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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dialogue is a new way of mutual exchange, mutual reference,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cultures in the world, serving a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musical cultures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monnes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e. Firstly,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is expounded. Secondly, the commonnes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aesthetics is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the expression mode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esthet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Finally, the 

differenc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usic aesthetics ar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methods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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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文化比较与对话，是当今世界东西方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新途径，更是我国发展各类

音乐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以跨文化为视角，对东西方音乐审美的共性与差异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对东西方音

乐的审美内涵进行阐述，其次从美感特征表现方式与音乐审美文化特征两个方面对东西方音乐审美的共性进

行分析，最后从音乐的美感特征、审美取向以及审美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东西方音乐审美的差异性。 

关键词：跨文化；音乐审美；比较研究 

 

1. 前言 

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差异性普遍存

在，多元文化为全球音乐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机遇，打破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消除文化中

心主义的束缚。以平等与尊重的态度看待东西方音乐

的共性与差异，已经成为世界音乐艺术发展的大势所

趋。从跨文化角度对东西方音乐审美进行比较与研究，

一方面能够实现对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准确认知，提供

了解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契机；另一方面能够为东西方

音乐的融合找到合理的切入点与途径，也为中国音乐

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资源。 

2. 东西方音乐的审美内涵阐述 

2.1 东方音乐的审美内涵 

广义上的东方音乐包括日本音乐、印度音乐、土

耳其音乐、伊朗音乐、阿拉伯地区音乐等多种音乐类

型。虽然地域多样性显著，但整体性特点也十分突出
[1]
。由于中国是东方大国，并对日本、印度等地区音

乐影响深远，因此，本文以中国音乐为东方音乐的主

体，从与西方音乐的共性和差异角度进行东西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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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比较研究。 

东方音乐以“中和”为美，追求幽远、空灵的精

神境界以及弦外之音的艺术表达，以音乐意境传达审

美主体的内心世界，不对外部世界做过多的模仿，注

重“我”与“物”之间的关系，以“意”为音乐表达

的核心内涵。因此，东方音乐具有虚中见实的美感特

征、以我观物的审美取向以及物感心动的审美方式。 

2.2 西方音乐审美内涵 

广义上的西方音乐包括古罗马时期至新世纪音

乐时期八个阶段的音乐，时间跨度五千余年
[2]
。狭义

的西方音乐包括欧洲十六世纪的巴洛克时期音乐、十

八世纪的古典主义时期音乐、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时

期音乐以及现代音乐和新世纪音乐，本文所探讨的西

方音乐为狭义西方音乐。 

西方音乐以“规律”为美，追求对外部世界的模

仿与再现，以此探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注重“物”

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形”为音乐表达的核心内

涵，通过音乐对“形”的模仿引出欣赏者的“情”，

再以“情”的抒发引出欣赏者对“理”的思考与认

知。因此，西方音乐具有求真重理的美感特征、以物

观物的审美取向以及重形求实的审美方式。 

3. 东西方音乐的审美比较分析 

3.1 东西方音乐的审美共性分析 

1.美感特征表现方式的共性 

在东西方音乐作品中，通常以节奏的力度和深度

来表现音乐的美感特征。并且，通过力度和深度的逐

步减弱或节奏的调整，达到平缓柔和的音乐情感表达

效果
[3]
。例如中国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与琵琶文

曲的抒情高雅、轻柔平稳不同，《十面埋伏》运用琵琶

演奏中的扫拂技巧，通过力度大、节奏强的弹奏方式

表现出紧迫的音乐氛围，特别是该曲目的核心部分，

以复杂多变的琵琶“夹扫”，表现出战场疾风骤雨般

的变幻。 

在西方的音乐作品中，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也是通过力度和节奏

感非常强的重音演奏方式，从不协和音到切分节奏再

到阔大音域，展现出史诗般的战斗场面，突显出描绘

对象——英雄的坚毅、勇敢以及困惑和痛苦，具有高

度的戏剧效果。 

从这两部音乐作品的节奏和演奏力度上观察比

较，东西方音乐在表达感情色彩强烈的乐曲主题内容

时，均是通过增强音乐表现的深度和强度的方式来达

到表达音乐内涵与美感特征的效果。 

2.音乐审美文化特征的共性 

从东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两者都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宗教、哲学与文化对其发展

影响深刻，在音乐审美文化特征上都表现出丰富性
[4]
。

东方音乐审美文化受儒道思想影响深远，儒家思想关

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强调以

礼制乐；道家思想关注音乐与自然的关系，重视音乐

的天然性，强调“法天贵真”。儒、道两家思想虽不

同，甚至对立，但经过长期发展与融合，最终在音乐

中呈现出儒道互补的状态。例如中国的古筝曲《汉宫

秋月》，以平稳、简洁的吟、滑、按等多种古筝弹奏手

法，刻画出宫女的惆怅与苦闷。其中，重意轻声为道

家思想的体现，而由宫女的惆怅与苦闷所引起的同情、

怜悯则体现出儒家的伦理观念。 

在西方音乐中，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音乐的源泉，

虽然古希腊音乐已经消失，但古希腊神话对西方音乐

的影响依然延续至今。直至近代，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仍然出现在音乐作品中。例如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

《牧神的午后前奏曲》，以平缓从容的长笛描绘古希

腊神话中的牧神——潘在树林中醒来，追忆刚刚消失

的梦境，一副慵懒、缱绻的场景。除古希腊神话外，

基督教在西方音乐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音乐作

品中经常出现宗教元素或直接以赞美上帝为主题
[5]
。

例如贝多芬的《欢乐颂》，以低音的大提琴开始，逐渐

扩大至整个乐队，节奏和力度由弱到强，犹如洪流之

势，形成一种强大的感化人的力量，营造出庄严肃穆

的宗教氛围，体现出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由此可见，东西方音乐在美学发展上并非只受一

种文化或一类思想影响，音乐审美文化特征均呈现出

丰富性。 

3.2 东西方音乐的审美差异性分析 

1.音乐美感特征差异 

由于文化背景与哲学思想的差异，东西方音乐在

美感特征上也存在明显不同。东方音乐哀而不伤、怨

而不怒、中正温和，讲究“冲淡之美”以及“天人合

一”的境界；西方音乐则直白激烈、辉煌宏大，崇尚

理性、求真务实，关注自我认知与净化。 

（1）虚中见实——东方音乐的美感特征 

东方音乐艺术创作包含着“无中生有”“虚实

相生”“动静相易”的意境追求与哲理，在音乐中探

求“无”与“有”的统一、“虚”与“实”的结合以

及“动”与“静”的变幻。即便面对一个实在的音乐

创作主题，东方音乐也会通过旋律的变化表现出空灵

的意境，运用声外之韵、弦外之音，将自然界的静谧

空灵之境与欣赏者的幽思之感相连，从而呈现出宁静、

和谐的美感特征。例如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乐曲

由引子、静态部分、动态部分以及尾声组成。其中，

引子音调优美、节奏舒缓，呈现出清幽的意境，与其

后的三个部分形成对比。静态部分以轻快的泛音弹奏

与有力的附点弹奏为乐曲增添高雅庄重的音乐色彩，

表现出梅花的恬静与端庄
[6]
。动态部分通过节奏的变

化呈现出狂风大作、雨雪交加的音乐氛围，以跌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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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旋律、刚健强劲的节奏刻画出梅花坚毅不屈、高

洁孤傲的品质。这种一静一动的节奏变幻，使梅花傲

雪凌霜的品格从虚幻的音乐空间中显现出来，体现出

虚中见实的东方音乐美感特征。 

（2）求真重理——西方音乐的美感特征 

与东方音乐消解“理念”、展现“虚无”不同，

西方音乐受科学与理性的影响，注重制造“理念”，

突出“实在”，倾向于在音乐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情感

与鲜明的观念，总体音乐感受是清晰的、统一的，注

重追求音乐的真实性与意义的实在性。例如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该乐曲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

便以四个强有力的音符重重地击打欣赏者的心灵，简

短却震撼，如同“命运的叩门”；第二乐章舒缓、平

稳；第三乐章旋律忽升忽降，仿佛与命运的再次抗争；

第四章节奏轻快、活泼，如同胜利后的狂欢，整个乐

曲鲜明地体现出人与命运的对抗与斗争。 

同样是以力度和深度的变化表现音乐的美感，但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与《梅花三弄》重视内心感受、

注重物我相融不同，《C 小调第五交响曲》重视思维与

理智，关注人与自然、与命运的抗争
[7]
。可见，在音

乐美感特征的表现上，东方音乐强调自然美、社会美

以及人情美；西方音乐则强调音乐本体的理性美，忽

略本体之外的自然、社会之美。 

2.音乐审美取向差异 

音乐审美取向是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对客

体的选择与价值判断。东西方音乐审美取向的差异代

表着两者对音乐之美的探索方向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东方音乐以我观物，重视物我统一的美；西方音乐以

物观物，重视物我分立的美，这种统一与分立的审美

倾向造成了东西方音乐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 

（1）以我观物——东方音乐的审美取向 

东方音乐重视诗意的表达，追求音乐折射出的人

格力量与人性光辉，通过弦外之音间接反映生活或者

超越现实，强调“善”与“美”的和谐统一。音乐织

体思维单向度延伸、蜿蜒起伏，以横向旋律为基础，

呈现出单线上下游动的效果，追求乐器音色幽静深远、

虚淡空灵。因此，从对乐器的使用情况来看，东方乐

器崇尚个性，注重乐器个体的特殊性与穿透性。例如

中国的传统乐器编钟、古筝、三弦琴、二胡、琵琶等，

每一类乐器都具有自身独特的音质，因此乐器之间难

以配合，无法成为综合交叉的网状音乐织体，造成东

方音乐在审美取向上刻意避免立体化的音响效果
[8]
。

东方音乐并未抽象化，因此乐器音色接近人声，始终

保持着感性的生命体验，与具体的、直接的生活相联

系，音乐中蕴含着生命的律动，能够唤起欣赏者的情

感共鸣，与音乐的生命状态相通，从而进入以我观物

的精神境界。 

（2）以物观物——西方音乐的审美取向 

西方音乐重视哲学的概括，追求音乐的逻辑性与

动机，具有较强的戏剧性特点，通过音乐的凝练与情

感的激荡直面自然界与人生，强调对“真”的追求。

音乐织体思维纵横交错、网状排列，以和声为基础，

构建出纵横交织、丰满厚重的立体音响效果，追求对

欣赏者的震撼与感召。因此，从对乐器的使用情况来

看，西方乐器追求共性，注重乐器之间的融合性与渗

透性。例如大提琴、小提琴、钢琴、长号、长笛等，

虽然在音量、音色等方面具有差异，但都能够相互配

合，形成绵密、丰富的和声。因此，西方音乐少有独

奏，多为协奏曲、交响乐或奏鸣曲。并且，乐器音色

远离人声，接近“器声”，即“一种非自然的，人为

造成的物具。这种物具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不同于任

何一种具体的物具，但又能够与任何物体的音色相融

合。”
[9]
与东方乐器相比，音质上摆脱了个性的束缚，

更具理性与抽象性，使西方音乐抽象成为一个开放的

逻辑体系，但却失去了对生命的内在体验与感悟。 

3.音乐审美方式差异 

东西方音乐在审美方式上各具特色，东方音乐审

美方式讲究体悟，使欣赏者在审美活动中认识自己、

提升自己，达到物我合一、物感心动的境界；西方音

乐审美方式突出认识，使欣赏者在审美活动中突破自

身的局限，净化自己，获得崇高的审美感受。 

（1）物感心动——东方音乐的审美方式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东方音乐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意义表达体系以及审美感知方式，这种体味、顿悟

的审美感知方式对音乐中的“留白”与弦外之音的

感知能力要求较高。中国古典音乐多以自然山水为题，

但很少对其进行直接描绘与模仿，而是以含蓄、内敛

的手法着重表现“弦外之音”。例如中国乐曲《渔歌》，

该乐曲没有通过旋律直接表现出水波与船的形态，而

是运用平和、舒缓的旋律抒发“远离人世烦恼的潇洒

自由之情”
[10]

，使欣赏者从这一弦外之音体会到生活

意趣与哲学之思。正如唐代诗人张九龄诗中所言“岂

是声能感，人心自不平”，欣赏者的“心不平”不仅

在于音乐本体，更在于自身的审美经验。因此，东方

音乐的审美方式不仅是对乐曲的直接感性感受，更是

超越音乐内涵的韵外之思与心灵体悟。 

（2）重形求实——西方音乐的审美方式 

西方音乐审美目标在于认清对象的意义，因此审

美方式倾向于认识与定义。以情感体验为前提，欣赏

者不仅需要把握音乐的力度、和声、节奏等艺术表现

规律，还须融入欣赏者的理性判断、联想以及想象。

西方音乐善于直接表现与刻画描绘对象，“日出”是

西方音乐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常以低音和长音表现日

出前的黑夜，给欣赏者带来昏暗、缓慢的听觉联想。

再用管弦乐舒缓、温和的节奏营造出黎明时刻的宁静，

最后使用高音与明朗的旋律描绘出光线喷薄而出的

情景，使欣赏者产生世界充满光明的联想
[11]

。例如美

国作曲家格罗菲的《大峡谷组曲》，该乐曲的“日出”

乐章正是运用相同的手法表现出日出前的黑暗、黎明

以及日出的情景，使欣赏者产生万物复苏、世界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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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昂情绪。与中国乐曲《渔歌》的弦外之音、韵外

之思不同，《大峡谷组曲》重视对情景的直接描绘以及

欣赏者的知性联想，最终目的在于准确把握音乐音响

与日出景象的对应关系。 

4. 结语 

综上所述，东西方音乐审美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在美感特征表现方式上，东西方音乐都以增强音乐表

现的深度和力度来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审美文化

特征上，东西方音乐都并非只受一种文化的影响，具

有丰富的文化性特点。而在音乐美感特征上，东方音

乐虚中见实，西方音乐求真重理；在音乐审美取向上，

东方音乐以我观物，西方音乐以物观物；在音乐审美

方式上，东方音乐重视物感心动，西方音乐则重形求

实。通过两者共性与差异的对比分析，能够把握东西

方音乐的个性与共性，从而为两者的优化与相互借鉴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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