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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本书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
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的基础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
象的社会特质，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
式和外化形态等作相对全面的探讨，构建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特色与个性的音乐审美心理学。
　　全文共分八章，分别对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的学科构建的预设、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
条件、存在的基本特征、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音乐审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组织手段，中国人音乐审
美中的联觉、味觉心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与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对音乐审美心理
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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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咏，1971年生，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科带头人，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
2003年考入福建师大音乐学院，师从王耀华教授、乔建中研究员攻读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
博士学位。
2004年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7年破格晋升教授。
主要致力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在《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人民音乐》等专业刊
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其中《基本乐理的文化视野》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博士论文《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导论》是本领域第一部研究音乐审
美心理的民族化特征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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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条件　　本章内容导引：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之发生
、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系统中地理环境（山脉水系、气候因素）、人种特征的作用，社会系统中生产
方式的制约、社会政治结构的规范、哲学伦理思想的浸润、宗教宗法的分流、原始神话的滋养以及作
为深层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三者作为合力系统共同对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
　　本章关键词：音乐民族审美心理；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集体无意识音乐民族审美心理的发生、
形成与发展受一定的内部根源和外部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也遵循着审美发生学的逻辑，即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审美心理、艺术之间层层制约的关系。
正如俄国美学家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
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
”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的揭示为我们探讨民族的审美心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颇具参考意义的思路，不同
民族之间审美心理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在以生产力为核心要素的前提下结合更多的其他因素的“合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将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的诸多基本条件分为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以及作为
深层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的三个部分或层面。
其中，最根本的是前两部分，即民族赖以生存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这两者作为传统外界
刺激物的长期作用下，得以形成民族审美心理的浅层结构。
而后者“集体无意识”作为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层结构，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是超越了一切个人经
验之上的、从遗传中获得带有普遍性的“种族记忆”。
　　第一节　自然系统的作用　　自然系统主要指的是特定的地理条件（包括山脉、水系、地形、地
貌等）、气候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族生理特征。
　　一、地理环境的作用　　钱穆先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
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任何民族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所以，要想深入探悉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奥秘，就必然离不开他
所生存的环境，因为在漫长的渐变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民族成员与外在的自然环境已经在相互的
作用中因共存、共鸣而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出于统一体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
，他的星辰，他的酷热的沙漠，他的帐幕以及他的骆驼和马。
因为只有这种气候，这种地区和环境里，阿拉伯人自由自在，像安居在自己家里。
⋯⋯只有这全部地方色彩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他的内心生活。
”　　但是，不同地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塑造、形成产生影
响？
其作用与地位如何？
这一直是审美发生学和民族心理学界共同研究的课题。
　　在西方，以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法国的让·博丹、孟德斯鸠、丹纳以
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不同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形
成的决定作用，如孟德斯鸠提出纬度和滨海性是影响人性、民族性甚至社会制度的主导因素，丹纳将
环境与种族、时代看作影响民族审美心理形成与发展的“三要素”，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心理具有深
刻的影响。
“如日耳曼民族生息于严寒地带，莽林与大海的惊涛骇浪造成了他们忧郁或过激的民族性格，一向喜
欢狂醉、贪食和血战；而生长于温带的希腊语拉丁民族则性格开朗，摈弃物欲，全部身心倾向于社会
事务、科学发明和艺术鉴赏。
”　　中国古人也很重视地理环境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制约作用，早在《礼记·五制》中就有载：“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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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水地篇》中还探讨了不同地域水的不同性状对该地域人群性格、民风的影响：“夫齐之水
，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剽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泪，故其民愚疾
而妒；秦之水最而稽，淤滞不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十三经注疏》宋·庄绰则云：“
大抵人性类其土风。
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
”《浙江通志》中记载的“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
”也是说明山、水对民风、艺术风格的影响。
朱文长《琴史》中所载琴家赵耶利在对比蜀、吴等各琴派风格差异时也有着类似的评论：“吴声清婉
，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
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
”此处，琴家正是根据长江中下游水域“绵延徐逝”之势来评价与这一徐缓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
吴派琴风的影响；又据长江上游江水“激浪奔雷”之势来评价与这一湍急水性相一致的地理环境对蜀
派琴风的影响。
可谓“观其水势而若闻其音声之趣。
”　　有人将这类观点归纳为“地理唯物论”或“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否定地理因素而将民族文化
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的“唯智慧论”相对立。
对此，我们有必要做科学的分析，首先，正因为人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空间，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特定
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双向”活动，所以否定地理对民族心理作用的这种
唯心主义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促使一个民族心理形成、发展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
，而并非只是地理环境一个因素。
正如黑格尔所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
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地理环境只有和其他的相关因素相互结合、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但又十分复杂的背景，
才能作为一个系统的合力共同对本地区各民族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深
远的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从此不会是单一的
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
”　　所以，我们既要肯定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又不能将其无限扩
大。
此外，还有一点尚需提出的是，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种种影响，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情
况下相对具有更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则因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等原因，其影响已日趋减弱。
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活地域可以是共同地域，也可以不是共同地域，自然环境
也就体现为相对的作用性。
所以，对于自然环境于审美心理的客观作用只有进行以上多层面的思考与认识，方可恰如其分地把握
地理环境与民族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通过对地理条件差异性的分析，去探究特定民族审美心理
结构规律的形成。
　　以中华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为例，就总体而言，首先，华夏文明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北半球温带范围
的“中纬度文明带”，正如平凡无奇的地理环境常常造成思维性格的贫乏，审美心理的单调。
而华夏文明带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复杂。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偏居亚欧大陆岛东部，西起高原，北有广漠，西南背山，构成封闭的地理骨架。
虽然东临海洋，但农耕文明的华夏族对东边的大海向来不感兴趣，所以中国东部的海洋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是以另一种方式封闭着中国的文明区。
从总体而言，中国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孤立，再加上内部腹地丰富的资源，在无求他人的情况下独
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都使得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质具有典型的内向型特征。
　　1．山脉、水系的影响——寄情山水　　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基本属大陆性气候，风
和日暖，四季分明，正是这种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而农业文明与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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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人对自然的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远大于改造，往往追求人
与天调。
于是便形成了中国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协调的亲密关系，正如宗白华所说“由于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
，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
”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产生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正是由于农业性生产，中国人对自然及其规律认识很早，对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也发生得早，这种亲和
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深深浸透到民族精神和艺术气质的各个方面。
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也曾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诗人眼里，大自然不是荒山野岭，而是人居
住的地方。
不仅是冥思之地，也是种菜的地方，和孩子们游玩、与朋友饮酒的地方。
他们所应该争取的，正是人生与自然的和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是大自然熏陶孕育的结果。
只有体会认识到中国人亲和自然的态度，才可以真正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艺术精神。
在这种自然美学观的影响下，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山脉、水系已不是孤山独水，而成为人化的自然
，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实践中都寄情山水，徜徉其间，总是把自然山水作为自己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
归宿。
　　于是，中国艺术中的“山水”——即作为自然地理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山脉、水系，成为历代
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中的一大创作母题。
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以山水为母题的作品历来地位非凡，中国的音乐家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
山”开始就体现着这种与山水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先秦时期的《高山流水》开始，以至后来的《潇湘水云》、《石上流泉》、《春江花月夜》、《平
湖秋月》等不计其数的作品都以山水为题，或与山水为伍，在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中，“道法自然
”、“质性自然”已成为审美标准的最高层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熏陶孕育的结
果，并受天人合一的哲学自然观的影响。
所以，探究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如果忽视了自然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不了解中国人亲和自然的态
度，也就不大容易真正了解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乃至整个的艺术精神和民族精神。
与中国人的自然观相反，西方人将人与自然视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正因为此，在西方人的艺术创作中，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音乐，自然题材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他
们审美的视域。
直到18世纪，纯粹以自然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才正式出现，而它的成熟则更晚，是在19世纪。
”　　2．气候因素的影响——乐分南北　　气候作为地理环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
审美心理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有人认为寒冷地域的人由于需要热能，因此喜欢厚重、气势；炎热地带的人满腹燥热，因此需要宣
泄式的艺术风格；温带人体肤的温和感受到心境的平和，自然寻求艺术上的温婉。
”在西方，较早关注气候因素对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产生影响的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南土之乐，质
器脆轻，而感情浓至，是以爱根至重⋯⋯北土之生，其机体伟硕，而觉根迟重，故行其乐，必震撼激
昂，其神始快”。
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过一定的关注，比如他认为美国人烦躁不安、过于好动的性
格是由于过于干燥，冷热的变化剧烈，雷电过多的气候所致；而尼德兰人的生存环境潮湿且少变化的
气候，则“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
，性情快活，喜欢享受。
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性作比较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了。
”　　在中国，就气候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而言，南北的影响明显大于东西，主要在纬度上体现为
纵向的南北，而并非像地理因素中的地形、地貌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横向的东西对比。
“一般说来，北方寒冷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北方人必须付出更艰辛劳作以换取生存保障，由此也
就磨炼出了他们的强壮体魄和豪爽性格；南方暖和温润的气候条件，保证了南方人充足的衣食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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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困苦艰难的生活，亦造就了他们较为瘦小的身材与柔和的性格。
”这种南北气候差异对相应人群性格的影响早在《礼记·中庸》中就已引起过先人的关注：“南方谓
荆扬之南，其地多阳。
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这种南北地域性格、审美心理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对音乐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感受与要求，在中国的
传统音乐中，向有地域概念上的“北音”和“南音”之分，分别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
北两大区域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版图，秦岭作为两者的分水岭，在气候上是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
音乐也在此分水岭上显示出差异（如陕西省陕北民歌高亢与陕南民歌风格相对柔和的差异）。
尽管这种划分首先是统一在大陆型中国农耕文化整体内部中的而仅具相对意义，但其中差异却不可忽
视。
　　在传统音乐的总体风格上，北方的“劲切雄丽”和南方的“清峭柔远”各自风格迥异。
有关这种地域文化对南北音乐审美心理的影响，在汉代刘向所编撰的《说苑·修文》中曾有这样的记
载，由于“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南方之乐“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而北
方之音，“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
由于戏曲音乐的发展多与南北地域音乐的相互交融、影响关系密切，所以音乐史上关于南北地域乐风
差异的评论，更多地集中在后世对戏曲音乐的评价中，徐渭曾从接受角度作出说明：“听北曲使人神
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
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是已。
”后人还有诸多类似观点阐发，如“北曲妙在雄劲悲激，南曲工于委婉芳妍。
”“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不相同。
”“我吴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婉清扬。
北音宜将军铁板歌《大江东去》，故北曲硬挺直截。
”单就元杂剧与南戏比较而言，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北曲杂剧，其作者皆系北方人，因而他们的作品中
多透露出阳刚之气；而出19南方人之手、以地处东南的温州地区为聚焦点的南曲戏文，则流丽婉转，
柔媚为主，和北曲在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大相径庭。
从以上所引中国音乐史上各代关于南北曲乐风格的比较即可见，这种主要由于地理环境影响下而造成
的地域文化审美的差异可以说是自古至今一直承续下来。
　　中国音乐中这一南柔北刚审美风格差异的形成，更多地正是由于气候因素的影响所致。
北方冰天雪地、北风刚烈、温度低寒、土地冻干、方言刚直，所以从总体而言，一般北方人喜欢相对
高亢、粗犷、热烈、火爆的音乐；南方地区山清水秀、气候温和、土地湿润、方音柔和，所以南方人
则更偏重于喜欢抒情、细腻、委婉之曲。
这一南北总体音乐审美风格的差异首先可以从很多同宗民歌在南北的不同变体中得以体现。
据张继昂先生在《气候·人·音乐——对音乐地理学的思考》一文中的具体分析，认为我国北方所处
气候环境四季分明、温差较大，所以影响到该地区人群的性格特征和音乐审美心理，表现为不论是在
方言的声调调值，还是在与其密切相关的音乐品种中，都偏重于喜欢多跳进、有棱有角、变化幅度较
大的音调、旋律；而南方因气候温和，一年温差变化较小，故一般更偏重于喜欢多级进、线条平缓、
变化幅度较小的旋律。
在音乐的节奏上，北方多以密集型和短顿型为其特色，并具体分析东北秧歌里多短顿节奏型是因为长
时间在室外演出的秧歌演员由于寒冷，所致双脚落地随即跳起，同时唢呐曲牌吹奏时，也相应出现一
些较为短促、停顿的节奏型。
正如清人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之“断腔”一节中所说：“南曲之唱，以连为主。
北曲之唱，以断为主⋯⋯唯能断，则神情方显，此北曲第一吃紧之处也。
”而南方则因气候较暖，和风轻拂，故其节奏比较连贯。
此外，在速度上，二人转的大多数曲牌都较快，听上去显得火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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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音乐太温，寒冷气候下的观众是坐不住的，而南方的音乐如弹词、南音等在速度上则都以舒
缓中庸为多。
如雨如水，如泣如诉，使人飘然。
所谓“南曲如抽丝，北曲如抡枪。
”　　可见，特定的气候条件对相应地域人群的性格、情感乃至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并且这种作用力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逐渐内化为心理上的特殊性。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审美心理来说，气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孤立、单一地对人的心理
产生影响，气候只有和其他的地理环境因素如水系、山脉、地形等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作为一个系
统的合力共同对本地区各民族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影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南北音乐文化的审美差异必然是南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综合
作用下的结果。
　　二、人种特征的作用　　地理环境对民族审美心理的作用除了上述的方面以外，更主要地还表现
在对不同人种形成的作用上，即特定的自然条件使人类不同群体在体质上呈现各不相同的特征，这种
体质人种学上的差异，同样也是民族审美心理各具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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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研究的“音乐民族审美心理学”是一个边缘交叉性、跨学科的研究
领域，是以“中华民族”及其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民族音乐学之理念上，采用偏向于人文主
义的研究取向，突出心理现象的社会特质，利用历史文化分析法、因果分析法等对民族的音乐审美心
理作深入考察。
力图从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更深的层次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和外化形态等
做相对全面的探讨。
力图超越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从而为深入探讨文化形成的“深层结构”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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