的变化。音乐创作中最好的心理状

态莫过于想要创作的热烈激情。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强烈、激动、

短促的难以抑制的情绪，将作曲者最真实的感情表现出来，推动

音乐的想象，是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心理动力之一。而激情的出现

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积累与酝酿的过程，可能在狂喜、重大悲痛、

极度压抑、暴躁愤怒的情绪中出现，而最终却会归于平静。而作

曲家也要利用他优秀的创作才能，即对音乐的曲调感、音乐表象

的反应能力、对节奏的精准把控，来综合性地进行音乐的想象。

音乐的心理动力，也来自于一瞬间灵感的迸发，它是想象的

一部分，也是想象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心理现象。如贝多芬所说，

可能间接地出现在生活的琐事之中，又会直接地出现在对大自然

环境的探索之中。灵感对于作曲家来说，可遇而不可求，是上天

赐予的礼物。它依赖于想象的活动，会在听觉表象中突然的出现，

会随着音响现象在内的客观对象形成，也会随着作曲家的意愿、

个人喜好而改变。而灵感的来源，永远都离不开艺术家长期的刻

苦奋斗、艰苦的创作劳动过程以及以往的艺术经验。俄国作曲家

柴科夫斯基对灵感有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灵感只会出现在召唤它

的人面前。他自己创作时也曾说只有认真地磨练自己，控制自己

的思维，使自己拥有足够的创作热情，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而我也同样相信只要认真地探索追寻，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去

寻找灵感，灵感也会逐渐出现在身边。

三、结语

通过学习关于音乐美学的知识，让我意识到了音乐的创作不

仅是通过想象便可完成。音乐的创作依赖于生活，取决于实际，

需要人们认真去发掘新的音乐效果进行创作，也需要带有对音乐

的创作热情与憧憬，记录生活的点滴，对音乐的艺术敏感认知，

从中寻找创作灵感，才可完整地创作一首好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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