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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和谐：悲剧与音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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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冲突与和谐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存在于悲剧和音乐之中。将“冲突”与“和谐”分别代入悲剧与音

乐之中就会发现，悲剧不只是有冲突也有和谐，音乐看似和谐，却有不同音调间的冲突。悲剧与音乐之间既是

一种并列关系，也是一种从属关系。同时，音乐对悲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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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 剧 既 属 于 一 种 综 合 的 艺 术 形 式，也 可 作 为

一 个 美 学 范 畴 存 在。从 最 开 始 黑 格 尔 的 悲 剧 冲 突

学 说 到 恩 格 斯 对 悲 剧 的 论 断，都 是 对“冲 突”这 一

重 要 的 悲 剧 特 征 持 认 同 的 态 度。悲 剧 使 有 价 值 的

东 西 遭 受 痛 苦 和 毁 灭，形 成 一 种 冲 突 的 美。表 面

上，这 虽 然 与 艺 术 的 目 的 相 背 离，实 际 上 却 是 利

用 否 定 的 手 段 来 更 好 地 实 现 艺 术 最 终 的 目 的。音

乐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形 式，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最 开 始 是

利 用 数 学 和 声 学 的 方 法 来 研 究 的，发 现 其 中 具 有

一 种 和 谐 美 的 存 在。按 照 常 理 来 说，冲 突 与 和 谐

是 一 组 对 立 的 概 念，进 而 可 以 将 悲 剧 和 音 乐 也 理

解 为 一 组 对 立 的 艺 术 形 式。从 实 际 上 来 说，两 者

之 间 表 面 上 是 对 立 关 系，但 内 在 却 存 在 着 相 互 联

系。本 文 将 从“冲 突”与“和 谐”这 两 个 特 征 入 手，

分析悲剧与音乐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冲突与和谐

黑 格 尔 作 为 悲 剧 发 展 史 上 第 二 大 高 峰 的 代

表 人 物，他 运 用 辩 证 法 将 矛 盾 对 立 与 冲 突 这 一 规

律 引 入 悲 剧 的 研 究 中 来，认 为 悲 剧 的 冲 突 是 戏 剧

发 展 的 力 量，“充 满 冲 突 的 情 境 特 别 适 宜 于 用 作

剧 艺 的 对 象”。[1 ]（P260）冲 突 对 于 戏 剧 来 说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特 征，但 是 这 种 冲 突 是 打 破 和 谐 达 到 的。在

西 方 悲 剧 中，无 论 主 人 公 是 如 何 的 智 勇 无 敌，如

何 地 努 力 去 改 变，最 后 的 结 果 都 会 失 败，以 一 种

不 美 满 的 大 结 局 而 告 终，给 人 以 一 种 前 后 冲 突 的

感 觉。这 种 冲 突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实 现 艺 术 目 的，达

到 理 想 的 美。黑 格 尔 认 为 悲 剧 的 任 务 是“一 方 面

是 使 自 由 的 美 在 这 种 差 异 中 必 不 至 遭 到 毁 灭，另

一 方 面 是 使 分 裂 和 连 带 的 斗 争 只 暂 时 现 出，接 着

就 由 冲 突 的 消 除 而 达 到 和 谐 的 结 果，只 有 这 样，

美 的 完 满 的 本 质 才 能 现 出”。[1 ]（P261）悲 剧 矛 盾 双 方

本 身 都 是 存 在 片 面 性 的，它 们 无 论 如 何 避 免 冲 突

都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统 一 和 平 静 这 一 目 的，悲 剧 的 冲

突 必 须 要 依 靠 悲 剧 来 和 解，而 这 种 悲 剧 的 和 解 是

永 恒 正 义 般 存 在 的。所 以 说，悲 剧 的 冲 突 最 后 只

有 一 个 出 路，“互 相 斗 争 的 双 方 的 辩 护 理 由 固 然

保 持 住 了，他 们 的 争 端 的 片 面 性 却 被 消 除 掉 了，

而 未 经 搅 乱 的 内 心 和 谐”。[1 ]（P310）因 此，黑 格 尔 针

对 悲 剧 的 冲 突 提 出 了 两 种 解 决 办 法，“不 是 凭 自

己 去 克 服 内 心 的 分 裂，恢 复 平 静，就 是 由 分 裂 走

向 毁 灭”。[1 ]（P325 -326）这 两 条 解 决 之 路，其 最 终 的 伦

理 意 义 都 是 将 产 生 矛 盾 冲 突 的 片 面 性 否 定 掉，从

而 达 到 最 后 和 谐 的 目 的。所 以 说 悲 剧 能 够 使 单 纯

的 情 感 得 到 净 化，就 是 存 在 于 这 一 种“和 解”的 感

觉，随 着 悲 剧 冲 突 的 产 生，不 断 地 升 华 发 展 到 最

后 达 到 和 解，一 切 都 以 揭 示 永 恒 的 正 义 胜 利 而 告

终，实现了人的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是 最 早 研 究 音 乐 和 谐 美

的 学 派，他 们 比 较 讲 究“数 的 和 谐”与“艺 术 的 比

DOI:10.13559/j.cnki.hbgd.2020.03.021



106 第 25 卷

例”，他 们 会 运 用 数 学 和 声 学 来 研 究 音 乐 是 否 具

有 和 谐 之 美。他 们 通 过 研 究 发 现，不 同 音 调 结 合

在 一 起 形 成 的 音 阶 是 符 合 一 定 数 的 比 例 关 系，

这 种 比 例 关 系 恰 好 能 产 生 美 的 效 果，达 到 一 种 和

谐。赫 拉 克 利 特 认 为“美 在 于 和 谐，不 同 的 音 调 造

成最美的和谐”。[2 ] 柏拉图曾在其《会饮篇》中就赫

拉 克 利 特 这 种 对 立 导 致 和 谐 的 思 想 表 示 不 赞 同，

“说 和 谐 就 是 冲 突，或 者 和 谐 是 由 冲 突 的 因 素 形

成 的，当 然 极 端 荒 谬”。[3 ] 但 他 的 学 生 亚 里 士 多 德

却 站 在 赫 拉 克 利 特 一 方，并 认 为：“音 乐 亦 然，从

各 个 不 同 的 声 腔，调 和 其 高 音 与 低 音，短 拍 与 长

拍，谱成一个协谐的曲调。”[4 ] 说明在古希腊时期，

人 们 对 音 乐 具 有 和 谐 美 的 成 因 有 所 争 议。但 是，

我 们 现 在 运 用 辩 证 法 的 观 点 来 看，如 果 音 乐 中 不

同 的 音 调 本 来 已 经 是 一 致 的，那 也 就 不 用 说 什 么

和 谐 的 问 题，也 就 没 有 美 感 存 在 了。正 是 音 乐 中

不 同 音 调 间 的 斗 争，带 动 着 旋 律 的 变 动，才 让 音

乐 更 富 有 美 感，让 音 乐 具 有 整 体 性 的 和 谐。因 此，

音乐和谐是需要由很多不同的音调进行斗争和冲

突 进 而 达 到 的。或 者 说，一 切 音 调 进 行 斗 争 和 冲

突，才 形 成 了 音 乐 的 和 谐 美，这 也 是 音 乐 的 魅 力

所在。

二、悲剧与音乐的关系

什 么 是 悲 剧？亚 里 士 多 德 认 为，“悲 剧 是 对

于 一 个 严 肃、完 整、有 一 定 长 度 的 行 动 的 摹 仿；它

的 媒 介 是 语 言，具 有 各 种 悦 耳 之 音，分 别 在 剧 的

各 部 分 使 用；摹 仿 方 式 是 借 人 物 的 动 作 来 表 达，

而 不 是 采 用 叙 述 法；借 用 怜 悯 与 恐 惧 来 使 这 种 情

感 得 到 陶 冶。”[5 ]（P19）在 这 里 需 要 指 出 的 是，“悦 耳

之 音”就 是 指 音 乐。《诗 学》中 还 提 到 悲 剧 通 过 改

变 格 律 来 发 展，悲 剧 最 开 始 为 了 搭 配 舞 蹈 采 用 四

双 音 步 长 短 格，加 进 对 话 之 后，悲 剧 的 性 质 就 发

现 了 适 当 的 格 律，采 用 长 短 格 来 适 应 说 话 的 腔

调。[5 ](P15 ) 此 外，亚 里 士 多 德 在 比 较 悲 剧 和 史 诗 时

特 别 提 到 悲 剧，“它 还 具 有 一 个 不 平 凡 的 成 分，即

音 乐”。[5 ](P105 ) 所 以 从 亚 里 士 多 德 开 始，悲 剧 与 音

乐 之 间 就 表 现 出 不 一 般 的 关 系，包 括 后 来 尼 采 在

研究希腊悲剧的时候也认为音乐对悲剧是具有非

凡意义的。

1.悲剧与音乐具有并列关系

本 节 主 要 从 研 究 两 者 的 异 同 点 来 探 讨 悲 剧

与 音 乐 之 间 存 在 的 并 列 关 系 是 如 何 表 现 的。首

先，笔 者 简 要 地 分 析 一 下 悲 剧 与 音 乐 两 者 间 的 共

同之处：

（1）同源性。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记载：

“史 诗 和 悲 剧、喜 剧 和 酒 神 颂 以 及 大 部 分 双 管 箫

乐 和 竖 琴 乐——这 一 切 实 际 上 是 模 仿。”[5 ]（P3）可

以 看 出，悲 剧 和 音 乐 都 是 源 于 模 仿，当 然 后 来 的

理 论 家 对 此 也 持 有 不 同 的 意 见，不 过 在 亚 里 士 多

德 这 里 两 者 都 源 于 模 仿 是 没 有 争 议 的。尼 采 在

《悲 剧 的 诞 生》中 也 认 为：“悲 剧 神 话 所 唤 起 的 快

感，与 音 乐 中 不 和 谐 音 所 唤 起 的 快 感 有 着 同 一 个

根源。”[6 ](P115 )

（2）转瞬即逝。在绘画和雕刻等造型艺术中，

许 多 外 在 的 形 象 都 是 固 定 下 来 的，不 可 能 瞬 间 消

失。但 在 悲 剧 中，这 种 现 象 则 不 然。戏 剧 从 开 始、

高 潮 和 收 尾 都 是 层 层 推 进，每 个 场 景 和 画 面 都 会

很 快 就 过 去。音 乐 也 是 如 此，作 为 一 种 不 占 空 间

的艺术，在进行的同时也在消失。

（3）净 化 作 用。悲 剧 的 净 化 作 用 从 亚 里 士 多

德 开 始 就 已 经 提 出 了。悲 剧 借 用 怜 悯 与 恐 惧 使 感

情 得 以 净 化。悲 剧 的 目 的 不 是 给 人 带 来 怜 悯 和 恐

惧，而 是 将 其 作 为 桥 梁 中 介，使 感 情 能 够 宣 泄 与

净 化。悲 剧 表 达 了 人 类 对 自 由 王 国 的 向 往，虽 然

这 一 过 程 是 艰 辛 的，但 是 人 类 却 从 不 会 放 弃。对

于 音 乐 而 言，它 的 净 化 作 用 表 现 在，它 可 以 向 心

灵 提 供 任 何 内 容 让 人 体 会，这 些 内 容 都 是 由 主 观

设 定 的，不 是 事 实 上 的 存 在，从 而 引 导 人 走 向 情

感 的 共 鸣。因 此，悲 剧 与 音 乐 都 是 有 能 够 让 观 众

心 灵 得 到 碰 撞，情 感 得 到 宣 泄，从 怜 悯 与 恐 惧 中

获得快感的艺术。

（4）具有崇高美。悲剧作为一种崇高的艺术，

具 有 崇 高 美 是 悲 剧 最 基 本 的 美 学 特 征。悲 剧 主 人

公 所 表 现 出 的 不 屈 抗 争 精 神，是 可 以 为 后 人 提 供

激 励 作 用 的，并 以 无 穷 的 力 量 引 导 后 人 来 学 习。

对 于 音 乐 而 言，歌 德 曾 说 过：“音 乐 占 有 理 性 接 近

不 了 的 崇 高 的 一 面。音 乐 能 支 配 所 有 的 东 西，放

射 出 不 可 言 喻 的 感 化 来。”[7 ] 所 以 说，音 乐 可 以 表

达 言 语 无 法 表 达 清 楚 的 东 西，能 够 带 人 进 入 一 个

超 然 的 世 界。因 此，悲 剧 给 人 带 来 的 崇 高 美 感 与

音乐表达出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共同之处。

相 对 于 相 同 点 来 说，悲 剧 和 音 乐 的 差 异，主

要 表 现 在 悲 剧 与 音 乐 在 实 质 上 就 是 相 反 的。尼 采

在《悲 剧 的 诞 生》中 就 认 为，“音 乐 是 世 界 的 真 正

理 念，戏 剧 只 是 这 一 理 念 的 反 光，是 它 的 个 别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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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6 ](P103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悲剧表达的

只 是 音 乐 所 表 达 的 其 中 一 方 面，它 给 人 展 现 出 的

只 是 一 种 实 实 在 在 的 场 景，而 音 乐 却 可 以 展 现 出

无数同类的场景。

从 以 上 的 分 析 来 看，悲 剧 与 音 乐 相 互 联 系，

却也可以独自成为一门艺术形式。

2.悲剧与音乐具有从属关系

音 乐 是 悲 剧 的 成 分。亚 里 士 多 德 在 论 述 悲 剧

与 史 诗 两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时，提 到 悲 剧 比 史 诗 多 一

个 不 平 凡 的 成 分——音 乐。悲 剧 中 运 用 音 乐 是 为

了 推 动 戏 剧 情 节 的 发 展 和 参 与 到 戏 剧 动 作 之 中

来，从 而 更 好 地 服 务 于 悲 剧 的 整 体 结 构。音 乐 在

悲 剧 中 只 是 一 种 附 加 的 成 分 或 者 说 是 一 种 传 统，

音 乐 的 存 在 可 以 增 强 戏 剧 性，而 不 是 获 得 戏 剧

性。音 乐 本 身 就 具 有 渲 染 氛 围 的 作 用，使 悲 剧 的

美 感 更 容 易 发 挥 出 来，它 利 用 音 乐 的 旋 律 和 节 奏

使 悲 剧 的 冲 突 变 得 更 加 集 中，可 以 强 化 悲 剧 带 给

人 的 怜 悯 感 和 恐 惧 之 情，从 而 使 悲 剧 美 更 好 地 展

现 出 来。亚 里 士 多 德 在《政 治 学》一 文 中 对 音 乐 的

效 用 有 一 个 精 妙 的 说 法，“用 相 应 的 乐 调 也 可 以

在另一些特别容易感受恐惧和怜悯情绪或其他任

何 情 绪 的 人 们，引 致 同 样 的 效 果；而 对 其 余 的 人，

依 各 人 感 应 程 度 的 强 弱，实 际 上 也 一 定 发 生 相 符

的 影 响。于 是，所 有 的 人 们 全 部 由 音 乐 激 发 情 感，

各 自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祛 除 了 沉 郁 而 继 以 普 遍 的 怡

悦”。[8 ] 换 言 之，亚 里 士 多 德 的 这 句 话 说 明 了 音 乐

对 于 每 一 个 人 的 作 用 和 在 其 身 上 所 展 现 出 的 效

果 和 影 响 程 度 可 能 不 一 致，有 的 人 感 受 得 比 较 强

烈，有 的 人 感 受 得 比 较 微 弱，但 都 会 由 音 乐 形 成

不同程度的怡悦之情。

音 乐 是 悲 剧 的 基 础。尼 采 对 悲 剧 的 起 源 问 题

有 一 套 自 己 的 解 释。他 主 张 研 究 悲 剧 要 从 合 唱 入

手，在《悲 剧 的 诞 生》中，他 说：“古 代 传 说 斩 钉 截

铁 地 告 诉 我 们，悲 剧 从 悲 剧 歌 队 中 产 生，一 开 始

仅 仅 是 歌 队，除 了 歌 队 什 么 也 不 是。”[6 ](P30 ) 因 此，

从 传 统 的 说 法 来 看，悲 剧 源 于 合 唱，从 合 唱 中 衍

生 而 来，刚 开 始 说 的 悲 剧 还 不 是 现 在 意 义 上 的

“悲 剧”。当 时 舞 台 上 的 情 节 都 是 被 幻 想 出 来 的，

主 角 酒 神 并 不 真 的 在 场，而 是 被 想 象 在 场，是 由

歌 队 通 过 一 些 象 征 性 手 法 幻 想 出 来 的。后 来，随

着 发 展 的 需 要，才 将 主 角 神 灵 慢 慢 地 显 现 出 来，

形 成 狭 义 上 的“悲 剧”。不 过 这 一 切 的 发 展 都 是 以

音 乐 为 基 础 的，悲 剧 通 过 音 乐 来 表 现 自 己，让 观

众 的 情 绪 更 好 地 投 入 进 来。音 乐 表 现 的 不 是 现

象，而 是 背 后 的 本 质，这 一 点 尼 采 受 到 了 叔 本 华

唯 意 志 论 的 音 乐 观 的 影 响，在 此 基 础 上 又 加 了

“酒 神 精 神”元 素。音 乐 能 够 激 起 观 众 内 心 的 情

感，使 其 陷 入 一 种 身 临 其 境 的 错 觉 中，很 快 就 能

感 受 到 悲 剧 通 过 毁 灭 和 否 定 所 带 来 的 痛 快，感 受

其 内 在 的 本 质。因 为“当 音 乐 促 使 我 们 比 一 向 更

多 更 深 沉 地 观 看，并 且 把 剧 情 如 同 一 张 最 精 美 的

轻 纱 展 现 在 我 们 眼 前 的 时 候，我 们 洞 幽 察 微 的 慧

眼 便 好 像 看 见 舞 台 世 界 扩 展 至 于 无 限，且 被 内 在

的 光 辉 照 亮”。[6 ](P103 ) 这 一 切 都 不 是 语 言 和 形 象 可

以达到的。

古 希 腊 的 悲 剧 是 诗 乐 一 体 的 综 合 艺 术，但

是 随 着 悲 剧 的 不 断 发 展，音 乐 也 渐 渐 被 认 为 是 一

门 独 立 的 艺 术，在 悲 剧 中 占 有 的 分 量 也 在 不 断 减

少，逐 渐 成 为 一 种 保 留 的 传 统 形 式 或 者 说 是 一 种

附 属 的 成 分，但 是 音 乐 曾 在 悲 剧 中 的 作 用 是 不 容

置疑的。

三、音乐对于悲剧的意义

美国美学家 H.帕克在其《美学原理》中提到：

“我 所 以 要 从 音 乐 开 始，是 因 为，我 们 已 经 知 道，

在一切艺术中都有音乐因素。”[9 ] 音乐已经渗透到

所 有 的 艺 术 门 类 之 中，研 究 各 种 艺 术 时 自 然 也 不

能 脱 离 对 音 乐 这 一 因 素 的 研 究。笔 者 认 为 音 乐 对

悲剧的发展有两方面意义：

第一，音乐能够使悲剧的净化作用大大提升。

通 过 音 乐，使 观 众 能 够 更 好 地 感 受 到 悲 剧 的 净 化

作 用。音 乐 将 剧 情 进 行 渲 染，使 眼 前 剧 作 的 画 面

感 和 内 心 的 情 感 联 系 得 更 为 密 切，使 怜 悯 之 情 和

恐 惧 感 变 得 更 加 强 烈，进 而 使 悲 剧 带 来 的 快 感 更

为 崇 高。在 欣 赏 悲 剧 的 时 候，虽 然 观 众 不 是 演 员，

但 是 此 时 观 众 却 是 离 他 们 最 近 的，他 们 所 遭 受 的

困难和毁灭，作为观众也可以最真切地感受到。同

时，观众也是局外人，作为局外人可以做到旁观者

清，静 下 来 分 析 对 比，进 行 思 考，使 自 己 更 好 地 体

验到那种由怜悯和恐惧带来的快感。

第 二，更 好 地 实 现 人 的 力 量 本 质 化。尽 管 悲

剧 人 物 如 何 逃 避，都 不 会 改 变 最 后 走 向 毁 灭 的 结

局，原 则 上 无 法 使 人 产 生 崇 高 感 和 情 感 得 以 净

化，但 事 实 上 却 相 反，究 其 根 本 是 因 为 悲 剧 是 能

够 探 索 人 类 本 质 力 量 的 艺 术 形 式。悲 剧 人 物 由 于

冲 突 产 生 避 免 不 了 的 悲 剧，但 还 是 坚 持 与 之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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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这 种 搏 斗 不 是 与 外 在 世 界 进 行 搏 斗，而 是 与

人 自 身 进 行 搏 斗，与 人 的 内 在 本 质 进 行 搏 斗，这

才 是 悲 剧 魅 力 的 真 正 所 在。悲 剧 能 够 打 动 人 心 就

是 源 于 悲 剧 人 物 内 心 的 本 质 力 量，这 种 力 量 让 悲

剧 人 物 敢 于 跟 命 运 作 抗 争，而 不 是 消 极 对 待，无

所 作 为，以 自 己 渺 小 的 力 量 折 射 出 整 个 人 类 的 伟

大。但 需 要 注 意 的 是，这 些 都 离 不 开 音 乐 所 起 的

作用。

悲 剧 与 音 乐，用 冲 突 与 和 谐 这 两 个 特 征 就 能

概 括 出 来，而 悲 剧 的 冲 突 是 如 何 产 生 的，音 乐 是

如 何 达 到 和 谐 的，却 不 是 只 言 片 语 就 能 讲 得 明 白

的。悲 剧 与 音 乐 两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笔 者 认 为 是 错 综

复 杂 的，从 古 希 腊 开 始 就 多 有 争 议，其 更 深 一 层

次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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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Harmon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gedy and Music
HAN Li-ping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Conflict and harmony exist as a set of opposing concepts in tragedy and music. By substituting “conflict” 

and “harmony” respectively into tragedy and music, you will find that tragedy is not only a conflict but also a harmony, that 

music seems to be harmonious, but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tones. Tragedy and music are not only parallel, but 

also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Meanwhile, music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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