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与风格
——迈尔音乐情感理论简介



伦纳德·B·迈尔

• 美国当代著名的音乐美学家和音乐理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 曾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 曾应邀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地作过声誉极高的讲座；

• 获美国文理科学学会会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荣誉称号，戈登兰恩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

• 把音乐美学问题从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转变为音乐接受

过程中先天认知系统与后天学习培养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迈尔理论主要的不同之处

• 情绪的参照性（苏珊·朗格理论）

• 音乐决定情绪

• 音乐单纯作为一种形式

• 情绪的非参照性（迈尔理论）

• 音乐激起情绪

• 情绪被体验成情感——内涵

• 内涵具有差异性

• 内涵因为期待的偏离而出现



内涵的起因——期待的偏离

• 期待——对将来之事的期望和展望

• 迈尔理论中的期待——音乐中的趋向

• 这种趋势分为意识趋向和无意识趋向



内涵的起因——期待的偏离

• 无意识的期待（潜在的期待）

• 有意识的期待（主动的期待）

• 偏离

• 装饰音，弦外音等等

• 自然产生的期待

• 后天学习的期待



内涵的差异性——风格的介入

• 期待的约定情景——音乐风格

• 音乐风格是某种声音关系的组合系统。

• 这个组合系统为某一特定时代具有相同音乐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理解和运用

• 风格与期待的促进



迈尔的音乐情感理论

• 同时具有参照性和非参照性

• 非参照性：音乐唤起人的情感

• 一种想象，尽管开始是与音乐特定的刺激物有关，但是当连续的想象出现时，后一种想象

就可能与音乐刺激物的后续过程无关，而是由听者头脑里的想象与想象之间产生的联想。

这样，真正的刺激物就不是音乐结构的一步步展开，而是听众头脑中的主观的内容

• 参照性：作品所属风格的范式一旦确定，那么对于作品的感情内容的研究和

分析就可以被客观地讨论



附：节奏旋律分析

• 五种节奏组与结构等级

• 旋律的“间隙——填充”







迈尔音乐情感理论的启示

• 创作：期待与未被期待之间的平衡

• 演奏：演奏者将要带来的情感体验要与期待可能引起的情感体验保持一体

• 迈尔指出，当一个声部的旋律趋于结束时，另一个声部的旋律是继续的，或者当旋律趋于

完成时，节奏与和声还在继续进行，等等，这就是音乐的等级不连续性，是音乐内在关系

的丰富性所在。如何处理其中纵横交错的关系呢？演奏者应该对音乐的进行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找出音乐进行中的关键点，最重要的是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的位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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