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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方式 
— — 以京韵大鼓名曲《剑阁闻铃》为例 

任峻伶 

(天津师范大学 音乐与影视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音乐欣赏是音乐实践最后一个要素，是一种积极的，具有主体性的创造活动。每个欣赏者都是独特的，人们 

根据 自身对于音乐的感受展现自己的想法。在音乐实践的各个方面里，不仅仅是创作者、表演者决定听众的态度； 

听众的感受也影响了一部作品的发展和地位。这就产生了音乐的审美，从审美的不同角度来讲 ，就产生了纯音乐 

式、综合体验式、侧重作品表演式、侧重作品式、侧重表演式、背景式以及刺激式。结合中国传统说唱音乐——京韵 

大鼓的实际存在，我认为其具有前五种欣赏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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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纯音乐式的欣赏方式 

纯音乐的欣赏实际上就是对于音乐本体的一种欣赏，它 

代表着一种美学上的追求，代表着一种倾向，促使人们深层次 

的研究音乐 自身的审美特征，探求纯音乐的思维。京韵大鼓的 

板式分为两种 ，包括紧版和慢板 ，慢板中又包括了常用的腔、 

甩腔 、拉腔、落腔、长腔 、挑腔等等；紧版又包括多闪板，以及伴 

奏时的打双板。这些都是京韵大鼓的纯音乐内容。 

在《剑阁闻铃》中，唱腔主要以平腔为主，接着是挑腔、落 

腔、拉腔、甩腔都按照了京韵大鼓传统方式行进，最后的部分 

用到了紧版和甩腔的音乐方式。有的末段还采用了紧版，加快 

变紧的节奏，越来越把全曲推向高潮，接着再转慢板尾声结束 

全曲。 

二、综合体验式的欣赏方式 

全面的理解一部作品，就需要从它的各个方面人手，综合 

体验式的欣赏方式就是一种较为全面和充分的音乐欣赏方 

式。相比纯音乐的欣赏方式，它更注重形式方面的欣赏，，从中 

获得愉悦的音乐审美感觉，而且同时集中体验音乐的内涵，在 

充分体验音乐中情感内涵的基础上，还运用想象去追寻音乐 

所表现的形象和意境。在这种方式中，尤其注意对于音乐所表 

达的感情的理解，需要听众展开想象，根据音乐本身带来的感 

觉，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或是音乐中的语言文字标题等全面 

的理解一个作品。 

《剑阁闻铃》大体讲的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逃亡的过 

程中夜宿剑阁，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听到阁内传来的铃声交替 

的声响，因而引起了对已故爱妃杨玉环的思念之情 ，孤枕难眠 

的情景。我们知道了《剑阁闻铃》讲述的凄美的爱情不得已天 

长地久的故事，也就能更好的体会曲调中的凄美婉转。这些感 

觉都是我们结合了故事的发生背景，作者的理解，以及我们自 

己的人生经历，对这部作品所能想象出来的画面。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综合体验式的审美方式是具有创造 

性的。感情体验可以说是音乐欣赏中最重要的一种心理行为， 

因为音乐艺术无法直接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以及具体的生活 

事件 ，它只能通过渲染情绪来感染听众。音乐中每一个主题都 

能反映出不同的感情世界，重要的是每个人对一个主题的表 

现特征都有他 自己的感受。 

三、侧重作品式与侧重表演式的欣赏方式 

侧重作品式和侧重表演式大致相同，我们可以简单的理 

解为因为对某部作品或者某位表演艺术家的喜爱，而在欣赏 

过程中不自觉的选择这类作品或者是这位表演艺术家的作品 

而形成的审美方式。 

随着人们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艺 

术作品和不同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和处理都 

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偏差，而且这些艺术家自身的条件也不一 

样，自然表演水准也各有千秋。欣赏者就会从服饰外貌、表演 

技巧、音乐处理、舞台风度等方面进行品评和鉴赏。 

《剑阁闻铃》最出名的表演者就是骆玉笙，她长于歌唱，尤 

以激越、挺拔的“嘎调”最为动人，被誉为“金嗓歌王”。骆玉笙 

演唱了多半个世纪的《剑阁闻铃》，如今已成为一代绝唱。骆玉 

笙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追捧和喜欢骆老的演唱和 

风格，这就是侧重表演式，俗话说的捧角。 

四、背景式的欣赏方式 

明显特点就是，听者并不把听音乐这一过程作为主要的 

目的，而是把音乐作为某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的背景内容，这种 

活动是有主次之分的。在一些工厂车间中或其他劳动环境中， 

播放一些优美、轻松的音乐能起到减缓精神紧张的作用；在公 

园等游乐场所，播放一些与环境相适应的音乐 ，也可以起到活 

跃气氛，增加游人兴致的作用。 

音乐欣赏方式的多元化特征，正是人类音乐审美意识多 

样性的直接体现。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感情体验是一咱最普 

遍，最强烈的心理活动，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过程中音乐欣 

赏中，除了少数的鼓类、号子类的音乐形式，采用纯音乐式、综 

合体验式、侧重作品表演式、侧重作品式 、侧重表演式、背景式 

的欣赏方式较多一点。但是刺激式也是存在的，大多用于劳动 

丰收或者战争时，做鼓舞人心之用。总之，音乐欣赏是上处多 

层面的心理体验过程 ，各种欣赏方式之间存在着共存互补的 

关系，可以说 ，倘若没有音乐欣赏的多层性 ，也就没有音乐艺 

术特色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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