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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音乐的社会文化启示及其互动

段奕辰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　要：音乐深奥微妙、可感不可见，通过听觉给人纯净的美感和想象。音乐和绘画是基督教文化的常设要素，基督教音乐抒

发情感，赞美神圣，给人既崇高又优美的艺术享受，充满宗教意味又不止于宗教领域。基督教音乐无法脱离自身的社会文化

背景，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变化的。本文论及基督教音乐的两个方面：（１）基督教音乐的社会文化启示。（２）基督教音

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多样化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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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音乐是一种抽象而动情的艺术，有着微妙的触

感和感性的语言，在不同的时代与相关的整体社会

文化环境发生着双向交流，构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状

态，从而影响了人类文明。音乐的愉悦感和丰富的

想象性，使其在表演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与听众的个

体生命体验产生同构，引起共鸣，触发对现实的拷

问、对人生的理解。基督教是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

一，基督教音乐源远流长，在《旧约》的第１９卷《诗

篇》（Ｐｓａｌｍｓ，希伯来文圣经中名为“赞美之诗歌”），

就收录共１５０篇诗歌，曲调和伴奏均有记载。基督

教音乐涵盖范围广阔，包括早期基督教教仪中的单

声部、多声部素歌，中世纪的教会歌曲、戏剧音乐、声

乐套曲，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至今各位音乐家创作的

表现宗教情感的基督教音乐作品，包括圣咏、弥撒

曲、经文曲、启应对唱曲，清唱剧、众赞歌、康塔塔等。

基督教是音乐的宗教，作品众多，艺术水准高，在其

发展变化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不乏具有音乐修养和

品味的人不断地为基督教音乐的繁荣贡献力量：公

元４世纪时，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编成了平咏调在

教堂中应用。到中世纪，教皇圣·格里高利一世收

集了东西方教会中原有的各种曲调，加以修改创新，

编成《启应对唱歌集》；１７世纪初，马丁·路德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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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了教会音乐制度，确立了“众赞歌（Ｃｈｏｒａｌ）”的教

会音乐形式。巴洛克时期，约翰·塞马斯蒂安·巴

赫进一步发展了音乐技法，完善圣诗班在合唱与管

弦乐队中对于赋格的运用，至此，基督教音乐发展到

了高峰时期。“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

联系的”［１］，的确是这样，宗教与艺术在起源阶段就

是相伴共生的，更何况基督教音乐的原初意义是借

由其审美体验来阐述神学、强化信仰。教会音乐具

有清晰可辨的仪式感，如优雅纯洁的经文歌（Ｍｏｔｅｔ）、

畅快明亮的福音音乐（Ｇｏｓｐｅｌｓｏｎｇ），既严肃又幽默的

圣歌（ＶｏｔｉｖｅＡｎｔｉｐｈｏｎｓ），它们融合了宗教性和艺术

性，或礼敬、或赞美，皆澄明圣洁，细腻流畅，通过音乐

来明喻、象征神学，凝望哲学，播散美和希望。

二、基督教音乐的社会文化启示

艺术最突出的功能是提供审美体验，而宗教则

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归宿，经济和社会是其基石，文化

是其背景。音乐艺术的使命在于以感性的形式传达

丰富的精神内涵，基督教音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音

乐现象，优雅深刻，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时

代整体上的宏观社会文化，启示意义良多。

（一）平等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ＵＢＣ）发表在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依旧能够透露出人们

的文化态度和音乐喜好，尽管财富和教育不影响一

个人品味音乐的广度，而社会阶层却与个体的文化

品味相关。比如收入不高且低学历的人往往喜欢乡

村音乐、迪斯科、重金属和说唱，而较富裕、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更偏爱如古典、爵士、歌剧、音乐剧等。这

就涉及到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社会阶层是否

伴随着特定的文化艺术品味？阶级和其他因素塑造

人们的音乐爱好，或者反过来说音乐品味体现了阶

级？结合这项研究的结论来思索基督教音乐———在

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了平等。教会音乐文化拥有跨

界的能力，为教会人员和广大信众一同聆听、参与，

尤其是信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接触、欣赏

它，单凭宗教信仰甚至只是为了听听音乐去教堂这

都是被允许的，无论贫富，没有进门的限定，基督教

音乐的这个特点使其比其它艺术更贴近艺术根本的

社会功能———传播的大众化，与为数众多的人相遇，

抒发情感，传递“善”与“美”。

（二）理性

新人文主义批评家艾尔默．莫尔在《绝对即魔

鬼》一书中主张艺术是人文主义的，表现的是人性中

“高贵的理性”，决定作品意义和价值的是它所表现

的“平衡”、“温和”、“内心克制”等美学标准。

基督教音乐一方面通过音乐语言表达出自己的

宗教情感，另一方面外延出关于理性的启示。这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音乐是以数字为基础的科

学”［２］，它是极端理性主义的，音乐艺术的美学法则

以数为开端，以理性为介质，以情感为依托。基督教

音乐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它使艺术服从于宗教

生活，因而它注重崇高甚于注重优美，注重理性美甚

于注重感性美，更节制更庄重。其结构精妙，形式优

美，节奏、节拍、旋律、和声、对位法、调式、配器、曲

式、修辞等，皆规范于“数的和谐”，“音乐是对立因素

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

调”［３］，这在弥撒、经文曲、赞美诗的构成原则和组织

规律上更显突出。如１５世纪杜费（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Ｄｕｆ

ａｙ）所作的法布尔东圣咏，由三度音程过渡到稳定的

五度、八度音程，模式化的三声部结构不是功能和

声，却在欧洲最早发展起来的几乎只用八度、四度、

五度和声的多声部圣咏基础上增加了变化，具有了

和声美感，层次鲜明，运动性突出，在艺术效果上更

和谐、丰满，给人纯净、神圣的心理体验。其次，现代

社会处在一个焦虑时代，尽管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不

同，但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和荒诞感，以及其它来自更

广泛层面的精神压力，增添了现代人的疏离、空虚，

基督教音乐的纯净与圣洁带来心灵的平静，引导人

们用知性和理性内观中心的困惑，使人树立起直面

内心困境的勇气，克制焦虑、走出困扰。以最具宗教

性的格里戈里音乐为例，歌词完全取自赞美诗，不采

用伴奏，仅靠人声演唱，歌唱者仅限教会人员，没有

听众，它严格遵循为之确定的准则，不容许任何偏

离，简单纯粹、庄严朴素，对感官的满足降到了最低

程度，反到超然于现实生活之上，产生出崇高的精神

境界，使心灵处于一种近乎超凡的纯净与自持的

状态。

（三）美好人性

宗教在当今社会虽然不再有曾经的权势，但宗

教精神仍然感召着人们，宗教文化艺术早已融入了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影响巨大。

“艺术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性情，影响人的观念和态

度的形成”［４］，基督教音乐充满宗教意味，旋律、调式

大量运用“符号对应”手法，刺激听众内心世界的同

态反应，表达对神圣的颂赞与虔敬，诠释基督教的理

念———敬畏、救赎、感恩、爱与慈悲心。以巴赫形式

完整、庄严宏伟的《Ｂ小调弥撒》为例：其中的《光荣

颂》一段表达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向你感恩》抒发感

恩；《羔羊经》中用“请赐予我们和平”为结尾祈祷垂

赐平安；《十字架》一段以追随十字架，分担基督所受

的苦难为主题，赞扬基督宽广的爱与慈悲心，告白信

仰的坚定。基督教音乐通过乐曲的流动、象征、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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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觉，体现着神圣的恩典，结合经文故事，为听众提

供精神资源，影响听众的道德判断，使人从中吸取面

对苦痛和磨难的积极心态、保持善良的心灵、坚持虔

信，进而固守美好人性和高尚人格。

（四）开放与包容

基督教音乐拥有开放与包容的气质，这一点体

现在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史上。无论基督教的发展是

鼎盛或者是平缓，基督教音乐都在继承传统中拥抱

时代、与时共进，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

抱无穷无尽的多样化。在早期几个世纪中，声乐是

基督教音乐的唯一形式，器乐在当时被认为没有灵

魂而被排斥在外。公元４世纪，米兰主教圣安布罗

斯编成了平咏调；欧洲中世纪，教皇圣·格里高利一

世收集修改了教会原有的各种曲调，编成《启应对唱

歌集》，并对演唱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形成了格里高

利圣咏模式，以纯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不用变

化和装饰音。它也没有节线和拍子记号，完全是自

由节拍，歌词只用拉丁文，只供教士吟唱，信众不参

加唱诗，在场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参加演唱，演唱者也

就是欣赏者，没有观众；到了１７世纪初，马丁·路德

则改革了教会音乐制度，确立了“众赞歌（Ｃｈｏｒａｌ）”

的教会音乐形式，吸收信徒加入表演队伍。再到巴

洛克时期，路德众赞歌被引进康塔塔，作为敷衍处理

的基础，对新教教会礼拜仪式上朗读的经文和布道

的内容起释义的作用。它的内容适应各种宗教节

日，构成了宗教仪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洛克时

期，约翰·塞马斯蒂安·巴赫进一步发展了音乐技

法，完善了圣诗班在合唱与管弦乐队中对于赋格的

运用，推动基督教音乐发展到高峰时期。现代以来，

教堂音乐变得更加多元化，如黑人的福音音乐，与传

统西方和声伴奏截然不同，加入了礼拜者的“叹息”

与“呼号”，更自由、更具张力。

三、基督教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多样化

的交集

卡冈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艺术欣赏

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大系统所限定的总体文化氛围

和文化环境。基督教音乐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基

督教崇拜服务为至上目的，同时又与时代、社会交叠

互渗，对社会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而社会文化又反

作用于基督教音乐，促成其变革和发展，两者之间的

这种双向交流，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

（一）基督教音乐对艺术的影响

基督教是欧洲音乐的起源地，基督教赋予音乐

以神圣和崇高，基督教音乐滋养了后世诸多大音乐

家的音乐创作，甚至不乏特意写作教会音乐之人。

格里高利圣咏在音乐创作中的影响一直不灭，它最

富特征的旋律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

中，１４世纪兴起的复音音乐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

而来，它也对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创作有所启发，

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的结尾动机，柏辽兹《幻

想交响曲》终曲的中心、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

的《幻想交响曲》第５乐章、圣·桑的附有管风琴和

钢琴的《Ｃ小调第三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

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还有流传

至今的许多乐曲，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

鸣曲第一乐章等，都有引用格列高利圣咏或由其扩

展而成。和基督教教会音乐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巴

赫，他创作了５首弥撒曲、６首经文歌、１４４首圣咏

调、还为教会创作了５年内每周礼仪所用的近２００

首康塔塔，又创作了与贝多芬《庄严弥撒》、莫扎特的

《Ｃ小调弥撒》并称为“三大弥撒”的《Ｂ小调弥撒

曲》，巴赫的音乐作品洋溢着基督教的宗教热情，还

渗透着路德新教的改革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有

许多音乐家们从基督教音乐中汲取灵感和创作激

情，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如亨德尔的清唱剧经典之

作《弥赛亚》、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舒伯特的《圣

母颂》曲等。现当代有斯特拉文斯基的《弥撒曲》、法

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声乐作品杰作———无伴奏合唱

《Ｇ小调弥撒曲》、英国作曲家威廉斯的《圣诞颂歌幻

想曲》、布里顿的《圣诞颂歌仪式》也都属于优秀的基

督教圣乐。基督教音乐也影响到了其它艺术种类，

如西班牙画家米罗（ＪｅａｎＭｉｒｏ）在其画论中写到“每

天吃了午饭后，我都要到大教堂去听管风琴的排练，

我坐在空寂的哥特式教室里，幻想着无穷的形式。

金黄色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浸入黑暗的内室……管

风琴音乐和经过彩色玻璃过滤而进入雷音内室的阳

光，使我联想出许多形象”［５］。

（二）社会文化对基督教音乐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在皇帝与教皇统治的各个区域里

存在着各式语言和地方音乐，出于统一的考虑，统治

者广泛推行拉丁语，拉丁语从而在各地广为使用，受

此影响，基督教音乐圣歌、圣诗和赞美诗都用拉丁文

写作，政治目的的延伸，影响到了艺术领域，它造就

了一种广泛而持久的艺术准则，现今音乐的名称、标

记等依然能找到拉丁语的影子。另外，巴洛克时期

教堂建筑更加宽广、宏大，使得神职人员的声音无法

传播教堂，而唱歌则可以使声音更加响亮，这间接推

动了教会音乐的发展；同时，建筑艺术的高度发

展———宏大的规模与精雕细制的工艺，开阔了人们

的视野，促使基督教音乐在创作风格上开始寻求更

加磅礴的气势与愈加精致的结构。

到了现代社会，多元化的音乐类型和无穷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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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３２卷 岳珍：地方政务微博发展困境及其突破

的微博内容和富有亲和力的语言风格著称，短短一

年时间，从默默无闻的公安分局微博，转变为网民皆

知的＂警察蜀黍＂，被戏称为公安网络第一＂萌警＂
［４］。

积极开展政务微活动，是增加粉丝数量的重要

因素。不同行业可结合自身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

微活动，如开展微评选、微抽奖、微栏目、微访谈等，

吸引网友的参与，提升关注度与影响力。如成都市

武侯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武侯发布”，２０１４年８

月发起了“感动武侯”十大人物网络投票，网友纷纷

做出响应［４］。２０１４年由“＠广东发布”组织的“粤来

粤好”网友行到广东东莞，对于央视揭露东莞色情业

后的形象修复，起到了积极作用［１］。

（五）建立政务微博绩效考核体系，完善政务微

博考评机制

推动政务微博绩效考核体系科学化、规范化。

可结合微博发布数量、粉丝增长量、解决问题数量等

指标，全面、立体、准确地反映政务微博发展的实际

水平。依据其实际绩效和影响力，制定各党政机构

政务微博指数排行，常态化定期发布本市内“政务微

博指数排行榜”，进行综合评比，让部分运营不善的

政务微博公开曝光，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全市绩效考

核范围，赏罚分明。

此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不定期对市内政务微

博的运维情况进行巡检，形成监测报告，督促整改。

如２０１４年３月，南京市推出首期政务微博运行维护

情况报告，通报了一批更新不力的政务微博［１］。

总之，对尚处起步摸索阶段的地方政务微博工

作，亟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使其更好地发挥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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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推动了全新的基督教音乐发展趋势，国外的现代

赞美诗亦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现代音乐风格，爵士、摇

滚、说唱等元素都进入到赞美诗作品之中，这种模式

使得基督教音乐更广泛地融入世俗社会，一些流行

曲目传播至全球，甚至在大型音乐会上取得商业上

的成功。

四、结语

阿诺德·豪泽尔提出了艺术与社会的互动说，

他强调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强调艺术与社会

关系的复杂性。音乐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形式，基督

教音乐优美流畅、庄重圣洁，是宗教理想的寄托。它

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变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启示意义，

它使听者顺服乃至敬畏，宣扬了人性中“善”的因子，

它博大而悲悯，在人生苦痛中安慰情绪，抚平创伤，

增加个体生命力的积极体验，引导人走出困境，重建

清晰稳定的心境。另一方面，尽管艺术中没有任何

东西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但是艺术表现情感、反映社

会风尚，基督教音乐同样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社

会文化决定着它的创作实践、个性特点、审美准则，

基督教音乐与社会文化两者在不同的时空里不断产

生交集，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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