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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音乐创作，即指作曲者谱写音乐的活动。

除了某些现代派或先锋派音乐，作曲者创作音乐作

品总是有感而发，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或通过音

乐抒发自己的胸臆，将自己的意图做出导向性的阐

释，最终把整个乐思用各种音乐要素加以组合，并

在乐谱中呈现出来，为表演进行“严格”的规范。

人们已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不确定性是音乐的

根本美学属性之一，存在于音乐的各种要素和各个

环节当中。音乐创作活动作为音乐存在的前提基

础和重要环节，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长期以来，很多作曲家都认为在他们的创

作过程中，他们想要塑造的音乐形象、营造的音乐

意境、表达的音乐情感是十分明晰的。音乐大师门

德尔松就曾说过：“语言，在我看来是含混的、模糊

的、容易误解的……那些我所喜爱的音乐向我表述

的思想，不是因为太含糊而不能诉诸语言，相反，是

因为太明确而不能化为语言。”[1]在门德尔松看来，

音乐不光能够清晰地表达思想和感情，甚至比普通

的语言文字表达效果更加明显。音乐创作是一件

非常准确的传情达意活动，没有丝毫的不确定性。

音乐创作过程就真的如门德尔松所说的那么清

晰、确定吗？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创作主体力图准

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感受传达出来，但是，因为诸多

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目标实际上难以达到。

音乐创作中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创作主体独特的认识方式带来的不确定性
自然界作为现实的现象世界，应当是十分明确

的，如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高山、大海，山川、

小溪甚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

空中运动着的有形的实体，都有着具体可见的外部

特征，能够容易地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作为音乐

创作主体的作曲者、音乐家，如果不将它们看作音

乐创作的对象，而是当作日常观察或科学研究的对

象，无疑能够准确认识和把握它们。然而一旦进入

音乐创作，将这些有形的实体作为音乐的审美对象

时，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音乐本身不是实体，因为音乐与其表现对象之

间不存在绝对的“同构”关系，仅存在“似原型同

构”。创作主体只能以感性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把

握世界，它既不需要科学严密的逻辑思维，也不需

要如何准确地描述外部事物所具有的客观特征和

具体形态，只需要经由形象思维对客观世界作整体

性的认识和把握，以及通过特定的自然现象或社会

生活来表现人类共同的最深层、最普遍的情感。因

此，创作主体的这种对审美对象不求明晰的独特的

认识和把握方式就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确定

性。正是这种模糊而不确定的对审美对象的整体

认识过程，才会在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里激起一层

层的情感波澜，激发创作的灵感，从而创造出令人

回味无穷的美妙的音乐。当然，这美妙的音乐也因

此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二 创作主体内在情感的不确定性
科林伍德曾言：“当说起某人要表现情感时，所

说的话无非是这个意思：首先，他意识到有某种情

感，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什么；他所意识

到的一切是一种烦躁不安或兴奋激动，他感到它在

内心进行着，但是对于它的性质一无所知，处于此

种状态的时候，关于他的情感他只能说：‘我感到

……我不知道我感到的是什么。’”[2]对于这种难以

言传和明确把握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现象，从创作实

践角度来说，就是创作主体内在情感的不确定性的

一种体现。华彦钧（阿炳）创作的二胡曲《二泉映

月》，阿炳本人称之为“依心曲”。有人曾问他这首

曲子的曲名是什么时，他回答说：这首曲子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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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信手拉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在这个样

子。这说明阿炳本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对于音乐

表现了什么？表现了什么样的情感？自己也感到

难以言说，阿炳所说的“依心曲”、“信手拉来”也正

说明作为创作主体的他，其自身内在情感是表现为

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但作曲家的“情感”绝不仅

仅就是作曲家个人的情感，作曲家的情感往往与他

生活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及所属的特定的社会群体

的社会情感有关——音乐家的内心“比普通人更迫

切地趋向于时代的精神”[3]。因此，他所表现的情感

应当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特定的社

会群体的普遍情感。另外，由于生活中某些特殊的

事物、现象而触发作曲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和理

解，有时也会使得作曲家超越自我，从而上升到对整

个人类共同情感的真正理解与领悟。但是，纵然作

曲家对于人类普遍情感的本质的理解与领悟能够达

到准确明晰的把握，尽管作曲家可以将他所理解的

人类普遍的情感寓于特殊的音乐形象之中，但他也

仍然难以用确切、明晰的表现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这是因为：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作曲家不是以严

密的、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去观察事物，体验生

活，而是以一种较为直接的、感性的思维方式来认识

和体验的。因此，由作曲家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所

带来的创作主体的内在情感必然是模糊的、不确定

的；另一方面，情感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

征，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更遑论予以准确的表达。

霍夫曼曾说：“音乐则向人敞开了一片未知域

界，这片域界若依靠包围着人的外在的感性世界，那

是什么也无可名状的，人把一切以概念来规定的情

感遗留在这个感性世界里，以便使全身心沉浸于不

可言传之中。能认识到音乐这种特有本质的器乐作

曲家是多么少啊！这些作曲家只知道去描述那些确

定的感情，或者竟是确定的故事，照这样，等于是以

形象的方式去对待这种本来跟形象决然对立的艺

术。”[4]从霍夫曼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如果以“确定的

感情”来解释音乐，那么音乐便“无可名状”，换言之，

音乐是不能用确定的感情来解释的——情感本身是

模糊的、不确定的。正因为这样，作曲家为了表现某

种情感，就只能借助象征、比喻、暗示等手段进行创

作，表达情感。由于象征所具有的人所共知的不确

定性特征，这就使得作曲家所表达的情感更加不确

定。再者，作曲家也常常运用某些与原型具有相似

性特征的技法来表现主体体验到的情感。但是，这

被表现的情感也仅仅只是相似于原型，它毕竟不是

原型。实际上，当这种不确定的主体的内在情感被

表现出来时，它就与表现对象构成“似原型同构”，我

们从音乐中感受到的情感所体现出来的音乐艺术魅

力，正是来源于创作主体内在情感的不确定性特征。

三 创作过程具有的不确定性
音乐创作是一个灵感迸发、充满激情、充满想

象、联想以及各种创作意识忽隐忽现的玄妙而复杂

的过程，其中，具有不确定性的潜意识在作曲者的音

乐创作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伴随着音

乐创作的全过程。潜意识是音乐思维中的一种，模

糊性、朦胧性、不确定性是潜意识最典型的特征。莱

布尼茨认为，人的认识以及审美趣味或鉴赏力，正是

由这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感觉构成的。他说：“画家

和其他艺术家们对于什么好、什么不好，尽管很清楚

地意识到，却往往不能替他们的这种审美趣味找出

理由；如果有人问他们，他们就会回答说，他们不喜

欢的那件作品缺乏一点‘我说不出来的什么’（je ne

sais quoi）。”[5]画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作曲家！

通常，作曲家在开始创作之前，往往都会构思一

个想要表达的主题、想要塑造的形象或是想要传达某

种特定的情感等，但这个想要表达的主题、想要塑造

的形象以及想要传达的特定的情感，在创作过程中却

往往会被或隐或显的模糊、朦胧的潜意识和内在不确

定的情感以及对外部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认识和把

握所包围，尤其突出的是：伴随创作全过程的潜意识

具有极其不确定的特征。因此，这就更增加了整个创

作过程的不确定性。此外，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是将

他的各种感受转化为音乐的，而由于音乐艺术的特殊

性——音乐本身不能用准确的概念说清楚，只能以一

种无意识的、朦胧的、模糊的状态呈现，这就使音乐创

作过程中创作思维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了出来。

另外，对作曲家来说，他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以及要塑造的音乐形象、营造的音乐意境最后都只

能以音符的形式落实到乐谱上，但由于记谱法的局

限性，乐谱上的符号再精确也不可能准确、具体地

记下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所有细微的东西。况且，

“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符号，艺术家的任务自始自

终都是制造符号，而符号的制造又需要抽象。”[6]因

而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只是抽象的艺术符号而已。

组织起来的音乐材料、形式构成，其原始的形态是

经由作曲家先在头脑中组合后才产生的。也就是

说，作曲家实际谱写乐曲，最初是在他的头脑里经

过了无数次的想象、构思、发展并完成的。真正创

作出来，用乐谱记录下来的音乐作品，不过是在头

脑中完成的构思的并不精确的再现而（下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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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 Fu and His Calligraphy Art View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the Calli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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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lligraphy as an art had a greater innovation in running handwriting after the peak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regular handwriting, Calligraphy style was also transformed from Rule Advocati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to Nature Ado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In particular, four calligraphers of the Song Dynas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 Mi Fu, as one of the four calligraphers, created a new form of calligraphy and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individual character.His calligraphy art view shows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produced the
further influen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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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因此，乐谱本身并不就是音乐，它必须以音乐

的音响这一特殊的物质材料为媒介。“音乐的音响”

先在作曲家内心形成，再从作曲家内心“翻译”过

来，变成并不能精确“再现”的乐谱。亨利·伍德说：

“没有什么方法和记号能够准确记下作曲家心理的

东西的。”[7]可见，乐谱的这种“翻译”、“再现”，又成

为增加音乐作品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由于音乐创作主体认识方式的不确

定性、内在情感的不确定性、音乐创作过程具有的

不确定性以及传达手段的局限性，从而导致音乐创

作中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只不过相对于音乐表

演和音乐接受而言，音乐创作中的不确定性，因其

隐藏于创作者的内心和潜意识之中，不易为外人乃

至创作者自身觉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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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certainty is the fundamental aesthetic properties of music, which exists in a variety of elements
and all links of music. The composotion hsa no exception. Uncertainty in composotion is 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oser，the internal feelings of the composer and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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