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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审美的内核:音乐意象加工的科学阐释与实证》是一本关于音乐美学的研究。
《音乐审美的内核:音乐意象加工的科学阐释与实证》主要研究的是音乐审美的内核——音乐意象加工
的科学阐释与实证。
《音乐审美的内核:音乐意象加工的科学阐释与实证》包含了对于音乐意象的外在和内涵的研究，对于
音乐意象心理加工进行了阐释，并对其他的相关音乐知识进行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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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上篇音乐审美意象加工的科学阐释
第1章音乐意象存在证据的研究
第2章音乐意象内涵研究
一、音乐意象的概念
二、音乐意象与音乐形象
三、音乐意象的特点
四、音乐意象内涵述评
第3章音乐意象的定义及理论结构
一、音乐意象的定义
二、音乐意象的理论结构
第4章音乐意象作用研究
一、音乐意象在音乐治疗中的作用
二、音乐意象在音乐表演中的作用
三、音乐意象对音乐技能洲练的作用
四、音乐意象作用研究启示
第5章音乐意象心理加工水平研究
一、认知心理学加工水平说与实证研究对音乐意象加工水平研究的启示
二、认知心理学心理加工水平区分的类型研究
三、认知心理学心理加工水平模型探讨
四、音乐意象心理加工实证研究
五、音乐意象心理加工模式研究评价
第6章音乐欣赏研究
一、音乐欣赏概念梳理
二、音乐欣赏与音乐意象关系研究
三、音乐欣赏中意象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四、音乐意象及加工水平研究评价及存在的问题
第7章问题?假设?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二、基本问题
三、基本假设
四、基本板块
五、基本思路与技术线路
六、研究价值与创新
下篇音乐审美意象加工的实证研究
第8章音乐审美和音乐意象审美词频考察
一、研究目的
二、各种相关文献考察
三、美感词标初步构成
第9章音乐欣赏中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维度及词频问卷调查
一、调查目的
二、调查方法
三、结果与分析
四、讨论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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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音乐欣赏中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生成水平考察
一、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四、统计分析
五、实验结果
六、分析与讨论
七、结论
第11章音乐意象结构探讨
一、音乐意象的理论结构
二、预备性研究
三、音乐意象结构探索性因素分析
四、音乐意象验证性因素分析
五、音乐意象结构及释义
六、讨论
七、结论
第12章音乐意象加工水平实验
一、实验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实验设计与实验程序
四、实验结果
五、分析与讨论
六、结论
第13章音乐欣赏探索性因素分析
一、音乐欣赏
二、音乐欣赏结构预备性研究
三、音乐欣赏结构探索性、验证性因素分析
四、音乐欣赏结构与释义
五、讨论
六、结论
第14章音乐欣赏水平测试
一、测试目的
二、测试方法
三、结果
四、分析与讨论
五、结论
第15章音乐意象加工水平与音乐欣赏水平相关研究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二、结果
三、分析与讨论
四、结论
第16章总讨论、结论与展望
一、总讨论
二、总结论
三、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一中英文术语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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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有关音乐意象的问卷
附录三有关音乐欣赏的问卷
附录四音乐欣赏中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生成水平考察所需材料调查
附录五音乐欣赏中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生成水平考察的实验材料
附录六音乐意象加工水平研究材料
附录七音乐欣赏水平测试问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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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音乐是纯感性活动吗 　　音乐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既是情感的艺术，又是听觉的、时间的
艺术。
它以声音为载体，而声音具有瞬间性、直接性，所以长期以来音乐一直被认为是一门感性的学科，音
乐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也总是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感觉，理性被排斥在音乐艺术之外。
人们通常将音乐视为直觉活动，并与非逻辑相联系。
在音乐实践活动中，除了音乐表象和情感体验等感性活动以外，是否存在着理性认知？
感性与理性是否交融呢？
 　　20世纪脑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引发了人类对自身生命客体的强烈探索。
脑科学的研究从“认识脑”、“保护脑”和“创造脑”三方面推向深入。
对大脑的认识，首先是对结构分工性的认识。
左脑是理性与计算之脑，主持严密的逻辑思维，称为“数学之脑”；右脑是感性与计算之脑，主持开
放的形象思维，称为“艺术脑”。
其次，大脑两半球功能上的不对称是人脑结构和认知功能的主要特征，若促使两半球之间取得相互支
持、依赖、充、合作，其效率会成倍增加（朱咏北，郭生健，1999）。
基于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都致力于音乐审美活动中的认知研究。
多数研究者认为：“审美活动不等于认知活动，但审美活动离不开认知活动，审美活动把认知活动作
为它的基础之一，在认知活动中会有一定程度的审美活动。
”（陈新汉，2002）著名的美学家叶朗先生（2004）则认为，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是欣赏），最
终是要营构一个“意象”，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的。
意象之所以不是一个实在物，不能等同于感知原材料（如自然事物和艺术品的物理存在），就是因为
意象是一个意向性的产物。
意象的统一性以及作为这种统一性的内在基础的意蕴，都依赖于意向性结构——它不仅使象“显现”
，而且在意向行为的过程中，由对意指（即被作为目标的对象）的体验而产生意蕴。
艺术家用“意象”创造的物资材料加以传达，就产生了艺术品。
艺术品是“意象”的物化。
不难说明，音乐实践活动是一个有“意”、有“象”，“感性”和“理性”交融的过程。
 　　总的说来，对于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审美心理学中有关感性（审美）与理性（认知）的深层
研究，即具体到各种认知的具体过程及相互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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