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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音乐舞蹈的审美功能 

 

□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 杨昊云 

 

    当我们讨论音乐舞蹈的议题时，首先要从它发展演化的历史谈起。而现存的相关资料所涉
及到的以歌舞为题材，文字的、绘画的、出土的、民间保留和流传的各种记录多不胜数。仅历
代各时期的壁画、彩绘描绘的乐舞图就遍及全国各地，如《新疆龟兹舞乐图》，中原地区、西
北西南地区的岩画、出土文物中氏族部族的《狩猎庆贺图》等。而小说、史料、文字中的记录
就更多了，最突出的是《敦煌壁画》里大家熟知的《飞天》《反弹琵琶》图和汉唐、西夏、宋
以来大量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宫廷乐舞图”。资料表明，舞蹈有表现民间写实的、神话传说
的、宗教文化的、封建礼教的、帝王宫廷的，它几乎从各方面渗入到人们的日常活动，成为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历史文化的演化过程和审美活动的要求对它在美学价值，人类审美
的心态、趣味、情感、意识等活动规律中进行总结和分析，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冷静的思维
模式，并发展创作出更加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 

   音乐舞蹈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创造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精神产品，其中虽说也含有物质
的部分，但其物质的存在形式已上升到了以精神情感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本原属性，音乐舞蹈的
发展过程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发展史。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地区之间
的文化、地理、气候、生产生活、语言风俗差异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音乐舞蹈表演形
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农牧猎丰收时的音乐舞蹈； 

    （二）宗教活动中祭祀时的音乐舞蹈； 

    （三）民间婚丧嫁娶时的音乐舞蹈； 

    （四）元明以来的戏曲舞蹈； 

    （五）学堂教育中的礼乐说教； 

    （六）民间传统的节庆歌舞； 

    （七）宫廷中的歌舞礼乐。 

    由此可见，音乐舞蹈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上述分类之外，费师逊在《音乐
的功能分类法》中从不同的角度将其分属为：形态分类法、历史分类法、种属分类法、功能分
类法、乐人分类法、感应分类法等。与其相关的舞蹈也可按上述的原则分为形态、历史、功
能、种属、舞蹈人、感应等。这六类应该通过综合的、交叉的合成方式形成总的功能体系，以
达到审美、育美的功效。音乐舞蹈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而审美教育强调的则是物质转
化为精神，以情感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为目的审美活动。另外韩钟思先生在《音乐审美
意向》中指出：“意向活动总是以外向的投射方式将已知扩大到未知，将存在扩大到非存
在……”以上诸论点对舞蹈艺术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将生动活泼的音乐舞蹈转化为鲜活的表演
形式，通过舞台形象展示给观众，以此来调动观众的感官，诱发他们的情感和想象，使其通过
自己的思维理解，将已有的审美经验、意向等因素合成相关的动力。在展开想象时，从以往的



活动过程中创造出适合此时此刻心情的审美意境的过程。此过程就在于提高原有审美的层次，
以更高一级的审美形态满足欣赏者，使其对这一艺术形式产生新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我们知道音乐舞蹈是按编导者的创作规律和发展逻辑，把那些来自于生活、生产的事物加
以提炼、总结，再以艺术的手段、特殊的表现形式通过自身的表现力展示在舞台上。正因如
此，才能使观赏者凭自己的经历、感受，体验出其中的情趣，得到心理的满足。 

   音乐与舞蹈的结合给人们带来了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刺激，这种结果比单一的音乐或静止
的画面强了许多。音乐舞蹈要求内容、表现形式的高度统一，连呼吸、跃动、节奏、张力的细
微变化都要协调一致，尽善尽美，使表现的情景、冲突、变故、情绪等感召力成为社会普遍认
可的心理模式，使视觉和听觉的审美意识形成永久、牢固的联系。欣赏者通过对音乐舞蹈的视
听感知，来激活以往自身的各种经历、经验和情感体验。诸多因素使得审美心理达到最佳的选
择，在不知不觉中，这一感受就自然地融入到艺术审美的心理活动之中。 

   音乐舞蹈的审美意识正是由感觉、知觉、联想、想象、思考、判断、意识、情绪等内在的
心理因素构成的复合体。音乐舞蹈表象的构成也会因某些美学观念、思潮或某种特定的文化、
知识体系的局限而受影响，其创作表现以及审美活动也会随之受到制约。总的说来，审美活动
是一种复杂的行为，会受到包括文化、民族、职业、心理、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种因素
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判断力和判断标准，从而生成独特的意识，这种独有的意识往往带有强烈的
个性色彩，丰富多彩的个性人文关怀正是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真正动力。 

   音乐是听觉艺术，舞蹈是视觉艺术，二者都有相对存在的独立性及独特的艺术价值，但
是，二者相结合所创造的听觉与视觉的完美结合，不仅满足了一部分有听觉需求的人群，而且
满足了更多有视觉需求的观众。使得观众满足了视听的双重审美体验，这种体验使美的感受增
值，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升华，这就是音乐舞蹈所带来的完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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