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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与神圣的关系
———对列欧《神圣的艺术》的解读

关　杰，安疆蓣
（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在《神圣的艺术》（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ｉｎ　Ａｒｔ）一书的第六章中，荷兰宗教学家范·德·列欧（Ｇ．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从宗教现象学、神学以及音乐学出发，以“回到事情本身”的基本态度，详细阐述了他对音乐神圣性的理

解，其宗旨就是要找回音乐与神圣的最初关系，找回音乐的真实本性，找到人与音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此提

出从上帝而来的对于人的内在启示的意向性关系，提出音乐作品能够展现世界的本质学说。

　　关键词：神圣的艺术；列欧神学宗教现象学；回到音乐事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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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 兰 宗 教 学 家 范·德·列 欧（Ｇ．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１８９０－１９５０）是２０世 纪 最 重 要 的 宗 教 现

象学家之一，荷兰著名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他所

撰 著 的《宗 教 现 象 学》① （１９３３）和《神 学 导 论》
（１９３５）等均被公认为是２０世纪最具国际影响的

代表力作。同时他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学问家，
其所撰著的《神圣的艺 术》（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ｉｎ　Ａｒｔ）一

书，在国际范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际著名宗教现象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的

艺术》（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ｉｎ　Ａｒｔ）一书序言中说，１９世纪

由于知识的快速增长，不同学科之间出现分离，艺
术领域被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忽略。但

在１９世纪末期，哲学家们能够认真严肃地谈论起

艺术……列欧（Ｇ．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就是这个转变

中的代表。伊利亚德说，列欧不仅是一位诗人、音

乐家、牧师，在荷兰解放之后，还担任过教育部长。
列欧认为最原初的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诗歌

等，均展现了原始艺术最初的融合，因为在这种融

合中有着上帝的直接参与，所以，“这是一本独一

无二的书”。②

　　一、关于音乐神学问题的相关探讨

　　（一）作为神学基础的宗教现象学的基本思想

宗教现象学的最初形成是在列欧的成长地荷

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
列欧是国际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宗教现象学家

之一。他认为，现象主要来说不是“物”，它是“显

现”的东西，是“与主体有关的对象，与对象有关的

主体”［１］３００。这就是说，主体在与对象之间发生相

互关系所形成的关联，不是主体的力量所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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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一种自显，当主体面对在自己面前显现

的现象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已经是发生了。
理解列欧的宗教现象学思想是理解他的音乐

神学思想的基础。列欧的主要思想焦点就是通过

宗教现象学的方法，去认识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各

类音乐现象及其本质，并找到一种理解音乐的本

质路径。
列欧强调，在我们身边的各类音乐现象，它并

不是由观看现象的主体制造和创造出来的，它的

全部本质在于它（各类现象）的自身显现，即这个

能够在人的面前自行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现象。
列欧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浮现在作 曲 家 以

及二度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家内里的音乐灵感或者

是突发的音乐感觉等，这并不是由作曲家本人或

者是表演艺术家自身生成的东西，而完全是音乐

现象的自身显现而已。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当

作曲家去进行田野采风所获得的音乐感悟和突发

的音乐灵感时，并不能仅仅从作曲家的生活实践

角度去理解，不能仅仅按照我们平时所讲的生活

体验 越 丰 富，音 乐 的 感 悟 就 越 多 的 研 究 路 径，在

此，列欧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有理解

的全新视域，这个视域也是理解列欧音乐神学思

想的关键之点，即从那个自显之物身上去理解问

题的全新思路。
按照列欧的思想进路来理解，针对一 些 伟 大

的音乐家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流芳百世

和经久不衰的音乐力作，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

们自身有多么伟大，而在于他们的最内在的思想

意识中有 着 来 自 上 帝 放 在 他 们 里 面 的 一 种 先 在

的、自行显现的东西于其中，这种东西以一种由内

向外喷发的驱动力量，并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

态势激发着音乐家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这就

如同十月怀胎的母亲要产下爱子时的那种即伴随

着痛苦，又夹杂着幸福感的说不清楚的跃跃欲出

的动势……。按照列欧的说法就是上帝以其自身

的恩典和 福 泽 降 临 于 某 一 个 被 上 帝 所 拣 选 的 个

体，从而将其内在的灵性全然打开，使得有限的灵

性同上帝那无限的灵性相互连接，也就是音乐家

的内在灵性同上帝这个总的源头的灵性连接在一

起，①从而使其创作力量犹如泉涌一般……。
这样的思想在强调以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为

中心思想的地域范畴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我

们不妨本着思考和研究的态度去开放自己，打开

自己，以研究的态势去看待这些西方的显学所强

调的东西的根本究竟是怎样的，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起到

借鉴和思索的作用。
（二）神学思想的介入及其音乐表现

列欧是基督教神学家，基督教神学强 调 上 帝

直接对人 的 启 示。② 启 示 分 为 两 种，一 种 是 针 对

所有人而言的普遍启示，如神向全人类显示有关

他本性的真理，神在自然界显明它自己等；另一种

是针对一 些 上 帝 所 特 别 拣 选 的 人 而 言 的 特 殊 启

示，其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彰显。其所具有

的表现特征是，这些被拣选的人一定是被圣灵充

满，靠着圣灵所赐予的能力，发挥上帝所先在的赐

予给他（她）的恩赐。如某人先天就具有独特的音

乐才能，当其得到这样的特殊启示和被圣灵充满

的那一刻，他就能够将其所具有的音乐才能发辉

到极致。所以，针对上帝的特殊启示而言，上帝将

圣灵赐予某人，这个人的内里就会有一种特别的

力量，此力量就此激发其内在的创造力，并进而达

到向外喷发和表现的力量。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音

乐家的音乐创作就是得到了圣灵的浇灌，从而使

得音乐家激情澎湃，内在的音乐旋律犹如喷涌的

源泉一样，倾泻而出。
列欧（Ｇ．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一直强调：“我们绝

无可能借任何纯粹理智的能力来理解上帝的话：
其所理 解 的 仅 仅 是 我 们 自 己 的 回 答。”［１］３０２就 是

说，上帝给人的某种启示不是通过人的主动行为

能够获得，也不是通过人的理性参与所能够达到，
这是上帝的一种自行给予行为，只有等待上帝的

恩典和赐予。
但是列欧非常强调原始世界音乐的样式的表

现功能，即渺小的人可以采用主动的方式将各样

音乐表现功能融合在一起，以获得上帝眷顾的一

·９８·

①

②

关于音乐家所具有的创作中的灵感问题，这是一个恒常被大家所讨论的问题，其实质是一个人的灵里面的被充满和不被充满的问

题。列欧在此的意思是，只要音乐家的内在灵性同上帝这个总的源头的灵相互连接，就有永不衰竭的力量和源泉。
“启示”一词，是从希腊文ａｐｏｋａｌｕｐｓｉｓ而来，意思是“公开”或“揭开”。启示是指神向人类揭露他自己。启示因此可以分为“一般的

启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ｖｅｌａｉｏｎ）和“特殊的启示”（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一般启示是指神向全人类 所 显 示，有 关 他 本 性 的 真 理；神 在 自 然 界 显 明

自己，也许就是最常提到的一般启示。特殊启示是指神借着圣经和他儿子启示他自己，要恢复堕落的人与神相交，神必须将救恩及和好

的途径指示人。特殊启示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参考《圣经》启导本。



种行为表现。如音乐有节奏性、旋律性及和谐性。
鼓作为基本乐器具有鼓动性和激发情绪的特质，
加之舞蹈的狂烈表演以及祭祀的各样形式展现，
采用这一切综合要素来祈求神灵，便能获得神奇

的能量。就如同一个装满神圣能量的“仓库”，使

神圣的力量浇灌于人们的生命之中。
列欧的音乐神学思想是强调有限的人从无限

的上帝那里能获取一切能量，包括音乐的能量，列
欧的神学、音乐学思想很明确地表现出一个意向

性的指向，即上帝将其智慧和能力赐予某人，于是

在上帝和 某 人 之 间 就 形 成 一 种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关

系，即存在方式的整体关系，在对这种关系的体会

中，某人一定会对上帝所赐予的内涵有所领悟，并
且会以一个恰当的方式回应上帝的意旨。

列欧告诉人们，我们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帝，人
是一个有限的个体，当人这个有限的个体同上帝

这个无限的总体相互连接的时候，特别是针对音

乐而言，当人将音乐的各样要素（例如音高、节奏、
旋律、节拍等）同上帝的神奇力量相互连接而进入

创作的时候，就是人能够获得最为有力和最为美

妙的音乐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理解列欧的音乐与神圣 的 关 系，

借用奥古斯丁的话来陈述其内在联系：“在时间的

流逝 过 程 中，有 两 种 声 音 同 时 存 在，一 种 是 无 限

者……上帝的无声的声音；一种是人的有声声音，
即受造者的声音……”

对于上帝的无声的声音，只有理智的 内 耳 才

能够倾 听 到 的 永 恒 的 言 语。这 永 恒 的 言 语———
“道”是永远不寂的言语，表达一切，无起无讫，无

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代表源泉、原

头、音乐的事情本身）。
“对于受 造 者 的 有 声 的 声 音，这 声 音 有 起 有

讫，有始有终，字音接二连三的传递，至最后一音

而归于沉寂……这显示的是受造物体的振动，暂

时的振动。为你（上帝）的永恒意志服务，传达你

（上帝）的永恒意志……”［２］１２９（受造、有限、受制于

无限）
奥古斯丁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上帝 那 里 的

所谓无声的声音，其实并不是无声的，而是一般的

耳朵所听不见的，只有当上帝将他所眷顾的一些

人的“理智的内耳”全然打开的时候，他们就能够

听到上帝那里的美妙声音（音乐），只有将那种声

音（音乐）表现出来，才会是永恒的和永不消失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永 久 而 同 时 表 达 一 切 的”［２］１２９。
而针对被造者的有声的声音而言，不仅有始有终，
而且显示的是受造物体的振动，暂时的振动。

创造者与被造者；无限与有限；无声的声音与

有声的声音；无起无讫，无先无后与有起有讫，有

始有终，构成了这两种声音（音乐）的内在关联和

意象关系。

　　二、回 到 音 乐 的 事 情 本 身—神 圣 力 量

的浇灌

　　对于什么样的音乐才是超越“美”的音乐，列

欧开门见山地说：“能使神圣的能量浇灌于人的生

命之中的音乐就是超越于美的音乐。”［３］２１５

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内涵？我们先考察一下列

欧的宗教观点。
列欧认为，人们理解宗教本质的途径 不 外 乎

两条：其一是横向路线，即“宗教乃是生命的极度

扩展”，就是说，人们活着总有一种不断追求更丰

富、更深刻、更广阔的生活的想法，寻求“力”，寻求

“意义”，寻求更高的东西的内在需要。人的这种

内在需求并不是人自身决定的，而是来自于那个

“完全的他者”。① 上帝就着他所给予人的这样一

种内在的感悟力，去找寻其生命的根本归宿。
其二是纵向路线，即理解任何问题不 是 从 人

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这里的纵，就是指从上帝

而来的自上而下的“启示”，对于这个“启示”的理

解，就是对于这种已经获得启示的人而言，他已经

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某个陌生的境遇，正是在

那样一个境遇中，他不仅有某种无限的远景展现

在自己面前，而且他也晓得，他虽人在旅途，但已

然在美妙而遥远的事物的团簇之中。他不仅对至

高者有真切的洞察（Ａｈｎｕｎｇ），同时也被至高者牢

牢地摄住了。他不仅描述远方上主的宝座，并欢

欣鼓舞，奋然前行，而且还意识到身处的境地本身

也是令人敬畏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殿”，是“天国

之门”……他 确 信，总 有 某 种 东 西 在 路 上 与 他 相

会。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如同很多音乐家

在不经意间忽然得到的一种“音乐的灵感”的那种

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境遇。
列欧列举了《旧约圣经》中扫罗使用音乐驱除

恶魔的例子。当神的灵离开扫罗，恶魔的灵进入

·０９·
①奥托在《论神圣》中对于那个完全超越于人的超自然的力量的一个比喻。



他心里，他 心 中 不 得 安 宁。扫 罗 对 他 的 仆 人 说：
“现在，你去找一个擅长演奏琴的人，大卫就为他

弹琴，大卫的琴声令扫罗满心畅快。因为大卫有

勇有谋，又有胆色，为以色列人击败巨人哥利亚，
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其所强调的是，当邪恶力量进入人身的时侯，
人就会感觉难受和坐立不安……这就需要有一个

身上具有上帝的灵性的人来演奏音乐，这样不仅

能够赶走邪恶，而且就此这个不得安宁的人就会

好起来。“使用音乐，你就会好起来。”［３］２１３

“在古埃及，人们非常重视对于正确的声音的

拥有，因 为，在 人 类 与 上 帝 之 间，正 义 的 声 音

（ｒｉｇｈｔ　ｖｏｉｃｅ）的 拥 有 是 正 当 的 路 径；无 论 是 谁 拥

有正义的 声 音（ｒｉｇｈｔ　ｖｏｉｃｅ），谁 就 知 道 如 何 用 适

当的语调来发出神圣的声音，甚至能控制自己永

恒的生命。歌唱也是如此，它具有召唤能量的功

能……也就是说，在这个正义的、不可抗拒的声音

里面，它能够打开了人的顿悟，这个力量的模式是

需要节奏和旋律。”［３］２１３

音乐具有很大的能量，要学会将声音 的 抑 扬

顿挫协调好，因为每一个声音的表现都具有它自

身内在的寓意和内涵，“死亡的歌就会带来死亡，
胜利的歌 就 一 定 会 带 来 凯 旋”［３］２１３。如 席 勒 的 叙

事诗《钟之歌》（Ｓｏ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ｌ），这个 模 式 可 使

人想起在四世纪时，当安布罗斯在米兰把圣歌引

进礼拜仪式上的情形……格里高利圣咏是表达坚

定信心的最完美形式。它的基调庄严，是一种来

自其更高世界，更神圣世界的声音。它富有稳定

性、富有和平和尊严［３］２１３。

　　三、音乐家———“上面声音”的传达者

　　列欧在对音乐的论述中说：“在每一次的宗教

礼仪活动中，都有上帝的话语给我们，使得我们这

些个 别 的，孤 独 的 人 就 此 进 入 永 恒 的 神 圣

之中。”［３］２９４

列欧说他自己很难从音乐的形而上学的吸引

力中挣脱出来。列欧特别指叔本华、尼采以及瓦

格纳三位思想家：“叔本华的观点，兼具尼采热情

洋溢的言语和瓦格纳强劲有力的音乐形态，使我

更加不能够从中逃脱出来。”列欧很欣赏叔本华说

的话，音乐家是一个“上面的声音”的传达者，音乐

是一种语言，它像是“来自深邃领域中的语言”，是
形而上 的 语 言［３］２４５－２６１。列 欧 所 指 的 是 天 界 的 声

音，那是一种永恒世界的声音，音乐家的职责是将

那个世界的声音传达给我们，进而使我们能够感

受到大美的音乐。
列欧指出，在我们的世界里，外在表面的想法

太多．以至于 忽 略 了 本 来 的 东 西。列 欧 所 说 的 本

来的东西就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世界的本质，每
一门艺术都尝试着表达这些思想，音乐却忽略了

对思想的表达。
列欧列举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名歌手》的

音乐一次次从内心最深处响起，那是对我们生命

中疯狂举动的真实表达……列欧就在这个地方看

到了音乐的本质表现，即在最疯狂和有谎话的地

方，音乐却能告诉人们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的更

深刻的真相，“音乐直接揭示了世界的秘密”［３］２４８。
列欧在自序中曾说，毕达哥拉斯和柏 拉 图 等

古代哲学家们都认为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例

如巴 赫 的Ｂ小 调 弥 撒 是 巴 赫 的 非 常 有 意 义 的 顶

峰作品。这是令人愉悦的音乐，它表达了美与神

圣的情感。它像是人类虔诚的停靠岸，同时人的

美感也被释放出来。其中的五声部合唱，小提琴

八六拍的演奏，连续的主旋律，声调像圣鸽抖动的

翅膀，切分音连续不停地好似瀑布般从天堂坠落，
正如以赛亚书所表述的：“诸天哪，自上而滴，穹苍

降下公义。”［４］

艺术作品尝试着展现世界的本质；拨 开 世 界

事物 上 的 层 层 霾 雾，列 欧 坚 信，音 乐 能 做 到 这 一

点。列欧认为，“上帝赐予音乐家内在灵性的例子

比比皆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并没有告诉人们

单个的费洛列斯坦的监禁，而是每个人的监禁场

景（用音乐启示人类）。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从皮查

罗那里获得的自由，而是呈现了更广更深层次的

解放，即拯救（启示对人类的救赎计划）。”［３］２４５－２６１

莫扎特的精髓不是作为人的他自己，而 是 他

内在 的 天 赋，声 音 的 魅 力，是 天 使 将 音 乐 赋 予 了

他。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音乐匠人而已。如果有

人领悟了莫扎特的思想及他的音乐灵魂，那么这

个人的精神必将达到一个境界。列欧说：“我信仰

天使莫扎特。”［３］２４３

“莫扎特之所以是最伟大的宗教作曲家，因为

他以一个崇高的快乐心态去为艺术服务。这是完

全真实的莫扎特，具有孩子般的童真稚趣，魔笛是

他的 遗 嘱，也 是 他 最 富 有 吸 引 力 和 童 真 的

作品。”［３］２４３

在列欧的心中，“音乐并不是音调的艺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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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渴望与更高的世界相联系的艺术。因为最高和

最好的音乐并不仅仅是音乐本身，不是他的声音

和乐器，而是通过声音和乐器提醒我们，叫我们从

中能够明白一些东西”［３］２４３。
其实我们可以在每一种音乐中都能够发现宗

教和音乐相互联系的那个点，“音乐是神圣的，无

论是赞美诗，交响乐或独唱，就像是站在上帝前面

的小天使一般。音乐是上帝面前的一个仆人，它

有神圣的功能。它不可言喻”［３］２４５－２６１。
在《神圣的艺 术》（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ｉｎ　Ａｒｔ）一 书 的

第六章中，荷 兰 宗 教 学 家 范·德·列 欧（Ｇ．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ｅｕｗ）从宗教现象学、神学以及音乐学出发，
以“回到事情本身”的基本态度，详细阐述了他对

音乐神圣性的理解，其宗旨就是要找回音乐与神

圣的最初关系，找回音乐的真实本性，找到人与音

乐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此提出从上帝而来的对于

人的内在启示的意向性关系，提出音乐作品能够

展现世界本质的学说。

列欧的研究富有启发意义，特别在探 寻 中 国

音乐未来发展的路径时，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根

本问题。
当然，我们在研究列欧的宗教现象学 之 意 向

性理论方法的时候，也要遵行着一种审慎和辩证

的态度，其重心就是要打开自我的视域，走出以往

的阈限，站在总体的维度再度重新审视我们曾经

认识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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