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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审美效应是审美主体在进行音乐审美过程之后

所形成的最终效果，即音乐审美机制的最高层面。音乐

审美机制分为审美条件、审美过程以及审美效应三个部

分，审美条件需要具备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以及审美中

断三个成分，才可以进入到审美过程，由浅入深依次为

审美操作、审美领悟、审美愉悦和审美超越，最终才可

以达到审美效应的阶段，而审美效应又分为个体审美效

应和社会审美效应，对个体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为审美需

要的强化、审美能力的提高以及审美价值意识的形成三

方面，对社会产生的审美效应包括了教化作用、宣泄作

用以及认识作用。1

在 2009 年《黄钟》中，王欣的《论电影音乐的审美

认知》，本文从电影音乐的艺术本体的角度出发，去观察

探究电影音乐中的审美于及认知，首先列出康德的理论

体系，提到人的主观意识包括了认识、伦理及审美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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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理论，其中认知活动作为人们生存的最基础活动，

总共分为科学认知、道德认知以及审美认知，三者共同

建构了人们健全的认知心理结构，其中审美认知活动又

作为人类认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自由性、

综合性和整体性思维，通过审美认知活动不仅有利于自

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并能够激发、诱导和促进人

的内在潜质、心智和各种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并发

挥。然后列举了大量的电影音乐作品，运用审美认知心

理的知识讲述了人们在聆听电影音乐时是如何一步步的

深入感受，由感知层面的认知到认知层面的迁移，再到

理性层面的批判，即审美效应，这一系列的反应，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首先具备了审美条件，其次经过审美过程

最终得到了审美效应。

在 2017 年《艺术教育》中，陈思的《音乐疏密形态

的审美心理解读》，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通过分析音乐

疏密形态中所蕴含的表现力，去探寻疏密形态中关于音

符时间组合所导致不同心理感受，以及情绪变化的奥秘，

并挖掘其中更深层的意义。文章的开始介绍了疏密形态

的定义，以及主体之所以能够对音乐客体产生感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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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疏密形态与人类的感觉系统具有通感系统，且存

在着一定的同形同构联系，然后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予以

证实。正如疏松的音乐形态容易与人们舒缓、平静、安

详、抑制的情绪形成同形同构的关系，并与宽阔、安静、

巨大、舒畅、稳重的除听觉之外的感觉产生通感效应，

也更容易使人们联想起与此种音乐相对应的、自身经历

过的种种画面感，当我们在听到《在中亚西亚草原上》

时，能够使人们产生平静安详之感，并会联想到芳草碧

连天般优美的大草原。文章的最后还提到了此种效应，

受到客体的感性因素以及主体的听觉良好性二者的制约。

在 1988 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中，杨和平的《音乐审美效应论》中，运用音乐审美心

理学的知识，从审美的主体及审美客体的角度出发来对

审美效应进行研究，此文所说的审美效应更多的是审美

主客体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效应，即审

美过程与审美效应二者的结合体。文中在提到审美主体

时依次列举出了影响审美效应的主要原因，如：物质生

理基础、音乐审美能力以及音乐审美意识等，被针对其

各个原因展开更深层的探讨；从审美客体的角度出发时，

列举了审美信息所必需要具备的要素，如音乐的表现性

以及音乐的情感性等，并从作曲家的创作角度作为一个

小的切入点，来更全面的研究音乐客体。最终文章得出

了音乐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交流会形成一种双向的宝塔形

结构，属于在进行音乐审美过程时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对

应关系，自下而上依次为审美操作、审美领悟、审美愉

悦以及审美超越，每向上一级，共鸣感就会越低，即本

文所提到的有些音乐所具备的审美效应不明显。本人则

认为，作者所提到的共鸣感，更多的是停留在审美愉悦

的这个过程，并没有达到审美超越以及具体的审美效应，

当然，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也可能会影响到个体以及社会

的审美，值得去仔细考究。

在 1987 年《中国音乐学》，修海林的《音乐审美中

情感情绪问题的研究》中，运用了音乐审美心理学的学

科知识，分别针对情绪情感问题在音乐心理学以及音乐

审美这两大领域，来进行探究和分析。在音乐心理学中，

情绪作为音乐审美过程中的中介媒体，用以感受音乐带

给人们的作用及影响，并能够同时调动认知以及意向等

多种心理活动的协调，如音乐记忆的唤起、音乐联想的

加强等等；情绪情感还作为人们心理过程的平衡调节装

置，而音乐的导情作用可以使得心理达到或恢复到一种

动态的平衡状态，音乐的宣泄作用也可以使得情绪情感

在音乐中得以满足，因此在音乐治疗学科中，针对不同

的情绪情感，而选择所需的音乐有一定的心理治疗以及

平衡情绪的作用。审美情绪情感的体验来源于生活，离

不开社会，因此具有社会性；同时情绪情感又受到心理

以及生理上的影响，因此结构上具有系统性；由于情绪

作为一种自由的心理活动，表现出动态性、有意识性和

无意识性；在作用上具有调节性。此外还对于情绪以及

情感的区分与界定，列举足够的论据来进行论述。在音

乐审美角度中，从音乐的创作、音乐表演以及音乐欣赏

过程方面来研究其中的情绪情感问题，由于作曲家追求

有意味、有意义的形式，因此在创作过程中，自然会结

合自己从生活中所获取的情感体验，来赋予到音乐本体

当中；表演者在表演时，同样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

作曲家创作时的情感，会极大的产生移情心理，把自己

投射于音乐中，创作出更为丰富的艺术层次感；在音乐

欣赏中，情绪情感体验与欣赏者所受到的审美教育、审

美修养能力以及生活的阅历成正比。本文针对情绪情感

问题，所提到的音乐审美效应，包括了认知效应、愉悦

效应以及共情效应。

在 2012 年《大舞台》中，张蕾的《“通感审美效应”

在音乐审美欣赏中的现象》一文，从音乐审美教育的视

角出发，探究音乐欣赏中所出现的通感效应，分别通过

通感在音乐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作为教育者该如何

引导学生将通感应用于音乐欣赏中这两大部分来进行详

细的探讨。其中在研究音乐本体中所蕴含的通感效应时，

涉及到了除了听觉之外的多种感觉，如视觉、味觉、嗅

觉及触觉等，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联觉，因此主体在进行

音乐审美活动时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情绪感受；在如何引

导学生在进行音乐审美中主动进行多种联觉时，从学生

及教师的两个角度出发，分别提出了四个建议，说到通

感更多的是一种审美经验上的积累，因此还是要多进行

音乐审美的积累。此文中所提到了关于音乐审美的训练

积累过程中，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以及需求都会得到一

定程度上的提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个体效应。

在 2012 年《浙江学刊》，万欣的《论音乐欣赏的体

验性与审美陶醉》中，本文从音乐审美心理学的角度，

试图以身体美学的知识来对音乐欣赏的体验性，以及所

导致的审美陶醉状态做出详细的论述和解释。针对文中

的身体美学，解释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

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

的、改善的研究”，也就是为我们在研究音乐创作及欣赏

时，提供了生理学意义上的尺度，在此我理解为结合了

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因此更

侧重于音乐审美心理学。其中提到的音乐审美效应，音

乐不仅仅可以带给我们心理层面上的愉悦，还能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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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中的层次感以及律动感，加强身心的共鸣效应；此

外音乐还可以带给我们身体感觉上的效应，就目前研究

成果来看，确实会对人体在呼吸、血压、脉搏，以及抑

制肌肉疲劳具有一定的影响；处于审美陶醉状态，更容

易获得身心上的整体感，以及对这个世界有着更好的认

知与理解。文中涉及的音乐效应有认识效应、愉悦效应、

共情效应以及升华效应。

在 2010 年《电影文学》，贾睿佳的《电影音乐的审

美特征及艺术性表现》中，本文从音乐审美心理学的角

度，用大量的电影音乐作品为例，主要针对电影音乐所

具备的审美特征以及其独特的艺术性表现形式，重点研

究其中的原理所在以及其中具备的审美效应，因此主要

分成两大部分来进行论述，分别是电影音乐的审美特征

和电影音乐的艺术性表现。由于电影音乐常常被用于和

具体的画面相连，因此作为特殊的音乐体裁，其中所包

含的审美特征和通常的音乐作品还是有些出入的，如电

影音乐所引起的联觉效应，往往会产生一定的审美关联

性；针对于不同的电影场景所表现出形态多样的模拟性；

所表达的目的性会更加的清晰明确；结构上一般大多数

为乐段式及片段式的等等。而电影音乐所具备的效应，

可以使得画面的情节和音乐更为统一，拥有极强的渲染

作用，表现并赋予更多的情感表现，可以使得欣赏者在

欣赏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同时可以获得更为

深刻的移情作用，从心里深处开始将自我感受与电影角

色与之产生共情，此外还可以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力，产

生更多的联想等。文中所涉及的音乐效应有认知效应、

愉悦效应、共情效应以及升华效应。

在 2005 年《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周巧的

《音乐审美欣赏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影响的实验研究》中，

本文主要探讨音乐审美欣赏对于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

效果，采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综述、问卷调

查、团体干预实验与个案访谈分析法等，同时引用了团

体心理咨询和音乐治疗两种技术上的特点，目的是针对

并改变目前国内大学生心理问题比较突出，伴随抑郁症

的比重较大这个严重问题。此文在提到音乐的功能，即

音乐效应时，谈到情绪对人的成长及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因此音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

的工具来对人们的心理进行调节作用；同时音乐还会通

过影响人们的感知觉来达到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并且

在进行音乐欣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共鸣感，才

可以使得自身的情绪得到认可并宣泄等等，这些就涉及

我们所说的认知效应、愉悦效应以及共情效应。而治疗

效应可以理解为升华效应，因为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

对精神上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并且能够通过精神上的改

变来使得整个人在实际行动方面都会有积极的影响。

在 2011 年《人民音乐》中，李小诺的《音乐审美中

民族心理的探胜——读林华 < 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 >》，

本文是作者对于林华教授所写的《音乐审美与民族心

理》这本书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并针对本书的特点罗

列出三大部分，分别是基于文化价值相对的概念、提出

音乐审美的民族性心理研究的学理框架、以及多学科视

角聚焦。其中主要针对音乐文化中的民族审美心理这个

核心要点，来重点展开详细的叙述。文中所提到人们在

欣赏艺术音乐时，可以从其中的艺术符号中感受到其中

所蕴含的美，并能够使主体得到审美愉悦，进而达到能

动的把握世界的精神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愉悦效应

最后达到了升华效应的层面。另外，此文还涉及到了音

乐的社会审美效应，即音乐审美心理会对一个时代的精

神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各个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等

社会化的问题。

在 2000 年的《音乐研究》，廖家骅的《音乐审美中

的恋旧心理》，本文从音乐教育的角度出发，着重强调

了音乐的审美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实质，只有认识并

把握其中的规律以及特点，才能够使得孩子更全面的成

长，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分别是同对象双主体的总体

构架、先导主体的心理品质、接受主体的心理品质以及

双向往复的心理交流活动。文中所提出的同对象双主体

概念，分别是音乐作为对象或中介，施教者及受教者作

为主体，在进行音乐教育时，即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施

教者常常扮演着先导者的角色，要对受教者进行一个引

导作用，包括了感性以及理性的内容，受教者可以通过

引导以及自我的感知，感受到音乐中的内涵，并同时带

给自己愉快的体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向的网络结

构。本文提到的音乐效应包括了认知效应、愉悦效应以

及共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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