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古希腊诗与乐的融合

——兼论柏拉图的乐教思想

王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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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希腊音乐的结构要素包括作为诗句歌词的文词、体现风格和旋律的调式、基于
格律变化的节奏，因此经常被称之为“诗乐”。其艺术特征与历史文化、乐理要求、道德精神和诗乐
舞三位一体的表演形式密切相关。为了塑造理想的人格和培养优秀的城邦卫士，柏拉图本着道德
化的原则，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推崇多利亚和菲里底亚两种调式。

关键词：音乐 文词 调式 节奏

在古雅典时期，基础教育包括三大科目：音乐 （ μουσικη） 、文法 （ γραμματα） 和体操
（ γυμναστικη） 。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重视，远胜过其他艺术形式。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直接诉诸
心灵的艺术，在陶冶人的心性和情操方面具有特殊的效用，可谓人格塑造和道德纯化的关键所
在。 需要说明的是，柏拉图所谓的“音乐教育”（ ενμουσικητροφη） ，实际上是用配有音乐或内含韵
律的诗歌来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和审美精神。 古希腊人所说的音乐，通常被称之为“缪斯的艺术”
（ Gentili 24） 。 在词源学意义上，代表“音乐”的古希腊文μουσικη可拉丁化为mousike，与专司诗
歌乐舞的艺术女神缪斯（ Μοισα） 渊源甚深。 Μοισα拉丁化为Musa，演变为英文Muse，相近于
music（音乐）一词。 在古希腊文化中，音乐涵盖面甚宽，包括缪斯所兼管的诸多艺术门类，如文
学、诗歌和舞蹈等。 因此，古希腊音乐在总体意义上可称之为“艺术”（ art ） ，在内容结构上可称之
为“诗乐”（ music-poetry） 。那么，古希腊诗乐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呢？其基本艺术特征有哪些呢？本
文将就这两个问题予以探析。

一、诗乐的三种构成要素

从相关的语境看，柏拉图所说的音乐，主要是指“美乐斯”（ μελοζ） 。 作为音乐术语，美乐斯具
有多种含义，既表示“抒情诗”与“合唱歌曲”，也表示歌曲的“乐调”与“旋律”。 但从广义上讲，美
乐斯一般具有三大构成要素：文词 （ λογου） 、调式 （ αρμονιαζ） 与节奏 （ ρυθμου） （ Plato，Rep．
398d） 。 分别来看，这三者各有其特定的内涵。

1．文词即诗句歌词
在古希腊，“文词”实际上是文学的统称，既包括口头文学故事，也包括神话传奇故事（ λογουζ

καιμυθουζ） （ Plato，Rep 398d） 。 鉴于这两者都是诗歌吟唱的主要题材，我们因此可以推论：柏拉
图所言的音乐文词，也就是诗人和音乐家吟唱和谱写的各种诗句歌词。 在当时，音乐文词占有首
要地位，而音乐及其节奏则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吟唱歌曲重在叙说相关事件和表达思想感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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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文词或歌词，那是不可想象的。所谓歌词为主、音乐为辅，就是以歌词作为主要媒介用来叙
事和表情达意，以音乐作为辅助手段用来渲染气氛和激发情感。 这样一来，在音乐歌曲创作过程
就得按照常规，使“调式与节奏务必切合歌词”（ καιμεντενγεαρμονιανκαιρυθμονακολουθεινδειτο
λογω） ，而非相反（ Plato，Rep．398d） 。 据说，早期的音乐是先作词后谱曲，用乐曲适应歌词。 后
来，随着音乐谱写过程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作者酌情修改歌词，如此反复磨合，最终使词曲相得益
彰、浑然一体。

如果仅从文词的角度来看待“美乐斯”，那么狭义上的“美乐斯”实际上就成了“抒情诗”的代
名词。 英语中的“抒情诗”（ lyrics） 源于希腊文λυρικοζ（拉丁化为 lyrikos） ，意思是指“用里拉琴
（ λυρα）弹唱” 或“用里拉琴弹唱的诗人”。 古希腊著名抒情诗人萨福，总给人一种怀抱里拉琴、醉
心于诗情和吟唱的才女形象，西方的绘画与雕刻几乎都采用近似的方式来表现这位诗人的风采。
如她那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暮色》，想必也是用里拉琴弹唱出来的。 在许多场合，类似的抒情诗
都具有即兴歌赋或吟唱的特点。柏拉图本人所作的抒情诗《乡间的音乐》，实际上也是在里拉琴的
伴奏下弹唱出来的。其诗情、画意与琴声，在静谧的乡间美景中有机地融为一体，是诗与乐融合无
间的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语中的文词，无论是作为话语还是作为歌词，其自身都具有歌唱的音
乐属性。 譬如，在希腊语言中，元音和辅音相互交替，每个辅音都有与之相配合的元音；一个辅音
很少与两个元音相配，以免汇合成一个重复的音，同时也不允许音节以发音刺耳的θ，φ，χ作为结
尾。 这样，“字母发音的多样化，自由松快的句式结构，加上希腊民族的特有的体格和富于变化的
发音器官”（温克尔曼38） 。

事实上，“古希腊语中的每个单词就是一种音乐短句，每个句子差不多就是一种确定的旋律，
也就是阿里斯托克塞努斯（ Aristoxenus）所谓的‘λογαδηζτιμελοζ’”（ M onro 113） 。譬如，希腊语
里表示“真理”、“不遗忘”或“不隐瞒”一词αλη′θεια，在朗读时一定要突出重读音节，并且要根据长
短重轻把每个音节分别清晰地发出声来［a-lē-θei-a］。 希腊文的特点在于只要认识字母和读音规
则，就能朗朗上口。 我们不妨用拉丁化的音标，去试读一下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 “我知道自己无
知”） ，以便自己揣摩体会其中的音乐节奏感。

 ンαμˋηοι′δαου′δʔοʔ ι′ομαιειδε′ναι（ Groton 183）
［ha-mē-oī-da-oū-doī-ο-mai-ei-dē-nai］
（ I don’t assume that I know what I don’t know ）

芒罗的研究结果表明，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把声音的韵律形式分为两种：连续性韵律与间隔
性韵律。前者一般表现为说话的特征，其高低音之间的转换滑动连续进行，音差程度难以觉察。后
者一般表现为唱歌的特征，声音在某一音调上要按照适当的节拍运行，然后再从一个确定的音程
间隔过渡到下一个。 相应地，前者以重音为标志形成说话的旋律，后者则以音程转化和切分形成
唱歌的旋律（ M onro 115） 。 在笔者看来，这一点对不仅对理解古希腊的音乐概念很有帮助，而且
对理解古希腊的诗歌艺术也同等重要。

2．调式即旋律要素
音乐“调式”也表示“和声”与“谐声”。其原动词αρμοζω主要是指将两个以上的声调或乐调和

谐地连接吻合在一起。 诗乐和修辞均用调式一词。 有时以此表示高低音的定调方式，有时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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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特有的音调系统。从音乐角度看，调式涉及构成旋律的八音度音调组合模式。柏拉图在《理
想国》第三卷里，列举了六种不同的传统调式：（ 1）混合型吕底亚调（ Μιζολυδιστι） ；（ 2）强化型吕底
亚调（ Συντονολυδιστι／） ；（ 3） 普通型吕底亚调（ Λυδιστι） ；（ 4） 爱奥尼亚调（ Ιαστι） ；（ 5） 多利亚调
（ Δωριστι） ；（ 6） 菲里底亚调 （ Φρυγιστι／） 。 前两种调式“软绵绵和懒洋洋” （ μαλακαιτεκαι
συμποτικαι） ，听起来如同挽歌或哀乐（ θρηνωδειζ） ，容易使人陷入昏昏欲睡的醉态。 中间两种调式
显得“轻浮放任”（ χαλαραι） ，如同诱人纵欲放荡的靡靡之音。 后两种调式一个雄壮浑厚，表现出英
勇果敢的气势，另一个平和静穆，适合于祭神和祈祷，表现出节制的美德。 因此，从理想国公民教
育及其卫士培养的需要出发，前四种调式可弃之不用，只保留多利亚和菲里底亚两种积极健康的
调式（ Plato，Rep．398e-399c） 。 从音乐自身的角度来看，柏拉图选择音乐调式的原则可能与古
希腊流行的的“中正无偏说” 有关。 混合型和强化型吕底亚调的音色高而尖，普通型吕底亚与爱
奥尼亚调的音色低而散，多利亚调的音色雄而健，菲里底亚调的音色平而和。相比之下，前两者过
犹不及，后两者中正无偏，故此入选为理想国可资接纳与利用的调式（ M onro 8） 。

根据古希腊和声学专家赫拉克里德斯（ Heraclides） 的有关说法，传统音乐调式按照当时多
利亚、艾奥里亚和爱奥尼亚三大族群，可分为相应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多利亚调、艾奥里亚调和爱
奥尼亚调。多利亚调雄壮高亢，反映出军乐传统和斯巴达人的强悍气质；艾奥里亚调大胆而欢悦，
热情而殷勤，有些过分自负和自我陶醉的特点；爱奥尼亚调狞厉刺耳，表现出傲慢和财大气粗的
刻薄意向。至于新出现的吕底亚和菲里底亚调，他认为还处于雏型，算不上成熟或定型的调式。他
甚至对混合型和强化型吕底亚调提出批评，认为前者音色尖厉而哀惋，后者在表现时代精神方面
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M onro 9—11） 。

赫氏对菲里底亚调的评价，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偏见。 而柏拉图肯定这一调式，想必有其特殊
原因。当代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这一点。维斯特（ M．L．West ）在《古希腊音乐》一书中
总结说：菲里底亚调与风笛（ αυλοζ）和克瑟拉琴（ κιθαρα）关系密切。 此乐调所引发的情绪包括欢
快、虔诚、激动以及宗教热情等等。 在和平时期，可用来从容不迫地修身养性或祈祷神灵。 据说悲
剧诗人索福库勒斯（ Sophocles）采用酒神赞美诗的方式，率先将这种调式引入悲剧。 至于混合型
吕底亚调，则是悲剧常用的调式。 也有人发现萨福在自己的抒情诗里使用过这一调式，悲剧诗人
可能是从她那里借用过来。 此调式富有情感色彩，适宜于表现悲伤的哀歌，容易唤起怜悯的感受
（ West，A ncient Greek Music 180—182） 。

3．节奏即格律的产物
在古希腊音乐里，“格律”、“韵律”与“节拍”近乎同义，均是构成节奏的基本要素。 通常，把文

词音节的长短与读音的重轻在反复中连接起来，便构成抑扬顿挫和起伏波动的日常言语节奏；把
诗歌以及器乐中节拍的长短和音调的高低按照一定的音步或音阶形式组合起来，那便构成诗歌
的韵律节奏或音乐节奏。 由于古希腊音乐与诗歌不分，因此每谈到音乐节奏，总是围绕着传统的
诗歌音步而展开的。 当时那些研究节奏的专家，“只是比研究格律的专家更为精细老练的理论家
而已”（ West，Greek Metre 20） 。 譬如，柏拉图所推崇的音乐家达蒙（ Damon） ，就把“音步的速度
和节奏看得同等重要”（ Plato，Rep．400c） 。要言之，在诗乐实践和欣赏活动中，音步或格律组合
形式不同，其节奏也相应有异。 前者可谓动因，后者属于结果，是在听觉感受过程中得以体验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里谈论节奏时，也是基于诗歌的音步或格律，将其视为节奏的“基
本韵律单元”，同时也提到“三种音步组合形式”和“四种音调形式”。 前者包括以长短格为音步基
本特征且经常用于战争舞蹈的音调形式（ ενοπλιοζ） ，以长短短格为基础并将长长格和短长格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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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而成的六音步英雄韵律形式（ ηρωοζ） ，再就是以长短格为基本特征的多音步复合形式，此形
式在节奏加快时比短长格更显得铿锵有力（ Plato，Rep．400a-c） 。 至于后者，也就是“四种音调
形式”（ τετταρα） ，可能是指构成四度音阶中的四个音调。但由于专家看法不一，尚无定论。我们知
道，诗歌节奏的形成有赖于音步的长短变化，音乐节奏的形成取决于音势的波动起伏。 古希腊的
音步，从舞蹈与军乐（如进行曲）的表现方式看，与人脚按照一定间隙踏步有关。 古希腊人将韵律
中每个音步的重音和轻音分别称之为θεσιζ和αρσιζ，行话称其为“长格”与“短格”，现代诗歌则将
它们分别称之为“扬格”与“抑格”，现代音乐则将其分别称之为“重拍”与“弱拍”。柏拉图所说的那
种短长格ιαμβοζ，包含两个音步，前半截为重音，后半截为轻音。而与此相对的长短格τροχαιοζ，也
具有类似的特点。 这两种音步所形成的节奏简约明快，铿锵有力，容易操作，适合于进行曲，有助
于排兵布阵，统一步伐，鼓舞军队的士气。若与其他格律组合起来，可以谱写出节奏明快气势雄壮
的军乐，这或许就是柏拉图所讲的那种“表现战争气势的复合节奏”。

柏拉图列举的长短短格δακτυλοζ（ —∪∪） ，代表“多利亚音乐传统的典型特征，其扩展形式
为短长格和长短格，结果使长短节奏在由两个以上的格律群所构成的乐段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
凌驾于与其相邻的节奏之上”（ West，Greek Metre 48） 。原则上讲，古希腊诗乐中的长格，在音程
比值上约等于两个短格。 希腊史诗中常用的六音步诗行，是由六个长短短格组成的格律群，其图
解与体例如下：

1   2  3  4  5  6
—∪∪—∪∪—∪∪—∪∪—∪∪——｜｜．
 、σ′ζκεθεοιζʔ επιπει′θηται，｜μα′λατʔʔε′κλυοναʔυτου．
（ If they obeyed gods，they would be mostly set free） ①

这种韵律节奏，既然具有多利亚音乐传统的典型特征，那么也必然带有多利亚调式的精神品
性，或雄浑壮美，或勇猛激越，或表现果敢，或使人联想起斯巴达的军旅风范……总之，这种节奏
不仅与前面所推崇的表现战争气势的复合节奏相关联，而且与柏拉图培养护卫者的乐教宗旨相
吻合。

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语中两个音节以上的词几乎都有重读音，用在词序灵活多变的句子中
时，重读音和轻读音一般要根据后面相邻的第一个元音字母或标点符号进行适当调整，或由重而
轻，或由轻变重，这不仅是为了便于发音和朗读，也是为了话语的流畅与悦耳能形成音乐效果。在
诗歌中，这种重轻读音的变化，更是随着音步或格律的要求或长或短地加以排列，由此产生的音
乐节奏感不仅便于朗诵、吟唱、配乐和演奏，而且赋予不同的音调以不同的情感色彩乃至道德内
涵。 所以说，声音与韵律在古希腊语言与诗歌中占的地位，与思想观念和诗意形象同样重要。

柏拉图对音调与节奏的审美心理效应十分关注。他认为，由音调所构成的音乐旋律与由音步
构成的音乐节奏，都会对观众的心灵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要断绝那些一味表现和刺激非理性快
感的东西。诚如他在《泰米尔斯篇》中所言：“许多适合歌唱和聆听的音乐，因其乐调而提供给我们
欣赏。乐调的韵律形式与我们心灵的运转活动十分类似。文艺女神的信徒们并不将其视为给人以
非理性享乐的东西，而当今的音乐却把这类享乐当作自身追求的目的。 相反地，我们认为乐调旨
在矫正心灵运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这些乐调协同我们一起采取行动，将心灵恢复到
和谐一致的状态之中。音乐节奏的目的也在于此。鉴于杂乱无章与粗野无礼在一般人类中十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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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们应当启用乐调及其节奏来协助我们抵制那些劣习”（ Plato，＂T imaeus＂47c-e） 。 显然，柏
拉图的上述论调，与其道德化的理想教育宗旨以及伦理审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这与孔子
所倡导的“温柔敦厚”式的诗教思想和“成于乐”的人格修养范式，确有近似相类之处。

二、诗乐的结构与审美

在古希腊，诗即乐，乐即诗，合二而一，故名诗乐。 所谓诗乐，不仅诗配有乐，吟唱时要用里拉
琴等乐器伴奏，而且诗中有乐，诗文创作要依据一定的声韵与格律，其自身结构就具有音乐成分。
与现代不同的是，古希腊的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实用性的寓教于乐的艺术，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生
活联系密切，与艺术和道德教育的实践融为一体。 那么，现如今研究古希腊音乐或诗乐的西方学
者，到底是如何界定柏氏所推崇的多利亚与菲里底亚两种调式的呢？融音乐与诗歌为一体的古希
腊音乐到底有何艺术特性呢？我们又当如何理解柏氏的良苦用心的呢？这里删繁就简，将其归纳
为以下四点：

1．音调的风格与实用品性
历史上看，多利亚调式是公元前5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期广泛运用的一种调式，一直受到音

乐家及其爱好者的青睐。 该调式多用于列队行进赞美诗、派安诗、爱情诗、悲剧诗和哀歌等体式，
在歌舞合唱乐曲中最为常见，但与其他基调也能兼容，因此是一种相当通用的调式，也是用来教
青少年习弹里拉琴的第一调音。 菲里底亚调式与风笛（ αυλοζ）音乐联系密切，但并不局限于风笛
吹奏曲。这种调式适应于多重基调，如欢快、虔诚、激越或宗教狂热等等。按理说，柏拉图不会欣赏
这种调式，但他只看到该调式虔诚与平和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激越与狂热的另一面，而且将其与
多利亚调式并列一起，作为理想国诗乐教育的基本素材，以期在和平时期用它来培养人们明智的
节制美德和敬神的虔诚心性。在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菲里底亚调式的定型和传播晚于多
利亚调式。 欧里庇德斯曾经暗示，菲里底亚调式与外来的亚洲曲调和狂热的酒神崇拜有关。 用此
调式谱写的风笛音乐，用于宗教仪式，祭献给希腊诸神的天国奥林帕斯，在崇拜诸神之母的教派
中颇为流行。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称赞这一调式，主要是因为由此谱写的祭神音乐，可激发人
们敬神的宗教情感和满足其精神需要（ West，A ncient Greek Music 179—181） 。

当然，《理想国》对调式的描述也存在一定的出入，并且反对用风笛来进行音乐伴奏。 亚里士
多德在《政治学》里，试图纠正这一缺失。 他批评说：“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多利亚调式之外
只选取菲里底亚调式是错误的；他在先既反对笛声，后来又存录菲里底亚调式，则他的谬误尤为
可异。菲里底亚调式之于其它调式，恰恰犹如笛管至于其它乐器；两者都以凄楚激越、动人情感著
称。这可以诗体为证。酒神狂热（ βακχεια）以及类似的情感冲动［于入诗篇而谱于乐章者］，只有和
笛管最为谐合，如果用其它乐器，便觉得失去自然。 就乐调说，也与此相似，菲里底亚调式中的音
乐最能表达狂热心境。酒神赞美诗［热狂诗体］以狂热而闻名，通常都知道这种诗与菲里底亚调式
的音节相适应……据说诗乐家菲洛克色诺就曾拟以多利亚调式为谱，填制一篇题为《米苏人们》
的酒神赞美或热狂诗章，他终究没有成功；后来他不得不仍旧沿用菲里底亚调式来编写”（亚里
士多德，《政治学》1342b1—15） 。 亚氏的补正是中肯的，从菲里底亚调式的历史沿革和品格特性
看也是如此。 按照亚氏的“净化说”（ καθασιζ） ，以菲里底亚调式谱写的狂热而激越的酒神赞美诗，
会使听众经过酣畅淋漓的情感宣泄与审美体验之后，最终如跌宕奔涌的江河归于大海，归于平
静。但柏拉图似乎看不到这一点，他向来对情感问题十分敏感，总担心人们在忘情之中丧失理智，
没有节制。因此，他也许只是看中了菲里底亚调式在平时祭祀仪式上所呈现出来的虔诚与静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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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或者说仅想利用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伦理品性，将其纳入道德理想主义的心灵诗学实践之
中，以期移风易俗，教化民众，提高与节制相关的心理素养和精神气质。他之所以有意忽略其它方
面，坚决反对使用风笛，恐怕也是为了回避或削弱菲里底亚调式的激越和狂热的一面。

2．音调的乐理维度
从乐理的角度讲，古希腊音乐调式的区别，主要在于音调高低的不同。 这就是说，调式

（ αρμονια）与音调（ τονοζ）在涉及音高标准方面相类似。 在早期的八度音阶中，多利亚调式居于中
间，不高不低，随后音高由此逐阶上扬，最后到达最高音（ νητη） （ M onro 31—32） 。 事实上，八度
音阶是由两组四声音阶构成的，或者说，是由四根弦的里拉琴增至八根弦的里拉琴而形成的，每
根弦代表不同的音调与音高。 居下的四个音调是低音系统，居上的四个音调是高音系统。 多利亚
调式属于中调（ μηση） ，是低音部分里的最高音，其上便是高音部分，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另据阿里托克西奴斯的七音调系统，多利亚调式和菲里底亚调式与吕底安调式位列其中，各有
高低音变化。 全音程的多利亚调式位于中调，其上就是菲里底亚调式（ M onro 59） 。 两者中正不
偏，易学好懂，不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故此被列为最佳音调，在少年时代的诗乐教育中应用这类
音节和歌词最为适宜（亚里士多德，《诗学》1342b5—20） 。 总之，在乐理上，多利亚调式与菲里底
亚调式是关乎音调及其高低的。 柏拉图自己也认为，只有了解了高低长短的音调或调式的人，才
有可能听懂音乐（ Plato，＂Philebus＂17c—d） 。 可见乐理知识与音乐欣赏是密切相关的。

3.音乐的精神效用
就音乐所表现的精神而论，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不同调式所反映的精神或品格

（ ηθοζ）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比较，认定多利亚和菲里底亚两种调式适合于理想国的公民教育。 据
说，平达在一首派安赞歌（ paeon） 里宣称，多利亚韵律最为庄重或肃穆（ West，A ncient Greek
Music 179—180） 。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利亚调式“庄重”，适合于表达“勇毅的性情”。 普鲁塔克也
认为多利亚调式“庄重”，有益于塑造“高贵的品格”（ M onro 260） 。诸如此类的说法显然确认了柏
拉图的调式观。 牛津古典学者芒罗在总结和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古希腊
音乐作品的伦理品性，诚如阿里斯蒂德斯所言，主要取决于音调的高低。举凡调式，无论是多利亚
还是菲里底亚调式，均与音调的高低密切相关，其表现力会对人产生不同的感染效果。另外，变动
的音程也对音乐的伦理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变动的音程决定音阶的种类。就不同音乐
种类或调式的伦理品性而论，阿里斯蒂德斯有过一段论述，认为全音程乐调表现出男性气概和庄
重朴素的特性；半音程乐调表现出温馨甜美或悲情忧伤的感受；大半音程乐调表现出动人心魄和
欣然愉悦的气氛。 这一评论无疑来自早期的看法。 我们从古希腊权威学者托勒密那里得知，音程
种类的变化与音调高低的变化，是音乐韵律中的两种变调形式（ M onro 66—67） 。 由变调所产生
的艺术效果，通常根据听众的反应予以修饰性的描述。 就多利亚与菲里底亚调式来讲，古希腊人
采用了一连串修饰词来表示它们各自的精神与品性。 他们认为多利亚调式 “富有男子汉的果敢
气概”（ ανδρωδηζ） ，“具有庄严恢宏的气势”（ μεγαλοπρεπηζ） ，而且表现出“稳重”（ στασιμοζ） ，“高
贵”（ σεμνοζ） ，“雄强有力”（ σφοδροζ）和“朴实无华”（ σκυθρωποζ）的风范。 相形之下，菲里底亚调式
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与祭祀酒神的宗教仪式有关”（ οργισαστικοζ） ，擅长表达“深刻的内心感受”
（ παθητικοζ）和“狂热的宗教情感”（ ενθουσιαστικοζ） （ Nettleship 120—121） 。

从我们聆听音乐或诗歌（甚至说话）的直接经验看，音调的高低强弱，音程的长短变化，会对
人的生理（听觉）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现代音乐中的高低音变调与行板、快
板或慢板在听众身上所引发的不同生理反应和情感反应，便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原本自然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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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人文化、社会化与理智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生理性与情感
性的了。因此，任何外界的音响刺激，听众或多或少都会赋予其一种解释或意义，甚至将自己的情
思意趣自然而然地投射进去，构成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有我之境”。 尽管如此，我们对柏拉图有
关古希腊音乐调式的道德化评价与取舍，总是心存疑虑。 因为，听众的个人经历、背景和心境不
同，对音乐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蒂德斯和托勒密等人，也许能从多
利亚调式里体味到庄严与勇毅的道德价值，其他人也会产生同感吗？另外，古希腊音乐调式的道
德伦理意义，会不会因为一些名家如是说，后来者便拾人牙慧，重复旧说呢？人类语言有诸多奇妙
或荒唐之处，其一就是某种说法重复多了就有可能成为定论，成为思想的遗教。 但在今日要想澄
清这些问题，那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有理由从怀疑论的角度去反思。目前比较现实的做法，就在于
从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搞清这些音乐要素是否包含那些突出的道德品性或伦理价值。譬如，从
芒罗所列举的相关遗篇看（ M onro 104） ，多利亚音乐是斯巴达文化、文学、生活、习俗和精神的一
个方面，多利亚调式也是如此。 音乐与诗歌不分，与舞蹈一体，当时的音乐或诗乐作品，不只是用
来参加艺术表演活比赛的，而求是大量用于实际生活娱乐、军事演练、征伐作战与身心教育的。那
么，在联想的作用下，人们聆听或高唱自己熟悉的乐调，譬如多利亚调，自然会将其与实际功用、
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英武果敢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由此可以假定，柏拉图所言的音乐调式
与风格精神，是有一定根据的。

4．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
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古希腊音乐、诗歌和舞蹈彼此互动，三位一体。 历史上，古希腊人习惯

于在高声吟唱与翩翩起舞的动态中，展现其诗乐舞的综合艺术魅力。 这一综合艺术特性，可从平
达献给运动会的诸多颂诗中窥其一斑。譬如，他对第一届皮西亚运动会的游行场面作过这样的描
绘：“阿波罗和满头紫发的缪斯／共弹一把金色的里拉琴；／节日的头领，看到欢快的舞步；／歌手们
合着琴声载歌载舞。 ／当受到音乐的震撼，你轻拨琴弦，／引得舞蹈家同声高唱，欢歌不断”（沃尔
佩39） 。 这种人神共舞的游行队伍，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歌舞升平，热闹非凡。 阿波罗和
缪斯是专管艺术的神灵，据说阿波罗是里拉琴的发明者和弹奏高手。而里拉琴在古希腊文化生活
中，几乎是音乐和诗歌的象征。 在“歌手们合着琴声载歌载舞”这行诗中，我们不难看到歌手、琴
声、诗歌与舞蹈，以综合互动的形式，在游行的队伍里尽情表演。 在古希腊，“舞蹈家”实际上也是
“歌手”；舞蹈与合唱通常就用χοροζ一词来表示。总之，古希腊人能歌善舞的天赋，经过系统而全
面的训练，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平达的颂诗，并非是一般的叙事诗，而是兼有抒情诗的特色，
并且具有在大庭广众面前可以尽情歌唱表演的特性。 丹纳曾就法国与古希腊的抒情诗做过这样
的比较：我们［法国人］心目中的抒情诗，不外乎雨果的短诗或拉马丁的分节诗；那是用眼睛看的，
至多在幽静的书斋中对一个朋友低声吟哦，我们的文化把诗变成两个人之间倾吐心腹的东西。希
腊人的诗不但高声宣读，并且在乐器的伴奏声中朗诵和歌唱，并且用手势和舞蹈来表演。 那时整
个的人，心灵与肉体，都一下子沉浸在载歌载舞的表演里面。 这是一种忘情的娱乐，审美的陶醉，
诗化的狂欢。他们把娱乐与审美结合得契合无间，不仅把艺术生活化了，而且也把生活艺术化了。

综上所述，古希腊时期的音乐结构，包括文词，调式和节奏三者。 文词作为诗句歌词，构成音
乐的基本内容；调式作为旋律要素，与基于格律的节奏配合，构成音乐的特定风格；吟唱和舞蹈作
为表演方式，动态而直观地展现了古希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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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Notes】
① Cf．Richard Nettleship．L ectures on the Republic of P lato．121—123．Also see M．L．West．Greek
M et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 18—25；35—36．According to West，＂Ancient metricians regard
a long as equal to tw o shorts．We have just seen that a long syllable may take the place of tw o shorts
（ contraction） ；and in some metres tw o short syllables may take the place of a princeps-long （ resolution） ．＂
（ 20）
② 参见 Liddell and Scott ，eds．Greek-English L ex ic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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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lave Narration＂and God of War of the Black Africa：Ogun
On the Post-Colonial Feature of Soyinka’s Poetry

Abstract：Soyinka’s poetry is，in essence，a matter of ＂Slave Narration，＂which is full of
colonial w riters’ spirit of revolt，bearing striking features of post-colonialism．Soyinka is a
cultural ＂baster，＂whose poetic w orks are results of combination of dual cultures from the
tradition of modern western poetry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ality of African colonies．
Soyinka is in a dilemma in that，while undergoing a cultural revolt，he presents deep
disposition of pessimism．
Key words： Soyinka  poetry  characteristics of post-colonialism  slave narration  
cultural revolt
Author： Song Zhim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Beijng Normal University．His research area is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 een
Chinese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s．
Title： Haruki Murakami：A Representative of Cultural Hybridity
Abstract：T he works of Haruki Murakami，a contemporary Japanese w riter，have received
w ide attention from both critics and researchers all over the world．T his article intends to
justify his popularity，argueing that his popularity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follow ing
facts，namely，the author’s w riting w ith ＂dual identity，＂his success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w estern literature on Japanese literature，the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on
literature and the hybridity of culture．His novel N orw ay ’s Forest embodi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culture．
Key words：Haruki Murakami N orw ay ’s Forest Postmodern culture
Author：Wu Yu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Suzhou University．

Title： Elements of Japanese Culture In Kawabata Yasunari’s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T his thesis explores the reason of success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Kawabata
Yasunari，a well-known Japanese w riter．T he exploration reveals that by reflecting on the
failure of his earlier experiment，Kawabata found a way of transcendence and conversion．
By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 ard the tradi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T he
T ale of Gery ’s and by incorporating techniques learned from Western literature，he
achieved his unigneness in depicting．
Key words： Kawabata Yasunari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ament for things  
metaphysics
Author：Zhang Jianhua is a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hinese Department，Neijiang T eachers
College．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oriental literature．
Title： T he Synthesis of Poetry w ith Music in Ancient Greece
Abstract：T he ancient Greek music （ μουσικη） is composed of three key elements including
words （ λογου） as poems or verses of songs，mode （ αρμονια？）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style
and melody，and rhythm （ ρυθμου） based on metrical variations．It is therefore often
identified w ith ＂music-poetry．＂Its artistic features are closely leagued w ith the performing
trinity of poetry，music and dance，in addition to its specific moral ethos，historico-
cultural need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 musical art．In order to build up an idealized
personality and train good guardians for the city-state，Plato himself keeps to a moralized
principle by which h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musical education and recommends the
Doric （ Δωριστι） and Phrygian （ Φρυγιστι） modes．
Key words：music （ μουσικη）  words （ λογου）  mode （ αρμονιαζ）  rhythm （ ρυθμο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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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Wang Keping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T ranscultural Studies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He was visiting fellow at St．Anne’s College under
Oxford University in 2000．His main academic interests are aesthetics and poetics．
Title： T he Multiple T endencies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in a
Postmodern Age
Abstract：T 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T he objects of the study cover a w ider range，
and the critical position tends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On the base of re-examin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romantic poetry，critics begin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main poetic currents of this era．T hey highly evaluate the poems of
the minor poetic groups and the women poets at the time．T hey also call in question the
essential unity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spirit，thus resulting a points of view in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Key words：Romanticism  poetic canon resources of poetry  women poets
Author：Zhang Ya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the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er current research area is English poetry．

Title： Representing Asia in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T ravel Fiction
Abstract：T 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 itnessed a rallying of critical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travel literature，thanks to the emergence of Euro-American theories of deconstruction
and post-colonial cultural studies．T his article offers a reading of som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fictions about Asian travel．Focusing on the represented images of Asia in this
body of literary w riting，it argues that much of th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Asia w riting
constitutes no less than an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orientalist discourse．It also
contends that，whil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s talk increasingly more often about ＂
Asianization，＂genuine Australian integration into the region would not materialize until
the country overcomes its imperialist hostility tow ards Asia．
Key words：travel fiction Asia Orientalism
Author： Wang Labao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Deputy Dean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ochow University，and a standing member of the Ph．D．supervisory team in
the University’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re．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w ritten in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a monograph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 Multicultural Echoes，Soochow University Press，2000） and some critical articles．
Title： Crucifix ion，Revenge，Union On the Changing Black Imag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bstract：Black images literature have bee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 change．T his paper
aims at tracing this process by analyzing M rs．Stowe’s Uncle T om’s Cabin，Richard
Wright’s T he N ative Son and Ralph Ellison’s Inv isible Man and Juneteenth．
Key words：black images crucifixion revenge union
Authors： Gong Yubo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and a Ph．D．candidat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His research area is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Liang Ya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now of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Fuyang Normal College．
His research area is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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