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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角度下的音乐艺术形式探讨 
魏哲渊 

（龙岩学院  364012） 

摘要：音乐美学重点在于一个“美”字，是用哲学的视角对音乐中的美学规律进行探究的一门学科，重点研究方向是音乐中的
美的规律及特点。音乐美学研究重点是音乐艺术中的审美规律，相对更加重视原理规律的探究，超出了音乐的形式及内容，是在音
乐本身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升华和归纳。音乐美学十分重视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结合作者创作音乐作品时的心情以及作品展现出的
意境，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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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音乐美学，顾名思义，融合了音乐、美学等诸多内容，具备较

强的美学和艺术性特征。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音乐作品的存在和表
现形式，方便日后进行传承发展，音乐美学开始成为广大学者专家
深刻关注的话题。具体方法就是及时透过美学层面去挖掘和定位不
同音乐作品的存在、表现形式，自觉加深对音乐理论知识和表演实
践的融合效果，在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提升学习者的审美素质。
至于音乐美学角度下音乐艺术具体的表现形式，则主要会在后续深
入延展。 

一、音乐艺术的有关表现形式 
（一）基础性要素 
首先，音乐形式的基础性要素莫过于表情，其存在意义甚至超

过单纯的音乐声音，在音乐表现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透过音乐
艺术层面审视，这部分表情强调借助音响元素来呈现出创作者不同
阶段特殊的情绪状态，对应的表现形式包含了高低、长短、快慢、
强弱等区别，经过这些形式有序地搭配融入之后，能够赋予整个音
乐艺术作品更强的灵活性，保证基于人差异化的情绪状态来生动性
抒发对应的感情。其次，音色亦属于情绪表达中不可忽略的要素。
古往今来，诸多作曲家都在热心钻研如何利用乐器来展现各式各样
的音色，特别是对于近代音乐来讲，这类现象尤为显著。如许多作
曲家决心对传统乐队予以创新形式的调整排列，以求在开发出更加
特别的音色基础上，呈现出一类极为新颖、奇特、美丽动人的音响
效果，进一步使人的情绪得到深入性、完整性、精准性的表达。 

（二）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组织手段 
音乐的组成还需要一种组织工具，以音乐的基本要素为基础，

然后以旋律、和声、歌曲和现代作曲等形式组合十二种声音的序列，
形成许多特殊的组合。音乐的编排就像一只手，它把音乐形式的所
有基本要素都集中成一个块，有条不紊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它，音
乐就不会和谐，也不会完全融入分散的沙子里。同样，组织手段的
质量决定着音乐的成功，也是评价音乐质量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
音乐的编排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流行音乐的具体内容是结合古
歌剧，并不是说嘴唇不错，方法也不好。因此，必须将各种手段结
合起来。可以说，一个良好的组织工具将表现出特殊的音乐美，使
现代作曲技术完美而全面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套独特的音乐
形式。 

（三）音乐形式美的法则 
音乐艺术的起点和终点是通过定期组织和安排利用基本要素

创造美。作为音乐形式的基本要素和组织手段之间的联系，《音乐
形式美法》为发现美、创造性美和美的感知奠定了基础，以便创作
音乐和其他实用活动。形式美的规律贯穿音乐艺术实践的整个过
程，包括创作音乐作品、演奏音乐作品等。根据形式美的工作方式，
美的发现、创造和感知是精神活动的过程，发现是精神的感知，创
造是精神的生产，感知是精神的共鸣。 

二、音乐美学角度下的音乐内容 
（一）音乐性方面 
在音乐艺术中，音乐性内容涉及情绪、风格、精神三类特征。

第一，情绪作为音乐内容中表层的部分，听众能够透过感官来直接
体验，进一步把握现场传达的整体氛围效果。第二，一类音乐内容
的风格体系，往往不需要理性因素作为支撑，而是要配合听众当下
的心情和理解方向进行确认。如若说情绪影响着音乐作品的格调，
那风格体系便决定着这种格调的类型，两者维持着一定的阶级关
系。第三，精神属于音乐内容中最为高层次的部分，是创作者在特

定社会背景下想要抒发的思想情感，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还有创
作的主旨。音乐的精神内容单纯配合专业技能始终不能全面、准确
地认证，毕竟其是一种高级的审美活动与产物。 

（二）音乐艺术中非音乐性的内容 
非音乐内容大多晦涩抽象，但主观情感更为强烈，就像中国画

的创作一样。画中有广阔的世界，这是画家表达的初衷，而画外的
声音才是最终的艺术目的。音乐创作者通过一些模仿、象征或暗示
的方法表达音乐艺术中的非音乐内容。一是为了升华和丰富音乐艺
术的内容；二是增添音乐艺术的神秘性和文学性，就像绘画、诗歌
等艺术一样，利用留白为听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为音乐增添意
境。就像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柏辽兹创作的《幻想交响乐》一样，
柏辽兹在音乐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非音乐内容，在五个乐章中给
听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通过“梦幻与激情”“舞会”“田野情
景”“断头台进行曲”和“妖魔夜宴的梦”五个极富想象色彩的标
题，结合变化丰富的音符，让听者不同程度地联想到柏辽兹当时所
处的艺术环境和他自身的苦闷情绪。 

三、音乐艺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所有类型的艺术都包含内容和形式，表现为发展过

程中的制约因素、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从美学角度来看，音乐艺
术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如此。在创作作曲家的过程中，首先有着强烈
的创作欲望，然后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同样，如果作曲家想创作交响乐，如何以这种形式充分利用创
作内容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音乐思想的表达在音乐形式
和内容的统一过程中尤为重要，其中音乐风格起着重要作用，比如
《大浪淘沙》的琵琶曲，我们欣赏当时现实生活的黑暗，向反抗精
神低头第一段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观众在被压迫的社会
舞台上追随创作者，而两三个旋律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旋律激励
着观众仿佛看到了黎明。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音乐美学视角来细致性解析音乐艺术的形式和

内容过后，还需要协调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制约关系。作为广大
听众群体，在进行各类音乐艺术作品欣赏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其
外在表现形式，还应该深入性钻研其核心内容。同样地，作为音乐
创作人员，也应该在充分调查了解听众们的兴趣偏好基础上，处理
好音乐作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做到及时透过整体进行创作
梳理，促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和谐融合状态。长此以往，帮助
更多人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控音乐美学的基础性规律，提升大家的艺
术表现力和审美素养，促进我国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 

（校级课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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