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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琴表演主体与技术交互产生的第一种关系即“具身关系”,技术物之钢琴的规格相似,但钢琴表演主体演奏的音色却千差万别。本

文分别从钢琴表演者具身化技术生成的过程、表现、身体演奏姿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详实的论点对“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进行概括,将钢

琴表演主体与技术工具相遇后的“具身化”特点在音乐教育中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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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谓“具身化” 

“具身关系”(Embodied cognition)又称为具身化,“具身关系”的

提出让人们更加正视技术工具在人类生活中的位置与实际作用。马克思曾

说过：“工具是人类无骨的肌肉”,人类长久以来积攒的经验,通过技术工

具的使用,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改变与调节。技术体现的是融合,是与人类成

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使工具具有人的意向指引,成为表现人类意识情

感的载体,最终到达“物我合一”的状态。“物我合一”在伊德的技术现象

学中解释为“具身关系”,即人类的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同时获得一种强

烈的关联感。 

通过自身产生对技术的感知,并借由身体知觉性与反射性习惯,改变

以往认知中的经验方式与模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我”的经验之中,

将物质工具所体现出活动中的模糊性、融合性逐步与“我”本身的知觉与

反射融为一体,从而将“我”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形成具身性,依据“我”而

打造的技术。克列姆廖夫提到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观点即“人性化(即人

化)问题”
[1]
对思想的丰富作用就如唐·伊德所提出的“具身性”的工具

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源在于“任何一种艺术,不表现,就无法造型,不造型,

也就无法表现”
[2]
 

艺术需要具身化的表现方式,因为具身化的生成一方面将技术与人相

结合,一方面将技术“人”化。钢琴表演是将这两种呈现方式同时展现出

来,所以,无论在钢琴教育或是钢琴表演都是需要将具身化表演主体重视

起来。表演活动中的“物我合一”是表演者最好的表演状态。不同表演状

态演奏的音乐作品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技术具身化的显著特

点。表演者与技术工具的融合程度直接影响音乐意义的表现。 

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审美教育,音乐作品作为物质性的人为技术物,

在钢琴表演中体现着人类文化与精神物质,在其固有模式的留存下,音乐

作品的文本形式仍然是人类的技术工具,是精神物质的有型载体,通过表

演钢琴音乐作品,音乐作品以音响形式产生的一刻,整个表演活动即为一

个单独的封闭世界,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有其自有的位置,并在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表演活动中的表演者达到真正的演奏状态,必须与其所演奏的技

术工具,以“物我合一”的方式进行具身化。 

2 钢琴表演主体的技术生成与表现 

钢琴表演过程之所以存在具身关系,是因为在活动中,技术工具钢琴

是“透明的”,表演者是靠想像来感受技术的存在。人们在欣赏音乐的时

候,更多看到的不是音符与钢琴,而是三者共生下的音乐。钢琴音乐的演奏

过程,其本身的出现与实现,也是人意识的建构才形成,因此这种技术发生

的过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同样,人与技术的所产生的具身关系,使从无

到有的关系成为具有表现特点的音乐活动。在钢琴表演中体现的具身关系,

同其他技术工具使用中的具身关系一样,是通过人类想象、意识建构出的

交互状态。每个人通过自身的物质性身体、文化性身体与技术性身体的发

展空间限制,对每一种技术工具的使用方式也显得尤为不同。这种不同性,

造就了人之所以成为每个人,以及每个人的不可复制性,也正是体现于此。

表演主体进行技术选择的目的是,要定位表演的首要任务是表现音乐。将

音乐作品看作是“技术”,将钢琴视为开启技术大门所必须的钥匙,表演主

体借由与音乐作品的具身化融合,将钢琴视为表达的媒介。 

在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海浪、树、芦苇、沙

子都是经验所熟悉的“事物”,都是我灵敏的感觉所指向的一般存在者。

他们已经在那里,已经成其所是,我对它们的经验并不需要对这些当下的

事物有所增益。我所处在一个展开的场域中来经验他们”
[3]
。对于钢琴表

演整体来讲,钢琴、钢琴音乐作品就好比已经在那里,称其所是的“事物”,

钢琴表演者的“我”,在钢琴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即处于一个展开的场域,

用表演者自身所具有的经验,经验着我周遭的一切。在此阶段中的“我”

与钢琴“物我合一”,因为如此就可以解释清楚,钢琴与钢琴表演者“物我

合一”,是通过另一个不同于之前的“钢琴”,也不同于之前的“钢琴表演

者”,在新视域下,对音乐作品进行诠释。“我”成为钢琴、钢琴成为“我”,

在人与技术工具相结合的瞬间,彼此之间是互为工具的关系。因此“我”

成为钢琴的“喉舌”,钢琴展现的声音成为“我”(钢琴表演者)的体现。

在此层关系中,音乐作品这一物质性的技术工具,“它是将人的信仰与审美

感受结合起来,在人类有限的世界里把握无限的精神、表达对世界原本依

赖和向往的方式。”
[4]
钢琴音乐作品是创作者“自我情感的”外化过程,钢

琴表演者演奏音乐作品的过程,是钢琴音乐创作者将“自我”转换为“非

我”,再形成自我的过程。钢琴表演者的自我与音乐创作者的“自我”进

行融合,形成另一个“非我”。音乐创作者产生的“非我”是音乐作品所要

展现的本质。在表演后所产生的音乐即“非我”。因此这个“非我”的作

品,变成了钢琴表演者的“自我”。这一层关系中不断的转换产生的“自我”

与“非我”,正是因为钢琴表演者与钢琴音乐创作者相互产生的具身关系

而展现。在大部分的钢琴表演活动中,表面上看的行为表现,是单纯的在进

行音乐表演。但从深层的意义分析,是文化对音乐本质的体现。这也使无

法表达的音乐情感,有了具身化的模型。具身关系出现在钢琴表演活动中,

体现的正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借由技术和技术工具,认识和展

示世界的方式会产生多重关系。 

正如从实践层面的表现来说要依靠表演者的身体技术,而要进行造型

则需要表演者的思想“技术”作为身体技术的指导。所以钢琴音乐要表现

的思想艺术化,一定是依托在身体的技术性表现方式中,在钢琴音乐的表

演过程中思想的“技术性处理”通过对身体技术性的控制得到体现,体现

在音乐中,体现在身体的表演中。美好的事物是人们一直在追寻的,音乐同

样如此,悦耳的音乐也是音乐表演者一直在追寻的或许“艺术正是通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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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美好的事物的方法来对人类产生影响”
[5]
。正如技术性思想所要表现的

美一样,都是想通过技术的“人化”处理将钢琴音乐以最美的方式呈现在

世界的面前。 

钢琴音乐的传承与表达与其说是生产文化,不如说是传承文化,传承

具有个人色彩与时代风姿的文化。“世间文化都为生活所用,文化中包含了

对生活、生存的理解和理论、理念和认识。”文化为生活所用这一观点恰

好符合了伊德对于技术文化性的解读,伊德所理解的技术,始终是以一种

文化的形式,嵌入到所有关系中。始终对技术工具的发展,产生某些文化要

素的影响。“而技术的文化嵌入性,是指文化对技术的影响和作用。伊德认

为,所有文化都是技术的。没有一种前技术的人类文化,所有的人类都拥有

涉及人造物的、并伴有复杂的实践模式的物质文化。”如果一个社会的文

化并没有发展如此高的科学技术,那么人的精神文化对其技术工具的需求

就不会表现出极高成程度的渴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生活的人,

对于水的渴求远远大于对机器人的渴望。所以技术工具的产生与发展一定

是以依赖文化发展而产生的。“伊德将传统的解释技术的方式转换成一种

文化的视角,技术被视为文化的工具,它是非中立的,也是深深嵌入到日常

生活的实践之中的。伊德认为,文化是具有影响性的,它是人类生活世界的

一部分,并决定了技术的功能。”技术功能的如何发挥,则取决于人。 

3 具身化表演主题体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人之根本,音乐融入对技术的“关照”更

是直接让技术成为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除了技术,艺术也是人

类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如果说,技术让生活变得美好,那么艺术则是让人有

了发现美好的眼睛。所以,技术的进步可以更快的促进艺术的生产与发展

和传播,同样艺术的更加丰富的造诣对人类有着至关重要的教化性作用,

对人的身心健康、世界观的正确认识都有着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因为如此,

钢琴表演艺术家才会成为人们尊重、崇拜的对象。人们尊重与崇拜的并非

是个人,而是表演艺术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和艺术传承。提到殷

承宗就想到黄河、提到朗朗就会想到“眉飞色舞”的表演风格,提到霍洛

维茨,钢琴演奏界的大师。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等的想象行为？因为他们作

为表演者时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标签。人们所崇拜的是这种文化。例如,

人们通过电视剧会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或情结,音乐同样如此,

人们在聆听音乐时,会产生不一样的情愫,一种陷入回忆中的情愫,这就是

音乐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实现与改变并非简单的通过看就获得,而是一种

技术的转化,技术通过人的应用成为的这个人,但同时又是技术本身,构成

具有交互功能的技术和具有技术性的人。 

在钢琴表演活动中的表演者将钢琴视为自己身体所发出的声音,或者

想象成为一个拥有庞大乐器的交响乐团体,自己成为那个指挥,这些种种

使用工具的方式与方法对钢琴表演者与钢琴相结合从而产生的具身关系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钢琴表演活动中,表演者如何诠释,对于音乐作

品的意义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钢琴表演当中人与钢琴、钢琴

音乐作品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钢琴表演。所以,具身化的展现,对钢琴表演

活动中音乐诠释的完整性,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对钢琴表演意义与目的的追问,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存在价值的追问,

人类之所以会发展至依赖于工具技术来证明自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为

人类自身的自证方式极少,而工具的使用确实一种自古就有的生存手段,

只是我们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有效的升华才创造出更多的人类精神财富。

受到更为积极、正能量音乐熏陶的人,在整体经济创造力等等多方面都有

着更为突出的优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如同唐·伊德所研究的技术实

践哲学一样,每一种技术的产生、更改与创新都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变化。

所以说周围环境的变化对于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钢琴表演者同理,

艺术的产生与变化都是与时代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艺术作品取决于

世界状况,即是说,历史情境,艺术的他者是他们的条件。社会是艺术的本

源,也是阿多诺分析艺术作品时的最根本出发点。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深刻

联系以及社会存在对艺术的支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艺术的形成与

来源均是社会变化下的产物,而产生艺术的是人,改变艺术的也是人。产生

艺术的人所持有的具身性具身特点,在艺术综合作用的转化下,改变了吸

收以文化为载体的艺术养分,继而改变了更多的社会人。所以人的因素对

于艺术产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是定量,同时人又是变量,因为“处于特

定历史进程中的艺术创作风格特征,都是该艺术家的天赋才能和他所处的

社会历史境况两者共同的结果”。艺术的产生从文学来说：是语言消逝的

尽头产生音乐；从哲学来说：理解音乐是我存在方式。“豪塞尔认为,任何

真正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一种独特解释,它通过迂回的方式最终把人们引

向现实。” 

如果说钢琴与钢琴音乐作品是物质层面,那么“精神内涵式通过感性

事物而形成的,真实内容的中介特质就存在于这种感性事物中,艺术作品

的精神内涵并不是悬浮在作品构造的遍彼岸世界,是艺术作品通过其构造,

通过艺术家精心塑造的产品,超验于作品的事实之上.......”。所以说物

质层面的存在物是精神内涵存在的依托,也正是因为如此,钢琴表演者通

过技术性身体的表演才能将钢琴音乐作品中的精神内涵提取出来,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精神层面。精神层面的表达需要二个步骤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寄

托,另一方面需要存在将意义提取或赋予意义的人。 

由此,钢琴音乐中的思想性和精神性,是需要通过钢琴表演者在表演

活动中,通过钢琴物质性技术媒介,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与表达,从而形成钢

琴表演艺术的整体性活动。而钢琴表演主体对音乐的“个性化”表现方式,

正是钢琴表演中技术——人,体现的具身性。钢琴表演主体对作品的技术

选择,可以直接显示出表演主体的个性,以及所受社会文化熏陶方面的表

现,这背后透露出社会层面、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以及在具身化的关系

中,对钢琴表演者所诠释的音乐意义,表演姿态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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