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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视角分析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的标出性

特征

庄文静

摘 要 ： 在对音 乐发展 的 历 程进行考察 的过程 中 ， 从符 号 学 的

角 度我们发现 了 一些 音乐标 出 性 的 特征 。 在 音乐 的 发展至成 熟 之前 ，

音乐 的标 出性特征非 常符合语言 学上标 出 的 三层定 义 ， 而在音 乐走

向 成 熟之后则 更加符合 中 项偏边 的 原则 。

诞生于语言学研究的标出性问题 ， 目前已经被 以赵毅衡教授为

代表的符号学者推进到文化范畴 。 而音乐就其属性来说它 自然归于

文化范畴 ， 但在对音乐进行标出性考察的过程 中 ， 我们发现 了一些

特别之处 。 音乐在发展进人成熟阶段之前 （我们将 巴洛克时期的音

乐界定为音乐的成熟时期 ， 约 １６ 〇〇
—

１ ７５０ 年 ） ， 音乐 的标出 性特征

非常符合语言学的标出 的三层定义 ， 即著名功能主义语言学家吉冯

（Ｔａｌｍ
ｙ Ｇ ｉｖｏｎ ） 提出 的在结构复杂性上 ，

标出项结构较长 ；
在分布

频率 上 ， 标 出 项 出 现 次数 较 少 ；
在认 知 复 杂 程 度 （ ｃｏｇｎｉ

ｔ
ｉ
ｖｅ

ｃｏｍｐ
ｌｅｘ ｉ ｔｙ） 上 ， 标出项更为明显 （ｍｏｒｅｓａ ｌ ｉｅｎｔ） 。 音乐在走 向成熟

之后则更加符合
“

中项偏边
”

的原则 ， 即非标出项被认为是正常的 、

中性的 ， 因而在非此非彼 的场合 ， 用非标出 项表达 。 此外 ， 音乐在

风格上表现出了标出翻转 ， 从 １ ９ 世纪晚期 以来 ， 这一翻转的频次逐

渐加快 。

音乐从诞生到成熟

我们先来看看音乐走 向成熟之前的标出性问题 。 关于音乐 的诞

生 ， 有很多种说法 ， 我们这里引用
“

模仿说
”

。 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

是人的本能 ， 音乐是 以声音来模仿的艺术形式 。 模仿说被科学家们

称为
“

异性求爱
”

的产物 。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 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提出 的 ， 这
一

学说曾在 当时轰动
一

时 。 达尔文认为史前动物 常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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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鸣叫声来追求异性的 ， 声音越优美就越能吸引异性 。 于是动物们竞相发 出

婉约优美的声音 以得到对方的青 睐 ， 这种鸣声特别是鸟类的鸣声已具有乐音

或节奏的因素 。 原始部落 中有些 民族的歌就是模仿各种鸟类的鸣 叫 声 ， 那些

动人的啁啾 、 起伏的旋律感 ， 最后形成动听的民歌传唱百世 。

因此 ， 达尔文由此联想到音乐 的起源 ， 认为声音是在语言产生之前便具

有的 。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 （后被马克思引 用并发展 ）
， 语言是在劳动 中产生

的 。 那么这里我们是否可 以得 出
一个简单的结论 ： 在人类的早期 ， 语言之于

音乐是否是标出项呢 ？ （这里 ， 我们可以顺带讨论另
一个问题 。 陆正兰在 《歌

曲风格与标出性的关系 》 中论述道 ：

“
…… 歌唱总是比说话多风格 因素……

”

认为歌唱是说话的标 出项 ， 并且认为是 固定不可 翻转 的 。 这一结论是值得商

榷的 。
）

下面我们来看看西方音乐作为
一

门艺术是如何在不断的标 出 中得到极大

发展的 。

（
一

） 古代 音乐发展

古希腊和古罗马音乐 的功能主要是祭祀 、 娱乐和典仪 。 其音乐形态是单

声部的 ， 并且
一

开始没有乐器 ， 后来当有人利用手边能敲响的器具来装饰单

声部演唱时 ， 还不被接受而受到惩罚 ， 这种标出项后来慢慢地成为器乐为人

声演唱旋律添加装饰 ， 构成支声复调 。 早期基督教音乐 吸收了古希腊 、 犹太 、

拜占庭及其他东方国家以及基督教地方教会音乐 的因素 。

一开始 ， 音乐 曾经

作为宗教传播工具的标出 项 ， 但在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信仰的宗教后的 ４ 世

纪初 ， 音乐作为传播信仰 的工具 ， 依附于宗教仪式 ， 得到迅速发展 。 拜 占庭

（或称君士坦丁堡 ） 于 ３ ３０ 年定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 那里的音乐大量融合了 东

方国家的音乐因 素并传到西方 ， 特别是拜 占庭传给基督教圣咏的 ８ 种调 式 ，

被认为源于东方国家 。

（
二

） 中世 纪音乐发展

到了 中世纪 ， 教皇格列高利派人收集整理各地圣咏编成圣咏曲集 ， 统
一

罗马教会的教仪和圣咏 ， 重建罗马教会唱歌学校 。 基督教圣咏就 以他的姓氏

命名 ， 称为
“

格列髙利圣咏
”

或称
“

素歌
”

。 格列高利圣咏用于礼拜仪式 ， 内

容取 自 《圣经 》 ， 用拉丁语演唱 ， 是一种没有 固定节拍 、 无伴奏的单声部歌

曲 。 其旋律根据词 曲结合的关系可分成音节式 、 纽姆式和花唱式 。 大约从 ８

世纪开始 ， 圣咏按调式分类 。 单声部圣咏在发展过程 中 ， 出现 了为插入性旋

律段落配上歌词的继叙咏及作为正规圣咏的序或者穿插在圣咏中 间的附加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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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加段发展出的宗教仪式剧 。 之后 于公元 ９００ 年左右发展出
一种复调音乐

体裁奥尔加农 。 奥尔加农 由在格列高利圣咏的上方或下方添加声部构成 。 它

的形态逐步复杂 、 丰 富 ， 依据发展 的阶段可分成平行奥尔加农、 自 由或反 向

的奥尔加农 、 花唱式 （或称华丽 ） 奥尔加农和采用节奏模式加以组织的有量

奥尔加农 。 当节奏模式不仅组织对位声部 ， 也组织作为定旋律的格列高利圣

咏时 ， 经常会形成音对音的对位织体 ， 这种对位风格被称作狄斯康特 。 用狄

斯康特风格编写的复调歌 曲叫克劳苏拉 。 １ ３ 世纪 中叶 ， 为克劳苏拉上声部填

上拉丁语或法语歌词 ， 形成一种新的 、 长期被采用的体裁经文歌 。 由 于音乐

的形态 日 益丰富 ， 教会音乐家们不断探索 ， 形成了
一

套记谱体系 。 ９ ３５ 年奥多

提出的字母体系是现代音名的基础 。 ８
—

１ ４世纪指 明旋律音程和音高的纽姆记

谱法逐步形成了线谱 。 圭多 ？ 阿雷佐 （Ｇｕｉｄｏｄ
’

Ａｒｅｚｚｏ） 发明 唱名 、 音阶和调

式体系等 。 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音乐实践 ， 以教会音乐为基础 ， 西方艺术音乐

发展出特有的声乐复调和记谱法 。

（ 三 ） 向 文艺 复兴过渡 （ １ ３ ００
—

１ ４５ ０ ） 和 文 艺复 兴 时期 （Ｍ ５０
—

１６ ００ ）

这
一

时期的音乐在法 国反映为新艺术与古艺术之争 ， 其中 心内容是节奏

划分问题 ， 新艺术反对古艺术受神学观念支配的三分法 ， 主张更科学的二分

法 。 因此 ， １４ 世纪又被称作
“

新艺术时期
”

。 新艺术的技法首先用于经文歌 ，

产生了 以固定节奏型来组织定旋律声部的
“

等节奏经文歌
”

。

１ ４世纪英国的三声部经文歌中就存在被称为
“

法伯顿
”

的平行六和弦效

果 。 １ ５ 世纪英国最有名望的作曲家邓斯特布尔所作的经文歌 ， 没有常规的定

旋律声部 ， 而是以主调织体为主 ， 含有大量三和弦结构的音响 。

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下 ，
西方世俗音乐 空前发展 。 声乐体裁在意大利有

从世俗歌曲风格的弗罗托拉发展而来的牧歌 ， 在法国有法语世俗声乐复调歌

曲 尚松 ， 德 国有 同样为复调形态的利德 ， 西班牙有比 良西科 ， 英国 除了有受

意大利影响的牧歌外 ， 维 吉那琴 （属羽管琴族 ） 音乐 已形成 了成熟的风格 。

这
一

时期的主要作 曲家是伯德 、 布尔和吉布斯 。

从音乐的专业性分析 ， 这个时期 的音乐发展几乎遵循了格林伯格和艾利

斯的定义 。 著名语言学家格林伯格 （Ｊｏｓ ｅｐｈ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 于 １ ９６３ 年总结了多

达 １３ 条可以作为标出性的特征之后 ， 提出
一

个总结性定义 ：

“

当语言 中有 ｘ

特征 ， 也有 ｙ 特征时 ， 非标出组分即不包含 ｘ 的组分 。

”

这话实际上是说 ： 在

对峙的两项中 ，
组成元素较多 的 （既有 ｘ 也有 ｙ ） 的一方为标出项 。

１ ９ ９４ 年

语言教学专家艾利斯 （Ｒｏ ｄＥ ｌ ｌ ｉ ｓ ） 反过来定义标出性 ：

“

某些语言特征 ， 相对



３９２


中外文化与 文论 （３ ４
）

于其他更
‘

基本
’

的特征而言 ，
以某种方式显得比较

‘

特别
’

。

”

他是从标出

特征角度重复上引 格林伯格的定义的 ： 如果相关两项之间一者具有 ｙ 特征 ，

另
一

者具有 ｘ＋ ｙ 特征 ， 那么 ｙ 是
“

基本特征
”

， Ｘ＋ ｙ 就是以某种 Ｘ方式显得

比较
“

特别
”

的标出性特征 。

这个时期 的音乐几乎是在标出项 的冲击下不断走向 成熟与完善的 。 如下

图所示 ：

Ｙ特征音乐＼

Ｘ＋Ｙ特征音乐＾
＾Ｙ特征音乐

Ｘ
＇

＋Ｘ＋Ｙ特征音乐
＼

＾Ｘ＋Ｙ特征音乐

Ｘ
＂

＋Ｘ＞Ｘ＋Ｙ特征音乐＾
Ｘ

＇

＋Ｘ＋Ｙ特征音乐

（ 四 ） 巴 洛克 时期 （ １ ６００
—

１ ７ ５ ０ ）

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特征是 ： 歌剧的诞生和器乐音乐 的发展 ， 复调风格逐

渐向主调风格转移 ， 教会调式逐渐被大小调体系代替 ， 数字低音 的运用引起

了
“

和声学
”

的新概念 。 大量新的音乐体裁涌现 ， 音乐语言在不断更新 。 巴

洛克时期流行的键盘乐器有管风琴 、 羽管键琴 、 楔槌键琴 。 重要的体裁有 即

兴风格的托卡塔 、 幻想 曲 、 前奏曲 ， 变奏手法的帕萨卡利亚和夏空 以及赋格

和组曲 。 室 内乐的主要体裁是奏鸣 曲 ， 从织体上看有三重奏鸣 曲 （常用 ２ 件

小提琴和 ２ 件通奏低音乐器 ） 和独奏奏鸣曲 （ １ 件独奏乐器和 ２ 件通奏低音乐

器 ） ， 从体裁上看可分成教堂奏鸣曲和室 内奏鸣曲 。 合奏音乐有协奏曲 和乐 队

组曲 。 协奏曲 因乐器组合的不同 又可分成大协奏曲 、 乐 队协奏曲和独奏协奏

曲 。 巴洛克时期成就最高的作曲家当数巴赫和亨德尔 。

风格化音乐的出现

经过巴洛克时期的发展 ， 音乐作为人类的文化表现形式几乎达到 了纯熟

的地步 。 接下来音乐正式步入风格化时代 ， 从此音乐的发展不再局限在技法

上的 自我完善 ，
而是受社会的其他因 素的影响 ，

开始体现与时代特征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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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功能 。

（
一

） 古典主义 时期 （ １ ７ ３０
—

１ ８２〇 ）

古典主义风格并非 巴洛克音乐的直接延续 ， 两者在 １ ８ 世纪 ３０—５０ 年代

平行进行 ， 同时存在 。 另
一

方面前期古典主义风格 自身在不同 国家也有各 自

的特点 ， 反映于器乐领域 ， 法 国 以华丽风格为主 ， 德 国发展 了情感风格 ， 意

大利有受喜歌剧影响的器乐风格 。 这
一

时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新体裁 和形式是

奏鸣曲式和奏鸣曲套曲 ， 它不仅用于独奏 ，
也用于室 内乐和管弦乐合奏 。 在

室内乐的各种重奏组合中 ， 弦乐四重奏是最重要的方式 。 古典交响曲在 巴洛

克器乐合奏 ， 特别是意大利歌剧序 曲 的基础上发展定型 。 歌剧领域的新体裁

和新风格也开始涌现 。 约梅利和特拉埃塔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对正歌剧加 以

改革 ， 格鲁克把意大利歌剧 与法 国歌剧完美结合 ， 力 图使歌剧符合古典主义

的理想 。 喜歌剧作为新风格的代表逐渐在音乐生活 中 占据重要地位 。 意 、 法

均有 自 己民族特点的喜歌剧 ， 德 、 奥流行歌唱剧 ， 英国有民谣歌剧 。

１８ 世纪 ７０ 年代 ， 古典主义音乐进人盛期 。 成熟的古典主义风格以海顿 、

莫扎特的 中晚期 ， 贝多芬的早 中期作品 为代表 。 经过古典主义前期众多作曲

家的创造 ， 古典主义风格 的基本语汇和表现手法 已经基本定型 ， 盛期 的三位

作曲家用各有千秋的表达方式使之进
一

步发展 。 由于他们都在维也纳活动过 ，

成熟的古典主义风格又融人 了 明显的奥地利 因素 ， 因而历史上将古典主义盛

期的音乐称为
“

维也纳古典乐派
”

。

（ 二 ） 浪漫 主义 时期 （ １８００
—

１ ９００ 年 以 后 ）

１ ９ 世纪开始 ， 音乐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占据重要地位 ， 音乐史上将这一百

余年称为
“

浪漫主义时期
”

。 经过法 国大革命的洗礼 ， 人的价值得到充分肯

定 ， 在音乐中表现 自我尤为盛行 。 同 时 ， 公开的音乐会成为重要的形态 ， 为

取悦听众 ， 音乐家们追求高超的技 巧 、 富丽堂皇 的音响效果和丰富多彩的风

格 。 纯音乐是表达超凡脱俗的浪漫情感最好载体 ， 期望与其他艺术门类相融

合的
“

整体艺术
”

观念以及标题音 乐亦受关注 。 随着 民族主义思潮 的发展 ，

各国作 曲家都重视音乐 中的地方因 素 。 在东欧 、 北欧和南欧诸国 ， 发展 民族

音乐文化成了一种 自觉 的运动 。 音乐家们收集整理和 出版民间音乐 ， 以本 民

族的历史传说 、 人民 生活 、 自 然风光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 偏爱歌剧 、 标题交

响音乐 、 艺术歌曲 和器乐小品 等体裁 ， 运用民间歌曲舞曲 的音调和节奏 ， 发

掘民族音乐的种种表现手段 ， 形成具有民族特点 的音乐语汇 ， 这一音乐实践

活动被称为
“

民族乐派
”

。 民族乐派是浪漫主义音乐潮流中的重要力量 ， 为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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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西方音乐注人活力和增添色彩 。 音乐 向更广泛的群众普及 ，
业余音乐生

活 日 趋活跃 ， 带动了音乐评论 、 音乐出 版业的发展 。 为培养音乐人 ， 建立 了

专 门的音乐教育机构 ， 不少人既是著名的作曲家 、 演奏家 ， 又是优秀的教师 。

１ ９ 世纪运用的音乐语言对于古典时期既有承袭的
一面 ， 也有革新的

一

面 。 调

式 、 和声体系以及曲式规范等基本相 同 ， 但手法更丰富 、 更个性化 、 更 自 由 。

各种体裁与当时的音乐思潮同步展现 ， 直接反映了音乐 的时代特征 。

钢琴得到进
一

步改进 ， 成为 １ ９ 世纪备受喜爱的乐器 。 传统体裁 中 ， 奏鸣

曲地位虽不如古典时期重要 ， 但具有个性特征 。 １ ９ 世纪 的室内 乐可以说是最

缺乏浪漫精神的领域 。 它继续强调音乐思想的纯净 ， 及乐器之间对位化交谈

和主题动机的展开 。 由 于这
一时期的室内乐 主要供专业音乐家演奏 ， 对技巧

要求高超 ， 色彩感更强 ， 产生 了大量优秀的各类重奏作品 。
１ ９ 世纪的管弦乐

队沿用古典时期已经定型的乐器组 。 管乐器经过改 良 ， 技术性能和表现力得

到加强 。 乐队编制在后浪漫主义作曲 家手中不断扩大 。 交响曲 、 协奏 曲 、 音

乐会序曲 、 交响诗 、 交响组曲是这
一时期的常用体裁 。 针对作品结构规模愈

来愈庞大和主题相对精练集 中 的矛盾 ， 作 曲家们采用 了诸如主导动机 （瓦格

纳 ） 、 主题变形 （李斯特 ） 、 展开式变奏 （勃拉姆斯 ） 、 循环形式 （塞扎尔 ？ 弗

朗克 ） 等手法 。

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德 、 奥 和法国大大发展 ， 亦受 民族

乐派作曲家喜爱 。 歌剧 的繁荣是这
一

时期的特点之一 。 该时期欧洲各国均有

各具特点的歌剧 ： 德国 的浪漫主义 民族歌剧和瓦格纳的乐剧 ， 法国的大歌剧 、

喜歌剧 、 轻歌剧 、 抒情歌剧 ， 意大利歌剧几乎是该国音乐 的全部 ， 民族乐派歌

剧的兴起也具有重要意义 。

这
一

时期音乐呈现出 中项偏边的特征 ， 当社会更加接受
一

种音乐形式时 ，

这种形式就成了当 时的主流 ， 但是在主流之下 ，

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和形式会

因为某个天才的出现而诞生 。 于是大众很可能会被影响从而裹挟新的音乐风

格 ， 于是出现偏 向正项的变化 。 如下图 ：




；

正项音ｋ ｜
异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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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２０ 世 纪的 音乐

１ ９ 世纪末 、 ２０ 世纪初 ， 由于音乐 的
“

先知先觉
”

， 音乐这种形式已 经先

于其他艺术形式开始 出现现代主义风格和后现代风格了 ，
比如勋伯格的音乐 。

音乐开始出现文化范畴对峙的标出性 ， 这种标 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 ：

文化的发展 ， 是标出项翻转的历史 ， 音乐开始进人标出项翻转的时期 。 不对

称造成的中项偏边 ， 既然永远存在 ， 应 当可 以作为这
一

时期音乐标出性研究

的 出发点 ： 能够让中项向 自 身偏倚 ， 是非标出项最突出 的品质 ， 或者说 ， 标

出项的最大损失就是失去携带 中项的意义权力 。 所以 ， 音乐风格的最大变化 ，

莫过于中项易边 ， 其一旦发生 ， 标出性就会翻转 ， 音乐 的意义系统就会突变 。

１ 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 ， 后浪漫主义音乐家把浪漫主义的理想与语言推向

极致 ， 激发 了年轻
一

代作 曲家的反叛 。 印象主义为 ２０ 世纪音乐开启 了
一条道

路 ， 表现主义 、 原始 主义 、 新民族主义 、 未来主义交迭出现 ， 使传统的音乐

语汇发生巨大变化 。 在不 同政治文化背景和不 同音乐 观念的支配下 ，
１ ９ ２ ０ 年

以后的西方音乐更是流派纷呈 ， 风格迥异 。 尽管也有影响较大的思潮和语汇 ，

但很少有哪个流派能长期 占据主导地位 。
１ ９５０ 年初开始 ， 音乐的实验性倾向

大大加强 ， 比较集中地反映为绝对控制与彻底 自 由两种类型 。
７０ 年代起 ， 现

代音乐发展过程中 自表现主义 以后就
一

直被作 曲家排斥的情感表现又开始复

苏 。 此外 ， 整个 ２ ０世纪西方音乐接受东方文化影响并从中汲取养料 。 众多亚

裔作曲家将鲜明民族特质融人西方音乐的主流中 。 非洲和拉丁美洲 因素得到

重视等 。 以上事实表明西方音乐中的异质文化因素 的力量将与 日俱增 。

结 语

音乐的变化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多样 ， 马克利斯在 《现代音乐概论 》 中说 ：

“

艺术 ， 作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 ， 就像生活本身变化

一

样 ，
也必须变

化 。 柴可夫斯基和普契尼 的旋律是 １ ９ 世纪的
一部分

； 斯特拉文斯基 、 勋伯

格 、 巴托克和他们 的 同时代人不再生活在那个世界。 他们必然要前进 ，
要发

现能表现现实的声音 ， 这种声音就像曾经表达个过去 当代的大师们的声音一

样有力 。

”

这种观点认为音乐 的变化是从生活的变化而来的 。 另外
一

种观点却

是认为应从音乐历史发展的本身规律去寻找答案 。 戴维 ？ 伊文说 ：

“
一

种风格

被引入极端之后 ， 作曲家必然要以另一种极不同的音乐风格与之对抗 。

”

因此

我们认为 ， 正是标出性推动了 音乐走 向成熟 ， 并且在音乐走 向成熟之后促成

了音乐的多样性 ， 而也正是标 出性的翻转带来 了音乐的时尚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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