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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樂性」（Musikalität）的思考

蔡育昇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音樂系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做為音樂心理學與美學研究的內容，「音樂性」（德文寫作 Musikalität，英文寫作

Musicality）的議題自二十世紀初開始於德國展開科學性的研究以來，許多學者的研究內容

與定義未曾使「音樂性」獲得確切的結果。音樂理論家與音樂心理學者把「音樂性」確立在

音響和音樂音響的能力上，以及聽覺的和音樂的聽覺能力的學習上，例如在節奏辨別能力、

絕對與相對音感、旋律或調性的辨識等。事實上，「音樂性」無法單獨從這些基礎的規範來

確切描述。即使如此，這個名詞（或形容詞）從不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消失，它除了是音樂

天賦與音樂才能的指向性判斷，更是美學體驗的特徵。本文並非試圖為「音樂性」的定義與

內涵做最終的界定，主要希冀透過音樂心理學與音樂美學的理論基礎，以及音樂學者的相關

論文，以理解「音樂性」的可能性面向。

關鍵詞：音樂性、音樂心理學、美學、音樂天賦、音樂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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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音樂性」（德文寫作 Musikalität，英文寫作 Musicality）的概念是音樂心理學中最具爭

議的問題之一，在我們通用的語言中，這個概念也沒有一致的用法。一般說來，音樂創作與

表演實踐的評論標準通常建立在技巧的展現與「音樂性」的表現上，技巧的展現或許可以有

其聽覺上客觀的標準，但「音樂性」的表現在沒有一致性概念的基礎上，付諸文字的就僅止

於言表之形容詞堆砌。綜觀音樂心理學理論的相關論著，不論是從「音樂學」的面向，或是

「心理學」的觀點，對於「音樂性」理論的論述猶如鳳毛麟角，例如 Helmut Rösing 1 等人所

編著的Musikpsychologie（1993）、Helga de la Motte-Haber 2 的 Handbuch
der Musikpsychologie

（1996）、Donald A. Hodges 3 等人所編著的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1996）與 Diana

Deutsch 4 等人所編著的 The Psychology of
Music（1999）等，雖然其中涵蓋的音樂心理學議

題極廣，卻無法讓我們一窺「音樂性」的真正面貌。相較之下，Géza Révész 5 的 Einführung

in die Musikpsychologie（1972, 161-183）6 與 James L. Mursell 7 的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1971, 321-327）8 的專文論述，相對地較為完整 9。更進一步從音樂相關的辭書探究，《新

葛羅夫音樂與音樂家辭典》（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並未出現關於「音

樂性」這個名詞（或形容詞）的解釋；而德語音樂辭書《音樂的歷史與現狀》（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簡寫 MGG）10 對於「音樂性」的意義與內容則有相當篇幅的論

述，可以讓我們在深度與廣度上對於「音樂性」相關的界定，取得完整的闡釋。而捷克

裔德國音樂學家 Vladimir Karbusicky11 於 1979
年出版之《系統音樂學》（Systematische


                                                       1
Helmut Rösing，德國音樂學家。 2 Helga de la Motte-Haber，德國音樂學家。 3 Donald A.
Hodges，美國音樂教育家、音樂學家。 4 Diana Deutsch，美國音樂心理學家、認知心理學家。現為美國
California 大學 San Diego 分校心理學教授。

5 Géza Révész（1878-1955 A.D.），匈牙利音樂心理學家。 6 Révész, Géza 1972.
Einführung in die Musikpsychologie。 7 James Lockhart
Mursell（1893-1963 A.D.），英裔美國音樂教育家、音樂心理學家。 8 Mursell, James L. 1971.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9 Donald A. Hodges 等人所編著的 Handbook of
Music Psychology 雖然亦有專文論述，但其內容並未探討相關的理論與實務。

10 這裡指的是第二版（1997）。MGG 的第一版並未出現「音樂性」（Musikalität）這個詞彙。 11
Vladimir Karbusicky（1925-2002 A.D.），德籍捷克裔音樂學家，1953 年於布拉格 Karls
大學取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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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kwissenschaft）一書中，除了整理多位學者關於「音樂性」的觀點外，更釐清「音樂性」

與其他跨學科研究的關係。反觀國內音樂心理學的研究，則對於這個議題的定義與理論一直

缺乏相關論述。因此，從以上的觀點出發，本論文嘗試以 Révész 的觀點為基礎，從心理學

與美學的角度來論述與思考「音樂性」的概念與內涵，進而做為探討音樂藝術本質一個可能

方向。誠如 Révész 所說的

藝術的本質與發自人類心靈所理解的藝術作品價值是密不可分的，這完全由心理

來決定。即便是音樂也是如此。（Révész 1972, 299）12

正因為對於藝術本質的掌握，複雜的心理因素占了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確切描述「音

樂性」是相當困難的。即使如此，「音樂性」的描述與判斷從不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消失；

在一些對於文學作品（尤其是詩作，時常以「音樂性」描述詩作的韻律與流暢性）、視覺藝

術作品的論述與評論時，「音樂性」這個詞彙經常被拿來做為評價的標準與形容詞。然而，

建立在「音樂心理學」（Musikpsychologie）基礎上的研究，本文以「人」為討論對象，探討

一個具「音樂性」的「人」之界定為何？在瞭解「音樂性」屬於「音樂心理學」研究範疇的

角色與相關連結後，本文在「掌握音樂素材能力的思考面向」章節中，以多位學者的論述，

深入探討做為掌握音樂素材的能力，「音樂性」的意義為何？「音樂性」與「無音樂性」的

差異？接著，論述如何透過實驗心理學的精神與實務，檢驗判斷個體是否具有「音樂性」的

徵兆？最後，探討「音樂性」與音樂美感能力的關係，透過聆聽與感知的心理途徑，瞭解音

樂作品的內容，並感受作品本身的精神層次。

貳、屬於「音樂心理學」重要議題的「音樂性」 Géza Révész 認為

假如音樂的主要目的在於直接的情感表現，那麼將使得音樂從美學的領域中移

去，而進入情感經驗的領域中。這將侷限了音樂的內容，使得音樂只能喚醒確定情緒、


                                                                                                                                                    學位。「布拉格之春」（Prague
Spring）後，在不得已的情況下，他放棄布拉格科學院的研究工作，並離開捷克。1976 年擔任德國漢堡大學系統音樂學系教授。

12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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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激情。假如感覺是重要的，那麼我們必須能夠提供感覺的存在，以及感覺之於

所有音樂作品的創造力與娛樂性之力量。在這個情況下，所有的作曲家將從情感中獲

得並發展他們的音樂靈感。（Révész 1972, 295）13

做為音樂學與心理學研究範疇的音樂心理學，其所研究的對象包含了自原始至高度發展

的所有音樂行為的研究。從 Karbusicky 在《系統音樂學》中所提出的圖表（見圖 1）（Karbusicky

1979, 28）14，即可清楚地瞭解這個系統的結構，而音樂心理學（Musikpsychologie）就是建立

在一個跨領域的研究中，統合這個龐雜系統的主軸。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從藝術學與美學

的觀點出發，藝術作品本身才是關注的主題與對象；藝術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遂行了藝術學與

美學客觀的層面。當關注的焦點被放在藝術作品的創作與欣賞上時，主觀的意識便成為研究

的焦點，而這個焦點就是心理學的研究。音樂心理學的研究方法對於音樂美學、音樂史學，

以及音樂社會學的研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音樂心理學的實證研究與哲學（美學）觀點

為這些學科的廣度與深度上，提供了更為堅實的基礎與多元面向。

從 Karbusicky 的圖表可以清楚發現，音樂心理學建立在一般心理學的理論觀點與方法

上，研究人類音樂思想與行為。因此，除了心理學的範疇外，這也是屬於音樂學

（Musikwissenschaft）的系統音樂學（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之範疇。以心理學

的方法，研究感覺（Empfindung）、知覺（Auffassung）、聽覺（Gehör）、成就（Leistung）、


創造（Schaffen）、記憶（Gedächtnis）、分析（Analyse）、學習（Lernen）與教育（Pädagoge）

等行為面向（Zatorre 1980, 527）15，除了證實音樂心理現象在以人為對象的音樂活動中，特

定的音樂感知、主觀性與處理模式的存在外，更使音樂與美學（Ästhetik）、語義學（Semantik）、

音響學（Akustik）、生理學（Physiologie）、物理學（Physik）、遺傳學（Genetik）、與社會學

（Soziologie）、人類學（Anthropologie）等領域有了緊密的聯繫，而各自發展成為獨立的研

究學科。除此之外，也為音樂的創作、詮釋與接受等提供科學性的理論依據，成為音樂學研

究的範疇。其中，「音樂性」的研究更導向了音樂聽覺神經心理學（Neurophysiologie des

Musikhörens ）、 聲 音 心 理 學 （ Tonpsychologie ）、 基 礎 感 覺 心 理 學 （
Elementare

Wahrnehmungspsychologie）、教育音樂心理學（Pädagogische
Musikpsychologie）、能量學與
                                                       13
筆者自譯。 14 Karbusicky, Vladimir 1979.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之圖表內容。本圖原文為德文，由王美珠

教授譯。 15 Zatorre, Robert J. 1980.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an, 15 vols.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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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音樂心理學相關之學科與跨學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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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運動形式的感覺心理學（Energetik, Wahrnehmungspsychologie von
archetypischen

Bewegungsformen ）、聽覺教育（ Hörerziehung ）、實驗性接受研究（
Experimentelle

Rezeptionsforschung）、音樂教育學（Musikpädagogik）的研究主題。

我們在這裡只探討容易理解的「音樂性」，而不討論「創造性」（Schöpferische）的概念

與面向，即便這兩者的基本概念在多因素理論（der multifaktoriellen Theorie）的研究面向上

有著相互重疊的範疇。原因是，作曲家與演奏家表現力與知覺的「音樂性」是明顯的，引發

獨特創新心理過程的「創造性」必須被區隔出來，他們的創作與詮釋提供了他們對於音樂意

義評價、理解與感知的根據，而這其間創作與詮釋的「創造性」必須是「最高度規則的生產

力，……，並且超乎於現有的每一件事物」。（Révész 1972, 249）16

參、掌握音樂素材能力的思考面向

一、「音樂性」的意義

在各國的語言中，「音樂性」這個詞有著不同的觀念，強調「音樂性」的不同面向，而

這些面向使用並不盡然是完全一致的。它可能是「音樂能力」、「音樂天賦」、「音樂才能」、「音

樂智能」，或者是「音樂成就」。然而，「音樂天賦」與「音樂才能」的觀念，最常被用來表

示「音樂性」的意義。從歷史的脈絡來看，在十六世紀時，「音樂性」（musikalisch）這個形

容詞已經被使用，但並未付諸科學性的探討與研究；另一方面，關於音樂才能的討論則是源

自十八世紀就開始了，一直到十九世紀開始日益關注音樂天賦的問題的特點與影響，卻是因

為對於音樂教育的研究。1805 年，Chr. Fr. Michaelis 17
在德國《柏林音樂時報》（Berlinischen

Musikalischen Zeitung）中發表了〈關於音樂能力測驗〉（Ueber die Prüfung der
musikalischen

Fähigkeiten）的文章，提供了一個關於詳細說明音樂天賦各種特點的發展心理學觀察與教育

建議（Friedrich 1997, 867）。18

「音樂性」這個概念做為科學化與心理學音樂術語的使用，開始於二十世紀初的德國；


                                                       16
筆者自譯。 17 Christian Friedrich Michaelis（1754-1818），德國醫生與醫學教授。 18
Friedrich, Blume eds. 1997. Die Musik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Musik,

Sachteil 6. Kassel: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und
Bärenreiter-Verlag. Heiner Gembris/ Adam Kormann/ Reinhard
Steinberg: Musikalität, Bänden 9. p.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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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試圖以科學方法系統性研究「音樂性」概念的是德裔奧地利籍的外科醫師 Christian

Albert Theodor Billroth 19（Zatorre 1980,
295）。對於大部分的音樂學者或音樂心理學家來說，

「音樂性」的評定標準主要建立在個人的節奏音感判斷與旋律反應等音樂聽覺能力上，或指

音樂上特別的具有才華的人（Zatorre 1980, 295）。一個人是否具有「音樂性」，從個人對於

音樂自律性的材料 20 辨別與掌握能力上來規範，並無法在論述上提供任何確切的音樂性概

念，因為它不但陷入了「音樂性的」（musikalischen）與「無音樂性的」（unmusikalischen）

狹隘爭論中，更忽略了人的感知與美學認知。我們將會發現許多不具備上述能力與才華者，

也可能是一個深具潛力的音樂愛好者。

雖然有許多音樂學者從個人對於音樂素材的辨別與掌握的能力詮釋「音樂性」概念，但

是，我們更無法忽視建立在音樂心理學與音樂美學基礎上的人類感知本質；也就是，個人以

美感（美學）經驗與認知的角度感受音樂的能力。這種能力存在著許多的複雜性，也隨著多

種因素的相互關聯程度而產生不同的見解。Révész 還認為，心理學對於音樂美學而言是相當

重要的，特別是思考到美學經驗時。無論如何深入，無論擁有多麼深厚的哲學基礎，沒有任

何美學理論能夠精準地談論音樂經驗；假如心理學的觀點被忽略，音樂美學做為一門科學的

合理性將會遭受質疑，從古希臘時期到現今的許多美學理論與系統都是如此，每一種具備學

術基礎的美學理論都必須從心理學出發。從這個基礎出發，「音樂性」的觀念應當建立在心

理學與美學思考的論述顯而易見。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經驗觀察到，許多沒有接受過專業音

樂訓練的人，在對於音樂形式與內容的感知與敏銳度上，往往相當突出。而具有這樣特質的

人，Révész 都視為成就「音樂性」的某些徵兆（Symptome der Musikalität）。正因為我們無

法將「音樂性」絕對的一分為二，所以我們必須要暫時排除人種差異、歷時性（Temporalitat）

與共時性（Synchronizer）的文化因素，從更宏觀的角度描繪出「音樂性」的輪廓。

進一步來說，「音樂性」不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思想結構。這個結構有著許多不同的

概念，其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概念都受到智力研究的啟發，就像聰明才智或其他人格特質

般，並不是透過直接觀察或測量而得到的結果。只有透過觀察音樂相關的行為，才可以推論

「音樂性」特點的存在性與表現性。


英語中的「音樂性」（musicality）是一個日常用語，通常與特殊天賦的觀念相連結。正                                                       19
Christian Albert Theodor Billroth
(1829-1894)，德裔奧地利人，為十九世紀歐洲著名的外科醫師與業

餘音樂家，同時亦是一位音樂愛好者，與 Johann Brahms 結識並為好友。 20
這裡所指的音樂自律性材料，指的是音樂形式上的材料，包括音高、節奏、旋律線、音色、力度與

織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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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們先前所提到的重要觀念，我們不能在「音樂性的」與「無音樂性的」的狹隘爭論中

畫出一道界線，「音樂性」的概念與對象並不是二分法的，而是一種具連續性的發展階段與

層次上的差異。綜合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美國音樂心理學學者 Diana Deutsch 21所

提出的研究範疇（Deutsch 1999, Ⅴ-Ⅶ）22 屬於「多因素理論」（multifaktorielle
Theorie），包

括了聲音的物理本質、空間聲學、音樂與聽覺系統、音響心理、音色的分析研究、歌唱的感

知、音程與音律、絕對音感、聲音的分群、音高的組合、神經網絡、分層認知與音樂風格、

音樂的節奏與時間、音樂演奏、音樂感知與認知的發展、音樂能力、音樂感知與表現的神經

學（大腦的聽覺區、聽覺病變）、比較音樂感知與認知（心理學）。這種理論中的每一個因素

雖然各自獨立，但每一個因素彼此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統合其中的因素，可以進一步探討

我們所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多因素理論」與「一般因素的模式」

（Generalfaktor-Modell）進一步研究，而這兩個理論讓這個層次性差異成為我們對於「音樂

性」結構研究的堅固基礎。多因素理論認為，「音樂性」是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從音高的

組合、分層認知與音樂風格、音樂的節奏與時間、音樂演奏、音樂感知與認知的發展、音樂

能力、音樂感知，甚至於神經學，各個因素在本質上都是獨立的研究內容，由單一相關連結

而成的整體。

許多學者對於「音樂性」多因素與一般因素觀點各持不同意見，由於這些觀點的差異性，

更可使我們對於「音樂性」有了更廣泛的理解，並使我們的思考具有更完整的面向。茲將多

位學者的觀點整理如表 1


                                                       21
The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U.S. 22 Deutsch, Diana 1999. The Psychology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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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音樂性」多因素與一般因素觀點

學 者 觀 點

C. A. T. Billroth（1895） 強調音樂才能型態與程度上的差異，音高、節奏與音色的

聽覺感知能力是音樂天賦的先天性的先決條件。

Carl Stumpf 23（1909） 認為轉調的能力是真正的音樂天賦最可靠的特徵。

G. Révész（1946）

強調「音樂性」的認知智力面向，同時他強調音樂做為藝

術精神性為具有「音樂性」的人之特徵（Révész 1972,

163）。24 他認為，創造性天賦的表現多半是在單一且封

閉的領域中，尤其是音樂作品的產生，這種產生的過程與

興趣、學習過程、個性與生活環境有關，因為成長的過程

中，內在或外在因素的影響而有不同方向的發展。

Johannes von Kries25（1926） 認為「音樂性」的表現形式與類型包括了創作與接受的「音

樂性」、智力與情感的「音樂性」。

John Blacking26（1995）與 John

Sloboda27（1993）

強調音樂能力可以覺察與辨識音樂的感知與意義。而一般

因素的模式則視「音樂性」為一個單一且封閉的能力。

Edwin E. Gordon28 他的折衷理論（der eklektischen Theorie）則是兼顧了一般

因素的模式與多因素理論。

二、「音樂性」與「無音樂性」

雖然到目前為止，學術與科學的研究對「音樂性」還沒有任何的定論，每一位學者所提

出的理論根據與量尺標準也都有其個別的立論根據，但是，其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的


                                                       23
Carl Stumpf（1848-1936 A.D.），德國哲學家與心理學家，將經驗主義方法運用於實驗心理學，並成

為這一學科的先驅之一。對於格式塔心理學理論的創立者 Max Wertheimer、Wolfgang Köhler 與 Kurt
Koffka，以及現象學大師 Edmund Husserl 有著很深的影響。

24 原文為“geistige Eroberung der Musik als
Kunst＂，直譯為「音樂做為藝術精神性」。筆者自譯。 25 Johannes von Kries（1853-1928
A.D.），德國生理心理學家。 26 John Blacking（1928-1990 A.D.），英國民族學家與人類學家。 27
John Sloboda，英國音樂心理學家，目前除了擔任英國 Keele 大學的音樂心理學教授外，同時也擔任

歐洲音樂認知心理學會主席。 28 Edwin E. Gordon（1927- A.D.），美國音樂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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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都受到智力研究的啟發，並且認為「音樂性」為一個具體的智力形式。這裡就出現了一

個問題，「音樂性」的結構是保持不變的，還是多變的？透過各種想像，根據一個人存在各

種型態的智能中之「音樂性」，在生活中改變自己與彼此，因此，透過日常生活的觀察，某

些音樂能力會隨著年齡而下降，而其他的能力可能會增加（例如音樂知識與理解力）。

音樂心理現象本來就無法以單純的面向思考，基於音樂活動領域的不同，音樂之於人的

心理活動也會因著個人差異有所不同，至使音樂心理學的研究因而產生了不同的分支和不同

的方法與理論。因此，在陳述不同理論時，應小心檢驗這些理論所引發的結果，發現它與經

驗的關係，並建立起理論與經驗之間的橋梁。

當一個人被考慮是否具有「音樂性」時，做為藝術思維客體的音樂作品能否被主體完整

地傳達？音樂經驗為何？應該是一個重要且「真實的」的指標。這種傳達絕對不是感情或新

奇有趣的表現，而是「智力的」（geistig）（Révész 1972, 164）29 如何接受到音樂訊息，熟悉

音樂作品的內在價值，使能夠接近音樂，並在精神層次上放射出確切的藝術作用。這裡所指

的「智力的」，並不是客觀層面所指的智力知識，畢竟音樂美學的經驗與評估，應該是在於

主體依據心理主動吸收並從中瞭解與培養而成的。

德國美學家 Wilhelm Bursch（1832-1908 A.D.）認為：「音樂往往被認為不美，因為它總

是與噪音相連接」。（Révész 1972, 179）30 相對於具「音樂性」個人的特質，Révész 認為「無

音樂性」（amusie）的個人會呈現出兩種情況：第一種屬於先天本質的「素質性非音樂的」

（dispositionell unmusikalischen），在字義上是真正的無音樂性，這是屬於對音樂缺乏敏銳的

感受與反應；另一種則是後天的「精神性非音樂的」（Neurotisch unmusikalischen），這是屬

於「猶似無音樂性」（Quasi-Unmusikalität）狀態。

另外，「猶似無音樂性」的人，也是屬於後天性的情況。在臨床醫學的研究上，這樣的

特徵除了是生理上的腦部結構問題或是腦損傷之外（指額葉皮層和聽覺區的損傷），更可能

是心因性的精神病症。但這並不會被視為是一種缺陷。Révész 對於這一個狀況，採取的觀點

就是心因性的觀點。他甚至認為，這一類的人可能在音樂學習過程中曾經有過不愉快的經

驗，這種經驗潛藏在潛意識中而不自覺，這些經驗使得他們有不愉快心理層面上的音樂反

應，而這很容易被誤認為是「素質性非音樂的」先天本質，對音樂無法產生任何反應。無疑

地，被誤認的結果，使得當事人排拒音樂相關活動，因而顯露出無音樂性的表徵。另外，亦


                                                       29
此字彙亦有「精神的」之意。筆者自譯。 30 原文為：“Musik wird oft nicht schön gefunden,
weil sie stets mit Geräusch verbunden.＂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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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音樂抱持著高度喜好，但面對音樂學習與實踐的困難度產生的負面情緒反應。這樣的病

症是有必要透過心理諮商輔導才能發現，進而接受臨床治療。

肆、實驗性的思考面向

從 1879 年德國心理學家 Wilhelm Maximilian Wundt（1832-1920）在德國 Leipzig
大學建

立了第一個研究心理學的實驗室開始，心理學就此從哲學的領域中分化出來，也開啟了實驗

心理學的研究之門，成為科學研究的學門。早期，實驗心理學家關注的議題在於對知覺的研

究，直到德國心理學家 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進行關於記憶的研究開始，進而

發展出思維、記憶與認知的概念，並以量化數據定義個人特徵與經驗的相對程度與可能性的

方法。做為一種理論核心的測驗模型，實驗性論據提供了一個解釋的依據，因此，在追求音

樂心理學特定「特徵」的意義關係與潛在變數時，「音樂性」的相關研究也無可避免地隨著

實驗心理學，展開了實驗性的發展。

第一個試圖以「音樂性」為主題進行測驗的是 C. A. T. Billroth。在他於 1895 年完成出

版的著作—《誰具有音樂性？》（Wer ist musikalisch?）中，提出這個觀點。事實上，Billroth

並沒有實際從事這項試驗，而是以他自身的經驗將一些具有音樂性的人所表現出的特徵記錄

下來，再進行分類研究。隨後，Johannes von Kries 於 1926 年，在 Billroth 觀點的基礎上進

行觀察並歸納，提出「音樂性」的特徵即為「節奏感」、「音樂感的耳朵」與「音樂記憶」的

論述。尤其是「音樂記憶」，長期性的記憶在聽覺的「鑑定」（Erkennen）與「區分」（Differenzieren）

上是相當重要的，包括旋律、節奏與和聲的記憶，這將使個人形成經驗累積與能力發展，進

而獲得風格分類與美感評價的能力。

至於第一位針對「音樂性」做有系統實驗研究的是 Carl Emil Seashore 31 與 Révész。

Seashore（1967）認為，「音樂性」是一種以聲音表達自己情感要求的現象，這是由各種要素

所構成的，應該把各種要素做為研究的範疇，因此有系統地將音高、音量、音色、節拍、節

奏與記憶等聽覺能力，以及音樂感的耳朵與聽覺意向等置入研究的範圍內，並著重在音調辨

識上。比起先前的 Billroth 與 Kries 所做的單純觀察與推測，更往前邁出了一大步。但 Révész

仍然認為 Seashore 的實驗「是音樂潛能，而不是天賦的音樂性（Révész 1972, 167）」。32 因


                                                       31
Carl Emil Seashore（1866-1949 A.D.），美國音樂心理學家、音樂家，為實驗心理學的代表人物。 32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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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Révész 更進一步提出幾個評估的標準：

1.節奏感（Der Rythymische Sinn），屬於最低等級的徵兆。

2.局部的聽覺（Das Regionäre Gehör）。

3.兩個或更多聲響的分析（Analyse von Zwei- und Mehrklängen）。

4.相對聽覺（Das Relative Gehör）。

對於音樂性較高標準的，可以下列的測驗項目列入考量：

1.和諧感（Der Sinn für Harmonie）。

2.旋律的領會與歌唱的再現（Die Auffassung und gesangliche Wiedergabe von
Melodien）。

3.依聽覺演奏（Spielen nach dem Gehör）。

4.具創造力的想像（Die Produktive Phantasie）。

Révész（1946）認為，一個人所顯現出來的「音樂性」可以透過各種方式的測驗檢驗出

來。而這裡所要檢驗的，並不是「音樂性」這個本體，而是足以判斷一個個體是否具有「音

樂性」的明確徵兆，並決定他發展的時期。

Révész（1946）更進一步地進行實驗測試，以所得結果將先天「無音樂性」分為四類：

第一類：聽到音樂之後，仍然能夠有一些情緒反應，即使這些情緒是較為幼稚或

簡單的，音樂可以喚醒他們感動的心情，並感到欣喜。這一類的人可以分辨出具有固

定音高的樂音，以及沒有固定音高的噪音。

第二類：只能夠簡單地分辨出節奏與力度大小，對於音高雖然沒有敏銳的辨識能

力，但是可以分辨出和諧與不和諧的聲音，同時也能夠分辨出不同音域的高低音差別，

然而，他們卻無法辨識和弦音高，亦無法從主題變奏中，確認主題旋律。

第三類：這一類型的人對於音樂沒有反應，因為他們對於樂音與噪音無法分辨，

因此也就更無法辨識和諧與不和諧音；調性對他們來說，是不存在的，他們音樂記憶

是貧乏的，因此容易對於不同且相似的節奏旋律產生混淆。雖然如此，但他們仍能夠

分辨出簡單且不同的節奏，並做出節奏型的反覆。

第四類：這一類的人完全沒有分辨節奏、音高、樂音與噪音，以及和諧與不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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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能力，甚至無法將兩種簡單不同的節奏分辨出來。音樂對於他們來說，是不具任

何意義與價值的，並且是種妨礙與惱人而不愉快的。

Révész 的測驗結果顯示，關於這四種類型，在接受測驗的對象中所占的比例並不是

很高，在不同區域中，「無音樂性」的人所占的比例也會有所不同，但是都沒有超過 20％。

綜合幾個不同地區、不同次數的實驗結果發現，「無音樂的」的人占所有接受測驗的母體樣

本數約 18％的比例。但是，Révész 更強調音樂聽覺與智力的高低與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事實上，透過許多的研究與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大多數的人都具有「音樂性」特質，只

是程度上有所差異而已。即便是「無音樂性」的人，透過音樂教育的學習都可以有不同程度

上的增進，但這是必須建立在一個適性合宜的基礎上。就如同 Révész 所強調的

有許多無音樂性的孩童，在不適當的音樂教育與學習中，經過多年無效的學習後

完全放棄音樂，並導致對音樂產生永久的挫敗感與排斥。相反的，也有一些具備音樂

性並對音樂有著渴望的人，沒有受到良好的音樂教育，難過地過著生活。（Révész 1972,

182）33

伍、美學的思考面向

傳統上對於「音樂性」的研究範疇建立在聲音心理學與音樂心理學上，甚至是音樂生理

學的面向，其研究目的在建構對於「音樂性」的理論與實際經驗的橋樑。但是 Révész 認為

就音樂性而言，一般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去瞭解和經驗音樂時自主作用的需求和能

力，並且去評估他們客觀的特性（美學內容）的記號的音樂表達。（Révész 1972, 164）34

在這個觀念中，Révész 所認為的「音樂性」並不是音樂所引起的感官知覺，而是能夠感

受音樂美感的能力，且期待個人能夠透過聆聽與瞭解，深入音樂作品的藝術結構中。這是心

理學與美學融合的過程，做為一個具有「音樂性」的人並不只在找尋音樂的愉悅作用，還必


                                                       33
筆者自譯。 34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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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能夠察覺與感知音樂做為形而上精神層次的特徵。構成心理美學基礎的主觀（心理學）態

度，讓我們能夠研究意識中的美學經驗以及可以做為美學的滿意度憑藉。透過上述的論點可

以知道，「音樂性」真正的特點絕對不是建立在生理學的基礎之上。

「音樂性」的審美標準來自於十八世紀歐洲的音樂美學。無可否認地，現今對於「音樂

性」的美學觀大量吸收了歐洲音樂歷史與文化的發展。音高、節奏與音色等聲響感知的能力

雖然建立在生理學的基礎上，但這絕對不是它為人們理解後最原來的面貌。全世界音樂歷史

發展的所有類型，無論是調性音樂、非調性音樂、流行音樂、爵士音樂、搖滾音樂、印尼甘

美朗音樂（Gamelan）、台灣南北管音樂等，都有其原生的社會背景與文化意涵，在接受其歷

史文化變遷的事實下，必然涉及相對應的音樂技巧、能力與涵化；是否能用這個「音樂性」

的審美標準來面對，有著相當大的爭議，尤其是長期以來，用西方的音樂文化理解其他非西

方的音樂文化的差異，使我們必須省思西方文化中對於「音樂性」的標準，無法在另一個文

化當中被遵循。因此，H. Rösing 認為「音樂性」的定義「必須是包含對於每一個文化音樂

概念的定義」（Bruhn et al. 1993, 72）35。對於不同的音樂文化需要不同形式的音樂能力，不論

是在音調系統、旋律觀念、節奏系統、音色觀念與發聲方式等，這也意味著「音樂性」將產

生不同形式。透過圖 2 36 簡單地分析創作、表演與欣賞三者之間的關係，不同時代與文化

圖 2 作曲、演唱與欣賞的創作結構


                                                       35
Bruhn, Herbert., Oerter, Rolf., Rösing, Helmut. 1993.
Musikpsychologie.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筆者自譯。 36 本圖表為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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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樂對於創作者、表演者與接受者三者之間，均有著微妙的關係，這不只是音樂聲響的物

理過程，更是心理傳達的具體現象，倘若這其中的指向有單一個人在「音樂性」上的缺乏，

這個架構就將無法被完整的傳達。

具有「音樂性」的人對於音樂形式與樂句結構掌握了深度的理解，並對風格與組織的音

樂思維有著精熟的理解。他有能力去追隨作曲家（創作者）的意圖，可以把自己融入音樂的

氛圍中（不一定是音樂的意義），讓音樂影響他的整個心靈與感知。藉由親身經驗藝術工作

與環境，對作曲家（創作者）感同身受，獲得精神層次吸收與創造性的成果。這個「創造性」

的行動對具有「音樂性」的人不僅是單純的美感體驗、音樂作品的詮釋與再創作，並且能夠

體現在他們對於音樂藝術作品的評價上。

更進一步來說，Révész 認為

有音樂性的人掌握深度的音樂形式架構或作品的節奏輪廓。他有一巧妙的發展風

格的感覺，並精確地組織音樂思維過程。他能追隨作曲者的意圖，甚至時常預料，使

他自己投入音樂的情緒中並達到有關他的整個精神上本質的影響，這也是音樂人的特

性。他居中並深入經驗他感受的藝術工作，雖然他創作音樂。這種創造性藝術對有音

樂性的人是特殊的，不只在純粹的美學吸收，還有在音樂作品的表達。（Révész 1972,

164-165）37 從以上的說法可以發現，心理活動在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愈是具有「音樂性」的人、

愈是具備了理解深層音樂形式或表現的人，對於風格與精確組織的音樂思維愈有著精熟的理

解。這種音樂性是天生的，且具有發展的特性，透過學習與發展，就會在個體上散發出來，

因而呈現整個性格的特點，這種心理現象也都指向音樂作品的內在價值，畢竟音樂的價值除

了在於音樂本身之外，更在於人的感知與體現。所以，John Blacking 提出了另一個觀點：人

類之所以為人類，在於人類能夠產生音樂，而一般的音樂能力如同語言能力一樣普遍。

陸、結論

目前要準確、一致地定義「音樂性」概念，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當我們在面對一個具

有「音樂性」的人時，可以確定其具「音樂性」的重要特質，應該就已經足夠。對於「音樂


                                                       37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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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最終定義時間還未成熟，因為在此之前，還需要許多有關具「音樂性」和他這類型的

人的詳細分析。假如人們要定義「音樂性」，使其能夠適用於各種時空與文化層次，適用於

各種各類、各種層次的音樂感知，那麼決定「音樂性」的觀點就不能有具體內容。從英美語

系的研究資料中可以發現，對於「音樂性」的不同面向的解讀。雖然什麼是「音樂性」的定

義還是沒有被明確表達，但是條件的使用並不是一致的。最後，將前述已提到的捷克裔德國

音樂學者 Vladimir Karbusicky 在其著作《系統音樂學》（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一

書中所首次提出之「音樂性」相關研究，並整理了 S. Nadel、M. Vidor、J. L. Mursell、B. M.

Teplow、P. Michel 與 Révész 等六位英美語系音樂學者對於「音樂性」內涵所提出的定義，

以及他自己的觀點，做為本文的結論：

我們稱呼個人具音樂性時，他的音樂體驗態度在一定程度上需出現在富含意義的

法則範圍中，它同時決定與造就音樂做為藝術的形塑與意義的關連。（S. Nadel）38

（Karbusicky 1979, 162）

音樂性是一種與身心組織有關的素質議題。做為可以啟發的能力，一般而言，它

存在於每個人之中。它表現在音樂相關形式的理解、再製與創造能力上。（M. Vidor）39

（Karbusicky 1979, 162）

音樂性是一個綜合的心理過程。有三個是基本的：(1)對於有節奏的音調與調性模

式的情感反應，(2)調性關係的感知意識，(3)節奏群的感知意識。（J. L. Mursell）40

（Karbusicky 1979, 163）

音樂才能是一種質性上特殊組合的才能，這種組合決定著音樂活動的可能性。當

我們稱呼這種個人心理能力綜合體為音樂性時，它的存在必須對於音樂活動不可或


                                                       38
Musikalisch nennen wir das Individuum, dessen Erlebniseinstellung
zur Musik gewissermaßen in den

gleichen Kreis der sinngebenden Gesetzlichkeit mit einbezogen
erscheint, die auch die Gestaltungs- und Sinnbeziehungen der Musik
als Kunst bestimmt und formt. 王美珠教授譯。

39 Musikalität ist eine dispositionelle Angelegenheit des
psychophysischen Organismus und als entwickelbare Fähigkeit
normalerweise bei jedem Menschen vorhanden. Sie äußert sich in der
Fähigkeit, zusammenhängende musikalische Gestalten aufzufassen und
solche zu reproduzieren bzw. selbst zu erzeugen. 王美珠教授譯。

40 Musicality is a combination of mental processes. There are
three that are basic: 1) affective responsiveness to tone and
tonale rhythmic patterns, 2) perceptual awareness of tonal
relationships, and 3) perceptual awareness of rhythmic groupings.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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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同時，他也必須與所有音樂活動的類型有關。（B. M. Teplow）41（Karbusicky 1979,

163）

音樂才能是透過經驗取得、足以從事多種可能音樂活動的能力。音樂上具才能的，

特別指有能力適應音樂領域多種條件與要求者，先決條件為（……）大腦皮質層神經

迴路的可塑性。它保證神經系統先天特性積極變化的可能性。音樂性是（一種）複雜

的現象。（P. Michel）42（Karbusicky 1979, 163）

假如人們將音樂性定義為所有音樂的類型、意義層次，與所有時間與文化階層無

關，那麼就必須考慮到，提供音樂性概念觀點的具體內容將不存在。音樂性可以從一

個較普遍性的立場做以下的定義：一般而言，音樂性是體驗音樂自律效應與評價音樂

表達的美學價值（內容）之需求與能力。（G. Révész）43（Révész 1972, 163）

從以上的各個論點來看，我們發現對於「音樂性」的內涵與意義並沒有一致性的觀點，

Karbusicky 的論點除了統合上述的觀點外，更貼近了音樂心理學與美學上的意義：

無庸置疑地，音樂性做為一種特殊的（音樂的）活動顯現出來之心理狀態的現象，

是存在的。但是，這種表現的概念太寬廣，也太模糊；每位音樂心理學家與音樂教育

學家都有不同的論述重點。名稱本身已是一個高層次的抽象概念，且被置放在一個「高

樓層」上，指稱一個包羅萬象的綜合體（一捆多式多樣的結構力）。倘若認為有義務精

確地說明「音樂性」，那麼就不能「有名無實地」，必須「真實地」面對它，眼光應當

放在事實上已存在的心理現象上，這也是之前引述的定義中，「真實地」—「有名無實


                                                       41
Musikbegabung ist jene qualitativ eigenartige Verbindung von
Fähigkeiten, von d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Musikbetätigung abhängt. Jenen Komplex von
individuell-psychologischen Fähigkeiten, die für die
Musikbetätigung notwendig sind, und die zugleich auf alle Arten von
Musiktätigkeiten sich beziehen, nennen wir Musikalität. 王美珠教授譯。

42 Musikalische Begabung ist… die durch Erfahrung erworbene
Bereitschaft zu musikalischer Tätigkeit in allen möglichen
Variationen. Musikalisch begabt sein heißt vor allem imstande sein,
sich and verschiedene Bedingungen und Forderungen auf musikalischem
Gebiete anzupassen.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schafft die…Plastizität
der Nervengrundprozesse in der Großhirnrinde, die die Möglichkeit
aktiver Veränderungen der angeborenen Eigenschaften des
Nervensystems sichert. (…) Musikalität ist (ein) komplexes
Phänomen. （P. Michel: Musikalische Fähigkeiten und Fertigkeiten）
王美珠教授譯。

43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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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觀點更替出現的原因了。從技術性的層面來看，這些定義並沒有被明確表達與區

分。（V. Karbusicky）44（Karbusicky 1979, 163）

綜合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嘗試為「音樂性」做出以下定義：「音樂性」是指理解音樂

的需求與能力、體驗音樂本身的影響力、從美學的面向來評價音樂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在

心理學與美學的層次上，需求、體驗與「音樂性」的美學評價能力的結合，就體現出「音樂

性」與其他所有藝術形式是相同的，因為這樣的定義並未深入理解「音樂性」的本質，即便

是在廣度上達到滿足。我們嘗試描述具「音樂性」的人在面對音樂的表達與行為方式，而不

是各種「音樂性」的程度差異與非「音樂性」的形式。

雖然接受音樂教育與學習的目的並非是將每一個人形塑成音樂專業人士，但音樂能夠使

每個人提升生活品質與精神層次，是不可否認的。因此，音樂教育所建立的音樂認知與感知，

將使人們在兼具理性與感性的程度的基礎上，面對藝術並獲得美感經驗。

為此，Révész 下了一個重要的註解

音樂有著非凡的影響力，但不需有深度的理解，我們必須把握所有引領人們接觸

音樂的機會。音樂將產生一個持久的印象，提升自我並進入音樂的領域，提振它超越

可經驗的世界，並從生存的重擔中解放。45（Révész 1972, 183）


                                                       44
Die “Musikalität” als ein Phänomen der psychischen Konstellation
mit spezifischer (musikalischer)

Ausprägung von Aktivitäten ist zweifellos vorhanden; der Begriff
dieser Erscheinung ist aber zu breit, zu verschwommen, bei jedem
Musikpsychologen und Musikpädagogen anders akzentuiert. Der Name
selbst ist schon eine hohe Abstraktion, angesiedelt in einer “hohen
Etage”, und er bezeichnet dabei einen umfangreichen Komplex (ein
mannigfaltiges Bündel von Strukturkräften). Wenn man sich
verpflichtet fühlt, die “Musikalität” zu präzisieren, so geht es
nicht ausschließlich “nominal”; es muß zugleich “real” versucht
werden. Der Blick richtet sich auf das realiter vorhandene
psychische Phänomen. Das ist der Grund, warum in den zitierten
“Definitionen” die Aspekte von real-nominal wechseln. Sie werden
aber nicht definitionstechnisch präzisiert und auseinandergehalten.
王美珠教授譯。

45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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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eflections on Musicality (Musikalität)

Tsai, Yuh-Sheng (student of Ph. D. program), Department of Music
,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The term ‘Musicality’ (Musikalität), as an abstract concept, is
one of the study between

psychology of music and aesthetic of musi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Germany,

this concept has no concrete significance, many theorists and
scholars deal with the ‘Musicality’

that so-called acoustic and acoustic-musical capacitie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rhythm

and tonal. But we cannot use this criteria to gain a precise
definition of ‘Musicality.’ Nevertheless,

this noun (or adjective) has ever disappear in our musical life,
because it is not only judgement of

diagnosis, but also characteristic of aestheti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not clearly define the ultimat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Musicality.’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y of
music and aesthetic, and

comprehending the multiple concepts of ‘Musicality.’

Keywords：musicality； psychology of music；aesthetic；musical
talent； musical capacity





					
LOAD MORE                                    

            


            
                
                

                

                
                
                                

                                    
                        
                            
                                                            
                                                        

                        
                        
                            音 樂 課  專 題 研 習

                            Documents
                        

                    

                                    
                        
                            
                                                            
                                                        

                        
                        
                            圖   :          文   : PPS : giftop 音樂  :

                            Documents
                        

                    

                                    
                        
                            
                                                            
                                                        

                        
                        
                            圖   : 文   : PPS : giftop 音樂  :

                            Documents
                        

                    

                                    
                        
                            
                                                            
                                                        

                        
                        
                            背景音樂： 《 巴西雨林 》

                            Documents
                        

                    

                                    
                        
                            
                                                            
                                                        

                        
                        
                            頁碼 詞語 粵音 國音1 正音一覽表 頁碼 詞語 粵音 國音 詞解 28 亟待解決 激 jí 急、迫切。28 古不變亙 梗 gèn 從此端到彼端、終/ 竟。 28

                            Documents
                        

                    

                                    
                        
                            
                                                            
                                                        

                        
                        
                            詞彙 拼音 等級 詞類 (P) (VS) - TW.ORG

                            Documents
                        

                    

                                    
                        
                            
                                                            
                                                        

                        
                        
                            聽音樂時的  self

                            Documents
                        

                    

                                    
                        
                            
                                                            
                                                        

                        
                        
                            音樂：秋櫻   ( 山口百惠 )

                            Documents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探討音樂創作結合數位的理念與實踐 音樂學系 … · 音樂；筆者認為，電腦音樂就是用適當演算法的數位電路來處理音訊和其他各種音樂的

                            Documents
                        

                    

                                    
                        
                            
                                                            
                                                        

                        
                        
                            Notre Dame De Paris 鐘樓怪人 音樂劇全本中法文歌詞

                            Documents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 二十世紀音樂

                            Documents
                        

                    

                                    
                        
                            
                                                            

                                                        

                        
                        
                            音樂演出  節目企劃

                            Design
                        

                    

                                    
                        
                            
                                                            

                                                        

                        
                        
                            交點台北2014.12月 - 在乎音樂 - CareMusic 在乎音樂展演空間

                            Presentations & Public Speaking
                        

                    

                                    
                        
                            
                                                            

                                                        

                        
                        
                            圖   :              文   : PPS : giftop 音樂  :

                            Documents
                        

                    

                                    
                        
                            
                                                            

                                                        

                        
                        
                            名詞動詞 重音有別 Stress Change

                            Documents
                        

                    

                                    
                        
                            
                                                            

                                                        

                        
                        
                            zero 再学習の英語 - chigasakischool.comchigasakischool.com/sample/sample_book0b.pdf · 関係代名詞 綴りと発音① 綴りと発音② 名詞チャンク 動詞チャンク

                            Documents
                        

                    

                                    
                        
                            
                                                            

                                                        

                        
                        
                            동사의 음편 ( 動 詞の音便 )

                            Documents
                        

                    

                                    
                        
                            
                                                            

                                                        

                        
                        
                            背景音樂 : Summer Place ─ Andy Williams

                            Documents
                        

                    

                                    
                        
                            
                                                            

                                                        

                        
                        
                            亞洲音樂的 ” 聚 ” 與 ” 散 ”

                            Documents
                        

                    

                                    
                        
                            
                                                            

                                                        

                        
                        
                            音樂盛會 Great Music 2015

                            Documents
                        

                    

                                    
                        
                            
                                                            

                                                        

                        
                        
                            音樂：  Treasure of the Spirit - Chris Spheeris

                            Documents
                        

                    

                                    
                        
                            
                                                            

                                                        

                        
                        
                            NIGEL KENNDY LEXUS  音樂會視覺

                            Documents
                        

                    

                                    
                        
                            
                                                            

                                                        

                        
                        
                            背景音樂    《 嘉禾舞曲 》

                            Documents
                        

                    

                                    
                        
                            
                                                            

                                                        

                        
                        
                            宋詞之美 - ocw.aca.ntu.edu.twocw.aca.ntu.edu.tw/ocw_files/103S102/103S102_AA01L01.pdf · 詞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主要來自燕樂)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與文

                            Documents
                        

                    

                                    
                        
                            
                                                            

                                                        

                        
                        
                            台語 “仔 ( á ) ” 字詞 的語音

                            Documents
                        

                    

                                    
                        
                            
                                                            

                                                        

                        
                        
                            樂在虛無飄渺中音樂會 (上)

                            Documents
                        

                    

                                    
                        
                            
                                                            

                                                        

                        
                        
                            樂在虛無飄渺中音樂會 (下)

                            Documents
                        

                    

                                    
                        
                            
                                                            

                                                        

                        
                        
                            音樂專題研習   一位音樂家 柴可夫斯基 (1840-189 3)

                            Documents
                        

                    

                                    
                        
                            
                                                            

                                                        

                        
                        
                            圖   :                  文   : PPS : giftop 音樂  :

                            Documents
                        

                    

                                    
                        
                            
                                                            

                                                        

                        
                        
                            Cultura Africana J.M.A.S. – PORTUAL - 2007 自動換頁 音樂： Casablanca 自動換頁 音樂： Casablanca

                            Documents
                        

                    

                                            

        

    


















    
        
            	About us
	Contact us
	Term
	DMCA
	Privacy Policy


            	English
	Français
	Español
	Deutsch



            
                

				STARTUP - SHARE TO 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