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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音乐功能——词义界定

◆ 经查阅，目前我国没有对“音乐功能”一词的直接解释。但对

“功能”一词有明确解释，如《辞海》中将“功能”解释为“有特

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

和能力”，而《现代汉语词典》即将“功能”一词定义为“事物或

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 音乐功能可以理解为由各元素所构成的音乐和人类或社会或动

植物相联系时所产生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发挥出来

的有利作用。其中，音乐内部潜在的功能因素为客观条件，人音乐

外部环境对音乐的需求为主观条件，音乐功能的最终实现受主观和

客观条件的影响。



3.2  音乐——审美层面功能

◆ 在音乐审美层面的功能中娱乐功能是最重要且最具有普遍性的

一种功能，它几乎是伴随着音乐的产生而存在的。

◆ 从古至今，音乐的娱乐功能从未被忽视且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我国古代不管是宫廷音乐还是文人音乐或是民间音乐，其

娱乐功能均有体现。而关于强调音乐娱乐功能的记载亦是不计其数，

如荀子《乐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琴赋》，欧阳修《书琴阮记

后》。

◆ 时至今日，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大和艺术文化的发展，音乐

已经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紧张的工作

或学习之余，很多人会进行音乐艺术欣赏活动，使其审美需求得到

满足、精神世界得到充实，从而身心愉悦。

3.2.1  精神愉悦——娱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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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用哲学思维将音乐艺术功能的属性进行划分，则可分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和“形而下

者谓之器”（《易经》）的双重属性，而音乐艺术功能中的“修身理性”这一功能属于“形而

上者谓之道”这一属性范畴。

◆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对此功能引起了重视，早在《乐记·乐化篇》中就有:“致乐以治

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的

记载，从中可以看出用音乐以养生及修身已经开始萌芽。

3.2  音乐——审美层面功能

◆ 在我国的宗教发展中，音乐怡情养生、修身理性的

功能更是得以体现，许多宗教之人擅乐、喜乐，其中以

古琴音乐为之最。

3.2.2  怡情养生——修身理性功能



3.2  音乐——审美层面功能

3.2.3  表情达意——抒发情感功能

◆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发展中，

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压力、需求和欲

望，内心的情绪和情感需要通过多种

途径宣泄和抒发出来，音乐便是途径

之一。

◆ 早在《毛诗序》中就有记载，得

知音乐是人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渠道，

是人真情流露的一种表现，更是人情

感表现的一种升华。

◆ 人们通常通过或是创作或是欣赏或是

弹奏或是歌唱等方式来找到音乐与内心的

共鸣点而宣泄情绪和抒发情感，即心情愉

悦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选择创作、欣赏、

弹奏或歌唱欢快的乐曲；

◆ 心情低落的时候，则倾向于创作、欣

赏、弹奏或歌唱悲伤的乐曲，使自我的情

绪或情感得以宣泄和抒发并实现情感的对

外交流。



3.2  音乐——审美层面功能

3.2.4  寓教于乐——审美教育功能

◆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指人们通过进行音乐审美活动

而受到其艺术及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在思想、认识、理想、

文化、道德、审美和追求等方面得到一定的启发和提高，

以达到美育的最终目的，从而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且对人

的全面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自古音乐的教育功能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推崇，

早在周代的贵族教育体系中就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本

才能，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排第二，

可见音乐教育的地位。

“君子六艺



3.2  音乐——审美层面功能

3.2.4  寓教于乐——审美教育功能

◆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和推广，音乐教育亦是被摆到了一个

十分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从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还是从专业

教育至通识教育，音乐教育成为了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且相关教育日趋体系化。

◆ 学生通过受教育心理素质得以培养、创造性思维得以增强、

人文素养得以提高、思维方式得以转换、审美水平得以提升、

人格得以塑造，甚至是民族意识也能得以增强等。

◆ 更是有人注意到了音乐教育在智力开发方面的功能，将音

乐教育融入早教当中，用以开发儿童智力，提高儿童想象力、

记忆力、反应力等。由此可见，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有着非常

大的价值和意义。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3.3.1  移风易俗——政治教化功能

◆ 音乐作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听觉艺术，能非常迅速的感染人

的情绪，对人性情的陶冶和审美的培养有着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

用，对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同时，音乐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社会属性，它蕴蓄着人内心的情

感和思绪，往往可以折射社会而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状况。

◆ 如此，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在很早以前就受到了统治阶级的

重视并将其功能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很

早就开始用音乐这一工具来教化民众了，他们利用音乐对人心理

的影响力，试图用“正乐”使民众服从统治，规范和制约人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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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3.3.1  移风易俗——政治教化功能

在周代，等级观念明确，在用乐上亦有着严格的规定。主

要表现在乐队和歌舞两方面，如表所示。

官 职 乐队形式 歌舞队形式

天 子 宫悬 东西南北排四面 八佾 列八行八列，64人

诸 侯 轩悬 排三面 六佾 列六行六列，36人（另有48人之说）

卿、大夫 判悬 排两面 四佾 列四行四列，16人（另有32人之说）

士 特悬 排一面 二佾 列二行二列，4人（另有16人之说）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3.3.1  移风易俗——政治教化功能

◆ 《论语·八佾》中的“八佾舞於庭，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孔子对本

应只能用四佾歌舞乐队形式的季氏打破

规矩而直接使用天子歌舞乐队形式，即

八佾，这一僭越行为的愤慨之语。

◆ 西周时期，还有一种收集民歌的制度，

即“采风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收集民歌而

了解真实民情以及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的评

价，并试图利用民歌这一工具更好地进行统

治，《汉书·艺文志》中有相关记载。

◆ 音乐还能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稳定和巩

固政治环境，如具有史诗性的古典乐舞《大

武》就是歌颂周武王灭商的丰功伟绩。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3.3.1  移风易俗——政治教化功能

◆ 音乐在社会变革中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优秀的音

乐作品能鼓舞人心、唤醒人民的爱国和民族意识、燃起人民

内心的勇敢和斗志，有着显著的政治功能，为革命取得成功

推波助澜，如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所作的交响曲诗《芬兰颂》

和法国作曲家鲁热·德·利尔所作的革命歌曲《马赛曲》。

可见，直入人心的音乐艺术有着强大且不容小视的政治教化

功能。

吕德 《马赛曲》浮雕
吕德于1836年完成具有史诗性的同名浮雕，
以歌颂法国大革命。



3.3.2  人神沟通——宗教功能

◆ 音乐的宗教功能是音乐非审美层面

功能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音

乐精神层面意义的一大凸显。音乐与宗

教有着直接的联系，音乐可直接作用于

宗教，宗教可丰富音乐的内涵，两者相

互依存。

◆ 美学家斯托洛维奇在其美学著作

《审美价值的本质》和卓菲娅·丽莎亦

在其著作《论音乐的特殊性》中都有提

到。

◆ 音乐是宗教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宗教对音乐有着极强的需求性。

◆ 音乐的宗教功能主要表现在沟通人

神、宣传教义和渲染气氛等几个方面。

音乐起源于巫术的说法就是音乐沟通人

神这一功能的一大体现，原始时期的人

类通过音乐与天神沟通以求庇佑。

◆ 一般而言，宗教音乐的唱词具有极

大传播宗教教义的功效，即有些是直接

选自于经文，有些亦是赞扬教义的内容，

如基督教中《赞美诗》的歌词源自《圣

经》。而具有独特内涵的宗教音乐往往

能给人以神圣的感觉，可以很好地渲染

宗教气氛。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3.3.3  人心之药——治疗功能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 音乐的治疗功能是指音乐通过对人心理的影响，可对

人体的机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并对一些疾病有着直接或辅

助的治疗功效，以帮助患者获得身心健康。

◆ 关于音乐的这一功能，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已被发现

且得到了一定运用，儒家经典音乐理论专著《乐记》中就

有着许多相关的记载。

◆ 而今，音乐治疗已经受到了心理学和医学领域的广泛

关注，且已经成为了一门体系化极强的交叉学科，并在治

愈人类身心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音乐治疗师Joanne Loewy尝
试着将音乐麻醉引入手术治疗



3.3.4  传递信息——认识功能

3.3  音乐——非审美层面功能

◆ 音乐作为人类社会及生活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认识功能，即音

乐可以传递信息、传播文化，人们通过音乐欣赏或鉴赏活动认识

自然、世界、历史、社会、民俗、人物等内容。音乐作为传递信

息和传播文化的途径具有时代性、概括性、抽象性、生动性等特

征。人们通过歌词可以迅速地捕捉到相关信息及文化，如陕西民

歌《对花》的歌词。

◆ 以上提到的审美或非审美层面的所有功能都是作用于人的，

它们的实现以听觉和审美为核心，且深受审美主体的影响，主要

受审美主体的个人意识形态、人生体验和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影响。

◆ 音乐功能的实现越来越普遍且范围越来越广。如音乐目前已

经作为“饲料”和“肥料”用于动植物的养殖当中，且颇具成效，

并有许多学者投入到此领域进行相关研究。

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布家村奶 牛
养殖场内少女“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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