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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一书中提出了“自律论”的观点,我们在传统上都认为他其实是西

方形式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到了音乐美学方面的一种表现。汉斯立克的这个观点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中的“和声无象”观都大胆的批判了乐教思想中的把音乐等同于政治的观点。他们两人虽然处在不同

的时空,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虽相隔着几千年却在对音乐的种种理解上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势。 

[关键词] 嵇康；和声无象；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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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斯立克认为音乐是一种特别的的

美,且是只有音乐才拥有的美。西方在音

乐美学的研究上皆出现了不去探索什么

是音乐中的美,反而是去对倾听音乐时

占领我们内心的情感的描述。作为形式

主义在音乐美学上的代表人物,他的观

点与几千年前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

声无象”观中对于音乐形式美、音乐实

际内容与欣赏者理解之间的矛盾都有着

极其惊人的相似性。和声无象是三国魏

晋嵇康用语,是对音乐审美性质的一种

表述。《声无哀乐论》中：“夫哀心藏于

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

心有主”。在这里所说的“象”,所指的

是哀乐的情感形象,它的意思为音乐是

不具有着情感形象的。嵇康认为音乐它

本身是并没有确定的感情形象的,但是

却能诱发、增强审美者原有的种种感情

波动；如果聆听者原本并没有情感波动,

那么音乐则只可能引起欣赏者内心潜在

的心理反应而不能激发起哀乐之情。 

1 “无象”之声 

声音是人们对内心深处感情的释

放,是对人们悲欢、喜乐的见证。人们

通过声音来释放感情,同时把感情也寄

托在声音之中。在《声无哀乐论》中嵇

康曾提到：“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

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然声音

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

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

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和声无象,

而哀心有主。”。意思是说不论是哀乐还

是乐(lè)乐,能够将声音和谐地组合在

一起的才是最能使人感动人的,那些个

辛勤劳动着的人们用歌唱来表达着自

己的内心,而那些开心快乐的人们则用

舞蹈来表达着他们的快乐。当心中有悲

伤痛苦的感情时,就会本能的说出悲

哀、伤感、激切的话语,当把所说的话

语都组织起来时就变成了诗,把那些声

音都综合起来的时候就成了音乐。当人

们欢聚在一起歌唱并欢聚在一起倾听

时,这时人们被和谐的声音所打动,而

悲伤的语言则会受到内心的感情的感

染,叹息之声还没有止息住,就已经泪

流满目了。通过以上的这段话能使我们

看出,嵇康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

统一的这种认识。在音乐的审美实践发

展过程中人们总结得出“和谐”,这是

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和一些形态

上的规范而得来的总结。 

言可达意,然而意却不能完全言达。

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

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

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

只能得其近似。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

的一种艺术。著名英国诗人济慈在《希

腊花瓶歌中》说到过,“听得见的声调固

然优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优美”,便是

这个意思。人们在聆听自己内心意象的

时候,以言达之,以乐奏之,以舞动之,

无象之乐,就这样从人们内心深处走出

来了。 

2 “哀乐”之象 

“哀乐”之象的这种思维形式是我

国所独具特色的一种思维形式,它的发

展演变始是终伴随着中国哲学观的发展

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而自古以来便有了

“象”的思维,例如：在天文中所呈的“天

象”、在中医中所呈的“脉象”、在古人

对天气进行描述中的“气象”等等,象就

是自然。象的这种思维是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种抽象的思维,它

有着原创性并且是提出和发现问题的一

种思维。 

用象的思维来理解乐的本身就是表

象,而人的内心则为形体,因为乐的“逆”

与“顺”,引导着人们将心中乐的“哀乐”

之象从而得以显现出来。《礼记·乐记》

中提到“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

象而乱生焉；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

气成象而治生焉”。这句话的意思是但凡

人们被这种淫邪的音乐所感动了以后,

就会不断的有歪邪的风气来迎合它,当

这种歪邪的风气形成了气候的时候,那

么混乱的局面也就会由此而产生了。当

处于被人们正派的音乐所感动的时候,

就会有和顺的风气来迎合它,而这种和

顺的风气就会成为社会的现象,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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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井然有序的秩序生根发芽。有唱必

定有和,正派的或者歪斜的风气也会随

之而形成,因此导致君子对自己需要抛

弃什么样的音乐、需要接受什么样的音

乐便十分的慎重。 

通过听音而观其事物的本质,说明

乐可以影响到人对事物哀乐认识的变化

理解。在秦客与嵇康的辩论中,秦客提出

三个典故：“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

牺；羊舌母听闻儿啼,而知其丧家；师旷

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当介葛庐

听到了牛发出的鸣叫声就能知道它的三

头小牛都成已经了牺牲；当师旷吹奏起

律管时就能知道了南风并不强劲,楚军

必定会打败仗；羊舌母听到了小孩子的

哼鸣啼哭之声就能知道他在长大之后将

会倾败他的家室。所有这些事例都见效

于古时,所以都见于记载。 

嵇康延续了玄学的著名论题“言不

尽意”,并且用“言不尽意”这个观点来

进行辩难。有力的反驳了秦客的观点,

首先嵇康认为,兽类如果拥有人类的情

感,那么它已经不算是兽类了；其次牛与

人是不能沟通的；最后,就算能沟通也不

一定可以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心不系

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如果言语不

能表达出所有的意思,那么想通过声音

来了解事物不是无稽之谈吗？这里的象

就是指儒家乐教思想中乐本身所具有的

情感与功能-“哀乐”之象。 

3 和声无象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与秦客展

开了激烈的辩论用以发表自己对音乐美

学的理解和认识。其中“和声无象”的

观点尤为重要。嵇康提到：“然声音和比,

感人之最深者也”这个观点表面意思似

乎与儒家思想认识相同,但是仔细去分

辨就能发现两者之间在根本认识上还是

有所不同。儒家思想认为人的情绪受乐

的感染,这是因为乐的本身带有着情感

的色彩,而嵇康则认为人的情绪受乐的

感染,是因为人们对和谐之音的喜爱从

而引发出内心的情感。 

儒家乐教思想主张的观点是将音乐

与政治等同,这就使得音乐成为了政治

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嵇康

的《声无哀乐论》中和声无象的这一观

点则彻底的打破了儒家乐教思想上面的

枷锁,把视野关注点着重放在对追求音

乐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性的上面和音乐自

身所具备的自然美的上面；这与汉斯立

克在“自律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汉

斯立克认为,为了使基础建立的更加牢

固,我们必须先把这些旧有的东西毫不

吝惜地加以清理：窃窃私语？这是有的；

——但不是“爱慕”的窃窃私语；风暴？

的确有的,但不是“战斗豪情”的风暴。

音乐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这正与

嵇康和声无象观不谋而合。 

4 结语 

嵇康和汉斯立克全都强调研究对象

要以音乐个体为主,十分 注重音乐的形

式和审美的价值,汉斯立克曾经在书中

提到：所说的“通病”指西方的学者们

对于音乐美学,总是在意于人们倾听时

对人情感的影响,而没有去单纯的探索

音乐本身所具备的美。嵇康则认为人们

听到乐后所表现出来的象,是早已存在

人内心的,而乐就象是酒,可以让人喜或

悲,它本身并无情感,只是将人内心的情

感扩大。不论哀或者乐只是一种音乐风

格表现形式。哀乐的情绪早已深埋在人

们内心,听到哀乐后,引发共鸣,从而表

现出来,但这与音乐本体没有关系。嵇康

用自己的观点有力的反驳了自春秋战国

以来把音乐与政治挂钩,完全无视音乐

的自身的艺术性。汉斯立克在《论音乐

的美》中的观点与嵇康“和声无象”的

观点如出一辙,在中国音乐史及世界音

乐美学史上都有着兹事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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